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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物中γ核素测量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概况

1.1 项目来源

根据《关于征集 2022 年浙江省辐射防护协会团体标准制定项目的通知》（浙辐防协

﹝2022﹞14号），为进一步规范核设施周围辐射监测和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项目空气中沉降

物γ核素的分析测量方法。

1.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湘亭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常州环宇信科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1.3 编制组成员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 海，何帅兴，向元益，顾建刚，唐振波，王雪晴，曹明月，方

灿琦，杨庚，何必胜，周峰，王欣刚等。

其分工如下：

表 1 任务分工情况
参与人员 职称 单位 工作内容

李海 高级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标准的编制负责人，负责整个标准的框架结

构，标准的编制工作。

何帅兴 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组织标准的前期调研，资料整理工作

向元益 正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

测站
负责标准内容整合、修订、优化工作。

顾建刚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

测站
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的审核把关。

唐振波 工程师
常州环宇信科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
负责编写标准中采样相关内容

王雪晴 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负责编写标准中术语和定义部分的相关内容

及资料查找核实。

曹明月 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负责编写标准的相关技术设备内容

方灿琦 助理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负责编写标准中计算相关内容

杨庚 助理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负责编写标准中质量保证相关内容

何必胜 高级工程师
杭州湘亭科技有限

公司
负责对标准的计算与质量保证的审核把关。

周峰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

测站
负责编写标准中计算相γ能谱采集相关内容

王欣刚 工程师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 负责编写标准中计算相γ能谱采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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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

1.4 工作过程

（1） 成立标准编制组，查询国内外相关资料后进行编制。项目任务下达后，杭州湘亭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与常州环宇信科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

组，对目前国内外空气中沉降物γ核素的分析测量方法的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等情况进行全

面调研，确定规范的框架结构和技术路线。

（2） 开题论证

标准编制组于 2022年 3 月 17 日在杭州组织召开咨询论证会。与会专家通过讨论，

认为本标准技术原则和技术路线合理可行，内容基本符合要求。

（3） 编写标准初稿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41

号）的有关要求，对现有各种方法和监测工作需求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工作内容

等多次研讨，形成标准初稿。

（4）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组于 2022年 8月 27日至 28日在杭州组织召开编写会，共同讨论和制定标准

的初步框架。在会议讨论基础上，编制组对标准进行了初步完善，并于 2023年 3月份分别

邀请了云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重庆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的专家进行了函审。在函审过程

中，专家们对标准的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修改建议。

2023年 4月 18日，标准编制组在杭州组织召开专家审评会，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

说明进行审评。专家组对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进行了全面评估，并提出了进一步

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专家意见，标准编制组联合了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与重庆市辐射

环境监督管理站对技术规范进行验证。自 2023年 7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进行

了方法验证工作。在验证过程中，编制组对标准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估，并根据验证结

果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标准编制组最终于 2024年 2月 1日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的

编写。

1.5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5.1 满足沉降物中γ核素监测的需要

核电厂是我省重点监管的核与辐射设施，沉降物中γ核素是核电厂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及

其变化趋势的重要体现指标之一，γ核素分析还涉及到放射卫生防护、辐射防护仪器、勘探

采矿和工艺监测核仪器、核探测器、通用核仪器、实验室基础设备、辐射防护监测与评价。

国内目前没有沉降物中γ核素的分析的技术规范，浙江省也没有相应的地方标准，沉降物中γ

核素分析是浙江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方案一项重要生态环境监测指标，浙江辐射监测机构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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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监测该项目，并形成了可复制可实践的分析方法，现已具备开展技术规范的制订工作的

基础和能力。

《沉降物中γ核素监测技术规范》，对独立、客观、公正地反映核电厂周围辐射环境质

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监督核电厂流出物的排放情况，预测和预警核与辐射事件或事故有重

要意义。同时能够完善我省乃至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能引领浙江地方标准在国内率

先落地实施，为国家标准制订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1.5.2 现行碘技术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没有现行的沉降物中γ核素相关技术规范，一般只参考 GB/T 11713-2015 规定

的高纯锗γ能谱分析通用方法，不但无法获得系统、完整、统一的信息，同时也未对沉降物

中γ核素的采集、制备、保存和管理、测量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仪器刻度和不确定

度计算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在日常监测过程中缺少参考技术规范，急需出台此类标准，规范常规监测与应急监测。

1.6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1.6.1 国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目前在国际上对沉降物中γ核素的检测分析已成为监测核设施周边辐射水平的重要手

段，特别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事故周边的沉降灰检测作为重要依据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

方法与标准已日趋完善。目前国际上相关标准主要有：ISO 18589-1:2019 环境土壤中放射性

的测量第 1部分：一般指南和定义、ISO 18589-5:2019 环境土壤中放射性的测量第 5部分：

锶 90比例计数法或液体闪烁计数法、ISO/DIS 18589-2，ISO/DIS 18589-2(en) M环境土壤中

放射性的测量第 2 部分：取样策略选择、取样和样品预处理指南、ISO/DIS 18589-3 环境中

放射性的测量－土壤－第 3 部分：使用伽马射线光谱法的伽马发射放射性核素的测试方法

等。

1.6.2 国内相关规范研究

目前国内尚未有针对沉降物中γ核素分析监测的技术规范，相关法律及行业标准处于空

白状态。在我国标准中，关于γ核素分析目前已有的国内相关标准情况如下：

1.《就地高纯锗谱仪测量土壤中γ 核素技术规范》（HJ 1129-2020） 生态环境部发布。

2.《应急监测中环境样品γ核素测量技术规范》（HJ1127-2020）生态环境部发布。

3.《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 16145-2020），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4.《水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 16140-2018），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5.《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WS/T 184-2017）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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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2.1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本技术规范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1.1-2009），在总结现有文件资料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的实际应用经验基础上编写，

同时考虑要与已颁布的各有关标准、规范内容相适应。

2.1.2 系统性原则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核设施周围辐射监测和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项目空气中沉降物γ核素的

分析测量方法。包括样品的采集、制备、保存和管理、测量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仪

器刻度和不确定度计算等主要技术规范要求。

2.1.3 实用性原则

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可操作性强，

易于实施。

2.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本技术规范主要是在调研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已经实施项目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沉降

物γ核素监测现状、多年操作实际经验和辐射环境监测工作需要，制定技术路线，确定沉降

物γ核素监测样品的采集、制备、保存和管理、测量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仪器刻度

和不确定度计算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

本技术规范在编写时还考虑到国内监测工作的实际情况，按照工作流程叙述，力求条理

清楚、文字简洁。

本标准制定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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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

通过

需要再完善

达到预期要求

未通过

通过

图 1 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技术规范立项评估

标准管理部门下达编制任务和计划

技术规范主编单位成立编制组

资料及实际工作需求调研，确定本规范关键技术点和所涵盖的主要内容

编写开题论证报告

组织开题论证会

编制组组织编制技术规范初稿

组织专家论证，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技术规范相关内容

专家论证

编制组完善初稿及编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征求意见

编制组汇总处理意见

编制组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形成送审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技术审查

编制组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形成报批稿

标准管理部门行政审查、报批、编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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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3.1 标准框架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进行编制。本标准规定了沉降物中γ核素测量的相关技术要求，包括样品采集、

样品制备、样品测量、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仪器刻度和不确定度评估等主要内容。

3.2 标准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空气中沉降物γ核素分析测量的技术要求，包括样品采集、样品制备、

样品测量、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仪器刻度和不确定度评估等主要流程。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核设施监督性监测和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的空气中沉降物γ核素的分析

测量，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可参照执行。

3.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凡

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GB 8999 《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

通用要求》、GB/T 11713 《高纯锗γ能谱分析通用方法》、GB/T 16145 《环境及生物样

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HJ 6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127 《应急

监测中环境样品γ核素测量技术规范》、HJ 1129 《 就地高纯锗谱仪测量土壤中γ核素技术

规范》、HJ 1149《环境空气 气溶胶中γ放射性核素的测定 滤膜压片/γ能谱法》、GB/T 274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3.4 相关术语和定义

3.4.1 高纯锗γ能谱仪

利用γ射线与高纯锗晶体中原子相互作用产生的电子－空穴对被收集来测量放射性核素

活度的仪器。

3.4.2 沉降物

从大气向地表沉降的微粒物质。沉降物可分为干沉降物和湿沉降物，干沉降物指分散在

空气中固体微粒在仅受自身重力、气体浮力及两者相互影响产生的阻力作用下，自由沉降下

来的微粒物质；湿沉降物指固体微粒随降水（雨、雪、雹等）沉降下来的微粒物质。

3.4.3 探测效率

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探测器测得的粒子数与在同一时间间隔内由刻度源或样品发射出

的该种粒子数之比。

3.5 方法概述

将沉降物收集器放置在地形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和树木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加适

量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放置一定时间收集样品。将采集完毕的沉降物样品转移至专用容

器，送实验室处理，经过蒸发、烘干、研磨后得到待测样品，再用高纯锗γ能谱仪分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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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试剂和材料

3.6.1 试剂

主要试剂有：去离子水、pH试纸、99.5%无水乙醇等。

3.6.2 耗材

其他常规耗材。

3.7 仪器与设备

3.7.1 高纯锗γ能谱仪

性能和技术指标除执行GB/T 11713的相关规定外，采用P型高纯锗探测器时，相对探测

效率一般应不小于30%，也适合采用宽能型或井型高纯锗谱仪分析测量。

3.7.2 沉降物收集器

圆柱形集尘桶，其内径一般不小于60 cm，深度一般不小于50 cm，材质为有机玻璃、玻

璃钢或陶瓷，底部平整或锥形，内壁光滑。

3.7.3 制样设备

主要制样设备有：烘箱 ，最高温度大于250℃；电子天平，感量0.01g等
3.7.4 辅助设备

其他常规辅助设备。

3.8 采样与样品前处理

3,8.1 监测方案

按照HJ 61中5.2和5.3节相关规定执行

3.8.2 样品采集

沉降物的采集一般采用专用集尘桶采集总沉降物，也可采用干湿沉降自动采样装置。采

集样品时，向沉降物样品收集容器（采样器）内注入深度超过 1 cm 的去离子水，为防止冰

冻，可加入乙二醇。采样期间应保持采样器内水深在1cm 以上，必要时可采用自动补水装

置。在夏季多雨或冬季多雪季节，应注意采样器内积水或积雪情况，为防止水或雪满溢出，

应使采样器内只保留少量样品，及时将大部分样品转移至采样容器内，待采样结束后合并处

理。

收集样品时，用光洁的镊子将落入采样器内的树叶、树枝、昆虫等异物取出，并用去离

子水将附着在异物上尘埃的冲洗下来，弃去异物。将采样器内溶液和尘埃全部转移至样品容

器内，并用橡胶/软质硅胶刮刀等将采样器内壁附着的尘埃刮洗干净，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

采样器内壁、采样桶和刮刀，清洗液并入样品容器，可在样品中加酸使pH<2。
记录样品采集信息，贴好标签，样品采集信息包括采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收集面积、

样品状态、点位信息等。采样期间，所有有关样品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因素，如沙尘暴等异常

气候条件、异常建设活动、植被变化等均应详细记录。

3.8.3样品制备

样品运至实验室，将样品转移至蒸发容器（如大型瓷蒸发皿或5L烧杯），在电热板上

蒸发，也可用自动浓缩装置处理样品。当液体量减少一半时，依次加入剩余未处理样品，继

续浓缩，注意留出少量上层清液样品用于洗涤样品容器。

当浓缩液余量很少时，待其冷却，将浓缩后的样品转移至小型瓷蒸发皿中进一步浓缩。

蒸发容器用少量去离子水洗涤，并加入浓缩液中，遇到器壁上有悬浮物等吸附时，仔细擦洗，

洗涤合并入浓缩液，继续浓缩至体积约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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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烘箱、红外灯或电热板等对小型瓷蒸发皿内的样品加热（不超过105℃，防止崩溅）

至水相消失，用碾杵将样品磨细。称量样品总重量，充分混匀后，根据待测项目的要求，准

确称取部分或全部样品进行分析。

3.9 γ能谱的采集

3.9.1 标准源的获取与制备

标准源应来源于具备资质的国家法定计量部门或者标准实验室，标准源应满足以下条

件：

可溯源至国家标准，相对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5%；

标准源在样品盒中的分布是均匀的，不产生显著的容器壁特异性吸附而改变核素分布；

标准源的密度、几何尺寸、基质成分等应与测量样品相近；

在有效的使用期内，不产生潮解、结晶等；

除有效的放射性核素外，应不含或尽量少含其他的放射性杂质；

f) 具有校准或检定证书，信息至少包括：核素活度、不确定度、定值日期、化学成分、

标准源定值方法、质量或体积等。

3.9.2 标准源的制备

实际工作中，可用收集的天然沉降物样品作为基质，掺入放射性核素制成，或用模拟物

质配制成模拟沉降物基质，再掺入放射性核素，经过充分混匀后制成，标准源发射的γ射线

能量范围通常为40 keV~2000keV，能量点分布均匀。

3.9.3 γ能谱仪的刻度

（1）能量刻度

能量刻度执行 GB/T 11713的 4.2节相关规定。

（2）效率刻度

有源效率刻度执行GB/T 11713的4.2节和HJ 1149-2020的8.1节相关规定。

无源效率刻度就是对沉降物样品的探测效率进行理论计算，理论计算通常基于蒙特卡罗

（MCNP）方法。对探测器进行表征，再结合独立的实际参考物质测试验证和修正表征参数。

可根据仪器厂商提供的表征参数文件建立几何模型，由此得到不同测量条件下的样品效率曲

线。使用无源效率刻度时需用可溯源的实际标准源进行验证，各能量点验证结果的相对偏差

均小于15%时，该种无源效率刻度方法才可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

3.9.4 本底测量

沉降物的本底测量可用一个干净的空白样品盒装入蒸馏水或者直接采用空白样品盒置

于探测器上，测得本底数据。正常的本底谱的γ射线能峰一般为天然核素所贡献，为获得计

数不确定度较小的本底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本底测量时间。

3.9.5样品的测量

样品、标准源放置在探测器的测量位置要保持一致，根据分析项目的不确定度、探测限

等要求设置样品测量时间，普通环境样品一般测量 24h或根据实际测量指标要求确定。对于

需要分析短半衰期的核素的样品，需减少放置时间，尽快上机测量；测量 226Ra活度时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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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放置 20天以上，以保证 226Ra与其子体间的放射性平衡。

3.10 结果计算与表示

3.10.1 γ能谱分析方法

（1）相对比较法

相对比较法适用于有待测核素标准源可利用的情况下，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可用

此方法解谱分析。

利用总峰面积法、函数拟合法、逐道最小二乘拟合法等，计算出标准源和样品γ能谱中

各特征峰的全能峰净面积。标准源中第 j种核素的第 i个特征峰的刻度系数 Cji见式（1）：

························································(1)

式中：Aj——标准源中第 j种核素的活度，单位为贝可（Bq）;

； Netji——标准源中第 j种核素的第 i个特征峰的全能峰净面积计数率，单位为每

秒计数（cps）。

被测样品中第 j种核素的活度浓度 Qj见式（2）：

··················································· (2)

式中：Qj ——被测样品中第 j种核素的活度浓度，单位为 Bq/ (m2·d);

Aji——被测样品第 j 种核素的第 i个特征峰的全能峰净面积计数率，单位为每秒

计数（cps）；

Ajib——与 Aji相对应的特征峰本底净面积计数率，单位为每秒计数（cps）；

M——样品量，单位为平方米·天（m2·d）；

Dj——第 j种核素校正到采样时的衰变校正系数。

(2)效率曲线法

效率曲线法适用于已有效率刻度曲线的情况下，求被测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刻度曲线的获得按照 GB/T 16145的 7.3节执行。

根据效率刻度后的效率曲线或表示效率曲线的拟合函数求出某特定能量γ射线所对应的

效率值，被测样品中第 j种核素的活度浓度 Qj见式（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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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ηi——第 i个γ射线全吸收峰所对应的效率值；

Pji——第 j种核素发射第 i个γ射线的发射几率，常用的γ射线发射几率大于 1%的

天然放射性核素表参见附录 B；

Aji——被测样品第 j种核素的第 i个特征峰的全能峰净面积计数率，单位为每秒

计数（cps）；

Ajib——与 Aji相对应的特征峰本底净面积计数率，单位为每秒计数（cps）；

M——样品量，单位为平方米·天（m2·d）；

Dj——第 j种核素校正到采样时的衰变校正系数。

3.10.2 数据处理

(1)全（峰）积的确定

确定样品谱、标准源谱中各特征峰的面积采用全能峰面积法。求标准源、样品全能峰净

面积时，应将全能峰计数减去本底谱相应峰值本底计数。

(2)特（峰）区的选择原则

对于发射多种能量γ射线的核素，特征峰道区选择发射几率最大的γ射线全能峰区；

如果一种核素发射几种能量γ射线的几率相差不多，则应该选择无其他核素γ射线干扰、

能量适中、探测效率高的γ射线全能峰区；

如果某种核素发射几率最大的γ射线出现重叠干扰，则这种核素就只能取其发射几率次

高的γ射线作为特征峰；

特征道区宽度的选取应使多道分析器的漂移效应以及相邻峰的重叠保持最小。

3.10.3 根据全能峰效率曲线求核素活度浓度

根据效率曲线或效率曲线的拟合函数求出相应能量γ射线的全能峰效率值，然后用式（5）

计算沉降物样品中γ核素的活度浓度：

······················································(5)

式中：Aji—— 被测样品第 j种核素的第 i个特征峰的全能峰面积，cps；

Ajib—— 与 Aji相对应的光峰的本底计数率，计数/s；

ηi—— 第 i个γ射线特征峰的全能峰效率值；

Qj——第 j种核素浓度，Bq/ (m2·d)；

Dj——第 j种核素的校正到采样时的衰变校正因数；；

M；样品沉降量，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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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干扰和影响因素

对于半衰期较短的核素如 7Be 等需采用三段法（采样期间、放置期间、测量期间）进行

衰变修正，具体方法参照 HJ 1149第 9节中相关计算公式。

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核素发射的γ射线能量相近，全能峰重叠或不能完全分开时，彼此形

成干扰；当能量相近的两种核素活度相差很大，或能量高的核素在活度上占优时，高活度核

素对活度较小核素的分析带来干扰。应尽量避免利用重峰进行计算以减少由此产生的测量误

差。

复杂γ能谱中，曲线基底和斜坡基底对位于其上的全能峰分析构成干扰；只要有其他可

替代全能峰供分析，就不应利用这类全能峰。

级联γ射线在探测器中产生级联符合相加现象。增加源（或样品）到探测器的距离，可

减少级联符号相加效应的影响。

应将全谱计数率限制到小于 1000计数/s，使随机加和效应降到 1%以下。

应使效率刻度标准源的密度与被分析样品的密度相同或尽量接近，可以避免或减少密度

差异的影响。

3.10.5 核素识别

根据γ能谱中射线的能量大小、各射线能量的相对关系、核素的特征能量和样品的性质

等特征识别核素。

3.10.6 探测下限

测量方法的探测下限计算公式参照 GB/T 11713附录 C执行。

3.11 质量保证

3.11.1 检定或自校

每年或者核心部件维修后，应对仪器进行校准或者自校，检定的参数至少包括：相对效

率、分辨率（FWHM）、峰康比、本底计数率等。基本的方法是使用活度适当的 60Co点源，

置于探头表面上方 25cm处，循环测量若干组数据，用 1332.5keV能量峰计算上述参数。

3.11.2 期间核查

仪器本底：每半年测量本底谱一次，其 40keV~3MeV平均积分本底应小于 2cps（参考

仪器的使用效率）。

稳定性：每个测量周期记录样品谱的 40K 1460.8keV峰中心道的道址，一般峰位漂移应

在调试初始峰道的 1‰以内。

分辨率：用 104Bq 量级 60Co点源放置在探测器正上方，按能量分辨率测试要求，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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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应优于 2.5keV。对经过维修的探测器，分辨率变化最大不允许超过维修后指标的 10%。

准确度：测量已知参考样品的核素含量，比较测量值与已知参考值之间的偏差，对 238U

应在 30%以内，对 137Cs等核素应在 15%以内（测量时间 8小时左右，刻度源 137Cs 总活度

约几十 Bq，40K总活度约几百 Bq）。

探测效率：仪器应按照 HJ 1149 中 12.2章节进行仪器相对效率测量和绘制质量控制图。

其他性能指标应不低于出厂时的指标，如固有误差、重复性等。

4 综述报告、方法验证、预期效果

4.1 综述报告

沉降物中γ核素是核电厂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体现指标之一。在国内，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因此制定《沉降物中γ核素监测技术规范》对于反映核

电厂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监督核电厂流出物的排放情况、预测和预警核与

辐射事件或事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该规范还可以完善浙江省乃至我国的生态环境

监测分析方法，为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4.2 方法验证

4.2.1 验证方案

为验证本标准中的步骤与技术指标，编写组邀请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与重庆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对本方法进行验证。参加验证的机构都通过了检验检测机构认

定，具备实验条件。验证实验的仪器设备均为常用高纯锗γ谱仪，性能指标符合方法要求。

参与方法验证的人员都经过了辐射监测上岗考核，具备资格。

4.2.2 验证过程

2023年 7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与重庆市

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利用本实验室现有设备，按照统一的方法验证指导书进行方法的验证。

4.2.3 验证结果

验证单位对重庆巴南区龙海大道站国控点按照验证方法采样、前处理、分析计算，相关

验证监测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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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证监测结果表

单位：mBq/m2-d

验证单位

验证项目 K-40 Cs-134 Cs-137 Ba-140 Pb-210 Ra-228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活 度

浓度

探 测

限

生态环境部

核与辐射环

境监测技术

中心

43.85 1.69 <0.195 0.195 <0.16 0.16 <74.3 74.3 962.5 3.60 2.465 0.633

重庆市辐射

环境监督管

理站

43.44 1.65 <0.195 0.195 <0.16 0.16 <74.3 74.3 959.5 3.64 2.723 0.610

通过实验室对该方法进行验证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方法的精密度和正确度较好，

具有较好的重复性。

4.3 预期效果

通过制定规范，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监测沉降物中γ核素的含量，从而更全面、客观

地反映核电厂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制定沉降物标准可以规范监测方法，提

高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从而更好地监督核电厂的流出物的排放情况；通过制定沉降

物标准，可以更加科学地分析和预测核电厂周围的辐射环境，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核与辐

射事件或事故；制定沉降物标准可以为浙江省乃至我国的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提供可参考

的实践经验，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的水平和质量；制定好沉降物标准可以为地方标准和国

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促进标准的规范化和统一化。

5 团体标准中如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未涉及专利。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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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通过有关专家审查并发布后，建议主编单位联合浙江省辐射防护协会加强对该标

准的宣传力度，做好宣传培训，示范推广等工作。号召和动员相关监测单位、科研机构及核

电厂主动采用本标准，并对外公示按本标准实施防辐射材料的选择，使相关监测单位、科研

机构及核电厂对标准中新要求、新技术有明确的认识，以加强对沉降物γ核素的分析测量。

9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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