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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7982—2000《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的模式和参数》。
本标准与GB/T17982—200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表A.1、表F.1、表F.2、表F.3、表G.1、表H.1、表I.1、表I.3中有关参数的部分数据。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

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拓飞、周强、张庆、袁龙、徐翠华、张良安、徐小三、张京、李文红、马加一、王小强、

张建峰、付熙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98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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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的
模式和参数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核事故应急不同阶段依据应急辐射监测数据(或由烟羽扩散模式导出的相应数据)估
算公众受照剂量的模式和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所受辐射剂量的估算和评价。核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公众受

照剂量的估算和评价也可参考应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应急 emergency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

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2.2

核事故 nuclearaccident
核电厂或其他核设施中很少发生的严重偏离运行工作状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放射性物质的释

放可能或已经失去应有的控制,达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2.3

事故早期 earlyphaseofaccident
由出现明显的放射性释放的先兆(即开始察觉到可能出现场外辐射后果)到释放开始以后的最初几

小时的这段时间。
2.4

事故中期 intermediatephaseofaccident
从开始释放放射性物质后的最初几小时,一直延续几天到几个星期的这段时间。在这阶段开始,通

常大部分释放已经出现,且大部分放射性物质已沉积于地面,但主要是惰性气体释放时则除外。
2.5

事故后期 latephaseofaccident
自事故中期以后延续几周到几年的这段时间。

2.6
烟羽 plume
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气载“烟云”。

2.7
再悬浮 resuspension
因土壤的机械扰动和风的作用使污染物从地面、物体表面等沉积表面返回大气的过程。

3 基本原则

3.1 核事故情况下估算公众成员受照剂量时应考虑事故不同阶段的所有主要照射途径和主要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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