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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自从1977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26号建议书起，从
辐射对人类的有害效应考虑推荐了一套防护措施、剂量限值等防护
体系。这些剂量限值用的是防护量，它们是不能直接测量的。为此，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ICRU）推荐了一套可以测量的实用量
（如周围剂量当量，定向剂量当量和个人剂量当量）。为了把实用量与
防护量联系起来，ICRP发表了第51号出版物《外照射放射防护中使
用的数据》。1990年ICRP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书，不仅改变了剂量限
值，而且改变了防护量的内涵。为此，ICRU偕同ICRP共同起草了本
报告用以取代第51号出版物。其主要内容是依据新的建议书建立由
基本的物理量（注量、比释动能、吸收剂量等）和实用量到新的防护量
的转换（换算系数）。按照6种照射几何条件（覆盖了所有外照射条
件）分别给出了该换算系数随辐射能量的变化（图与表）。
利用本报告的换算系数，防护人员就可以由现场监测结果方便
地计算出按照新的防护体系工作人员所受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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