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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γ远距治疗室(简称治疗室，下同)的总体布局和设计中的防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治疗室的防护设施设计的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足否可使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4792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B16351医用 γ射线远距治疗设备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居留因子 occupancyfactor(T) 
表示某区域人员居留的程度。工作负荷乘以此因子，以对其区域当源处于工作位置时作为居留程度

的修正。 
3.2利用因子 usefactor(U) 
即有用线束的方向因子，是指有用线束射向某特定墙壁的时间比分。 
3.3工作负荷 workload 
指 γ源的使用程度。 
3.3.1有用线束的工作负荷(W) 
指距 γ源 1m处有用线束 1周的空气比释动能。 
3.3.2泄漏辐射的周工作负荷(W1) 
指距 γ源 1m处泄漏辐射 1周的空气比释动能。 
4总体布局 

4.1治疗室可单独建造，也可以建在建筑物底层的一端。 



4.2治疗室及其辅助设施，如操纵室、检查室、候诊室等应同时设计，并根据安全、卫生、方便的
原则合理布 
置。 
4.3治疗室应采用迷路形式与操纵室相通。 
4.4治疗室应有足够的使用面积，一般不应小于 30m2。 
4.5布置治疗机时，有用线束不应朝向迷路。 
4.6治疗室应有良好的通风，一般为每小时换气 3～4次。 
5屏蔽防护设计的基本要求 
5.1屏蔽厚度的确定 
5.1.1用式(1)计算有用线束的透射量，以确定其屏蔽厚度。 
B=Pd2/WUT..................(1) 
式中:B——透射量，相应于 B值的屏蔽厚度可由图 1、2中的透射曲线读出; 
d——γ源到考查点的距离，m; 
W——有用线束的工作负荷，Gy·m2/w; 
U——利用因子，由表 2中读出; 
T——居留因子，由表 3中读出; 
P——以每周的剂量当量表示的剂量限值，Sv/W(见表 1)。 
 

 

图 1钴-60宽束 γ线穿过密度为 11.35g/cm3的铅时的透射曲线 

  

表 1剂量限值 PmSv/week 



放射工作人员 0.4 

公众中的个人 0.02 

 
 

表 2利用因子 U 

有用线束固定照射方向 U=1 
旋转式治疗机: 
有用线束朝向墙壁 U=1/4 
顶棚 U=1/16 

 
 

表 3居留因子 T 

全居留 T=1 工作室、办公室、候诊室、居住区等常有人居留的地方 
部分居留 T=1/4 公共走廊、人操纵的电梯、无人看管的停车场等有时有人居留的地方 
偶然居留 T=1/16 公共浴室、厕所、少量行人车辆通过的地方 

 
 

 

图 2钴-60宽束 γ线穿过密度为 2.35g/cm3的混凝土时的透射曲线 



  

5.1.2用式(2)计算散射线的透射量，以确定其屏蔽厚度 Bs 
Bs=100Pds2/WTS.................(2) 
式中:Bs——散射透射量，相应于 Bs值的屏蔽厚度可由图 3、图 4的透射曲线读出; 
ds——从散射辐射体到考查点的距离，m; 
S——入射辐射被散射到 1m处的百分比释动能率，其值可由表 4读出; 
W的含义同式(1)，若 γ源到散射体之间的距离不是 1m，应按照平方反比律加以修正; 

P、T含义同式(1)。 

  

表 4钴-60γ射线被 400cm2的等效体模散射至 1m处的比释动能率的百分数 

测量

条件 
15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条件

一 
— — 0.18 0.14 0.07 0.05 0.04 — 

条件

二 
0.48 0.27 0.14 0.08 0.04 0.03 0.02 0.02 

注:①条件一指椭圆形体模，长轴 36cm短轴 20cm，照射野面积和散射角参考体模中心，线束沿长
轴方向; 
②条件二指照射于球形体模，等效体模质量 0.9～30kg; 

③当辐射源放在另一间房子里，准直器放在隔墙当中时，能大大消除来自墙的散射辐射。 

  

5.1.3用式(3)计算泄漏辐射的 NTVT值，以确定其屏蔽厚度。 
NTVT=log10WLTd2P.................(3) 
式中:WL距 γ源 1m处泄漏辐射在空气中每周的比释动能率; 
T、d和 P的含义同式(1)。 

相应于计算出的 NTVT值乘以表 5给出的数值即为该泄漏辐射的屏蔽厚度。 

  



 

 

图 3从患者体模上以不同角度散射的钴-60宽束 γ线穿过密度为 11.35g/cm3的铅时的透射曲线 

  



 

图 4从患者体模上以不同角度散射的钴-60宽束 γ线穿过密度为 2.35g/cm3的混凝土时的透射曲线 

表 5钴-60宽束 γ射线的近似半值厚度和十分之一值厚度 

材料 半值厚度,cm 十分之一值厚度,cm 

铅 1.2 4.0 
混凝土 6.1 20.3 

 
5.2按最优化原则，以表 1的剂量限值 P作为屏蔽厚度计算的起点，逐渐减小 P值计算屏蔽厚度;根
据各屏蔽厚度计算相应的屏蔽代价及其所增加的代价;再根据治疗室的使用寿命和预期最大的工作
人员数，计算相应减少的集体剂量当量(人·希)及每单位集体剂量当量所用的代价。最后确定将该辐
射减少到可以接受水平所需的屏蔽厚度。 
5.3在屏蔽防护设计中，应采用设备的最大工作负荷和工作人员数。 
5.4应根据治疗室周围的自然条件、人员活动和分布情况等选择居留因子与利用因子的最大可能值。 
5.5在计算有用线束所需的屏蔽厚度时，不应把可能吸收一部分射线的可移动物体(如模拟体和患者)
考虑在内。 
5.6在计算散射和泄漏辐射所需的屏蔽厚度时，应采用产生最大散射和泄漏辐射的预期使用条件。 
5.7当计算给出的散射与泄漏辐射的屏蔽厚度相差一个 1/10值厚度或更大时，应采用其中较厚的一
种屏蔽;若相差不到一个 1/10值厚度，则应当采用其中较厚的屏蔽并增强一个半值厚度。 
5.8用混凝土做屏蔽材料时，应保证材料充分均匀，屏蔽层不得留有空腔或缝隙。混凝土的密度如
果不是 2.35g/cm3时，应采用式(4)校正: 



..................(4) 

 
 
5.9治疗室防护墙开孔和穿线管的部位，应尽可能远离放射源和工作人员的位置;防护墙内的中空管
道必须拐弯进行。 
5.10安装设备时，必须确保接头、钉子、螺栓或安装管道、线管的屏蔽不受影响。若穿墙管道造成
屏蔽性能减弱，应增加屏蔽补偿。 
6迷路、防护门和顶棚 
6.1迷路和防护门的高度与宽度，应以方便治疗机和病人担架推车进出为宜。 
6.2当迷路内墙(靠治疗机)与外墙共同防护迷路外某区域的安全时，可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其屏蔽厚
度，再由内、外墙均分，适当使内墙稍厚些。若内、外墙分别防护某区域安全时，则应分别计算屏

蔽厚度。 
6.3防护门应设有放射源控制系统与防护门的联锁装置，确保锁上门才能开机，开机后门不能启开，
但从照射室内可开门。 
6.4防护门外应设声、光报警装置。 
6.5防护门应能有效屏蔽散射线，便门外的辐射水平满足相应的防护要求。 
6.6单层建筑的治疗室，其顶棚的屏蔽厚度应根据贯穿顶棚的射线通过空气散射对地面的影响，以
及 γ源 45°角的射线对附近高出治疗室顶棚的建筑物或工作场所的影响进行设计。若治疗室建在建
筑物的底层，其顶棚的屏蔽厚度应根据邻室的使用情况来计算。 
6.7治疗室不应开窗。若必须开窗，应在单屋建筑的顶棚或非有用线束投照的墙壁高处开小窗，并
核算其屏蔽补偿。 
6.8操纵室对治疗室应设有监视、对讲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