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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技术性内容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07年出版的安全指南No.GS-G-2.1《核或放射

紧急情况应急准备的安排》编制。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医学所。
本标准起草人:叶常青、刘英、杨国山、刘长安。

Ⅰ

WS/T36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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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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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