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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威胁类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或辐射紧急情况的威胁类型 ,及其可能达到的应急状态。
本标准适用于可能引起人体辐射照射或环境放射性污染的实践和辐射源而需要紧急干预时应急预

案的制订 ,也可供应急响应参考。对蓄意的涉及核或辐射的威胁活动的应急响应与准备亦可参考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发生的各种核或辐射紧急情况的分级 (例 如国际核事件分级),也 不适用于通常

的紧急情况 ,包括非电离辐射 (例如微波、紫外和红外辐射等)意外事件的应急响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118o6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113 核与放射事故干预及医学处理原则
GBZ/T208 基于危险指数的放射源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参见附录 A。

4 总则

4.1 对于可能发生的核或辐射紧急情况 ,事先应做好威胁评估 ,确定威胁类型 ,有针对性地制订应急预
案 ,以 有效利用应急资源 ,提高应急响应效能。

4.2 可能发生的核紧急情况涉及下列设施和源 :

a) 核反应堆 (研究堆 、舰船堆和动力堆 );

b) 贮存大量乏燃料、液态或气态放射性物质的设施 ;

c) 燃料循环设施 (例如燃料后处理厂 )。

4.3 可能发生的辐射紧急情况涉及下列源及其所致的照射 :

a) 大型辐照装置 (例 如工业用辐照设施 );

b) 工业设施 (例如大型放射性药物生产厂 );

c) 带有高活度固定放射源 (例如远距离治疗机)的研究用或医用设施 ;

d) 失控 (废弃、丢失、被盗)的危险源 ;

e) 工业或医用危险源 (例如工业探伤用的放射源)的滥用或毁损 ;

f) 核武器意外事故 ;

g) 公众受到未知来源的辐射照射和污染 ;

h)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人造卫星再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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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能导致严重确定性效应的放射源 ;

j) 蓄意的涉及放射性物质的威胁和(或 )活 动 (如 放射性散布装置爆炸 );

k) 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出现的紧急情况 ;

l) IAEA或其他国家通报发生跨界紧急情况。
4,4 在发生核或辐射紧急情况下 ,应急响应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包括 :

a) 重新控制局面 ;

b) 避免或减轻现场后果 ;

c) 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发生确定性健康效应 ;

d) 提供紧急救助 ,安排放射损伤伤员治疗 ;

e) 在已有和可能条件下 ,限制在人群中出现随机性健康效应的几率 ;

f) 在已有和可能条件下 ,避免个人和在人群中出现负面的非放射学健康效应 ;

g) 在已有和可能条件下 ,保 护环境和财产 ;

h) 在已有和可能条件下 ,准备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5 威胁类型分类及类型描述

5.1 核或辐射紧急倩况的威胁类型划分为五类 ,其特征描述见表 1。

5.2 确定设施和实践的紧急情况类型的标准见表 2。

5.3 各种实践对场区和场外的可能威胁程度及典型的威胁类型见附录 B的表 B.1。 表 B.1中“
运输

”

部分的货包编号的含义见表 B。 2。

表 1 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威胁类型特征描述

威胁类型 特 征 描 述

I
诸如核电厂这类设施的场内事件

a(包
括可能性很小的事件 )可 能在场外导致严重的确定性健康效应

b;

或者曾在类似设施中发生过的此类事件

诸如某些类型研究用反应堆这类设施的场内事件
a可

能导致场外居 民遭受到按照 国家标准
c有

必要采
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剂量 ;或者曾在类似设施 中发生过的此类事件。具有 Ⅱ类型威胁的设施并不包括上述
具有 I类型威胁的设施

诸如工业辐照装置这类设施的场内事件可能导致有必要在场内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剂量或污染 ,或者
曾在类似设施中发生过的此类事件 。具有 Ⅲ类型威胁的设施并不包括上述具有 Ⅱ类型威胁的设施

Ⅲ

Ⅳ

可能导致在无法预见的地点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核或辐射紧急状态。这些状态包括耒经授权 的活动 ,

例如与非法获得的危险源有关的活动 ;还 包括涉及工业射线照相用源、核动力卫星或热 电发生器等危险

的可移动源的运输和经授权的活动。Ⅳ类型威胁代表最低等级的威胁水平 (它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

V
通常不涉及电离辐射源的活动。但很有可能

d由
于 I或 Ⅱ类型威胁所列 的设施发生的事件 ,包 括在别

的国家这类设施发生的事件 ,而受到污染 ,并达到按照国际标准
c必

须迅速对食品等产品加 以限制的程度

a包
括从现场某个位置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向大气或水体的释放或外照射 (例 如由于丧失屏蔽或某个临界事件造

成的)事件 。

b人
员受照剂量将超过在任何情况下预期需要干预的剂量 ,参见 GBz/T113。

c参
见 GB18871。

d指
由 I或 Ⅱ类型威胁中所列的设施偶然发生的重大放射性物质释放的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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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确定设施和实践的紧急情况威胁类型的标准

设施和实践
刁

预计可能在场外导致严重确定性健康效应的应急状态 ,包括 :

· 热功率水平大于 100MW的反应堆 (动 力堆、舰船堆和研究堆 )b;
· 可能含有最近 (指 3年 以内)卸载燃料的乏燃料池 ,并且

137Cs的
总量约为 0.1EBq(相 当于热功

率3000MW反 应堆的堆芯总量 );

· 扩散性放射性物质的总量足以在场外导致严重确定性健康效应的设施
c。

预计可能在场外导致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剂量水平的应急状态 ,包 括 :

· 热功率水平大于 2MW小 于 100MW的反应堆 (动力堆 、舰船堆和研究堆 );
· 含有要求活性冷却的最近卸载燃料的乏燃料池 ;

· 可能发生失控临界事故的设施距场区外边界不足 500m;
· 扩散性放射性物质的总量足以在场外导致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剂量的设施

d。

预计可能在场内导致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剂量水平的应急状态 ,包括 :

· 在丧失屏蔽的情况下 ,1m处 的外照射剂量率大于 100mGy/h的设施 ;

· 可能发生失控临界事故的设施距场区外边界大于 500m;
· 热功率水平不超过 2MW的 反应堆 ;

· 放射性物质总量足以在场内导致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剂量的设施
e。

移动危险源的营运人 ,包括 :

· 在丧失屏蔽的情况下 ,距源 1m处的外照射剂量率大于 10mG〃 h,或 活度大于 GBZ/T208规
定的危险活度值的移动源。

· 携带放射源的活度大于 GBZ/T zO8规 定的危险活度值的人造卫星。
· 如果不加以控制 ,放射性物质活度按照 GBz/T208是 属于危险源的运输。

有较大可能遇到失控危险源的设施/场所 ,例如 :

· 大型废金属处理设施 ;

· 国家边境 口岸 ;

· 具有危险源的固定量具的设施 。

a为
了确定适当的威胁等级 ,应进行场址逐案分析。

b假
设反应堆已在此功率水平运行了足够长时间 ,致使

131I的
存储量接近 10PBq/MW(热功率 )。 对研究堆 ,由

于其设计和运行情况有很大差别 ,为 了确定多大的存储量和能引起 向场外显著的气载释放 ,需要进行设施逐
案分析。

c如
果在单—事件中有 10%存储量释放到大气 ,则 10000倍 D2(D2一可弥散物质的危险活度 ,可 自 GBz/T⒛ 8

查得)存储量的设施可属于 I类型威胁 的设施 。
d如

果在单一事件中有 10%存储量释放到大气 ,则 100倍 D2存储量的设施可属于 Ⅱ类型威胁的设施。
e如

果在单一事件中有 10%存储量释放到一个房间中 ,且房间内的人员在几分钟 内能撤离 ,则 0.01倍 Dz存 储

量的设施可属于Ⅲ类型威胁的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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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状态的分级及其状态描述

6.1 应急状态的分级

6.1.1 在核紧急倌况中,核 电厂应急状态的分级为 :

a) 1级应急待命;       ‘

b) 2级厂房应急 ;

c) 3级场区应急 ;

d) 4级场外应急(总体应急 )。

其他核设施的应急状态一般分为三级 :

a) 1级应急待命 ;

b) 2级厂房应急 ;

Θ 3级场区应急。

潜在危险较大的核设施也可能实施 :

d) 4级场外应急(总体应急)。

6.1.2 在檑射紧急情况中,应急状态一般为 Θ3级场区应急 ,较少有 d)4级场外应急。
6.2 不同威胁类型紧急情况发生后可能达到的应急状态级别见附录 C的表 C。 1。

6.3 对于 I、 Ⅱ和Ⅲ类型威胁的设施 ,各应急状态级别的描述见表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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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 附录 )

术语和定义

A。 1 辐射与源

A.1.1

源 source

任何可以引起辐射照射的物质或装置 ,例如发射电离辐射或者释放放射性物质和材料 ,从 防护和安
全的目的它可作为单独的一个单元来处理。例如 ,释放氡的材料是在环境中的源 ,灭菌用的 γ辐照单元
是食品辐射保鲜实践用的源 ,X射线单元可以是放射诊断实践用的源 ,核 电厂是靠裂变来发电实践的一
个部分 ,它也可以是一个源 (例 如 ,向 环境排放废物)或 者是源的集合体 (例如 ,从职业辐射防护的目的而
言 )、 位于一个场所或场址的联合的或者多个装置从使用基本安全标准的角度 ,也可以认为是单一的源。
A。 1.2

核燃料循环 nucⅡ ear fuel cycIe

所有与核能生产有关的作业活动 ,包括 :铀 矿石或钍矿石的开采与加工、铀的富集 (浓缩 )、 核燃料制
造、核反应堆 (包括研究堆)运行、乏燃料后处理、与核能生产相关作业有关的所有废物管理活动 ,以 及任
何相关的研究和发展活动。

A。 1.3

核反应 堆  nucⅡ ear reactor

通常指裂变反应堆 ,即能维持可控的自持核裂变链式反应的装置。
A.1.4

核燃料后处理厂 nucⅡ ear fueI reprocessing plant

对使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后处理的设施。核燃料后处理是一个复杂的化学分离纯化过程 ,具有很强
的放射性。

A.1,5

辐照装置 kradiator facility

安装有粒子加速器 、X射线机或大型放射源并能产生高强度辐射场的一种结构或装置。正确设计
的构筑物提供屏蔽和其他防护 ,并有用以防止误人高强度辐射场的安全装置 (如 联锁装置 )。 辐照装置
包括外射线束辐射治疗用装置、货物或物品消毒用装置 ,以 及某些工业射线照相装置等。
A.1.6

远距离放射治疗源 teletherapy source

源与皮肤之间距离 50cm以上、集中照射某一病变部位的放射源。多束远距治疗机 (γ 刀)可将环

状排列的 200多 个
∞Co源的 γ辐射聚焦到病变部位。此源活度高 ,通常有专门设计的机房安装此治疗

机 ,有厚的屏蔽墙和其他防护设备。

A.1.7

近距离放射治疗源  brachytherapy source

用一个或多个密封放射源在患者体腔内、组织间隙或表浅部位进行治疗的放射源。有三种不同剂

量率进行治疗 ,即 低剂量率 (LDR)、 中剂量率(MDR)和高剂量率(HDR)。 不使用时源放置在有屏蔽的

卸载装置内,这种装置可以装有轮子便于在机房内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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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

核动力卫星 nucIear powered sateIIite

使用核 电源的人造 地 球 卫星 。核 电源有 两类 ,一 是放 射性 同位 素温差 发 电器 ,另 一是 核反 应堆
电源 。

A.1,9

放射性 同位素热电发生器 radioisotope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RTs

一种将 由高活度源放射性衰变时产生 的热 能转化 为电能而实现供 电的简单 的发 电装置 。典 型的RTS含有
23:Pu或 9。

Sr。

A。 1.10

放射弥散装置 rad二oactive山§persion device,RDD

通过常规爆炸或其他非核手段散布放射性物质 的装置 ,俗 称
“
脏弹

”
。

A。 1。 ll

放射 源 radioactive source

可以作为电离辐射源使用 的任何量放射性物质 。按包装形式可分为密封源和非密封 源 ;按 物态可
分为 固态源 、液态源和气态源 ;按射线类型可分为 α源 、β源 、γ源和中子源等 。
A。 1.12

乏燃料  spent fueⅡ

辐照后从反应堆卸 出的核燃料 。由于易裂变材料贫化 、毒物聚集或辐射损伤 ,这种燃料不能再 以现
有形式使用 。它或者送往后处理设施从乏燃料 中回收其 中的铀和钍 ,或者存放在 中间贮存设施 ,或放人“
最终处置库

”
。

A。 1.13

密封源  seaⅡed source

密封在包壳 内或紧密固结在覆盖层 内的放射性 物质 。密封源 的包壳或覆盖层应具有 足够 的强度 ,

使源在设计条件和磨损条件下均能保持密封性 能 ,不会使放射性物质泄漏 。
A.1.14

方攵身H±牛勿屈昆  radioactEve substance

能 自发地释放出带 电粒子或辐射 的物质 ,其放射性活度或活度浓度超过 国家标准规定 的豁免水平 。
A。 1.15

黄饼  yellow cake

铀化 学浓缩物 enriched uranium compound

在铀矿石水冶过程 中 ,将氨水或氢氧化钠溶 液加到铀取工段 的最终产 品 中而得 到 的重铀酸铵或重
铀酸钠沉淀物 。通常把这两种盐称为铀化学浓缩物 ,又称黄饼 。

A。 1.16

贫化铀  depleted uranium,DU
235U丰

度 比天然铀更低的铀称为贫化铀或贫铀 。

A。 1.17

易裂变材料 Ⅱssile materia【

在 自然或人工条件下能发生核裂变反应 的物质 。
233U、 235U、 239Pu、 241Pu或

这些 放射性核素 的任何
组合 ,但不包括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或仅在热中子反应堆 内受过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
A。 1.18

可弥散物质  mspersibIe material

不需外力依靠 自身分子的运动而 向外移动或进人另一物体 的物质 。粉尘 、气体和液体 ,以 及尤其是

易挥发的 、易燃 的、水溶和 自燃物质应视为具有弥散性质的物质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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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9

放射性药物 radiopharmaceuticaI

用于诊断 、治疗或医学研究的放射性核素制剂或其标记药物 ,亦称放射性药 品。
A.1.20

货 包   package

提交运输 的装有放射性 内容物的包装 。
A.1.21

低毒性 α粒子发射体 low toxicity alpha emitters

天然铀 、贫化铀 、天然钍 、铀乇35或铀 ~938、 钍-232、 含 于矿石 或物理 和化 学浓缩 物 中钍乇28和 钍 -

230,或半衰期少于 10d的 α粒子发射体 。
A。 1.22

危险活度 dangerous actEvity

同一核素源在设定的多种照射情景条件下计算而得的是以引起严重确定性效应 的最小活度称为此
源的危险活度 (又称 D值 ,dangerous quantity)。 因为定量和 比较效应 的方法学 问题还未解决 ,有 些 因
素不予考虑 :包括 由放射事故或恶意行为造成 的社会 -经济后果 。
A。 1,23

症≡昭±指蛰文  dangerous index

用于判定放射源和含源实践危险程度 的一个指数 。危险指数 =源 的实 际活度 (A)/危 险活度 (D),
用 于对放射源和含源实践 的分类 。这一分类方法是基 于安排应急响应 的需要 ,而不应 与为其他 目的所
确定 的源类别相混淆 。

A。 1.24

危险源  dangerous source

如果不加控制则有可能造成足 以引起严重确定性效应照射的源 。这种分类是用于确定是否有必要
作 出应急响应 的安排 ,因 此不要混用于为其他 目的的放射源的分类 。
A.1.25

超越 国界的大童释放 “gmiⅡ cant transboundary re【 ease

放射性物质 的环境释放可能导致超过 国际防护行动干预水平或行动水平 (包括食 品限制和商业 限
制)的超越 国界 的剂量和污染水平 。

A.1.26

通报 (通知 ) notiⅡcation

是指 :

D 由法人 以文件形式 向审管部 门说 明其拟进行某项实践或对某一放射源的其他利用 ;

2) 迅速 向国家主管部 门或国际组织提交有关某一紧急情况和可能紧急倩况细节 ,例如《核事故早
期通知公约》所要求 的 ;

3) 为探测紧急情况而采取 的一系列行动 ,以 便 向对这样一些事件情况 负有应 急响应责任 的所有
部 门提 出警报 。

A。 2 辐射生物效应

A.2.1

菊鬲勇寸用黑勇寸  radiation exposure

使人员受到照射的行动或情 况 。可 以是外 照射 (由 体外 的源 引起 的 )或 内照射 (由 体 内的源引起
的 )。 辐射照射可以分为正常照射或潜在照射 ;也可 以分为职业照射 、医疗照射或公众照射 ;在干预情况

下 ,还 可 以分为应急照射或持续照射 。IAEA⒛ 1o年提 出的《国际 电离辐射 防护和辐射 源安全 的基本

7



Ws/T366ˉ 2̄011

安全标准》修订草案 (3。 0版本 )将照射分为三类 (职业照射、公众照射和医疗照射),将 照射情况分为三
种 (计划照射情况、应急照射情况和现存照射情况 )。

A.2.2

(辐射的 )确 定性效应 deterministic effect(of radiation)

通常情况下存在剂量 阈值 的一种辐射健康效应 ,超过阈值 时剂量越 高则效应 的严重性越大 。严重
的确定性效应可引起人员死亡或威胁生命 ,或发生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持久性损伤 。
A。 2.3

(辐射的)随机性效应 stochastic effect(of radiation)

辐射诱发的健康效应 ,其发生概率与在辐射剂量正相关 ,而其严重性 (女口果有的话)与剂量无关。随
机性效应可以是躯体效应或者遗传效应 ,一般没有剂量阈值水平。例如 ,各种癌症和白血病。
A。 2.4

放射 学后果 radioⅡ ogicaⅡ cc,Ⅱsequence

放射性物质 释放到环境 中引起 的结果 或影 响 ,用 以度量 的量是 预计 的或 实 际引起 的剂量或剂量率 。
A。 2.5

非放射 学后果  noⅡ r̄adioIogicaⅡ  consequences

由非电离辐射因素所致的人类健康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因 紧急情况或应急响应的心理学、社会或
经济后果引起的对健康或生活质量的影响。

A。 2.6

非电离辐射 Ⅱon-ionizing radiation

通过物质时不伴随离子对产生的辐射。

A。 3 实践中防护与安全

A。 3.1

实践 practice

任何引人新的照射源或照射途径 、或扩大受照人员范围、或改变现有源的照射途径网络 ,从 而使人
们受到的照射或受到照射的可能性或受到照射的人数增加的活动。

A。 3.2

剂旦限值 dose Ⅱmit

个人在受控实践中受到的不得超过的有效剂量或当量剂量的值。

A。 3.3

屏蔽体 shield

为降低某一区域的辐射水平而置于辐射和人、设备或其他物体之间由能减弱辐射的材料构成的实

体屏障。

A。 3.4

纵深防御 defense iⅡ  depth

针对给定的安全 目标运用多种防护措施 ,使得即使其中一种防护措施失效 ,仍能达到该安全 目标。

A。 3.5

散落区 spiIⅡ area

由于潜在危险源的重大散落而导致需建立警戒区的场所。

A。 3.6

现场 on-site

对 I、 Ⅱ和Ⅲ类威胁的设施而言 ,现场地区是指在设施营运人直接控制下的在安全边界、围栏或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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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明的合适标志物以内的设施周围的地区。对具有Ⅳ类威胁的工业放射照相源或其他危险源的经注
册的实践而言 ,现场地区是指营运人和最初响应人员控制下的地区。对涉及运输、失控源或局部污染的
放射紧急情况而言 ,最初响应人员应建立一个有安全边界、含有内、外警戒线的现场地区。
A。 3.7

场区 site area

包含经批准的设施 、经批准的活动或源的一个地理区域 ,对该经批准 的设施或经批准的活动的管理
部 门在此地区内可以直接启动应急行动 。一般而言 ,此 区域位于周边有保安 围栏或其他指定财产 的标
志的范围以内。它也可能是 围绕某一射线照相源的控制 区 ,或 由一线应急 响应人员在怀疑危 险的区域
周 围设立 的警戒区。

A。 3.8

为石夕卜  offˉsite

场区以外 的区域 。

A。 4 干预 中辐射 防护

A。 4.1

司=子页  interventEon

任何 旨在减少或避免不属 于受控实践的或因事故而失控的源所致的照射或照射可能性的行动。
A。 4.2

事

"+  incideⅡ

t

就事件报告和分析而言 ,事仵系指营运者无意造成的任何事件 ,包括运行误差、设备故障、始发事
件、事故先兆、险发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 ,或未经授权的其他不幸事件 ,以 及恶意或非恶意行为 ,其后果
或潜在后果从防护或安全的角度看不可忽视。

A。 4.3

事故 acc:deⅡ t

任何意外事件 ,包括运行误差 、设备故障其他偶发事故 ,其后果或潜在后果从防护或安全的角度看
不可忽视。

A.4.4

辐射事故 radiation accidemt

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过量照射。
A.4.5

临界事故 criticaⅡity accident

意外发生的自持或发散的中子链式反应所造成的能量和放射性释放事件。
A。 4.6

核事件 nuclear event

与核活动有关的偏离正常运行的工况 ,即始发事件 ,或始发事件和单一故障同时发生 ,或几个事件
和故障同时发生。

A。 4.7

枉亥熹享由攵  nuclear accident

涉及发生或可能发生放射性物质释放 ,并 已造成或可能造成对别 国可能具有放射性安全重要影响

的国际性超越国界释放的设施或活动的任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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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

国际核事件分级表 International nucIear event scale,INEs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 (OECD/NEA)为 便 于核工业界 、媒体 和
公众相互之间对核事件 的信息沟通 而联合制定 的国际核事件分 级管理办法 。分级表将核事件分 类 为
7级 :较 高的级别 (4级 ~7级 )被定为

“
事故

”
,较低的级别 (1级 ~3级 )为

“
事件

”
。不具有安全意义 的事

件被归类为分级表 以下 的 0级 ,定为
“
偏差

”
。与安全无关的事件被定为

“
分级表 以外

”
。

A。 4.9

通用干预水平  generic mtervention Ieve【 ,GIL

国际上推荐 的、具有一定通用性 的干预水平 ,它代表 了一种 国际性认 同 ,并 已被认为是可大体 获得
最大净利益的干预水平值 。

A。 4.10

通用行动水平 generic action IeveI,GAL

国际上推荐 的在持续性照射或应急照射情况下 ,用于控制食 品的通用行动水平 ,它 用食物 、牛奶 、水
中的放射性活度浓度表示 。

A。 4."

紧急防护行动 (应急防护行动) urgent protective action

在应急情况下为避免或减少工作人员和公众可能接受 的剂量而必须迅速 (通常在几小时 内)采取 的
防护行动 ,如 撤离 、个人 去污 、隐蔽 、呼吸道防护 、服碘预 防 ,以及 限制消费可能 已受污染 的食 品 ,如 有延
误则将明显 降低其有效性 。

A.5 应急响应

A。 5.1

应急 (紧 急情况 ) emergency

某种非常规情况。此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首要的是缓解对人体健康和安全、生活质量、财产或环
境的危害和不利后果。它包括核应急和放射性应急 ,以 及常规应急 ,例如火灾、危险化学品释放、暴风雪
或地震等。它还包括有必要迅速采取缓解预计有危害影响行动的情况。
A。 5.2

核或放射应急(核或辐射紧急情况) nucⅡ ear c,r radiologicaⅡ emergency

具有或预期有由于核链式反应或链式反应产物的衰变能量引起的 ,或 由射线照射而已造成或预计
将造成危害的紧急情况。

A。 5.3

跨国紧急情况 transnationaI emergency

对一个或多个国家发生的具有现实、可能或预计的放射学意义的核应急或放射性应急。它包括 :

1) 放射性物质超越国界大量释放 ;

2) 在设施上发生的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经大气或经水体超越国界大量释放的总体应急或发生此
种释放的其他事仵 ;

3) 发现危险源已丢失或被非法转移并已经运出国境或者怀疑已运出国境 ;

4) 造成国际贸易或旅行出现明显混乱的紧急情况 ;

5) 需要对发生的紧急情况国家的外国公民或使馆采取防护行动的紧急情况 ;

6) 导致或可能导致严重确定性健康效应 ,并涉及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严重安全影响的故障 (例 如设

备或软件)和 (或 )问 题的紧急情况 ;

7) 因现实的或预计的放射学危害而导致或可能导致一国或多个 国的居民产生严重关切的紧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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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4

威胁评估  threat assessment

对涉及一 国境 内或境外 的设施 、活动或源的危险进行系统分析的过程 ,以 便确认 :

1) 在该 国境 内可能需要采取防护行动的那些事件和相关 的领域 ;

2) 减轻这类事件后果方面将会有效的行动 。

A。 5.5

威胁类型 (威胁类别 ) threat category

为对核或辐射紧急情况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进行优化 而建立 的一种分类方案 ,以 求 与威胁评估 中所
确立 的危险的可能大小和性质相适应 。本标准分为五种类 型 ,I类到 Ⅲ类按威胁水平逐次降低 ,Ⅳ 类是
在任何地 区都可能存在 的威胁和活动 ,可 能与其他类 型威胁共存 。Ⅴ类威胁适用于需要进行应急准备
以应对 I和 Ⅱ类威胁设施 的释放导致污染的场外 区域 。

A。 5.6

安排(应急响应 ) arrangement(for emergency respoⅡ se)

为控制或减轻核或辐射应急状态 的后果而做 出响应 时 ,为 达到所要求 的规定功能或任务而提供 的
必要的一整套基础结构组成部分 。这些组成部分可 以包括管理机构和责任 、组织 、协调 、人 员 、计划 、程
序 、设施 、设备或培训 。

A。 5.7

应急等级  emergency class

必需要立 即做 出类似应急响应 的一系列状态 。这一术语用来 向应急组织和公众通报所需 的响应水
平 。根据专用于不 同装置 、源或实践的标准来确定属于某一应急等级 的事件 ,如 超过某项标准时即表示
该事件属于规定水平的分级 。对每个应急等级 ,预先规定 了应急组织 的初始行动。
A。 5.8

应急状态分级  emergeⅡ cy cⅡ assiFication

管理当局对应急状态进行分级 ,以 宣布适用 的应急等级的过程 。应急等级一经宣布 ,响应部门就要

启动适合这一应急等级 的预先规定 的响应行动 。

A。 5.9

应急预案 (应 急计划 ) emergency pIaⅡ

一份经审批 的文件 ,它描述 了该文件的编制与实施单位 的应急响应功能 、组织 、设施和设备 ,以 及和

外部应急组织 间的协调和相互支持关系 。该文件应有专 门的执行程序加 以补充 。

A。 5.10

应急准备  emergency preparedness

采取将能有效地缓解紧急情况对人体健康和安全 、生活质量 、财产和环境后果行动 的能力 ,它 包括

制订应急预案 ,建立应急组织 ,准备必要的应急设施 、设备与物资 ,以 及进行人员培训与演习等 。

A。 5。 ll

应急资源 emergency source

为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包括法规条例、组织体系、响应组织(抢险、公安、消防、医疗、交

通、通讯、气象等 )、 物质供应、技术支撑、资金保障等。

A。 5.12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执行 旨在缓解紧急情况对人体健康和安全 、生活质量 、财产和环境所致后果 的行动 ,它 也 可为恢复

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奠定基础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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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3

医学应急 medical emergency

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 ,运用科学的组织管理和良好的医学处置方法 ,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
地完成一系列预防和救治活动。

A。 5.14

应急待命  emergency standby

出现可能危及核电厂安全的工况或事件的状态。宣布应急待命后 ,应 迅速采取措施缓解后果和进
行评价 ,加强营运人的响应准备 ,并视情况加强地方政府的响应准备。
A.5.15

厂房应急 p【ant emergency

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发生 ,但实际的或者预期的辐射后果仅限于场区局部区域的
状态。宣布厂房应急后 ,营运人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和保护现场人员。
A。 5.16

场区应急 砒e area emergeⅡ cy

事故的辐射后果已经或者可能扩大到整个场区 ,但场区边界处的辐射水平没有或者预期不会达到
干预水平的状态。宣布场区应急后 ,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和保护场区人员 ,并根据情况作好场
外采取防护行动的准备 。

A。 5.17

场外应急 off-site emergency

总体应急或整体应急 geⅡ eraⅡ emergency

事故的辐射后果已经或者预期可能超越场区边界 ,场外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状态。宣布场外
应急后 ,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 ,保护场区人员和受影响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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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附 录 B
(规 范性附录 )

不 同实践的典型威胁类型

根据各类实践对场外和场区威胁程度给出的典型威胁类型见表 B.1。

表 B.1 不同实践的典型威胁类型

为工业 、医用或科学研究 目的而生产或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设施

放射性药物生产厂

不可能发生确定性效应 。其 释放

量较小可能使邻近设施处超 过 紧急

通用干预水平 (GIL)。 在设施 内发生

大火和已载料 的货场出现火灾时 ,则

很大的可能发生超过紧急 GIL的 释

放 。威胁 的程度将取决 于存储 量 和

材料挥发性。爆炸、龙卷风 、散 落 和

泄漏则会造成小的危险

在场 区出现严重确定性健康效应

的可能性很小 ,但人员的受照剂量可

能超过职业照射剂量限值

有限
b或

Ⅲ类

放射性药物的贮存室 不可能出现超过紧急 GIL的释放

不可能超过 紧急 GIL。 超过职业

照射 剂 量 限值 照 射 的 可 能 性 也 十

分小

不可能出现超过紧急 GIL的释放

如果密封源 (例 如近距离治疗放射

源或辐射线束)被误用或不能加 以控

制和妥善保管 ,则 对工作人员或患者

可能造 成严 重 的确定 性健康 效应 。

如果放射性诊疗药物不能给予正确

的控制和用药 ,则 可能成为一种潜在

危险的放射源

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厂

不可能发生确定性健康效应 。其

释放量较小 ,可 能会使靠近设施处超

过紧急 GIL。 其最 大危 险是设 施 的

重大火灾 ,可 能造成超过紧急 GIL的

释放 ,释放量大小取决于存储量 和材

料挥发性。爆 炸、龙卷风、散 落 和泄

漏则会造成小的危险

在生产过程 中 ,由 于屏蔽失效、食

人或吸人 ,工作人员可能发生严重 的

确定性健康效应

研究实验室

除非有大量 的放射性 物质或 可裂

变物质在单一的场所存储或利用 ,否

则不可能出现超过紧急 GIL的照射

有可能发生严重 的确定性健康效

应。这种情况将视现场情况而定

低放废 物 的贮 存 库 和

埋藏

低放废物埋藏 的作业不可能超过

紧急 GIL

不可能超 过 紧急 GIL。 如果废 物

中含有放射性碘 ,废物仓库大火有可

能发生能导致超过职业照射剂量 限

值照射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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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

实 践
威 胁 程 度

场 夕卜 场 区

典型威胁

类型 a

贫化铀产品

不可能超过 紧急 GIL。 在 UF6释

放后由于 HF(UF° 释放的产物)的化

学毒性 可能造成死亡。它 的可能性

取决于 UF6的存储量。最大的危 险

见于含数吨 UF6贮蹯的破裂

不可能超过紧急 GIL 有限
b

源

达雪璧舅蓊叠

屏蔽 ,几 分钟照射足 以

|Ⅲ
或Ⅳ类

c

——含密封源仪表
——测井源
— GB/T 208 中

3类放射源

一 废 旧 放 射 源

存库

第

暂

假如失去控制 (丢失或被盗),如果

没有屏蔽可能产生致死性照射 ,如 果

手持这种放射源可使组织严重损害

假如源失去屏蔽 ,可发生致死剂量

照射
Ⅳ类

c

——湿度/密度仪
——静电消除器

——氚出 口标记器

——含钚起搏器

—— 日用消费品

— GB/T208中 第

和 5类放射源

不大可能超过紧急 GIL 很小或不可能超过紧急 GIL 有限
b

燃料循环

铀矿开采和加工

不会产生能超过紧急 GIL的 释放。

尾矿坝毁损能导致需要干预 的污染 ,

例如水的污染

不可能超过紧急 GIL 有限
b

黄饼加工 类同铀矿开采和加工 类同铀矿开采和矿石粉碎 有限
b

UF6转 换厂

由于 HF(UF6释 放的产物)的 化学

毒性 ,在 UF6释放后可能造成死亡。

它 的可能性取决 于 UF6的存储 量。

最大的危险见于含数 吨 UF6贮罐 的

破裂

类同场外 有限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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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

实   践

区场夕卜场

威 胁 程 度
典型威胁

类型
a

铀浓缩厂 类同 UF6转 换厂

由 UF6所致的危险类 同 UF6转换

厂。如 果 在 距 场 区边 界 200m~
500m内 无屏蔽的场所加工裂变材料

则有可能 由于临界 事故 导致超过 紧

急 GIL的剂量

类同 UF6转换厂

由 UF6所 致的危险类同 UF6转换

厂。在场 区临界事故 可能 引起 确定

性效应和受到超过紧急 GIL的剂量

有限 b

铀燃料加工
Ⅱ或 Ⅲ类

钚燃料加工

如果在距场区边界 zOO m~5oo m

内无屏蔽 的场所加工裂变材料则有

可能 由于 临 界 事 故 导 致 超 过 紧 急

GIL的 剂量 。大火或爆 炸能使 设施

邻近 的场外剂量超 过 紧急 GIL。 剂

量大小取决于燃料的存储量

临界事故可能引起确定性健康 效

应和受到超过紧急 GIL的 剂量。大

火 或 爆 炸 能 使 吸 人 剂 量 超 过 紧

急 GIL

Ⅱ或 Ⅲ类

未受过辐照的新燃料 不可能造成超过紧急 GIL的剂量 不可能造成超过紧急 GIL的剂量 有限
b

乏燃料 ,水池贮存

在水池 内水下贮存 的燃料所致 的

危害 ,不 可能造成超过紧急 GIL的 剂

量。假如水池 内水 下贮 存 的燃料全

部未被水淹没 ,则 可能使剂量超过 紧

急 GIL,受到影 响的距离取决于存储

量。假如池 内存储 的燃 料是过去几

个月内从反应堆 内卸 出的 ,池 水 的排

空可能引起严重的确定性健康效应 。

其可能性 和关切 的距离取 决 于存储

量和水池的设计

在水池 内水下贮存 的燃料所致 的

危害 ,在水池区域内由
Ⅱ Kr所致剂量

能超过紧急 GIL。 对 已排空的水池 ,

在水池附近来 自水池直接照射所 致

剂量能达每小 时几个希。假如燃 料

未被水淹没 ,邻近水池处 的剂量能引

起严重的确定性健康效应

I、 Ⅱ

或 Ⅲ类

乏燃料 ,干法容器贮存 不可能造成超过紧急 GIL的剂量

吸人 剂 量 不 可 能 超 过 紧急 GIL。

如果屏蔽失效 ,直接照射剂量能超过

紧急 GIL
Ⅲ类

乏燃料后处理

白于 临 界 事 故 使 剂 量 超 过 紧 急

GL(取决于发生临界的位置)的可能

性小。大火或爆炸能使距设 施几千

米处的剂量超过紧急 GIL,剂 量大小

取决于放射性核 素 的存储量 和挥发

性 。大的液体 贮罐破裂 造成 的污染

将要求进行 广泛 的干预 。干预 的程

度也取决于存储量和挥发性

临界事故有可能发生严重 的确定

性健康 效应 和使剂量 超过 紧急 GIL

(取决于发生 临界 的位 置 )。 大火 或

爆炸能使吸人剂量超过 紧急 GIL并

产生严重 的确定性健康效应。如果

屏蔽失效 ,直接照射能使剂量超过 紧

急 GIL和 产 生 严 重 的确 定 性 健 康

效应

I、 Ⅱ

或 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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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续 )

反应堆 (动力 ,舰 船 ,研究 )

)100MW(热 功率〉反

应堆

涉及严重堆芯损毁 的 紧急情况 可

能引起严重 的甚 至致死 的确定性健

康效应。距设施 5km以 外处 的剂量

可能超过 紧急 GIL。 距设施 远距 离

处烟云沉降量可使 剂量超过避迁 的

GIL和 食 人 通 用 行 动水 平 (GAL)。

不涉及堆芯损毁 的紧急情况很小 可

能超过紧急 GIL

涉及堆芯损坏 的紧急情 况 可能使

剂量足 以发生严重 的甚 至致死 的确

定性健康效应

I或 Ⅱ类

2MW~1oo MW(热功

率)反应堆

如果堆芯冷却丧失 (堆 芯熔化 )e,

则由于吸人短寿命碘可能使剂量超

过紧急 GIL

如果燃料的冷却丧失可能使剂量

超过紧急 GIL。 如果屏蔽失效 ,直 接

照射能使剂量超过紧急 GIL和 产生

严重的确定性健康效应

(2MW(热 功 率 )反

应堆
不可能使剂量超过紧急 GIL

如果燃料的冷却丧失 ,则 由于吸人

可能使剂量超过紧急 GIL(取决于堆

的设计 )。 如果屏蔽失效 ,直 接照射

能使剂量超过紧急 GIL或 产生严重

的确定性健康效应

例外货包 :

UN2910  UN2911

UN2909  UN29o8

这些货包只含少量放射性物质。其任何放射学后果不需要采取特殊防护

行动。由于紧急情况引起的地面污染可要求采取去污措施

工业货包 :

UN2912  t1N3321

UN3322  UN2913

这些货包仅含有合格的
“
低 比活度

”
物质或合格的

“
表面污染物体

”
。然而 ,

在靠近损毁货包处 ,剂 量可以超过紧急 GIL,因 为 ,工业货包并不是按照经得

起事故的破坏而设计 的 ,而 适用于无屏蔽但合格货包 的仅有外照射剂量 限

值 ,他是 3m处 10msv/h。 由于紧急情况引起 的地面污染可要求采取去污

措施

A型货包 :

UN2915  uN3322

A型货包所允许的活性限制了他的放射性危害。在紧邻货包处剂量可能

超过紧急 GIL。 由于紧急情况引起的地面污染将要求采取去污措施

B(U)和 B(M)货包 :

UN2916  UN2917

B型货包一般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B型货包是按经得住任何可信的陆

地和海洋运输事故而设计 的。空运的 B型货包的放射性含量是受到限制的。

对
“
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

”
,由 主管当局按照货包的设计来确定此限值 。对其

他物质 ,如 果货包是专门设计 ,其限量是 3000Al(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活

度限值)或 100000A2(特 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活度限值 );

如果不是特殊设计 的 ,则 为 3000A2g。 在空运发生意外时很有可能使剂量超

过紧急 GIL,但在陆运或海运时不可能有这样 的事故 。然而 ,在 发生紧急情

况下 ,均应 由监测结果加 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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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续 )

|      场  区

C型 货包 :

UN3323

C型货包一般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 。这种货包是按照能经得住所有可信
的陆地和海洋事故和大部分可信 的空运事故迸行设计 的。所致剂量不大可
能超过紧急 GIL。 然而 ,在某次紧急情况的事件 中 ,影 响程度应 由监测结果
加 以确认

特殊安排 的货包 :

UN2919

在特殊安排条件下 ,非 裂变或豁免的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运输要提前 7d通
知每个涉及的责任机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剂量可能超过紧急 GIL。 由于
事故引起的地面污染 ,可要求采取去污措施

含易裂变材料的

货包 : UN2977

UN3324  辶1N3325

UN3326  uN3327

UN3328  uN3329

UN333o  uN3331

工业用 A型 、B型和 C型货包均可含易裂变物质。含有易裂变物质的货包
是按限定的内容物设计的 ,因 而无论是正常和运输事故情况下他均能保持在
亚临界状态。因此 ,他们所致危险相同于相应 的工业用 A型 、B型 和 C型货
包的运输危险。仅在空运事故涉及的以及只含易裂变 UF6的 IF型 、AF型 、B
(U)F型 和 B(M)F型 货包 可 以释放 UF6而 带 来化学危 害。然而 ,仅含有
UF6的货包不会有任何要求采取特殊防护措施 的放射学后果 。由于事故引

起 的地面污染可要求采取去污措施

有限或

Ⅳ类
f

含 UF“ 的货包 :

UN2978

在空运事故涉及的含有非裂变或预计裂变量 UF6的 货包可以释放 UF6而
带来化学危害。不会有任何要求采取特殊防护放射学后果 的措施 。由于事

故引起的地面污染可要求采取去污措施

核武器事故 (钚撒落 )

假如发生导致核武器钚撒落的大火或爆炸 ,由 于吸人烟云或 1km范 围内
沉降物质的悬浮物可能发生确定性健康效应。显著污染的区域能达 1km2
大小。利用通常的辐射调查仪器不可能测出空气污染的危险水平

危险源丢失或被盗

操作无屏蔽危险源的人员可能受到致死剂量的照射。破损的放射源也可

能造成致死剂量的照射和能使剂量超过紧急 GIL的 明显的污染。由于人类
活动而造成的扩散可使相当大的地域受到污染

重 大 的跨 国界 释放 引

起的污染

距 I或 Ⅱ类型威胁的设施很远处的烟云沉降量可以超过避迁的 GIL和食

人 GAL

核动力卫星的返回
危险是十分小的 ,实 际上是没有办法找到依据去限定某个 区域要采取防护

行动

污染 的食 品或 物 质 的

进 口

由于不知晓而对已受到污染的钢

铁和其他产品不加控制地利用能使

人员受照剂量超过职业照射剂量限

值 ,但 其危险很小 ,不可能超过紧急

防护行动的 GIL。 食品的污染能超

过食品防护的 GAL

由于不知晓地携带放射性 物质或

源进人从事实践的场所而引起危险。

从事此实践 的设施 可能是首先要确

认这种危险



、Ⅴs/T 36C-2011

表 B.1(续 )

各轩类坠鼓私紧砉 青￡莳斥 正Ⅰ袤 l.

馀 了正常官0辐芽旰F|计 翅外 .丌要求△对辐射危害作 ,-F末

毒性以及其但自t丰辑扌危害 .立 急、准备二仁立i亥 保证做到∷

UN29os

ur`29o9

Uxx291O

UN2911

例外货包—— 空包装

例外货包—— 用天然铀、贫铀或天然钍制造的物品

例外货包—— 限量物质

例外货包—— 仪器或物品

一类低比活度物质
急.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的

。

—类或二类表面污染物体
`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的

二类低比活贾物质
a,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的
∷

三类低比活度物贡
·,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于 易裂变的

·

终而 ∷∶±

营荮二业二 艹峰
F
饧

来自可移动的危险源的
^类

崴助、

圭于 UF.释放而带来的化学毒仨远 ∶L辐 射危害要重要 得多 .甚 至对高浓缩铀也是 在场外由于化学毒性
HF可 达到致死莳浓麦

对研究用反应堆来说 .

向场外气载释放 c

很大的差异 .立 进行场址逐案 定多大存储量能

符合 GB11孔 o和 IAEA安 全标准系列 No.T⒊弘⒈2Oo5丿 的运输容器由于它的设计和装货量的限制 .不 被视为
危险源 ;其前提是他们得到适当的控制以及只有在合适 的监督情况下将源 V、 容器 中移 出c然 而 .如 杲他们丢
失、被窃或丿、货包中不加控制的移出‘这些源可视为危险源ε

参见 GB118o。 c

表 B.2 含放射性物质运输货包联合国编号、专有发运名称和说明

例外货包

工业货包

UX2912

UN2913

UX3321

UN3322

A型 货包 .菲 特殊形式 .非 易裂变莳或不孱于易裂变扌

A型 货包 ,特 殊形式·非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莳
:

一
冖

A型 货包

B`U丿 Bi λ亻)型 货 包

C型 货包

特秣安排的货包

含易裂变材料的货包

Lˇ )Cs332

U`2ˉ 16

1JN291了

辶JN3s:3

1JN297T

LⅠ X3S24

UXs325

1JN332o

LINs327

3rLˉ )「=货 包 ·非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白∶
∷

B(λΙ)型 货包 ,Ξ 旨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自:【

C型 货包 ·Ξ肓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的

特殊安排运输 .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亍易裂变酌

六氟化铀 .易 裂变的

二类低 比活度物贡
`易

裂变的

三类低比活度物质
:,易

裂变的

一类或二类表面污染物体∴易裂变的

A型 货包 .非 特殊形式 .易 裂变的

类  别     联台国综号 专有发运名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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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续 )

联合国编号 专有发运名称和说明

含易裂变材料的货包

UN3328

UN3329

UN333o

UN3331

B(U)型货包 ,易 裂变的

B(M)型货包 ,易 裂变的

C型货包 ,易 裂变的

特殊安排运输 ,易 裂变的

含 UF6的 货包 六氟化铀 ,非 易裂变的或不属于易裂变的
b

专用于放射性物质的运输。比活度有限或估计的平均 比活度限值适用的放射性物质 。

一类 比低活度 (LsA I)物质有 :①铀矿石 、钍矿石和此类矿石的浓缩物 ,以 及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并拟
经加工后使用这些放射性核素的其他矿石 ;② 未经辐照的固体或液体天然铀、贫化铀 、天然钍或它们的化合物
或混合物 ;③A2值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活度值)不受限制的放射性物质 ;④ 活性遍布托运
物质 ,估计其平均活度浓度不超过免管物质的放射性浓度 30倍者。

二类低比活度物质 (Ls肛 Ⅱ)有 :① 氚浓度不高于 0.8TBq/L的水 ;②活性分布遍及托运物质 ,估计其平均 比
活度 ,对 固体或气体不超过 10亻 A2/g,对 液体不超过 105A2挖 。

三类低比活度物质 (LSA-Ⅲ ),不包括粉末状下列 固体 (例 如固化废物 ,活化材料 ),有 :① 放射性物质遍及一
个或一堆固体物件内 ,或基本上均匀分布在密实的固体粘结剂 (例如混凝土 、沥青 、陶瓷材料等)内 ;②所含放射
性物质较难溶解 ,或 实质上被包在较难溶的基质中 ,在规定的浸泡试验中每件货包浸出损失不超过 0.lA2;③
该固体 (不包括任何屏蔽材料)估计的平均 比活度不超过 103A2/g。

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 :①每件托运货物 中所含核素的质量符合规定 ,且 每个货包 的最小外部尺寸小于规定值
的 10cm,从而使E(铀的质量(g)/X)力口上 (其他易裂变核素的质量 (g)/y)]小 于 1;此处 ,对与平均氢密度小于
或等于水的物质相混合的易裂变核素质量 ,X=40og,Y=25og;对 与平均氢密度大于水的物质相混合的易裂
变核素质量 ,X=29og,Y=18og;并且每个单件货包盛装的易裂变核素不超过 15g,或对均匀的含氢溶液或
混合物要求易裂变核素与氢之比小于 0.05(质量分数),或在任何容积为 10L的材料中易裂变核素不超过5g;
②铍的含量不超过①中规定的可适用托运货物质量限值的 1%(铍浓度小于 1g/kg者 除外),氘 的含量不超过
①中规定的可适用托运货物质量限值 的 1%(浓度小于天然浓度者除外);③铀″35中 铀富集度最高为 0.01(质
量分数),且钚和铀的总含量不超过铀-235质量的 0.01,其前提是易裂变核素基本上均匀分布于该物质内 ;女Ⅱ
铀乇35以金属 、氧化物或碳化物形态存在 ,则 不得形成栅格排列 ;④铀讫33富 集度最高为 0.02(质 量分数)的硝
酸铀酰水溶液 ,且钚和铀 233的 总含量不超过铀-235质量的 0,000o2,以 及最小的氮铀原子 比(N/U〉 为 2;⑤

每件托运货物不超过 1kg的 钚 ,其 中所含易裂变核素的量不超过 0.20(质 量分数〉。

表面污染物指本身不具有放射性但有放射性物质分布在其表面的固体。在可接近的表面上按 300cm2(如 小
于此表面积则按此计 )平 均放射性污染限制水平分为 :

—类表面污染物体 (sCo-I):①非固定污染 (在通常的运输条件下可以从物体表面除去的污染),对 β和 γ发

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超过 4Bq/cm2,对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不超过 0,4Bq/cm2;② 固定污染 (非 固定污染
以外的污染),对 β和 γ发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 超过 4× 10犭 Bq/cm2,对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不 超过 4×

103Bq/cm2;③ 非固定污染加上固定污染 ,对 β和 γ发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 超过 4× 104Bq/cm2,对所有

其他 α发射体 ,不 超过 4× 103Bq/cmz。

二类表面污染物体 (sCo-Ⅱ ):①非 固定污染 ,对 β和 γ发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超过 400Bq/cm2,对 所有

其他 α发射体 ,不超过 40Bq/cm2;② 固定污染 ,对 β和 γ发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 超过 8× 105Bq/cm2,对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8× 10^Bq/cm2;③ 非固定污染加上固定污染 ,对 β和 γ发射体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不 超过
8× 105Bq/cm2,对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8× 104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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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 料性附录)

不同威胁类型核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能出现的应急状态级别

C.1 不同威胁类型核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能出现的应急状态级别见表 C。 1。

表 C。 1 不同威胁类型核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能出现的应急状态级别

C。 2 对 I、 Ⅱ和Ⅲ类型威胁的设施 ,各应急状态级别的描述见表 C。 2。

表 C.2 I、 Ⅱ和Ⅲ类型威胁的设施不同应急状态的描述

威胁

类型

《国家核应急预案》

《放射源和辐射技术应急准备与响应》
核电厂 其他核设施

a)-ˉ b)->c)-ˉ d〉

a)-冫 b)->c)->d)

Ⅲ a)-ˉ b)-ˉ c) a)-ˉ b)-ˉ c)

Ⅳ

V

注 :括号内表示应急状态等级 ,a)1级 应急待命 ,b)2级厂房应急 ,c)3级 场区应急 ,d)4级 场外应急 (总 体应急 );

一
表示可能的发展去向 ;一表示不考虑。

应急状态 级别 应急状态的描述

应急待命 1 导致公众或场区内人员防护水平未知原因的或者显著降低的事件
n。

厂房应急 2

能导致场内人员防护水平显著降低 的事件 ;然 而 ,这 些事件并不能发展到要求在场外
实施防护行动的总体应急或场区应急。

对 I和 Ⅱ类威胁设施 ,他可来 自 :

——燃料操作意外 ;

——不会影响安全系统的厂房内火灾或其他意外 ;

——引起场内危险状态、但不可能导致薷采取防护行动的临界事件和向场外释放的蓄意

行为。

对 Ⅱ威胁类设施 ,他可来 自 :

——对小功率反应堆堆芯的纵深防御水平显著降低 ;

——对大的 γ辐射源或乏燃料的屏蔽或控制失效 ;

——危险源的破损 ;

——距场区边界较远处发生临界事故 ;

——在场区发生紧急防护干预水平的高剂量照射 ;

——能导致场区内公众或职工显著照射和污染的意外 ;

——可能导致场内危险状态的蓄意行为。

场区应急 3

能导致场内和邻近设施处人员防护水平显著降低的事件 。他可来 自 :

——对反应堆堆芯和活性冷却燃料纵深防御水平显著降低 ;

——针对意外无屏蔽临界事件的防护显著降低 ;

——能导致总体应急状态的任何一种附加的故障 ;

——场外的剂量接近紧急防护行动水平 ;

——有可能使临界安全功能失效和导致重大释放或严重照射的蓄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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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2(续 )

应急状态的描述

场外应

急 (总体

应急 )

由于临界或屏蔽丧失雨已造成大气释放或辐射照射的重大危险 ,并要求实施场外紧急
防护行动的事件 :

——现实的或预测的
b反

应堆堆芯或大量最近卸下的燃料受损毁 ;

——屏障或临界安全系统已受到损毁而引起要求在场外采取预防性防护行动的释放
事件(例如后处理废物的排放)或临界事件 ;

——靠近设施边界处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临界事件 ;

——探测出场外的辐射水平已要求实施紧急防护措施 ;

——蓄意行为导致监测或控制临界安全的系统失灵 ,这些系统是为阻止能引起场外剂
量达到需采取防护行动的释放或照射所必需的。

这些事仵可能涉及屏蔽、安全系统和设备的失效、工作人员失误、日常发生的事件、火灾 ,以及蓄意行为。
用于堆芯或大量新近卸载核燃科防护所需的临界安全功能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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