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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用K!0辐射测量仪

剂量仪型

6/"4’(##&’’#

#!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监测用剂量仪型便携式!移动式和固定式K!0辐射测量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监测用剂量仪型便携式!移动式和固定式K!0辐射测量仪"该仪器利用探测器的信号

#如脉冲计数率!电离电流等的积分$进行空气比释动能!空气吸收剂量或周围剂量当量的测量"

本标准不适用于无源仪表%如胶片剂量计!热释光剂量计等"

)! 引用标准

T>#*’! 额定电压

T>&!&88+$#! 核仪器环境试验基本要求与方法 ! 总纲

T>&!&88+$,! 核仪器环境试验基本要求与方法 ! 振动试验

T>&!&88+$*! 核仪器环境试验墓本要求与方法 ! 冲击试验

T>&!#%)*7! 核仪器与核辐射探测器质量检验规则

T>&!#)#’)!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K!0参考辐射

eU&!*)&! 核仪器基本安全要求

+! 术语

+$#! 剂量

本标准中将空气比释动能!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环境空气中的照射量或周围剂量当量%一律统称为剂量%

仅在进一步研究剂量这个词的含义时才去区别它"

+$)! 响应

仪器的响应值/等于仪器的指示值50 与同样测量条件下给出的约定真值5! 之比%即’

/$50&5! ##$""""""""""""""""""

+$+! 指示值误差

仪器测量某一量所得指示值50 与同样测量条件下给出的约定真值5! 之差"

+$,! 指示值的相对误差

指示值的相对误差0是指示值误差与约定真值之比%以百分比给出%即’

@#-$650?5!5! c#%%- #)$"""""""""""""""

+$*! 仪器参考点

仪器参考点系指在探测器装置外表上刻印的一个标志 或 一 些 标 志%其 目 的 是 便 于 将 探 测 器 灵 敏 体 积 中



心定位在被测量约定真值的已知点上!

+$’! 试验点

试验点是指已知剂量约定真值的那个点!对于所有辐射特性的试验"仪器的参考点必须置于试验点上!

,! 技术特性

,$#! 一般特性

,$#$#! 单位

仪器测量的指示值应采用相应的剂量单位显示!例如戈#瑞$%Th&或希#沃特$%/_&微戈#瑞$%$T_&!

,:#:)! 有效量程

仪器的有效量程应至少为#%GT_%#%G/h&!#%3T_%#%3/h&!

在上述量程范围内如使用多个探测器测量时"应能自动同步转换探测器’测量量程和输出刻度!

线性刻度的仪器"相邻两个量程之间的转换系数不得超过#%!

具有量程转换的对数刻度仪器"相邻量程之间应有一个量级的重叠!

模拟量%线性或对数&显示的仪器"其指示值的有效范围应为量程最大偏转角的#%- !#%%-!

数字显示的仪器"其指示值的有效范围是从指示的第 二 个 十 进 位 位 的 第 一 个 非 零 值 到 该 量 程 的 最 大 指

示!例如一个最大显示为#88$8的指示"其有效范围是Z$%!#88$8!

,:#:+! 仪器结构

仪器设计应使之少受污染和易于去污!

便携式仪器的重量不得超过,̂M"并应装有把手’背带或其他附件"便于携带和操作!

移动式和固定式仪器应具有某些故障指示功能$如探测器掉电或越限报警和电路故障等!

探测器装置外部必须标出仪器参考点!

,$)! 辐射特性

,:):#! 相对固有误差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见表#&"仪器的相对固有误差在有效量程范围内不得超过9#*-!此误差不包括剂

量约定真值的不确定度!

,:):)! 能量范围与响应

仪 器对K’0辐射响应的能量范围是*%̂Ch!)$*5CY!在此能量范围内的响应与对#+7"[0参考辐射源响

应不得超过9+%!

当仪器用于核电站周围’测量含有由#’2产生的’5CY0辐射时"应 由 制 造 厂 与 用 户 协 商 规 定 出 仪 器 对

’5CY0辐射的响应相对于#+7";0参考辐射源响应的差值!

,:):+! 角响应

对#+7"[0辐射源入射角在%V!9&%V内变化时"或对’%̂CY的0%K&辐射源入射角在%V!,%V内变化时"

仪器的角响应相对于校准方向的响应"其差值不得超过9)*-!

对 于’%̂CY的0%K&辐射源入射角在j,%V!j&%V和?,%V!?&%V内变化时"仪器的角响应相对于校准

方向的响应!其差值不得超过9*%-!

辐射入射方向与校准方向的夹角在j8%V!j#&%V或?8%V!?#&%V内变化时的响应"由制造厂予以规定!

,:):,! 读数的保持

剂量仪型仪器通常按如下工作方式之一进行设计!

,:):,:#! 探测器信号采用长时间积分"典型时间为一天’一周’一月或更长!测量周 期 可 自 动 或 手 动 选

择(剂量值可直接读出"或通过接口部件送至读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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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器信号采用短时间积分!典型时间 为#3DG!#N"积 分 数 据 送 至 缓 冲 存 储 器 及 存 储 设 备

#如盒式录音机$!或送至合适的记录装置#如打字机%记录仪等$进行记录"而后仪器复位到零!并连续重复测

量"记录的数据通常由中央计算机进行分析后!提供更多的有用数据!如每小时剂量或剂量率!以及一周或更

长时间的剂量或平均剂量率"

无论选用那种方 法 设 计!都 要 做 到 积 分 信 号 记 录 准 确 无 误!读 数 无 漂 移!要 求 在 积 分 周 期 终 止 后 的#N

内!读数变化不得超过9)-"

,$)$*!3辐射响应

仪器对最大能量为)$)75CY的3辐射响应不得超过)-"

制造厂应给出能穿入仪器探测器灵敏体积中的3粒子最小能量和仪器对8%/Q&&&8%J辐射源的响应"

,$)$’! 中子或其他电离辐射响应

当仪器在有中子或其他电离辐射存在的情况下使用时!制 造 厂 应 根 据 用 户 要 求!给 出 其 响 应 值"试 验 方

法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确定"

此项要求!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予以考虑"

,$)$7! 剂量率相关性

仪器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其相对固有误差应符合,$)$#条的要求’

;$在#%GT_(N##%G/h(N$!#%3T_(N##%3/h(N$范围内的所有剂量率)

@$在#%3T_(N##%3/h(N$附近的剂量率突变"

,:):&! 过载特性

当剂量超过测量量程上限时!仪器的指示值必须保持在满刻度值以外或给出过载指示"

过载辐射消除后!仪器应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具有几个量程的仪器!要求每一个量程都能满足此项过载要求"

,$+! 电特性

,:+:#! 零点漂移

本项要求只适用于具有手动调零装置的仪器"

在 标准试验条件下!接通电源+%3DG后!将仪器调零!在随后的,N内!零点变化不得超过每一量程最大值

的9)-"

数字显示的仪器由制造厂给出零点漂移的限值"

,:+:)! 预热时间

仪器预热时间不得大于#*3DG"

,:+:+! 电源

,:+:+:#! 电池供电

便携式仪器必须用电池供电"

仪器设计必须清楚标出电池连接的*j+%*?+极性!还应考虑电池的更换方便!并提供在最大负载条件下

检查电池容量的装置"

使用时必须按规定安装电池"

在选用一次电池或二次电池时!必须保证电容量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工作,周!仪器指示值与其在开始工

作#*3DG后获得的读数指示值之差不得超过9#%-"

采用一次电池时!制造厂应首选:)%型电池"

采用二次电池时!其完成充电时间应不大于#’N!并建议使用一种在完成充电后能自动切断充电电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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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装置!

,:+:+:)! 交流供电

交流供电电压按T>#*’的规定选用!

交流供电电压在&&-!##%-C2 或其频率在,7!*#=X的范围内变化时"仪器应能正常工作"其指示值

的变化不得超过9#%-!

,:+:+:+! 电源断电和瞬变

仪器由交流供电时"应能承受Z%3[的瞬时断电以及瞬时过压#见表)$而不影响正常工作!

,:+:,! 电安全

仪器的电安全特性应满足eU%!*)&中有关电气安全的要求!

,$,! 环境特性

,:,:#! 环境温度

仪器在环境温度?#%!j,%<范围内变化时"仪器指示值与标准试验条件下的测量值之差不得超过9)%-!当环

境温度在?)%!j*%<范围内变化时"仪器指示值与标准试验条件下的指示值之差不得超过9*%-!

,:,:)! 相对湿度

仪器在相对湿度8%-#,%<$条件下"仪器的指示值与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的指示值之差不得超过9+%-!

,:,:+! 大气压力

制造厂应说明仪器是否对大气压力的变化灵敏"并应指出大气压力影响的大小和范围!

,$*! 机械特性

,:*:#! 机械振动和冲击

按照T>%!&88+$#中表+的规定"便携式仪器应属 ’ 组&移动式和固定式仪器应属 &A组"均应分别承

受 ’ 组或 &A组的振动与冲击试验而不影响仪器正常工作!

,:*:)! 仪器取向

当仪器绕其探测器的轴线转动时"仪器指示值与其在校准方向上参考取向的指示值之差不得超过9#%-!

参考取向由制造厂规定!

,:*:+! 密封

制造厂应说明已采用的密封措施!

,$’! 其他

如果用户对外来电磁场’外来磁感应等有特殊要求"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确定!

*! 试验方法

*$#! 试验的一般规定

*:#:#! 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见表#!

*:#:)! 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试验

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试验见表+!表中给出了各待试验特性和相应要求与试验方法!

*:#:+! 改变影响量的试验

改变影响量的试验见表,!表,中所列某一项影响量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其他影响量均保持在表#中所

给出的标准试验条件范围内!如另有要求"将在该影响量的有关试验方法中加以说明!

*:#:,!0参考辐射源

所有涉及使用0辐射源的试验"除,$)$)和,$)$+条以外"均使用#+7"[辐射源!若无合适的#+7"[辐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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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R辐射源代替!但此时所得的测量结果必须根据对#+7"[辐射源响应的差别进行修正!

*:#:*! 试验点的选择

选择试验点的原则是应使辐射源与受试仪器的探测器 之 间 具 有 适 当 的 距 离!由 于 辐 射 场 的 不 均 匀 性 给

探测带来的误差不得超过9*-"否则要作适当修正!

试验点的选择还应考虑散射辐射对该点的剂量的贡献不得超过9*-!

*:#:’! 读取读数的原则

在辐射试验中为了减少统计涨落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 采 用 读 取 足 够 多 的 读 数"求 其 平 均 值 的 办 法!所

谓#足够多的读数$究竟是多少"在本标准中按附录4%参考件&的规定"予以确定!

*$)! 辐射特性试验

*:):#! 相对固有误差

本项试验用#+7"[0辐射源"从仪器的校准方向入射!为了0辐射能覆盖仪器的整个测量范围"可用几个不

同活度的辐射源!为此"所用辐射源的活度应使在试验点上的剂量能相互覆盖"这时"从每个所用辐射源获得

的剂量应根据一个特定的辐射源进行修正!剂量的约定真值不确定度不得超过9#%-!

线性刻度的仪器必须检验所有量程!每个量程至少取三个点"分别在满刻度的+%-’’%- 和8%- 附近!

出厂检验可只在每个量程的*%- !7*- 中任选一点进行检验!

对数刻度或数字显示的仪器必须在每个量程中取三个点检验"分别在每个量级的)%-’,%- 和&%- 附

近!出厂检验可只在每个量级中任选一个点进行检验!

检验的操作顺序如下(

;$获取仪器在试验点处的本底读数50>)

@$将仪器置于约定真值5! 的试验点处照射"并记下读数5!/)

A$算出指示值50 65![?50>)

B$将50 代入公式%)&"计算相对固有误差0%-&!

本试验方法仅适用于散射辐射小于*-的情况!如果散射辐射大于*-时"则应采用阴影屏蔽法"测得散

射辐射后"再代入公式%)&计算!

试验中仪器相对固有误差的单次测量值不得超过9)*-!而在有效测量范围内的相对固有误差应符合

,$)$#条的要求!

有关校准方法的细节见附录>%参考件&!

*M)M)! 能量响应

本项试验除制造厂与用户另有协商外"必须按T>*!#)#’)的规定"选用如下能量的辐射源进行试验(

;$,&’&7’#,&’和)##̂CY的过滤K辐射)

@$由),#43%*8$*̂CY&’#+7"[%’’)̂Ch&和’%"R%#$#7和#$++5CY&产生的0辐射!

原则上"本项试验应在上述每种辐射能量的相同剂量 下 进 行!但 实 际 上 可 以 允 许 剂 量 有 一 定 的 范 围!在

此情况下"在每种辐射能量下所指示的剂量必须用0参考辐射源对该剂量时的误差进行修正!

线性刻度仪器在试验中"所选用的剂量都必须超过所用量程最大刻度#*+的相应值!

对数刻度和数字显示仪器在试验中"所选用的剂量都必须超过所用量级最低有效读数+倍的相应值!

试验中仪器受照射方向应为仪器规定的校准方向!

上述各种能量试验所得指示值"均按#+7"[辐射源在校准 条 件 下 的 响 应 归 一"得 出 典 型 能 量 响 应 曲 线 附

在仪器使用说明书中!

*:):+! 角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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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合T>!!#)#’)的规定的参考辐射源"’%̂CY的过滤K辐射#),#43$*8$*̂CY%和#+7"[$’’)̂CY%

的=辐射&从仪器的校准方向照射&确定其仪器对各辐射的响应’

这时&使辐射源固定不动&将仪器的探测器固 定 在 一 个 可 旋 转 的 试 验 台 上&分 别 按,$)$+条 对 各 种 辐 射

源入射角的变化要求范围&以每)%V的步长绕参考点转动&测得在每变化)%V时仪器的角响应&其结果应满足

,$)$+条的各项要求’

本项试验应在两个互相垂直的平面内进行’

*:):,! 读数的保持

用辐射源在一个相当于每一量程最大值#!+!#!)之间的剂量下照射仪器&完成一个完整的积分周期时

记下所显示的读数’此后&每间隔*3DG读取一个数据&直到#N&共获得#)个数据&分别与开始时的读数相比&

其极差不得超过9)-’

*:):*!3辐射响应

将仪器置于8R/Q(((8%J+辐射源照射下&以试验点处仪器指示值与该点3空气吸收剂量的约定真值之比

来表示3辐射响应&应满足,$)$*条的要求’

*:):’! 中子或其他电离辐射响应

按,$)$’条的规定处理’

*:):7! 剂量率相关性

*:):7:#! 额定剂量率

当仪器受到#$T_!N$#$/h!N%##%%$T_!N$#%%$/h!N%和#%3T_!N$#%3/h!N%剂量率的照射&这时)

线性刻度仪器应在每 ( 量程最大值的’%- 处"

对数刻度和数字显示仪器应在每个量级的&%- 处’

其相对固有误差都不得超过9#*-’

*:):7:)! 剂量率突变

本项试验的现场本底剂量率不得大于%$)*$T_!N’

;$剂量率递增

在 仪器的每个积分周期内&当积分正好进行至Z!)的积分周期时&开始用大约#%3T_!N的剂量率照射仪

器&积分周期结束时观测仪器读数&应在该时间内所照射剂量的9#*- 以内’其所照射剂量按下式计算)

选择剂量率c#!)所选积分时间$N% $+%""""""""""""""""""""""""""

@$剂量率递减

仪器在大约#%3T_!N剂量率的照射下&在每个积分周期内&当正好积分至#!)积分周期时&移去照射用

的0参考辐射源&在积分周期结束时观测仪器读数&应在该时间内所照射剂量的9#*- 以内’其所照射剂量

由公式$+%计算’

注)在试验时&可能有必要减少照射时间来保持照射剂量小于仪器有效量程的最大剂量’这时&其读数

应在所选剂量率乘以所选减少的照射时间$N%的9#*- 以内’

*:):&! 过载特性

仪 器的每个量程受到该量程最大值#%倍剂量的0参考辐射源照射并持续*3DG时&其指示值应保持在该

量程最大指示值以上’

*$+! 电特性试验

*:+:#! 零点漂移

仪器接通电源+%3DG后&将仪器的指示值调至零点’如 系 非 线 性 刻 度 仪 器&可 将 指 示 值 调 节 在 非 零 点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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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合适的参考点!

仪器在上述条件下保持,N"在此期间每隔+%3DG记录一次读数"其&次读数的变化应符合,$+$#条的要

求!

当本底辐射能在仪器最灵敏量程上给出明显指示值 时"必 须 采 用 等 效 电 学 试 验"即 探 测 器 不 参 与 工 作"

以保证零点漂移试验不受本底辐射的干扰!

*:+:)! 预热时间

把仪器置于一个在+%[时间内的剂量约定真值相当于仪器最大量程最大值##)的辐射场中"接通电源"

立 即以每隔+%[的速度读一次数"直到#*3DG为止!然后"再读取多次读数"取其平均值作为指示的$最终值%!

再用读数与时间的坐标关系拟合出一条指示值的最佳平滑曲线"从曲线上找出各指示值与$最终值%之间误

差不得超过9#%- 的那个点"该点对应的时间应小于或等于,$+$)条的规定!

*:+:+! 电池

*:+:+:#! 电池供电

根据制造厂首选的型号"将一套全新的一次电池或已 充 满 电 的 二 次 电 池 装 入 仪 器 内!这 时"将 仪 器 探 测

器置于0辐射场中的某点"使在该点照射*3DG积分时间内所产生的剂量相当于仪器最大量程最大值)#+左

右"在此条件下工作#*3DG后"继而测量*3DG积分时间的积分剂量!

按每周工作*B"每天&N计算"使仪器工作,周后"再在上述条件下测量*3DG积分时间的积分剂量!

以上前后两次测量读数的相对偏差符合,$+$+$#条的规定!

*:+:+:)! 交流供电

将仪器置于0辐射场中的某一点"使在该点照射*3DG积分时间内所产生的剂量相当于仪器最灵敏量程

最大值的)#+左右"在此条件下工作#*3DG后"继而测量*3DG积分时间的积分剂量!分别在交流供电电压标

称值&高于标称值#%-和低于标称值#)-的三种供电状态下进行试验!每种试验须读取足够多读数"求出每

种试验的读数平均值!用电压标称值条件下获得的读数平均值 分 别 与 高 于 或 低 于 电 压 标 称 值 时 获 得 的 读 数

平均值相比较"其偏差应符合,$+’+$)条的要求!

上述试验应在相当于仪器最高量程最大值的)#+左右的剂量下重复进行!

对于对数刻度仪器"此项试验应在上述相同条件下"分别在仪器的最低和最高量级的剂量下重复进行!

电源频率变化 试 验"除 应 保 持 供 电 电 压 在 标 称 值 外"辐 射 的 照 射 条 件 与 上 述 方 法 相 同"分 别 在*%=X&

,7=X和*#=X三种状态下试验"获取多次读数的平均值"其*%=X时的读数平均值与,7=X或*#=X时的读数

平均值相比较其偏差应满足,$+$+$)条的要求!

*:+:+:+! 电源断电和瞬变

电源断电和瞬变试验应在专用试验设备上进行"该设备的试验条件应符合,$+$+$+条和表)中的规定!

试验结果仪器应能正常工作!

*:+:,! 电安全

按eU#!*)&的有关试验方法进行"其结果应满足,$+$,的要求!

*$,! 环境特性试验

*:,:#! 环境温度

本项试验通常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除非仪器对于湿度变化特别灵敏"一般在进行此项试验时不需要对

箱中的空气湿度加以控制!

将仪器量于人工气候箱中"首先用一合适的=参考辐 射 银 照 射 仪 器"测 量 足 够 多 的 读 数"求 得 在 标 准 试

验条件下的读数平均值!然后按T>#!&88+的有关规定"分别将人工气候箱的温度升高或降低至,$,$#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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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值!并各自在通电状态的高"低温条件下保持,N!在保持时间结束前+%3DG!用标准条件下同样的辐照方

法测出高"低温试验后的足够多的数据!并求出平均值!分别与标准试验条件下的平均值比较!其相对偏差应

满足,$,$#条的要求#

*:,:)! 相对湿度

本项试验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首先用一合适的0参 考 辐 射 源 照 射 仪 器!读 取 足 够 多 的 读 数!求 得 在 标

准试验条件下的读数平均值#

然后按T>$!&88+的有关规定!将人工气候箱的温"湿度升到,$,$)条的规定值!受试仪器在此温"湿度

条件不通电状态下保持,&N#在试验结束前#N接通电源进行预热!并再次进行0参考辐射源同样条件下的照

射!测得足够多的读数!求出湿度试验后的读数平均值#此值与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读数平均值相比较!相对偏

差应不得超过9+%-#

本项试验后允许仪器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存放&N后再进行其他项目试验#

如果仪器有防潮措施!制造厂应在说明书中说明使用方法#

*$*! 机械特性试验

*:*:#! 机械振动和冲击

;$振动试验按T>$!&88+$,规定执行#

@$冲击试验按T>$!&88+$*规定执行#

*:*:)! 仪器取向

本项试验仅对具有表头指示的仪器进行#主要是在辐射场不变条件下!试验仪器取向与表头指示值的关

系#

试验时!将仪器置于最灵敏量程或量级!辐射场照射的剂量大约为该量程或量级的*%- 左右!使仪器探

测器的轴线与辐射入射方向保持在仪器校准方向不变!将仪器绕其探测器的轴线!每转8%V读取足够多的读

数!并求其平均值与仪器校准方向的读数平均值比较!其相对偏差应满足,$*$)条的要求#

’! 检验规则

按本标准设计生产的剂量仪型监测仪!质量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 型式检验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鉴定&

@$正式生产后!如因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进!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A$正式生产时的周期性检验&

B$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的规定执行#

新产品鉴定的型式检验!按T>$!#%)*7’&&中&$#$#和&$#$)条及表*的规定执行#

周期性型式检验和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进行抽验按’$)$)$#条抽样方法进行#

’$)! 出厂检验

本检验指产品在入库前必须进行的各项检验!其检验的项目分组和顺序按表*规定进行#

’:):#!4组检验

该检验批为#%%-!每百单位产品的不合格数不得大于*#

判为合格的批!剔除批中出现的不合格品!修复成合 格 品!整 批 验 收&判 为 不 合 格 的 批!整 批 退 回 生 产 单

位!找出原因!全部返工后!重新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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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检验

’:):):#! 抽样

在4组检验合格后!才能进行抽样"一般按以下抽样方案#

;$采用二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

@$检查水平%0I&采用特殊检查水平/’#$

A$合格质量水平4fI6’$*

’:):):)! 转移规则

产品检验的放宽或加严的转移程序按T>(!#%)*7?&&中#)$#$*$+和#)$#$’条的规定实施"

’:):):+!>组检验周期

批量生产的产品!生产周期时间大于’个月时!每批都应进行>组检验"连续生产的产生!每年进行一次

>组检验"

’:):):,! 不合格品处理规定

>组检验不合格的批!退回生产单位进行#%%- 返修!修复后重新抽取样本进行>组检验!抽样按一次加

严方案处理"如检验结果仍不合格!则判本批检验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 标志

仪器外部的所有操作机构应有名称或操作标记!在 适 当 处 还 应 有 铭 牌!其 中 包 括 仪 器 名 称)型 号)编 号)

出厂日期)制造厂名及产地等内容"

便携式仪器的携带箱上应标有产品型号"

运输箱上应有*精密仪器+)*小心轻放+及*防潮防雨+)*禁止倒置+等标记"

7$)! 包装

出厂产品!如系电池供电产品!产品与电池应分开包装"

携带箱应具有减振措施!不致仪器在携带或运输中受到损坏"

运输包装的减振和防潮设计应保证仪器在规定的运输方式下!在长途运输中不致受到损坏"

7$+! 运输

仪器在外包装条件下!允许以汽车)火车)飞机和轮船等任意方式运输"

仪器在特殊部件允许单独包装运输"

7$,! 贮存

在外包装条件下!允许在?)*! 十’%< 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里存放或运输三个月后!其仪器技术性能

仍能符合要求!如有特殊贮存要求者!由制造厂与用户在订货时协商另定"

&! 说明书

每台仪器出厂时必须随带一份使用说明书!其内容至少包括#

;$技术性能参数%包括仪器测量范围)工作条件)能量响应曲线)角响应和试验时所用辐射源&$

@$使用说明%包括仪器的简单原理)探测器的安装及固定方法)方框图和电路图&$

A$电路元件明细表%包括元件和备品配件的规格型号&$

B$维修用的电路参数)故障的判定与排除方法)仪器拆装顺序和其他有关使用数据"

8:! 检验合格证

检验合格证是代表产品质量合格的凭证!包括#

;$检验合格的必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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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日期与!产品合格"字样#

A$检验合格证签发员标志$

表#! 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影响量 参考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

0参考辐射源 #+7"[ #+7"/)%

预热时间3DG #* &#*
环境温度 < )% #&!))
相对湿度 - ’* **!7*

大气压力 1̂; #%#$+ &’!#%’
交
流
电
源

标准电压Y C2 C29#%-C2
频 ! 率 =X 12 129)-12

电压波形 正弦波 总谐波崎变小于*-的正弦波

环境=本底$Th&N 空气比释动能率小于%$# 空气比释动能率小于%$)*
辐射入射角 制造厂给出校准方向 校准方向9#%V
外界电磁场 可忽略 小于引起干扰的最低值

外界磁感应 可忽略 小于地磁感应的)倍

仪器取向 由制造厂给出 给出取向9*V
仪器控制器的位置 置于正常工作状态 置于正常工作状态

放射性污染 可忽略 可忽略

!! 注"#!! 除非制造厂另有说明"

)!! 也可用’%"R代替

表)! 瞬变电压与持续时间

幅度’相对标称电压%- 持续时间3[
#%% #%
)%% #
+%% %$%)
*%% %$%%*

表+! 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试验

待试验特性 要 ! 求 试验方法

相对固有误差 ’9#*-#% *$)$#
读数的保持 ’9)- *$)$,

零点漂移 ’9)- *$+$#

!! 注"#!! 不包括测量约定真值的不确定度"

表,! 改变影响量的试验

影响量 影响量的数值范围 指示值变化限值 - 试验方法

能量响应
*%̂CY!)$*5CY

’5CY)%
9+%#%

制造厂与用户商定
*$)$)

角响应

#+7"[!%!9&%V
’%̂CY!%!9,%V

’%̂C!Y!9,%V!9&%$

9)*#%

9)*#%

9*%#%
*$)$+

读数的保持 #N 9) *$)$,

剂量率的相关性
#%GT_&N’#%G/h&N%!
#%3T_&N’#%3/h&N%

9#* *$)$7

过载 量程最大值的#%倍 % 满刻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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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电离辐射

#$+)$中子

e3;S 6)$)75CY
制造厂给出

$)
制造厂给出

*$)$*
*$)$’

预热时间 #*3DG 9#% *$+$)

电源
电池供电

交流供电

,个工作周

&&- !##%-C2
,7!*#=X

电源断电和瞬变

9#%,!

9#%#!

9#%#!

工作正常

*$+$*$#
*$+$+$)
*$+$+$)
*$+$+$+

机械冲击 按T>"!&88+$*执行 制造厂给出 *$*$#
仪器取向 任意取向 9#%+! *$*$)

环境温度
?#%!j,%<

?)%!j*%<

9)%#!

9*%#!
*$,$#

相对湿度 &7- !8)-#,%<! 9+%#! *$,$)
大气压力

外来电磁场

外来磁感应

一般不作规定$必要时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另行规定 %

!! 注!#!! 相对标准试验条件下获得的试验指示值而言"

)!! 该项试验仅适用于核电站周围要监测#由#’2产生的’5CY=辐射的辐射监测仪"

+!! 相对于校准方向上试验的指示值

,!! 相对于初始值"

表*! 检验项目分组及抽样方法

组别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检验标准 抽样方法

4#

4)

>#

>)

"#

")

# 外观

) 相对固有误差

+ 读数的保持

, 零点漂移

* 预热时间

’ 电池供电

7 交流电压变化

& 电安全

8 过载特性

#% 能量响应

## 角响应

#) 仪器取向

#+ 剂量率相关性

#, 3辐射响应

#* 电源断电和瞬变

#’ 环境温度

#7 相对湿度

#& 振动试验

#8 冲击试验

)% 包装运输

)# 贮存

2

2

<

2

<

%

*$)$#
*$)$,
*$+$#
*$+$)
*$+$+$#
*$+$+$)
*$+$,
*$)$&
*$)$)
*$)$+
*$*$)
*$)$7
*$)$*
*$+$+$+
*$,$#
*$,$)
*$*$#$;
*$*$#$@
7$)&7$+
7$,

全 ! 检

批不合格率不大于*-

一般检查水平 #
二次正常抽样检查

4fI6’$*

特殊检查

/?+
二次正常抽样检查

4fI6’$*

!! 注!2$$$ 必须项目%<$$$ 选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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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录 !4
确定仪器读数间真实差别所需的读数数目

!参考件"

下表规定了确定同一仪器两组读数间真实差别!置信度为8*-"所需的仪器读数数目#

表4#
真实差别 - 变异系数 - 所需读数数目次

* %$* #
* #$% #
* )$% ,
* +$% 8
* ,$% #’
* *$% )*
* 7$* *’
* #%$% 88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7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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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差别 - 变异系数 - 所需读数数目次

)% *$% )
)% 7$* +
)% #%$% ’
)% #)$* 8
)% #*$% #)
)% )%$% )#

附 ! 录 !>
空气比释动能剂量仪的校准

!参考件"

在环境空气比释动能率水平下校准一台仪器#须对探测器对于各种不同成分本底的响应要有详尽了解$

还应测定每台仪器的宇宙辐射响应和其本身内在的本底$

一台仪器受标准源照射时的指示值5# 由下式表示%

5# $/252&/454&/858&/K !>#""""""""""""""""""""""""""""

!! 式中%P#&&& 仪器以适当单位的电压’电流或脉冲计数率或以>!为单位等给出的仪器指示值(

P2&&& 宇宙辐射在校准室试验点处的空气比释动能(

P4&&& 环境=辐射在校准室试验点处的空气比释动能#

P8&&& 校准=参考辐射源在试验点处空气比释动能的约定真值(

:2&&& 仪器对宇宙辐射的响应(

:4&&& 仪器对环境=辐射的响应(

:8&&& 仪器对校准=参考辐射源的响应(

:K&&& 仪器内部放射性污染和电路噪音引起仪器指示值的增量$

对很多探测器来说#:2’:4 和:8 通常是不相等的#而且:4 与光子能量有关#以致由实验室用点源或射线

束校准所得:8 值将不等于:4#故不能直接用作现场测量$为了测定:2’:4’:8 和:K#必须利用消除其他三个

影响量的办法分别测量各自的响应$

6#! 现场使用的仪器#可利用:8 随能量变化的大小以及通过环境能谱权重所得:8 来计算出:4 值$

6)!仪器本身本底造成的:K响应是可估算的#例如#把仪器放到地下深处观测其读数$在’%%L深处#宇

宙辐射就能有效的得到消除#再把探测器放到#%2L 的铅屏蔽中#对当地岩石辐射也能有效地排除掉$

电离室的:K#通常认为是由于电离室里的固有(放射性造成的$把它放在一个屏蔽的低 本 底 装 置 中#并

用一个具有短时间常数的记录仪来监测静电计的输出#就能测得:K$通过在记录仪输出上产生的尖脉冲就能

识别出(脉冲$还应定期检查漏电流以及绝缘体的内 应 力$通 过 测 量 所 用 的 正’负 极 化 电 压 就 能 测 得 来 自 绝

缘体内应力引起的单向电流$

仪器本身的本底#当它因有长寿命的放射性核素存在时#不应有明显的变化$然而#由于仪器本身会受外

来放射性污染#非经常性的检查是必要的$

6+! 宇宙辐射响应:2 的测定或用试验方法#或根据宇宙辐射在探测器中相互作用的理论来计算$宇宙

辐射响应的试验测量可在淡水湖或水库或离岸约*%%/#%%%L的海面上#在一只由低放射性材料构 成 的 船

上进行$

6,! 仪器的K’=辐射校准值:8 可按下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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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测得仪器的本底读数P@6!再将仪器用辐射探照射!读数记为P@6"

:[
P0/?P0>

辐射源的空气比释动能约定真值P#
#6)$"""""""""""

这种方法将消除宇宙辐射!校准实验室的本底空气比释动能以及:K 贡献造成的响应!然而应注意!此方

法只适用于放射源的散射辐射忽略不计"当明显的存在散 射 辐 射 时!这 就 用 两 次 测 量 来 代 替%一 是 放 射 源 出

现的测量!二是用*2L 厚的铅屏蔽!其阴影恰好足以屏蔽探测器从校准源处获得直接 辐 射!屏 蔽 是 放 在 探 测

器与辐射源之间!减去屏蔽所得读数才能测出放射源原始辐射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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