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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是我国放射卫生管理

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评估放射工作人员实际工

作中接触辐射及其具体剂量的重要手段, 更是诊断职

业性放射性疾病的重要档案资料[1-4] 。 本机构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展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工作, 同

时积极参加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系统能力考核, 积累

了较丰富的经验[5] 。 现就 2015 年以来连续 7 年参加

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盲样比对考核的情况进行总结与

分析, 以探讨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质量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提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能力和技术

水平。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　 读出器为 RGD-E 型热释光剂量仪, 退火

处理采用 A 型热释光精密退火炉, 热释光探测器为

GR-200A 型 LiF( Mg, Cu, P)、 圆片(直径 4. 5
 

mm,
厚 0. 8

 

mm )、 分散性 < 3%, 使 用 非 能 量 鉴 别 式

TLD469-剂量盒。
1. 2　 方法　 将挑选好的热释光探测器高温退火, 按

当年个人剂量监测能力考核方案准备个人剂量计, 在

规定时间内寄给比对组织者进行照射。 照射后, 组织

者寄回剂量计, 由实验室监测分析后得出个人剂量当

量值, 根据 《外照射个人剂量系统性能检测规范》
(GBZ

 

207—2016)、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8—2019) 要求编写比对报告。
1. 3　 结果判定

1. 3. 1　 合格　 当同时满足单组性能 | P i | ≤0. 40 与

综合性能 | B | +S≤0. 40 (2015、 2016 年要求)、 B2

+S2≤0. 302 (2017 年后要求) 时, 个人剂量系统性

能判定为合格; 式中, P i—单组性能, B—综合判定

指标, S—综合标准偏差。 单组性能或综合性能中,
只要有一项判定不合格则该个人剂量系统性能不

合格。
1. 3. 2　 优秀　 当同时满足 P i ≤0. 10, B +S≤
0. 10 (2015、 2016 年要求)、 B2 +S2 ≤0. 102 (2017 年

后要求), 检测报告规范且比对质量控制分值 (Q)
≥15 分。
1. 4　 质量控制　 根据当年个人剂量监测能力比对方

案要求, 由熟练的专业检测技术人员开展比对工作,
对剂量元件进行筛选确保热释光监测系统稳定, 检定

合格证书和校准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依据 GBZ
 

207—
2016 进行不确定度评定并按要求出具比对报告。
1. 5　 数据处理　 将 2015 年以来连续 7 年参加个人剂

量监测能力考核结果的报告值与参考值进行比较, 根

据方案计算每年的单组性能和综合性能。

2　 结　 果

2015、 2016、 2019—2021 年个人剂量监测能力考

核结果均为合格; 2017 年两组 P i >0. 30, 能力考核结

果为不合格; 2018 年考核结果为优秀。 详见表 1。
2016 年监测结果的单组性能、 综合性能虽满足

优秀评定条件, 因未按照要求编制检测报告, 导致报

告信息不完整、 缺少最低探测水平 ( MDL) 等要素,
未达到优秀; 2019 年和 2020 年均因监测结果中两组

X 射线偏差较大, 未能满足优秀评定条件。
2017 年因考核监测结果偏差过大, 最终不合格。

分析原因如下: (1) 查阅近年来热释光剂量仪使用

说明、 使用记录、 维护记录、 期间核查记录等相关资

料, 仪器运行良好, 稳定性及可重复性满足要求。 但

由于人员岗位调整, 当时检测人员未经过严格的系统

培训, 选送检定的探测器与参加比对的探测器为不同

批次, 导致因不同批次探测器刻度因子不同而引起误

差。 (2) 比对时使用探测器未进行选片, 可能所用

探测器的分散性太大导致测量结果与参考值偏差较

大。 (3) 参加比对使用的剂量盒为日常的非能量鉴

别式剂量盒, 无法进行能量鉴别, 在进行校准时只能

采用不同能量刻度因子的平均值, 导致三组 γ 射线均

偏差过大, 超过判定合格的标准要求。 ( 4) 判定标

·28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23 年 6 月第 36 卷第 3 期　 　 Chinese
 

J
 

Ind
 

Med　 June
 

2023, Vol. 36 No. 3　 　



表 1　 2015—2021 年参加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盲样比对结果

年份
参考

辐射

报告值

(mSv)
参考值

(mSv)
Pi Pi 判定

单组性能

判定

综合

性能

综合性能

判定

结果

判定

N100 0. 34 0. 41 -0. 17 T
Cs-137 0. 31 0. 32 -0. 03 T

2015 Cs-137 2. 85 2. 98 -0. 04 T T 0. 17 T T
N100 1. 05 1. 24 -0. 15 T
N100 1. 03 1. 18 -0. 13 T
Cs-137 0. 32 0. 30 0. 07 T
N100 1. 21 1. 25 -0. 03 T

2016 Cs-137 1. 30 1. 25 0. 04 T T 0. 08 T T
Cs-137 1. 35 1. 25 0. 08 T
N100 4. 97 5. 00 -0. 01 T
N100 0. 72 0. 68 0. 06 T
N100 2. 86 2. 52 0. 13 T

2017 Cs-137 2. 81 1. 98 0. 42 F F 0. 29 T F
Cs-137 0. 68 0. 51 0. 33 F
Cs-137 4. 89 3. 82 0. 28 T
Cs-137 1. 02 0. 98 0. 04 T
N100 0. 91 0. 95 -0. 04 T

2018 Cs-137 2. 29 2. 25 0. 02 T T 0. 03 T 优秀

N100 0. 70 0. 72 -0. 03 T
Cs-137 4. 47 4. 40 0. 02 T
Cs-137 2. 07 2. 05 0. 01 T
Cs-137 1. 01 1. 00 0. 01 T

2019 N100 1. 05 1. 30 -0. 19 T T 0. 11 T T
Cs-137 8. 11 8. 00 0. 01 T
N100 0. 69 0. 80 -0. 14 T
Cs-137 1. 20 1. 20 0. 00 T
Cs-137 2. 33 2. 40 -0. 03 T

2020 Cs-137 4. 49 4. 50 0. 00 T T 0. 15 T T
N100 0. 62 0. 80 -0. 23 T
N100 1. 00 1. 30 -0. 23 T
Cs-137 1. 33 1. 15 0. 16 T
N100 0. 46 0. 40 0. 15 T

2021 Cs-137 3. 89 3. 30 0. 18 T T 0. 14 T T
N100 0. 53 0. 50 0. 06 T
Cs-137 0. 98 1. 05 -0. 07 T

　 　 注: T—合格; F—不合格。

准有所改变, 2017 年开始判定合格的允许水平 (L)
从 0. 40 改为 0. 30。

3　 讨　 论

本机构通过连续 7 年多次参加个人剂量监测系统

比对考核, 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 进一步加强质量控

制措施, 获得了如下体会。
3. 1　 热释光探测器的筛选　 热释光探测器的分散度

与测量准确性有直接关系[6-7] , 应根据需要对探测器

进行筛选, 尽可能选择有较高灵敏度、 较好能量响应

及分散性小、 环境稳定性和重复使用性好的探测器。

3. 2　 热释光剂量仪稳定性　 热释光探测器只可读取

一次, 无法重复测量, 需保证热释光剂量仪的稳定性

以及准确性。 每年除必须对剂量仪进行检定外, 还应

注意使用过程中实验室的环境温 / 湿度、 电压等影响

因素。 如湿度较大可使用除湿机除湿及延长剂量仪预

热时间, 电压不稳定的地区可使用交流稳压器等方式,
以免影响仪器正常工作。 同时剂量仪应定期进行保养,
保持加热盘清洁, 使剂量仪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 3　 刻度因子的使用　 参加比对中, 组织者只告知有

X 和 γ 射线, 具体射线类型及能量需要鉴别, 若不能采

用能量鉴别式剂量计, 只能采用不同能量刻度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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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加大系统误差, 导致某组性能偏离过大[8] 。
3. 4　 操作人员的培训　 个人剂量监测是系统性、 专

业性非常强的工作, 监测水平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密切

相关。 检测人员应相对固定并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学

习。 频繁更换检测人员会出现对设备检测参数把握不

准、 监测操作不够熟练、 监测环节失误等问题, 从而

可能加大监测结果的测量误差, 出现监测结果偏离。
3. 5　 检测报告的编写　 严格依据对照方案中检测报

告评分表要求出具检测报告, 以免因报告信息不完

整、 符号书写不正确、 数据处理不规范等问题而不能

参与优秀评定。 同时应按照考核分值 (Q) 评分表准

备原始记录, 溯源证明文件以及不确定度评定。 各级

审核人员要严格把握审核环节, 加强质量控制管理,
进一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度[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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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第一届全国中毒控制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中毒控制学术年会定于 2023 年 9 月在南京召开, 大会

主题为 “融合、 创新、 发展”。 热忱欢迎全国中毒控制战线上的科研、 防控、 临床、 教学等专业人员踊跃投稿

并参会。 现将有关征文要求通知如下。
1　 征文内容

毒物危害控制、 中毒诊治、 现场调查、 毒物检测鉴定、 中毒信息、 中毒监测、 解毒药物研制与储备、 中毒

应急救援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2　 征文要求

(1) 文稿请按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的论文格式书写。 论文要求主题鲜明、 论据充分、 层次分明、 语言

精练, 全文不超过 5
 

000 字, 并附 500 ~ 800 字论文摘要, 摘要内容包括文题、 目的、 方法、 结果和结论。 (2)
请注明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3) 请将文稿电子版发

至 cdbsb2010@163. com。 (4) 大会将评选优秀论文奖并颁发证书, 优秀论文将于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优先

发表。 其中, 优秀的中毒爆发调查论文同步推荐 《China
 

CDC
 

Weekly》 (SCIE 和 SSCI 双收录期刊) 发表。 (5)
仅接收未发表或 2023 年 1 月 1 日后发表的文章。
3　 截稿日期

2023 年 7 月 10 日, 以邮件发送日期为准, 逾期不再受理。 论文被录用后通知第一作者, 其他作者如需参

会通知, 请与会议秘书处联系。
4　 联系方式

蒋绍锋
 

010-83132045; 郎楠, 尹萸
 

010-83132358。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27 号 501 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邮

编: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学会学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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