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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２０８８：２００１《核仪器———闪烁探测器用光电二极管———试验方法》（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ｄｉｏｄｅｓｆｏｒ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Ｔ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英文第１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去ＩＥＣ６２０８８：２００１的前言和目次；

———调整了少数参量符号的上、下标，并用小数点符号“．”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在计算公式的参量说明中，用长破折号“———”代替“是”；

———第８章标题“一般要求———数据表”改为“供应商应提供的数据”，并在“工作温度范围犜ｍａｘ～

犜ｍｉｎ和贮存温度范围”一项后增加“工作湿度范围犎ｍａｘ～犎ｍｉｎ和贮存湿度范围”以及“工作气压

范围犘ｍａｘ～犘ｍｉｎ和贮存气压范围”（在４．２中增加相应符号）。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核仪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熊正隆、何高魁、肖晨、姚秋果、严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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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光电二极管闪烁探测器是采用半导体光电二极管（通常是硅ＰＤ）的闪烁探测器，当入射辐射（带电

粒子、γ射线、Ｘ射线）在闪烁体中放出能量时，用于探测在闪烁体（通常是晶体）中产生的闪烁光（见

图１）。

光电倍增管（ＰＭＴ）通常已经用于这个目的（对十进制计数），但随着低噪声和相对大面积光电二极

管的最新出现，后者在增加应用数量、取得某些固有性能的优点等方面正在与光电倍增管激烈竞争：

———小体积；

———对磁场不敏感；

———低工作电压和很低的功率消耗；

———稍高的抗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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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探测器用光电二极管　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在闪烁探测器或切伦科夫探测器中使用的固态光电二极管（ＰＤ）或光电二极管阵列

（ＰＤＡ）。本标准推荐的试验方法也适用于雪崩二极管（ＡＰＤ），但需要附加本标准描述的特殊试验

方法。

本标准中描述的试验不是强制性的，但宜按这里描述的程序进行规定性能的试验。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闪烁探测器中使用的光电二极管建立标准试验方法，同时规定了供应商应提供

的每种型号光电二极管的数据。

２　一般原则

硅光电二极管容易得到并广泛用于闪烁探测器。然而，它们围绕９００ｎｍ的峰响应与常用闪烁体

［ＮａＩ（ＴＩ）、ＣｓＩ（ＴＩ）、ＢＧＯ、ＣｄＷＯ４、ＺｎＳｅ（Ｔｅ）］在较短波长的最大发射不相匹配。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开

发具有较长波长光发射的闪烁体和较宽带隙的半导体。

光电二极管闪烁探测器没有内部放大器（ＡＰＤ的情况除外），因而需要耦合到类似用于半导体探测

器的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器组合的噪声限制它在低能γ射线和Ｘ射线能谱测定

中的使用。这个噪声由随其面积而增加的ＰＤ电容的串联噪声以及前置放大器的漏电流和输入阻抗的

并联噪声来确定。为优选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器的组合，有时将前置放大器与ＰＤ集成在一起。在这

种情况下，这里描述的某些试验可能难于执行。

固态光电二极管也能用作直接电离的半导体探测器，但本标准不适用于已由ＩＥＣ６０３３３包括的这

种应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混合光电探测器，即带有常规光阴极、加速电场和固态器件的真空管。

图１　光电二极管闪烁探测器系统方框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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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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