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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 ２０１８ 年度北京地区放射工作人员中 ８９ 人次个人

剂量异常人员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职业分布及异常剂量产生

的原因。 ８９ 人次异常剂量占本年度总监测人次数的 ０ １９％。
其中从事医用诊断放射学的人次数最多 （占 ５６ ２％）， 其余为

介入放射学和工业探伤人员 （各占 １６ ９％）； 异常剂量人次

中， １３ ４％为真实职业照射剂量； ７７ 人次 （占 ８６ ６％） 为非

职业照射引起， 且其中 ４１ ６％的异常剂量是由于剂量计留置

于放射工作场所引起的。 提示应加强放射防护知识的培训，
增强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 尽可能缩短其接触射线的时

间； 同时加强监督监管力度， 保证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的准确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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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剂量监测是评价放射防护效果和放射工作人

员个人健康效应的重要指标［１，２］。 个人剂量监测可及

时发现放射工作人员在操作过程和防护设施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 对于评价放射防护实际状况、 开展职业病

诊断以及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

用［３，４］。 为了保证测量结果能真实反映放射工作人员

的职业照射剂量［５］， ２０１８ 年我们对北京市放射工作

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委托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的放射工作人员中， 以单个监测周

期剂量结果＞１ ２５ ｍＳｖ （监测结果异常） 的人员作为

研究对象， 共 ８９ 人次。 常规监测周期为 ９０ ｄ。
１ ２　 方法 　 根据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ＧＢＺ１２８—２０１６）、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 （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 规定， 对单个监测周期剂

量结果＞１ ２５ ｍＳｖ 的人员发放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

测超记录水平核查登记表》， 并结合电话询问进行调

查， 必要时于现场进行核实调查。 核查登记表由本人

填写并签字， 单位防护负责人、 调查人签字确认， 并

加盖单位公章后返回。

２　 结　 果

２ １　 个人剂量监测异常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 年共对１ ３４５
家单位、 １３ ７７３ 人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 监测总人次

数为 ４７ ２３４ 人次， 其中监测结果异常 ８９ 人次， 占监

测总人次数的 ０ １９％。 发放核查表 ８９ 份， 返回

８９ 份。
２ ２　 异常剂量的确认［６］ 及异常剂量人员职业分布　
经过填写核查表、 现场调查等途径核实， 确认受照剂

量为非职业受照的有 ７７ 人次， 占总监测人次数的

０ １６％； 真实职业受照的有 １２ 人次， 占总监测人次

数的 ０ ０３％。 其中从事诊断放射学工作的异常剂量人

次数较多。 详见表 １。

表 １　 受照异常剂量人员职业分布 人次 （％）

类别 工种　 　 　 非职业受照 职业受照

医用 诊断放射学 ４４（５６ ４） ６（５４ ５）

放射治疗 ２（２ ６） ０

介入放射学 １３（１７ ９） ２ （９ １）

核医学 ２（２ ６） ０

医用其他 ２（２ ６） ０

工业 工业探伤 １１（１４ １） ４（３６ ４）

工业其他 ３（３ ８） ０

合计 　 　 ７７（１００ ０） 　 　１２（１００ ０）

２ ３　 引起异常剂量的原因　 经过调查发现， 造成异

常剂量的原因主要为工作人员剂量计佩戴不规范。 有

１２ 人次为正常佩戴， 其中 ２ 人次是介入放射工作人

员、 ４ 人次为野外探伤工作人员， 由于工作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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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长且近距离接触源项； ５ 人次为工作中紧急

情况下扶持受检者导致剂量增加； １ 人次为在机房内

被他人不知情误照的情况， 这些人员监测结果认定为

职业照射真实剂量。 剂量计佩戴不规范的按非职业照

射给予名义剂量， 主要有剂量计留置放射工作场所、
佩戴剂量计自身接受放射性检查、 剂量计被水浸、 剂

量计佩戴于防护用品外、 剂量计防护用品内外混戴及

交回监测的剂量计为非本周期佩戴剂量计等现象； 其

中剂量计留置放射工作场所的现象较多， 有 ３７ 人次，
占异常剂量总人次数的 ４１ ６％。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个人剂量监测异常原因

异常原因 人次数 构成比 （％） 结果处理

职业受照 １２ １３ ４

　 正常佩戴 （介入治疗） ２ ２ ２ 真实剂量

　 正常佩戴 （野外探伤） ４ ４ ５ 真实剂量

　 扶持受检者 （放射诊断学） ５ ５ ６ 真实剂量

　 误照 （放射诊断学） １ １ １ 真实剂量

非职业受照 ７７ ８６ ６

　 剂量计留置放射工作场所 ３７ ４１ ６ 名义剂量

　 佩戴剂量计自身接受放射性检查 １６ １８ ０ 名义剂量

　 剂量计佩戴于防护用品外 ２ ２ ２ 名义剂量

　 剂量计防护用品内外混戴 ３ ３ ４ 名义剂量

　 剂量计被水浸 １２ １３ ５ 名义剂量

　 非本周期佩戴剂量计 ７ ７ ９ 名义剂量

２ ４　 单个监测周期职业受照异常剂量分布　 经统计

分析， 异常剂量中职业受照剂量大多 ＜ ５ ｍＳｖ， 占

９１ ７％。 详见表 ３。

表 ３　 单个监测周期职业受照异常剂量分布情况 人次

工种 异常原因　 　 １ ２５～５ ｍＳｖ ５～１０ ｍＳｖ

介入放射学 正常佩戴 ２ ０

诊断放射学 扶持受检者 ４ １

诊断放射学 误照 １ ０

工业探伤 正常佩戴 ４ ０

合计 １１ １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发现， 异常剂量绝大多数为佩戴不规范

造成的虚假剂量， 少数为真实受照剂量。 其中真实受

照的人员主要为医院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和野外工业

探伤工作人员。 某些三甲专科医院的介入放射工作人

员从事介入诊疗手术较多， 手术难度及熟练程度等因

素导致工作人员相对近距离接触射线时间较长， 受照

剂量偏高。 野外工业探伤工作人员普遍接受教育程度

较低， 对射线的危害认识不足， 对射线防护知识掌握

运用不牢， 工作量又相对较大， 不能严格判定控制

区、 监督区划分等并执行相应的防护措施等， 导致其

受照剂量较高。 对上述两类人群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培

训， 使其从主观意识到射线防护的重要性， 并加强监

督监管， 引导其主动进行必要的防护； 此外要按照剂

量管理目标值的要求， 适当安排工作量， 尽可能降低

受照剂量。 对于大多数佩戴不规范造成的受照剂量异

常人员主要以教育培训为主， 督促正确使用和保管剂

量计， 保证剂量监测的真实性。
总之， 个人剂量监测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放射

工作单位、 技术服务机构和监管部门互相协作， 才能

保证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放射工作单位要

加强作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教育及监督管理， 保

证放射工作人员正确有效地使用个人剂量计； 技术服

务单位要严格质量控制程序， 确保监测结果真实可

靠， 同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技术指导， 助其提高质量

管理水平； 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监测结果

真实、 准确、 可靠。

参考文献

［１］ 赵进沛， 孔雪梅， 顾金成， 等． 华北和华中地区 ２０１７ 年部分驻军

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分析 ［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９， ４６
（１）： １１４⁃１１６．

［２］ 秦永春， 余宁乐， 王进， 等． 热释光个人剂量监测系统及其质量

控制 ［Ｊ］ ． 中国医学装备， ２０１６， １３ （５）： ２３⁃２５．
［３］ 迟欣， 陈超， 嵇平钟， 等． ２０１４ 年烟台市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监测结果分析 ［ Ｊ］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５， ３５ （８）：
６２１⁃６２２．

［４］ 何秋平， 徐建玲， 陈发钦， 等． 广西某医院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放射工

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 ［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６， ４３
（２）： ２２４⁃２２６．

［５］ 李举跃， 陈小霞， 刘红卫．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濮阳市放射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 ［ Ｊ］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２０１７， ４３ （３）：
２２０⁃２２１， ２２４．

［６］ 刘小莲， 曾锡慎， 麦维基， 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个人剂量监

测结果异常原因的调查分析 ［Ｊ］ ． 中国辐射卫生， ２０１１， ２０ （４）：
４２０⁃４２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２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１９）

·４３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３３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