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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大纲 
 

一、基础知识部分 

1.1 核物理基础 

1.1.1 学习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掌握什么是电离辐射，有哪

些类型及其特点，建立原子和原子核构成的核物理概念，理

解放射性及其衰变规律、辐射能量，熟悉不同类型的射线与

物质相互作用的特点。掌握基本的剂量学量，放射防护量和

监测实用量；理解电离辐射可能带来的辐射损伤和对健康的

影响；了解天然与人工辐射照射的来源；了解各类实用型辐

射探测设备的原理、适用范围，正确选择及使用辐射防护仪

器仪表。为以后的辐射防护体系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1.1.2 知识点 

电离辐射的发现 

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的区别 

原子与原子核的基本性质  

放射性衰变方式及其规律 

α、β、γ（χ）、中子等射线或粒子的性质  

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机制、特点（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

作用：电离、激发、韧致辐射的基本概念；光子与物质的相

互作用：光电效应、康普顿效应、电子对效应；中子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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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吸收、散射。），屏蔽材料； 

基本剂量学量：吸收剂量、比释动能 

辐射防护量：当量剂量、有效剂量（辐射权重因子、组

织权重因子） 

监测实用量：周围剂量当量、定向剂量当量、个人剂量

当量（浅表、深部） 

辐射生物学效应：随机性效应、确定性效应 

辐射来源及其影响：天然辐射、人工辐射（核燃料循环、

核技术利用、核与辐射事故）等对环境水平的影响与危害。 

各种常见探测器的工作原理、物理特性及使用范围。 

1.1.3 学习要求 

了解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区别；原子、原子核的基本

性质；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理和特点；辐射探测器的基

本工作原理；辐射来源及其对人类辐射的剂量贡献。 

熟悉辐射基本量及单位；屏蔽材料的选择；辐射防护仪

器仪表的结构组成、选择、使用、维护；辐射监测的类型、

方法。 

重点是掌握放射性及其种类、衰变规律（衰变常数、半

衰期）、放射性活度及其单位；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辐射

防护量。 

1.1.4 课时计划 

原子、原子结构、衰变、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1.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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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基本量、辐射防护量（1.0 课时） 

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1.0 课时） 

辐射来源及其影响（0.5 课时） 

总计：4.0 课时 

1.2 辐射防护体系 

1.2.1 学习目的 

通过本阶段的学习，使学员了解辐射防护发展的历史；

理解辐射防护目的与辐射防护三原则体系；熟悉我国标准的

主要内容，职业人员、公众的剂量限值；掌握内、外照射防

护的基本措施与技能，能够正确理解辐射场所的分级分区的

原则、方法和意义，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引导；

了解辐射监测的目的、意义，掌握辐射监测的主要内容、监

测方法及熟练使用各类仪器仪表；掌握辐射事故应急响应与

准备技能。 

1.2.2 知识点 

辐射防护基本原则（防护目的、防护体系）； 

辐射防护基本标准和剂量限值（基本限值、导出限值、

参考水平），管理限值； 

外照射防护措施（时间防护、距离防护、屏蔽防护）； 

内照射防护措施（核素进入人体的途径、基本防护措

施）； 

辐射场所的分级与分区； 

辐射探测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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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仪器仪表正确选择、使用； 

辐射监测（环境监测、工作场所监测、流出物监测、个

人剂量监测）。 

辐射事故应急（应急准备与响应；典型辐射事故）。 

1.2.3 学习要求 

了解辐射防护发展历史和主要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理解和掌握辐射防护的目的、原则； 

掌握辐射防护体系和防护标准的相关内容、剂量限值； 

掌握外照射、内照射的特点及其防护的基本措施； 

熟悉放射工作场所分级与分区； 

了解辐射探测基本原理与五类探测器； 

熟悉辐射防护各类仪器仪表的正确选择、使用； 

了解辐射事故应急准备； 

熟悉响应基本程序、内容以及典型事故的响应行动。 

1.2.4 课时计划 

辐射防护体系(包括目的、原则和标准)（1.0 课时） 

内、外照射防护措施（1.0 课时） 

辐射探测与辐射监测（1.0 课时）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典型案例分析）（1.0 课时） 

总计：4.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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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应用部分 

2.1 医用 X 射线诊断与介入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2.1.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参训人员具备放射诊断和介入操作的辐射

安全与防护意识，确保 X 射线的安全使用，防止发生可能引

起确定性辐射损伤事故，使得患者受照剂量符合《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规定，同时尽可

能降低职业照射与公众照射水平；改进放射诊断实践中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的组织体系，以符合医学放射学领域国家

标准的要求和建议；增强自身管理控制的能力，建立控制的

实践技巧，以达到放射诊断与介入放射学操作中 X 射线有效

控制要求。 

2.1.2 知识点 

放射诊断用辐射源（X 射线、球管、X 射线机、诊断用

X 射线设备、CT 机、数字化 X 射线机、CR、DR、DSA 等）； 

诊断用 X 射线设备的成像原理、防护性能、防护要点； 

放射工作场所分区及其防护要求、屏蔽要求、监测要求； 

放射工作人员安全与防护（包括职业照射剂量限值、剂

量监测、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 

患者与受检者安全与防护（包括诊断检查的正当性判

断、防护的最优化措施、剂量的指导水平、患者与受检者的

防护用品、介入放射学检查的防护特殊性）； 

公众的安全与防护（包括医院对公众照射防护的主要职



 

6 
 

责、公众照射剂量限值、候诊人员的防护、放射诊断场所周

围的安全与防护）； 

放射诊断实践过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放射诊疗机构的自主管理； 

放射诊断事故的防范； 

国内外放射诊断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2.1.3 学习要求 

了解各种放射诊断用设备的使用及其成像原理、防护性

能、防护要点； 

了解放射工作场所分区及防护要求、屏蔽要求、监测要

求； 

掌握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剂量限值、个人剂量监测； 

熟悉职业健康监护与个人防护用品； 

掌握患者与受检者诊断检查的正当性判断、防护的最优

化措施、剂量的指导水平； 

熟悉患者与受检者的防护用品及介入放射学检查的防

护特殊性； 

了解医院对公众照射防护的主要职责、公众照射剂量限

值、候诊人员的防护、放射诊断场所周围的安全与防护； 

了解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对减少受照剂量的作用； 

掌握放射诊断过程中对育龄妇女、孕妇、婴幼儿及儿童

患者的特殊防护要求； 

熟悉放射诊疗机构的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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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事故及其预防； 

了解国内外放射诊断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2.1.4 课时计划 

放射诊断设备的类型、防护性能、防护要求（1.0 课时） 

放射诊断过程中各类人员的安全与防护（1.0 课时） 

放射诊疗机构的自主管理、事故及其预防（1.0 课时） 

总计：3.0 课时 

2.2 放射治疗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2.2.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受训人员具备放射治疗操作辐射安全与防

护意识，确保放射治疗源的安全，防止及减轻可能引起的对

患者的确定性辐射损伤事故或事件的发生，使得患者接受合

理的治疗剂量照射，同时尽可能降低职业照射与公众照射水

平；改进放射治疗的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的组织体系，以

符合临床放射治疗领域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和建议；增强放

射治疗科室的自身管理控制能力，建立有效控制的实践技

巧，以满足放射治疗操作中治疗源的有效控制的要求。培训

结束后，受训人员应理解并熟悉如下内容：1.用于放射治疗

的设备与系统的操作与安全；2.放射治疗相关的事故及潜在

事故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预防；3.有效的辐射防护计划对

安全操作的重要性。 

2.2.2 知识点 

放射治疗用辐射源（包括 X 射线、球管、X 射线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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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60、钴治疗机、后装治疗机、加速管、电子直线加速器及

感生放射性、质子重离子加速器）； 

各种放射治疗设备的结构、使用范围、治疗原理、通用

防护性能及检测方法； 

放射治疗场所分区及其防护要求、屏蔽要求、安全联锁

及监测要求； 

远距离放射治疗的安全与防护（包括安全操作规程、放

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放射治疗过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放射治疗设备的防护性能监测）； 

近距离放射治疗的安全与防护（包括近距离治疗用源及

源的防护要求、安全与防护操作、放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源的管理）； 

放射工作人员的安全与防护（包括职业照射剂量限值、

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 

患者的安全与防护（包括放射治疗的正当性判断、防护

的最优化措施、最优化治疗剂量水平、患者的防护要求及防

护用品）； 

公众的安全与防护（包括放疗单位对公众照射防护的主

要职责、公众照射剂量限值、陪护人员的防护、放射治疗场

所周围的安全与防护）；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事故的防范与应急（包括事故、机器故障的应急及其预

防、国内外放射诊断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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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学习要求 

了解放射治疗用各种辐射源、各种放射治疗设备的结

构、使用范围、治疗原理、通用防护性能及检测方法； 

熟悉放射治疗场所分区及其防护要求、屏蔽要求、安全

联锁及监测要求； 

熟悉远距离放射治疗的安全与防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

安全与防护； 

掌握放射工作人员的剂量限值、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

康监护； 

掌握患者放射治疗的正当性判断、防护的最优化措施及

粒籽源治疗患者的护理，了解患者放射治疗的最优化剂量水

平，熟悉患者的防护要求及防护用品； 

了解放疗单位对公众照射防护的主要职责、公众照射剂

量限值、陪护人员的防护、放射治疗场所周围的安全与防护； 

了解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熟悉事故的发生原因、防范与应急； 

了解国内外放射治疗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2.2.4 课时计划 

放射治疗设备类型及其治疗原理、安全与防护要求（2.0

课时） 

放射工作人员、患者的安全与防护（2.0 课时） 

典型事故、事故应急及其预防（1.0 课时） 

总计：5.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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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核医学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2.3.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受训人员具备核医学诊疗操作辐射安全与

防护意识，确保放射性药物的安全，避免及减轻可能引起的

对患者的确定性辐射损伤事故或环境放射性污染事件的发

生，使得患者受到合理诊疗剂量同时尽可能降低职业照射与

公众照射水平；改进核医学的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的组织

体系，以符合临床核医学领域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增强核医学科室的自身管理控制能力，建立有效控制的实践

技巧，以满足核医学操作中放射性药物的有效控制的要求。

培训结束后，受训人员应理解并熟悉如下内容：1.用于核医

学诊疗的设备与放射性药物的操作与安全；2.核医学相关的

事故及潜在事故和放射性污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预防；3.

有效的辐射防护计划对安全操作的重要性。 

2.3.2 知识点 

核医学诊疗用辐射源及设备（包括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及

其药物形式、放射性核素的来源、放射性药物的基本特性、

钼锝发生器、γ 相机、SPECT、PET、回旋加速器、粒籽源）； 

各种放射性核素的使用范围、诊疗原理、放射性污染及

检测方法； 

核医学实践中的射线来源、表面放射性污染、空气放射

性污染； 

核医学场所的设计与防护要求（包括场所分级与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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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局、屏蔽要求、污染监测要求）； 

放射工作人员的安全与防护（包括外照射个人剂量监

测、职业健康监护）； 

患者的安全与防护（包括核医学实践的正当性判断、防

护的最优化措施、核医学诊断的剂量指导水平、内照射治疗

时的最优化考虑、内照射防护基本措施、对育龄妇女、孕妇、

哺乳妇女、哺乳婴幼儿及儿童的特殊防护要求）； 

公众的安全与防护（包括核医学单位对公众照射防护的

主要职责、周边环境放射性污染监测、陪护人员的防护）； 

放射性废物的来源、分类与处理； 

放射性药物及核医学诊疗过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核医学事故的防范与应急（包括事故、机器故障的应急

及其预防）； 

国内外核医学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2.3.3 学习要求 

了解核医学诊疗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及其药物形式、来

源、钼锝发生器、γ 相机、SPECT、PET、粒籽源、回旋加

速器； 

了解各种放射性核素的使用范围、诊疗原理，熟悉表面

放射性污染、空气放射性污染及检测方法； 

熟悉核医学场所的分级与分区、布局、污染监测要求； 

掌握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皮肤表面污染

监测及职业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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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患者核医学实践的正当性判断、防护的最优化措

施、核医学诊断的剂量指导水平，掌握内照射防护基本措施

以及对育龄妇女、孕妇、哺乳妇女、哺乳婴幼儿及儿童的特

殊防护要求； 

了解核医学单位对公众照射防护的主要职责、周边环境

放射性污染监测； 

熟悉放射性废物的来源、分类与处理； 

了解放射性药物及核医学诊疗过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

保证； 

熟悉核医学事故的防范与应急及其预防; 

了解国内外核医学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2.4 课时计划 

核医学诊疗用辐射源及设备、诊疗原理、放射性污染及

检测方法；（1.0 课时） 

核医学场所的分级与分区、布局、污染监测要求、放射

性废物的来源、分类与处理（2.0 课时） 

核医学工作人员、患者与受检者的安全与防护及事故预

防（2.0 课时） 

合计：5.0 课时 



 

13 
 

三、非医学应用部分 

3.1 X 射线探伤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1.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参训人员懂得工业 X 射线探伤中的辐射安

全与防护的重要性，帮助探伤单位建立或改进其内部的辐射

安全架构及自我管理模式，以实现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部门规章制度及《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保证辐射源的安全，确保在正常运行、

维修、退役和紧急情况下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的辐射照射水

平保持在低于《基本标准》中规定的剂量限值；做到防护最

优化；防止能够导致确定性辐射损伤的事故，树立辐射安全

与防护的意识，掌握基本防护措施。 

3.1.2 知识点 

工业探伤的应用； 

X 射线机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X 射线探伤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包括 X 射线固定无损探

伤安全操作要求、X 射线移动探伤安全操作要求、X 射线探

伤单位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的要求、人员资质及

培训的要求、职业健康与个人剂量管理要求、辐射监测、X

射线探伤装置管理、X 射线探伤场所的安全管理要求 

探伤的事故应急及其处理； 

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1.3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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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业射线探伤的应用； 

了解 X 射线机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熟悉 X 射线探伤单位的要求、职业健康与个人剂量管理

要求、人员资质及培训的要求； 

掌握辐射监测； 

掌握固定探伤室及安全设施管理和移动探伤作业的安

全管理； 

熟悉探伤的事故应急及其处理； 

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1.4 课时计划 

X 射线探伤源概述、结构组成及原理（1.0 课时） 

X 射线探伤的安全与防护（2.0 课时） 

X 射线探伤案例分析与辐射应急（2.0 课时） 

总计：5.0 课时 

3.2 γ 射线探伤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2.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参训人员懂得工业 γ 射线探伤中的辐射安

全与防护的重要性，帮助探伤单位建立或改进其内部的辐射

安全架构及管理模式，以实现遵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部门规章制度及《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保证辐射源的安全，确保在正常运行、

维修、退役和紧急情况下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的辐射照射水

平保持在低于《基本标准》规定的剂量限值；在权衡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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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条件下，做到防护最优化；防止能够导致确定性辐射损

伤的事故及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树立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意

识，掌握基本防护措施。 

3.2.2 知识点 

探伤用辐射源，包括探伤源种类、γ 辐射源、γ 探伤机及

其分类； 

工业探伤的应用； 

工业探伤的成像原理； 

γ 射线探伤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包括 γ 射线探伤装置的 

要求、放射源的使用要求、放射源的运输要求、放射性

物品运输容器要求、运输移动过程中的要求、安全检查、γ

射线探伤的安全操作、维护保养与检修要求、常见故障及处

理办法；γ 射线探伤单位的管理要求、放射源的管理要求、

放射源的运输管理要求、探伤作业场所的安全管理要求、安

全检查及年度评估； 

辐射应急 ［辐射应急预案、应急准备与响应（应急物

资的准备和应急处置措施）、辐射事故报告程序］； 

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2.3 学习要求 

了解探伤源种类、γ 辐射源、γ 探伤机及其分类； 

了解工业射线探伤的应用； 

了解工业射线探伤的成像原理； 

熟悉 γ 射线探伤单位的要求、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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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的要求、职业健康与个人剂

量管理要求、人员资质及培训管理、辐射监测； 

了解放射源管理； 

了解探伤装置的分类介绍探伤装置的要求、掌握安全检

查、了解维护保养及检修； 

掌握固定场所作业安全管理和移动探伤作业安全管理； 

掌握 γ 射线探伤的安全操作 ； 

熟悉辐射应急； 

3.2.4 课时计划 

γ 射线探伤源概述、结构组成及原理（1.0 课时） 

γ 射线探伤的安全与防护（3.0 课时） 

γ 射线探伤案例分析与辐射应急（2.0 课时） 

总计：6.0 课时 

3.3 γ 辐照装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3.1 学习目的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 γ 辐照装置从业人员掌握辐射安

全与防护有关专业知识、遵守安全操作程序，帮助企业提高

辐射自我管理水平，以实现遵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

门规章制度及 “γ 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 (GB 

17568-2008)”的要求，达到：确保在正常运行、维修、退役

和异常情况下源的安全以及职业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尽

量做到防护最优化；防止卡源事故和人员误照事件的发生，

树立员工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意识，掌握设备的安全操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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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防护技能，做到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不超过限制

水平，并使其最小化。 

3.3.2 知识点 

γ 辐照装置的组成及使用的放射源； 

γ 辐照装置的分类； 

γ 辐照装置的安全分区（监督区和控制区）； 

γ 辐照装置的安全联锁设计； 

γ 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GB/T 17568-2019)； 

国内外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3.3 学习要求 

了解 γ 辐照装置的组成与应用； 

了解 γ 辐照装置的分类； 

熟悉 γ 辐照装置使用的放射源； 

熟悉 γ 辐照装置的安全分区（监督区和控制区）； 

熟悉 γ 辐照装置的安全联锁设计； 

熟 悉 γ 辐 照 装 置 设 计 建 造 和 使 用 规 范 (GB/T 

17568-2019)； 

了解 γ 辐照装置的装源和退源； 

了解国内外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3.4 课时计划 

γ 辐照装置的组成、分类及其应用（1.0 课时） 

γ 辐照装置的安全联锁设计（1.0 课时） 

γ 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1.0 课时） 



 

18 
 

典型案例（1.0 课时） 

总计：4.0 课时 

3.4 电子加速器装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4.1 学习目的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

的从业人员掌握辐射安全与防护有关专业知识、遵守安全操

作程序，帮助企业提高辐射自我管理水平，以实现遵从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章制度及“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

装置运行维护管理通用规范(T/CNS 1-2016)”的要求，达到：

确保在电子加速器正常运行、维修和异常情况下职业工作人

员和公众的安全；尽量做到防护最优化；防止人员误照事件

的发生，树立员工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意识，掌握设备的安

全操作及其基本防护技能，做到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不

超过限制水平，并使其最小化。 

3.4.2 知识点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的组成和分类；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的的安全联锁设计；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装置运行维护管理通用规范； 

国内外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4.3 学习要求 

了解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的组成和分类； 

了解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的的安全联锁设计； 

熟悉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装置运行维护管理通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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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了解国内外典型的事故案例与经验教训。 

3.4.4 课时计划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的组成和分类（1.0 课时）； 

熟悉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装置运行维护管理通用规

范（1.0 课时）； 

典型案例（1.0 课时） 

总计：3.0 课时 

3.5 核子仪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5.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受训人员掌握核子仪相关辐射安全与防护

有关专业知识、遵从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的重要意义，帮助

企业或单位提高辐射自我管理水平，确保在正常运行、维修、

退役和异常情况下，源的安全以及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尽量做到防护最优化；防止源丢失事故和人员误照事件的发

生，树立员工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意识，掌握设备的安全操

作及其基本防护技能，做到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不超过

限制水平，并使其最小化。 

3.5.2 知识点 

核子仪及其种类、核子仪的特点； 

核子仪使用的辐射源； 

各类核子仪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核子仪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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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仪的管理要求； 

核子仪案例分析及其应急处理。 

3.5.3 学习要求 

了解核子仪的种类及其工业应用； 

了解核子仪使用的辐射源； 

熟悉各类核子仪的工作原理； 

掌握核子仪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熟悉核子仪的管理要求； 

熟悉核子仪的案例分析及其应急处理。 

3.5.4 课时计划 

核子仪的种类、工作原理及其应用（1.0 课时） 

核子仪的辐射安全与防护（2.0 课时） 

核子仪的典型案例分析与辐射应急（2.0 课时） 

总计：5.0 课时 

3.6 放射性测井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3.6.1 学习目的 

通过学习，使受训人员掌握放射性测井的相关辐射安全

与防护有关专业知识、遵从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的重要意

义，帮助企业或单位提高辐射自我管理水平，确保在正常运

行、维修、退役和异常情况下，源的安全以及工作人员和公

众的安全；尽量做到防护最优化；防止源丢失事故和人员误

照事件的发生，树立员工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意识，掌握设

备的安全操作及其基本防护技能，做到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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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不超过限制水平，并使其最小化。 

3.6.2 知识点 

放射性测井及其分类、放射性测井的特点； 

放射性测井使用的辐射源，包括 γ 辐射源、中子源等； 

各种放射性测井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放射性测井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包括 γ 及中子源的屏蔽

防护的安全操作要求； 

放射性测井的安全管理要求； 

放射性测井案例分析及其应急处理。 

3.6.3 学习要求 

了解放射性测井及、分类及其应用； 

了解放射性测井使用的辐射源； 

熟悉各种放射性测井方法的工作原理； 

掌握放射性测井的辐射安全与防护； 

熟悉放射性测井的安全管理要求；  

熟悉放射性测井的案例分析及其应急处理。 

3.6.4 课时计划 

放射性测井的分类、工作原理及其应用（1.0 课时） 

放射性测井使用中的安全与防护（2.0 课时） 

放射性测井案例分析与辐射应急（2.0 课时） 

总计：5.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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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监管部分 

法律监管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核技术利用监管国家体系、

适用于核技术利用监管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适用

于核技术利用管理的相关文件的管理，授课 4 学时。 

4.1 学习目的 

本培训计划旨在使受训人员了解我国关于核技术利用

监管的国家体系，使核技术利用工作单位了解行政事项办理

指向；了解我国关于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知晓

核技术利用项目监管的基本原则；了解我国核技术利用相关

监督管理规范性文件，知晓核技术利用项目各项行政审批事

项办理程序及相关事项的管理要求，要求核技术利用单位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事核技术利用工作，提升核技术利用单位

的核安全文化，促进核技术利用行业的健康发展。 

4.2 知识点 

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国家体系； 

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法律、条例和部门规

章层级及逐渐细化的内容；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关于核技术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

治的基本原则；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关于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监督管理的基本规定；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关于核

技术利用单位许可证申请条件和程序，放射性同位素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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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转让、异地使用、返回或送贮等的管理要求和规定。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关于

核技术利用项目场所、人员安全和防护的管理要求，人员培

训级别对应的辐射工作活动，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的处

理规定，辐射应急及豁免管理等的相关要求。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适用的部门规章及监督管理

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放射源编码

规则、放射源分类、射线装置分类、放射性废物的分类、辐

射事故分级、放射性药品管理、核技术利用领域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等的相关管理规定。 

4.3 学习要求 

了解我国核技术利用监管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层级，

熟悉各项行政事项的办理部门； 

了解我国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熟悉各项行

政事项所适用的法律、条例或部门规章； 

熟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生产、使用、销售的许可

条件和许可申请程序；熟悉放射性同位素进出口、转让、异

地使用、返回或送贮的管理要求和程序； 

熟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生产、使用、销售单位所

承担的安全和防护责任及管理要求；掌握辐射事故应急分类

及辐射事故应急要求； 

熟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豁免备案程序及豁免管

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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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或备案程序； 

熟悉放射源编码规则、放射源分类、射线装置分类、放

射性废物的分类； 

了解核技术利用领域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岗位配置及注

册核安全工程师考试等的相关管理规定。 

4.4 课时计划 

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国家体系（1 课时） 

核技术利用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1.0 课时） 

核技术利用相关监督管理规范性文件（2.0 课时） 

总计：4.0 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