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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引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1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1）
2引用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术语和计量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1术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1）
3．2计量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计量性能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通用技术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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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标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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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检定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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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IO59．1-2O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制定本规程的基
础性规范。

    本规程是对JJG393-2003《辐射防护用X、7辐射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
的修订，以GB／T4835．1-2O12《辐射防护仪器俘、x和7辐射周围和／或定向剂量当
量（率）仪和／或监测仪第1部分：便携式工作场所和环境测量仪与监测仪》、
GB／T12162．1《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y参考辐射
第1部分：辐射特性及产生方法》、GB／T12162．2《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
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下参考辐射第2部分：skeV-1．3MeV和4MeV～gMeV的参
考辐射的剂量测定》、GB／T12162．3《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
的X和T参考辐射第3部分：场所剂量仪和周围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
应的测定》为主要技术参考。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参照GB／T4835．1-2o12，名称由“辐射防护用X、了辐射剂量当量（率）仪和
监测仪”修订为“便携式X、丫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
    2．检定项目中取消“过载特性”“报警闭值误差”，“能量／人射角响应”改为“能
量响应”。
    3．对“相对固有误差、重复性、能量响应”项目的计量性能要求与检定方法参照
GB／T4835．1-2O12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做相应修改。
    4．附录中增加“能量／人射角响应测量方法与校准因子”。
    本规程的历次发布情况：
    ―JJG393-2003；
    ―IJG393-1985和JJG483-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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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携式X、丫辐射周围剂量
当量（率）仪和监测仪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便携式X、下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的首次检定、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周围剂量当量H’（1。）和剂量当量率H’（1。）由外照射X、7辐射
产生，X、下辐射能量范围为sokeV～1．SMeV．
    本规程不适用于诸如胶片剂量计、热释光剂量计或石英丝静电计等无源测量装置的
检定。

2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I。。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Io35电离辐射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4835．1-2O12辐射防护仪器p、x和y辐射周围和／或定向剂量当量（率）
仪和／或监测仪第1部分：便携式工作场所和环境测量仪与监测仪
    GB／T496o．1核科学技术术语第1部分：核物理与核化学
    GB／T496o．6核科学技术术语第6部分：核仪器仪表
    GB／T12162．1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y参考
辐射第1部分：辐射特性及产生方法
    GB／T12162．2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y参考
辐射第2部分：skeV～1．3MeV和4MeV-gMeV的参考辐射的剂量测定
    GB／T12162．3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y参考
辐射第3部分：场所剂量仪和周围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测定
    ICRUReport47：1992外照射光子和电子辐射剂量当量的测量（Measurementof
doseequivalentfromexternalphotonandelectronradiation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术语和计，单位

3．1术语
    JJF1001、JJF1035、GB／T4960．1、GB／T4960．6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规程。

3．1．1周围剂量当量ambientdoseequivalentH’（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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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场中某点的剂量当量是相应的齐向扩展辐射场在ICRU球体内、与齐向扩展场
方向相反的半径上、深度为10mm处产生的剂量当量。

3．1．2［剂量当量（率）仪的〕测试点pointoftest［ofadoseequivalent（rate）
meter〕
    约定值已知的一点，并且剂量当量（率）仪的参考点放在该点上用于测量和试验
目的。

3．2计量单位
3．2．1周围剂量当量H’（l0），计量单位是希沃特，符号：Sv，ISv＝IJ¡ ¤kg一‘．

3．2．2空气比释动能K。的计量单位是戈瑞，符号：Gy，IGy＝IJ¡ ¤kg一，。
3．2．3本规程中所用到的其他量均采用国际单位制（SD单位．另外，对辐射能量也

可采用电子伏特，符号：eV，leV＝1．6oZxlo一，，J。

4 概 述

    便携式X、T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指用于测定由外照射X、7辐射
产生的周围剂量当量（率）的手持式辐射防护测量仪器。这类仪器能不依赖外部电源、

支架以及数据网络等外部固定设施而独立使用。其结构至少包括一个探测部件和一个测

量部件，两部件可以装成一个整体也可以直接或通过电缆、无线信号相互连接．探测部

件中含有辐射探测器，如电离室、计数管、闪烁探测器、半导体探测器等。其在光子的

作用下产生某种形式的电信号，由测量部件测量并指示出来．

    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仪除具有上述功能外，还包括一个报警（声响或声光报
替）部件，因此在测量过程中仪器能给出与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相关联的声响（和

闪光）信号，使用者可根据其关联性（闭值设置或报誓频率）粗略判断周围剂量当量

（率）水平。

5计，性能要求

便携式X、y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的计量性能须满足表1的要求．
                                  表1计．性能要求

｝计，性能 ｝ 技 术 要 求 一一，，条件一
｛相对固有误差 一一，，％一＋，2肠 ｝有效测最范围内，至少理盖：个数t

一重复¡ ¤一‘¡ ¤“‘卜H／H。，％ ｝。。镇。《11o0
-1．255（1卜户／户。）％ 一瓦动。lh0，响应时间。“，

一能，响应 ｝一23％一＋43％ -8。“ev一‘¡ ¤SM¡ ¤v
｝注1：”’当，率有“’范”包含’。少S V ／h，．剂’‘，须包含‘。。拌5二
｝注2，H。、H。分别为剂t当t和荆t当t平有效侧t范围的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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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用技术要求

6．1外观
    仪器外观应完好无损，不应有锈蚀、裂纹和破损等缺陷以及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损
伤，控制面板或系统界面上所设置的功能键都能完成该键指令下的功能。
6．2标识
    仪器的型号、编号、制造商等标记应清晰可辨。仪器的探测器位置和参考取向必须
明确标示在机身外表。

6．3功能特性
6．3．1周围剂量当量（率）仪显示单位须为剂量当量（率）Sv（或Sv／h），有效测量
范围至少覆盖3个十进位量级，并必须包含10拌Sv／h（剂量当量率）和／或100拜Sv
（剂量当量）。
6．3．2周围剂量当量（率）仪的本底计量特性须满足下列2条中至少1条：
    （1）本底测量平均值不超过士。．5拌Sv／h，或不超过最小显示分度的士3倍／（h）。
    （2）具有零点调节旋钮（或类似装置）的仪器，其调零功能须能使仪器的本底测量
值低于0．1拜Sv／h（或最小显示分度值）。
6．3．3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仪的报警功能须正常有效，并且其报警功能特性与产
品说明书规格相符合。

7计t器具控制

7．1检定条件
7．1．1计量标准
    防护水平X、7辐射空气比释动能（率）标准由防护水平电离室型剂量仪和X、y
参考辐射场组成。
    周围剂量当量H’（10）的约定值（参考值）由参考测试点的空气比释动能值K。
按式（1）确定：

                    H’（10）＝h灵（10）¡ ¤K。＝h成（10）¡ ¤M¡ ¤NK¡ ¤K（1）
    式中：
        M―该测量点计量标准器的读数div（div表示分度）；
      NK―计量标准器的空气比释动能（率）校准因子，Gy¡ ¤div一，；

  h妥（10）―空气比释动能K．～周围剂量当量H’（1。）的转换系数，Sv／Gy〔见附
              录D中表D．2；’3了Cs7参考辐射的城（10）的推荐值为1．20」；
        K―由空气密度、场的非均匀性等因素确定的修正因子，无量纲。

    周围剂量当量约定值H‘（1。）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10％（k＝2）。
7．1．2参考辐射
    a）能量范围：X辐射为（80-250）kV窄谱过滤X参考辐射，7参考辐射为137Cs
（661．7keV）和／或6OCo（1173keV、1332．skeV）等，可从表2中选取．
    辐射场条件应满足GB12162．1-2。。。规定的要求．参考辐射的特性和产生条件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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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中表D．1．
表Zx、，参考辐射

卜
｛管电压／kv ｝平均能t／kev
- 8 0 ｝ 6 5
- 1 o 0 ｝

一 ‘ 5 0 ｛ 1 1 8
｛ 2 。。 1

｝ 2 5 。 ！ 2 0 8

匡
｛’‘’Am‘59¡ ¤skev，
-
｝‘’Co“¡ ¤‘，M，v、‘¡ ¤’3Mev，

    b）周围剂量当量率测量范围：‘3宁Csy参考辐射产生的H’（10），下限不大于
1．OXl。一“Sv¡ ¤h一‘，范围至少援盖4个数量级．
    如使用多个137Cs辐射源以覆盖被检仪器的全部测量范围，从每个源所能获得的所

有测试点的H．（10）可用范围（可通过改变辐射源与仪器探头距离的方法获得）必须
至少与由另一个源所能得到的可用范围相衔接，以使仪器对所有源的检定可等同于使用
同一个特定辐射源检定。
    c）测试点处辐射束的均匀区域应能完全覆盖计量标准仪器及被检仪器的探测器部
件，该区域内的不均匀性应不超过5％。
    d）散射辐射对各测试点剂量当量率的贡献应小于总值的5％．
7．1．3配套设备
    a）定位装置
    用于安置标准测量仪器或受检仪器，能在辐射场中移动并准确定位于某一测试点．
源至探测器距离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lmm。
    b）温度计
    测量范围（0～50）℃，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2℃．
    c）气压计
    测量范围（86～106）kPa，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IkPa。
    d）计时器
    测量上限不低于10005，最小分度值不大于。．15。
7．1．4环境条件
    a）环境温度：（巧～25）℃，检定过程中变化不超过士2℃；
    b）相对湿度：不大于80％；
    c）大气压力：（86-106）kPa；
    d）环境7本底辐射：小于0¡ ¤25拌Gy／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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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周围无明显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
7．2检定项目
    便携式X、y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
检查项目见表3．

                                    衰3检定项目一览表

｝。定项目 ！首次。定 ｛后续。定 ）使用中检查
｝通用技术要求 ｝＋ ｝－ I －
｝相对固有误差 ｝十 ｝＋ 一十
｝重复性 ｝＋ ｝ ＋ 一－
｝能t响应 ｝＋ ｝ ＋ I －
｝注：“＋，为必。目；心为可不。目¡ ¤
7．3检定方法
7．3．1通用技术要求
    目测检查便携式X、7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是否满足6．1、6．2的
要求；开机通电检查便携式X、7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是否满足6．3的
要求。
7．3．2相对固有误差
    X、y辐射周围剂量当量仪相对固有误差和重复性项目的检定推荐使用‘37CsT参考
辐射场，亦可采用‘“Co7辐射场。如在同一台仪器的检定中同时使用‘”Cs和60Coy辐
射场，需对使用60C。下辐射测得的相对误差数据按其能量响应特性进行修正．

    如被检仪器及所附文件中未明确给出其有效测量范围，按表4中的方法确定H。和

H。的值（必要时需通过适当的辐照检查来确定其测量上限H二．：）。
                          表4荆t当t《率）有效侧t范围的下限取值

｝侧。围上限户一 ｛二s0’．” ｝＊。
｝＜1msv／h ｝．上限／1。00 一”“。’｝1二5¡ ¤／h、户一＜1oms¡ ¤‘h ｝‘”5¡ ¤‘h
｝10msv／h＜介一。sv／b ｝‘。”5’‘h

量率的测量下限H。取表中数值与显示分辨率10倍中较大的一个．H。应不小于
v／h。

    如按上述原则得出的有效测量范围无法完整覆盖3个十进制量级，可判定该仪器不
符合通用技术要求中对测量范围的要求。
    检定测试点按下述原则选取：
    剂量当量率仪器须在有效测量范围的最低3个十进量级内至少每个量级选取一检定
测试点，对数字式和对数显示式仪器相邻两点间相差应不大于10倍，首次检定还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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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接近H。和1o00H。的检定测试点；模拟显示的仪器应选在每个量程的50％一75％
范围内或附近。
    对于采用2个（或多个）不同灵敏度的探测器组合成一个探头，并通过内部切换探
测器来扩展测量范围的仪器，所有的检定侧试点范围还应包括探测器切换点附件高低
2个探测器的2个测试点．
    将被检仪器按其参考取向置于辐射场中剂量当量（率）约定值H。已知的测试点
上，测得被检仪器对测试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读数值H‘，每一测试点上重复测量
3次．按公式（2）计算各个测试点上仪器测得值的相对偏差1：

  H‘一H‘c＿．，
今－－－二：尸～～～～－X100为
        月遥c

（2）

    式中：
    万‘―第1个测试点的读数平均值，1＝1一、。

    H‘c―第艺个测试点的剂量当量（率）约定值。
    对累积周围剂量当量测量功能的仪器，应尽量采用不同的剂量当量率和接近的辐照
时间的组合来得到不同的累积剂量当量约定值。
    被检仪器的相对固有误差按以下原则作判定和表述，其中U‘为约定值H。的相对
测量不确定度（k＝2）。
    a）w个测试点中任一个的相对误差1值均不超出〔一15％一U‘一＋22％＋U，：〕
的范围，且任2个J值之差不超过37％，则判定仪器的相对固有误差满足表1的要求。
相对固有误差检定结果按实际测量值中绝对值最大的一个表述（若超过表1中的相应限
值，就用该限值表述）。
    b）若J‘值均不超出〔一15％一U二：一十22％＋Ut．：〕的范围，但有2个1值之差超
过37％，则检定结果为不合格，相对固有误差取超出〔一巧％～＋22％〕范围最大的
一个表述。
    c）若有1‘值超出〔一15％一U，1～＋22％＋U，，」的范围，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仪器的相对固有误差按超出［一15％一＋22沁］范围最大的一个1值表述．
    如仪器兼具剂量当量率和累积剂量测量功能，需按下述方法验证其2种测量功能的
相符合性，并以剂量当量率功能测量结果作为最终表述。
    在相同剂量率条件下（或同一次辐照中）测得其剂量当量值H。和剂量当量率平均

值H，两者须满足式（3），其中t是总辐照时间，m是剂量当量率的重复测量次数。

｝毕一引、3了赢与下．身执一汤 （3）

    若两者不满足式（4），则按Hn／t值计算其相对固有误差；若未超出〔一15％一
U，：～＋22％＋Uo1」，仍按剂量当量率功能测量结果作为最终表述．若超出则判定该项
目不合格，按累积剂量测量结果作为最终表述。
7．3．3重复性

    参照仪器的有效测量范围，在（1-n）H。（或H。）内，选择合适的测试点作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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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的测量．测量时需注意：对具有响应时间（采样时间）选择功能的仪器，须选在
＜105的条件下测量；若仪器无此功能，则按下述方法测量：每次重复关闭一段不等
的时间后再开启辐照装置，在开启后155内完成一次测量。
    按剂量当量率功能重复测量20次，（累积剂量重复测量7次），按式（4）计算重
复性：

v‘一些1；李下文（二，‘一。‘）：
      月‘勺、砚一1沪j二玉

（4）

    式中：
    n―重复测量次数。
    被检仪器的重复性按以下原则作判定和表述：
    重复性测量结果不超过表1中相应限值为合格，检定结果用实际测量值表述，同时
注明该测试点周围剂量当量率约定值。
    如仪器兼具剂量当量率和累积剂量测量功能，以剂量当量率功能作为最终判定。
7．3．4能量响应
7．3．4．1能量响应项目的检定所选取的X、y参考辐射须满足7．1．2的要求，X参考
辐射的能量按表2。须至少选取5种不同的能量来完成本项目检定，且其中必须包含
la7Cs和最低能量的2种X参考辐射，如受条件限制不能满足X参考辐射条件，可从附
录D中选择合适的辐射条件；对于不同的辐射能量应使用相同的剂量当量率，如不能
实现应利用相对固有误差的测量数据对不同能量下剂量当量率的差别进行修正（可使用
线性内插法）。
7．3．4．2在每个能量点上，按照7．3．2的放置和测量方法，测出被检仪器的剂量当量
（率）测得值HE，由测量点的约定值H乙c按公式（5）计算被检仪器对各辐射能量的
响应：
    该能量的相对响应：

                                  R：＝H：／H E．c（5）
                                R‘：二R。／Rc．（6）
      （R是一1）值须不超过表2中的限值。
7．3．5校准因子
    由被检仪器的相对固有误差和能量响应检定结果可得到其对00人射角各特定能量

E与剂量当量率H的响应RH．E，校准因子C，＝（R。．：）一，．
7．4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检定合格的便携式X、下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发给检定证
书（推荐内页格式见附录B），检定结果中有一项不符合本规程的技术要求即为检定不
合格，检定不合格的便携式X、y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发给检定结果通
知书（推荐内页格式见附录C），并注明不合格的项目。
7．5检定周期
    便携式X、了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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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检定记录推荐格式

，采样（响应）时间：一、相对固有误差、重复性（测量模式：

｝条件（距离）｛。5（）｝：（）｛H‘／‘；sv／h， ｝。‘／（；s v／h）｝1／％ ｝cf（）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l ｝ ｝
｝ ｝ ｝ ｝ l ｝ ｝
｝ ｝ ｝ ｝ ｝ ｝
｝ ｝ ｝ ｝ ｝ ｝相对固有误差
｝ ｝ ｝ ｝ 1 ｝重复性／％：

二、能量响应（测量模式：

｝x（kv／mA）｝。．（） ｝，（） ｝H‘／（。sv／h， ｝。。／（；s v／h）｝ ）cf（）｝
｝ ｝ ｝ ｝ ｝ ｝ ｝
I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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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证书内页推荐格式

｝，对固有误差
！ ％

！重复性
｝ ％

一能量响应
一 ％

｝ ｝ -

｝剂量当，。率）
｝“v／h - - 万一
｝剂量响应校准因子
｝c，（。） 一―｝ - 下一

辐射能量
kV／keV

能t响应校准因子
      C，（E）

注1：仪器的测t功能为
2：重复性测t时的荆t当t（率） ；响应（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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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推荐格式

｛相对固有误差
｝ ％

｛重复性
！ ％

1能量响应
l ％

｝ ｝ ｛

剂最当量（率）
      Sv／h

剂量响应校准因子
      C。（D）

｝辐射能量
｝“v／kev 万 -
｝能量响应鲜因子
｝ - 巨一- 一―
注1：仪器的测t模式为
注2：重复性测t时的荆t当t（率） ：响应（采样）时问

的检定结果不符合检定规程的技术要求（该项目的技术要求其中，
），故判定为检定不合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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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参考辐射特性及相关转换系数

    过滤X参考辐射的特性以及产生这些辐射所使用的高压和过滤条件列于表D．1．表
中的管电压是在负载条件下测得的，附加过滤和固有过滤组成总过滤。固有过滤为
4mmAI．半值层是在距焦斑lm处测量的。检定实验室应通过测谱法或半值层法证实
所使用的过滤X辐射质与表D．1的一致性。检定所需各参考辐射的转换系数h成（1。）
的推荐值见表D．2。
                                    裹D．1过泣X参考辐封

｝窄谱系列过滤 x 辐射

｝飞犷一，飞牙一汤河｛附加过，／mm ｝半值层／mm。u
｝Pb ｝sn ｝cu ｝Al - ｝2“

｝ ｝ ｝ ｝ ｝ ｝。．6 ｝ ｝0．24 ｝0．26
｝ ｝ ｝ ｝ ｝ ｝2．。 ｝ ｝0．55 ｝0．62
｝ ｝2 5 ｝100 ｝ ｝ ｝5．0 ｝ ｝1．11 ｝1．17
｝ ｝ ｝1 2 0 ｝ ｝1．。 ｛5．0 ！ ｝1．71 ｝1．77
｝ ｝ ｝ ｝ ｝2．5 ｝ ｝ ｝2．56 ！2．47
｝ ｝ ！ ！1．。 ｛5．0 ｝2．0 1 ｛3．99 ！4．05
｝ ｝ ｝ ！3．0 ｝2．。 ｝ ｝ ｝5．19 ｝5．23
｝ ｝ ｝ ｝5．0 ｝3．。 ｝ ｝ 16．12 ｝5．15

表D．2窄谱系列过滤X参考辐射和下参考辐射的h益【10）的推荐值
                          （扩展齐向场，ICRU球）

｝ 辐 射 质 ｝照射距离／m ｝h；（10）／sv．Gy-
｝ ｝1．0- 2．0 ｝
｛ ｝：．。一3．。 ｝
｝ 坪 6 0 ｝1．0- 3．0 ｛
｝ ｝：．。一5．。 ｝
｝ ｝1．0- 5．0 -
｛件120 ｝：．。一5．。 ｝
｝卜 1 5 0 ｝’二’1．0勺¡ ¤。 ｝”
｝ ｝1．。～3．。 ｝
｝ ｝‘¡ ¤“一3¡ ¤“ ｛
｝ ｝1．。一a．。 ｝
｝ 导 A m ｝1．0～2．0 ）
｝ ｝1．0- 3．0 ｝
｝＊ c o ｝‘¡ ¤“一3¡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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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统计涨落

    在使用到电离辐射的所有测量中，因辐射随机波动的自然属性而引起测量值的统计
涨落幅度可能会成为测试项目所允许的测量值波动范围中一个显著的分量，这时必须增

加重复测量次数来保证其测量平均值具有足够的准确度来判定所测项目是否符合测试要

求。表E．1给出了为确定同一仪器的2组读数在95％置信水平下的真差所需的仪器测
量次数。其中列出了2组平均值的百分比差别、2组读数的变异系数（假设每组读数相
同）和仪器所需测量次数。

    在进行这些测试时，如有可能，应使用合适的比释动能率以使仪器的统计涨落效应
最小；出于同样目的，尽可能采用仪器的第2（或第3）最灵敏十进量级的中间段的
读数。

    仪器的每2次读数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大于响应时间的3倍，以确保每次读数在统计
意义上的独立性。

                        表E．1为确定同一仪器的2组读数之间的真差
                            （95％置信水平）所需的仪器的测t次数

  真值与侧得值
之间的百分差值／％

  制造商给出的
仪器的变异系数／％

    为获得真差
所需的测量次数／次

0
．
51
．
02
．
03
．
04
．
0

1
1
4
9
1
6

邵
“
”

0

5

0

5

5

．7

．1012
通
n

J

心
U

种
勺
，
︺0

甘

，
孟
，
︺
，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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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l（续）

｝－
｝

｝
｛

｝为获得真差
｝所需的侧量次数／次

- 二卜
-

0．5

1．0

2．0

3．0

4．0

5．0

7．5

10。0

12．5

15．0

20．0

                    l

                    1

                    l

                    1

． 2

1-
｛一一一可一一一
｝ “ 0
｝ ｛ 0
｝ “ 0
｝ 苍 0

-
0。5

1。0

2。0

3．0

4．0

5．0

7．5

10．0

12．5

15．0

20。0

1

1

l

1

1

2

3

6

9

12

21

一一一查一霎矍矍                          假设而导出的，即2组读数（平均值）有差别但不存在真差的可能性
                          但存在真差的可能性相同，均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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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重复性项目检定时，如因某种特定原因需改变本规程7．2．3中的重复测量次
数，则重复性的限值也随之改变．具体方法是根据测试点数、和实际的重复测量次数
，将本规程表1中对应的剂量当量（率）限值的系数1．4（1．255）改为表E．2中的
c：值。

              表E．2柑个不同荆t l率）值和每个荆t《率In次测t的c，和c：值

n次侧t的c：值n次测量的c，值

2 5 1 的 1 4 1 7 1 1 0 1 1 5 ！ 2 0 1 2 5 I c o4 1 7 1 1 0 1 1 5 1 2 0

5｝1．000】1．00711．00911．009｝1．00911．009｝111．49911．40011．34411．29011．255以．231｝1

1．572｝1．454】1．38911．32611。28711．261｝1611．05811．05111。04611．03911．03511。032

811．14711．11711．10011．08411．07411．06711！1．68711．536｝1．45811．38311．33611．304｝1

1！1．77211．597｝1．508｛1．42311．37211．335｝1

器碟｛于书关器瑞黑
10
－12 111．84011．64511．548｝1．45511．39911．36011

1．31511．23811．20011．16411．14211．1281111．89511．68411．57811．480｝1．42111．37911
1
4
-
1
6 1．35111．26511．222｝1．182】1．15811．1421111．940｝1．71611．60511．502｝1．44011396

1．38811．28911．24211．211｝1．17111。153｝111．980｝1。74311．62811。40911。45311。409
1
8

－20

－
肠
－50

2．015｝1。767｝1．64611．39411．46611。42111141811．31111。25911。23311。18311。164

1｝2．08111。812｝1．68311．56311。44511。44411

器器糕｝簇升瑞攫 1｝2。27511。94511．789｝1。64611。56111。5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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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能量／入射角响应的测最与表述

    便携式X、T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的能量／人射角相对响应按式（F．l）
计算：

                            尺乞一尺E．。／尺c．．。（F．1）
    式中：
    R会．―光子能量为E、人射角为a时，仪器的能量／人射角相对响应；
    R：．．―光子能量为E、人射角为a时，仪器的响应值；

    尺c．，。―‘，7cs辐射、00人射角时，仪器的响应值．
    在65keV-1．SMeV能量和士45。人射角范围内的相对响应值R乞。须满足：
                            0．71（R宝．。（1．67
    可先测出00人射角条件下的相对响应R乞。，再选择能量范围低端的2种X辐射
（“keV、83kev）和R是，。值相对上述2种能量更差的能量点，测量a二士45’的相对响
应R乞。，并使用内插法来判定当能量为80keV、人射角为士450时的相对响应。
    如满足。．71（R乞。（1．67，可表述为：能量／人射角响应不超过〔一29％～＋
67％〕；若不满足，则取测量结果中与〔一29％一＋67％〕相差最大的一个表述，并注
明该测试点的能量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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