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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第 5、6、7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标准WS/T190—1999
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总结我国医用诊断 X射线的放射卫生防护监督监测经验基础上，引用有关国际标准和我国
国家标准，规范了医用诊断 X射线机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规定了医用诊断 X射线的放射卫生防
护监测要求。本标准与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130-2002《医用 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相互配套。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志兴、郑钧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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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诊断 X射线机(不包括 C形臂 X射线机)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规定了医用诊断 X
射线机产品防护性能检测要求，以及医用诊断 X射线机使用中的防护监测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用诊断 X射线机的生产和使用。本标准不适用于介入放射学、血管造影等特殊检查
和 X射线 CT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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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130医用 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 
YY0062-91X射线管组件固有滤过(IEC522-1976)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型式检验 typeinspection 
亦称例行试验，是对产品各项指标的全面检验，以评定产品质量是否全部符合标准和达到设计要求。 
3.2出厂检验 exfactoryinspection 
产品出厂时必须进行的最终检验，以评定已通过型式检验的产品在出厂时是否达到型式检验所确认

的质量要求。有订货方参加的出厂检验也称交收检验。 
4医用诊断 X射线机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 



4.1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的检测 
4.1.1将 X射线源组件的出线口完全封闭(可用不小于 4mm的铅板紧密封住窗口)。 
4.1.2在最高工作管电压对应的最大连续工作管电流下，用 X射线防护监测仪在距 X射线管焦点 1m
的球面上进行扫描巡测，如发现大于 0.1mGy/h部位，应对该位置进一步测量。 
4.1.3按附录 A示意图选取距 X射线管焦点 1m的球面上三条圆周线，每隔 45°取一测试点，测量 24
点泄漏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每点取 100cm区域内的平均值。 
4.1.4对只能进行摄影的 X射线源组件，按 X射线机的额定容量，每小时允许的最高总电流时间积
加载测得累积 1h的空气比释动能。 
4.1.5对使用单位正常运行中的 X射线机进行防护监测，可在 X射线管电压 70kV、管电流 3mA条
件下进行泄漏辐射检测，其评价标准相应取 0.12mGy/h 
4.2有用线束入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检测 
4.2.1普通荧光屏 X射线机的检测 
4.2.1.1将探测器置于有用线束中心。焦台距固定的机器，探测器置于距床面 20mm的荧光屏一侧。
焦屏距固定的机器，探测器置于距焦点 350mm处。便携式机器，探测器置于距焦点 300mm处。 
4.2.1.2在确认无附加过滤的情况下，取管电压 70kV、管电流 3mA进行测试。 
4.2.1.3检测中采用水箱体模，其外尺寸为 250mm×250mm×150mm，箱壁用有机玻璃制作。 
4.2.2有影像增强器 X射线机的检测 
4.2.2.1将探测器置于有用线束中心。X射线管头在床下时，探测器置于床上，其上方 50mm处放置
体模;X射线源组件在床上时，探测器置于上 300mm处，体模置于探测器下方。 
4.2.2.2有自动照射量率控制的 X射线机,加 40mm铝衰减层，无自动照射量率控制的机器在 70kV，
1mA条件下进行测试。 
4.3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检测 
4.3.1将 4.2.1.3条所述水箱体模置于有用线束中，台屏距调至 250mm，荧光屏上照射野面积调至
250mm×200mm。 
4.3.2在 70kV，3mA条件下，用 X射线防护监测仪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进行扫描巡视，如发现
立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大于 5μGy·h-1、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的空气比释动
能率大于 l5μGy·h-1，应对该位置进一步测量。 
4.3.3按附录 B示意图 B.1、B.2所示，测量立位 13点、卧位 19点的散射线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4.4有用线束半值层的检测 
4.4.1有用线束半值层的检测应采用纯度不低于 99.9%，厚度尺寸误差±0.1mm的标准铝梯吸收片，
在窄束几何条件下进行。 
4.4.2调节焦台距为 100cm，诊视床上设置照射野为 10cm×10cm，线束与台面垂直。 
4.4.3分别将不同厚度的铝吸收片放在诊视床上方 50cm(或焦点至影像接收器距离的一半)处，使用
80kV、适当的 mAs照射，测量空气比释动能，用作图法求得 80kV的半值层。 
4.5过滤的检测 
4.5.1X射线管组件固有过滤铝当量的检测 
检测方法采用 YY0062-91中的规定方法，见附录 C。 
4.5.2附加过滤板铝当量的检测 
借助标准铅梯吸收片采用替代法进行过滤板铝当量检测。标准铝梯吸收片的纯度应不低于 99.9%，
厚度尺寸误差±0.1mm。 
4.6普通透视用 X射线机照射野中心与荧光屏中心对准检测。 
4.6.1荧光屏置于距诊视床最近处，照射野开到最大，这时照射野小于荧光屏，然后将荧光屏向远拉，
当最大射野等于荧光屏大小时，测量台屏距，台屏距乘 2为焦屏距。 
4.6.2将照射野缩小到 15mm×15mm，测量照射野中心到荧光屏中心的距离。求出该距离与焦屏距的



比值，即为中心偏差率。 
4.7焦皮距的检测 
4.7.1焦皮距(有诊视床的为焦点距)的检测使用两只细金属丝做成的圆圈，大圈直径为小圈直径的二
倍。 
4.7.2将小圈贴在诊视床中间，大圈贴在荧光屏射线入射面上的中心处。在较低条件下透视，并将荧
光屏向远处拉，直到两圈图像重合。 
4.7.3测量焦台距，此时焦台距即为焦皮距 
4.8透视荧光屏灵敏度的检测 
4.8.1在台屏距最小，照射野开到最大，探测器置于荧光屏射线人射面时，用 60kV、3mA条件照射，
测得比释动能率。 
4.8.2在相同条件下，用荧屏亮度计测荧光屏的亮度。荧光屏亮度与比释动能率之比即为荧光屏灵敏
度。 
4.9灯光野与照射野偏差的检测 
4.9.1将足够大的胶片置于水平位诊视床的暗盒架上，准直测试板置于对应暗盒位置的床上。 
4.9.2将焦片距调至 100cm，灯光野边界与检测板的长方框重合，用 60kV,5mAs照射。 
4.9.3将灯光野放大到与检测板外边缘一致时，用 60kV，1mAs条件照射。 
4.9.4测量胶片两次影像边缘的距离。对应边距离绝对值之和与 X射线管焦点到胶片垂直距离之比
即相应偏差率，见附录 D示意图。 
5医用诊断 X射线防护监测的一般要求 
5.1医用 X射线诊断的防护监测应包括 X射线机防护性能检测，X射线机机房防护设施的检查测试，
X射线机机房周围辐射安全的检查测试，并根据有关国家标准对工作人员工作条件、受检者防护、
机房周围辐射安全等进行防护评价。 
5.2医用诊断 X射线机防护性能检测前应查验 X射线机档案，包括 X射线机产品说明书、维修记录、
X射线机验收检测记录以及质量控制检测情况等，并将 X射线机的电气性能等调至正常状态下才进
行防护性能检测。 
5.3用于防护性能检测的仪器应有法定计量检定合格证。 
5.4用于杂散辐射防护监测的仪器应具备下列主要性能: 
a)最小量程:0～10μGy·h-1; 
b)能量响应:10～60keV±40% 
c)读数响应时间:小于 15s; 
d)应有测累积剂量档。 
6医用诊断 X射线机产品防护性能的检测要求 
6.1X射线机产品的防护性能应符合 GBZ130，达到出厂检验要求方可出厂。 
生产厂所在地省级放射卫生防护部门可进行该厂 X射线机产品防护性能的抽检。 
6.2X射线机产品的出厂检验至少应把 GBZ130规定的 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有用线束入射体表
空气比释动能率、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等列入检测项目中，按本标准

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 
6.3凡下述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连续生产中的产品，每 2年应不少于 1次; 
c)间隔 1年以上再投产时; 
d)在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型式检验应对 GBZ130规定的防护性能技术要求按木标准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 
型式检验结果应送交生产厂所在地省级放射卫生防护部门备案。 



7医用诊断 X射线机使用中的防护监测要求 
7.1医用诊断 X射线机新安装后，应对 X射线机防护性能进行全面检测，并对 X射线机机房防护设
施、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安全等进行检查测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2当医用诊断 X射线机经过大检修后也应对其防护性能进行全面检测。 
7.3正常使用中的医用诊断 X射线机，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X射线机主要防护性能检测，以及机房防
护设施检查测试。 
7.4使用中的 X射线机，其 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检测，不用额定容量工作条件，按 4.1.5条要求
进行。 
7.5医用 X射线诊断各种操作位置辐射防护水平检测(包括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
摄影操作区辐射水平检测等)，可为评价工作人员所受职业照射提供一部分依据，但具体评价应结合
每位工作人员实际工作负荷进行。 
7.6X射线机机房防护设施检查测试中，应注意机房的电离辐射标志和工作指示灯、受检者候诊位置

安全性、供工作人员与受检者用的各种辅助防护用品等项目的检查。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三圆周检测位置示意图 

 
A.1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三圆周检测位置示意图见 A.1。 
 

 

图 A.1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三圆周检测位置示意图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 

 

B.1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见图 B.1和图 B.2。 



单位:mm 

 

 

图 B.1立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 

  



 

 

 

图 B.2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X射线管组件固有过滤铝当量的检测 

 
检测方法等同采用 YY0062-91中规定的方法。 
C.1表示方法——值与基准材料 
C.1.1在规定条件下工作的 X射线管组件的固有过滤值以一种基准材料的厚度表示。 
C.1.2固有过滤必须按下列方法表示。 
C.1.2.1当 X射线管窗和 X射线管套窗基本上是以铍或其他弱过滤物质构成时，以铍或其他物质的



厚度表示。 
C.1.2.2X射线管组件在 200kV以下管电压工作时，以铝厚度表示。 
C.1.2.3X射线管组件在 150～400kV管电压工作时，以铜厚度表示。 
C.1.2.4固有过滤的表示值必须小于或等于测量值，应在测量值的 85%～100%范围内。 
C.1.2.5基准材料的厚度必须以毫米表示，基准材料以化学符号表示，管电压以千伏表示。 
C.2测量 
C.2.1确定固有过滤时必须在线束中心轴线上测量初始半值层与带铍窗(其他过滤可忽略的材料窗)
的具有相同靶材料和靶角度的 X射线管。在相同管电压值和波形，相同管电流条件下工作时发出辐
射的半值层进行比较。 
C.2.2如无其他规定，必须在最高管电压的半值进行测量。 

C.2.3如果没有相同靶角度的 X射线管，可以倾斜 X射线管调节到相同靶角度发出辐射线束。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灯光野与照射野偏差示意图 

 
D.1灯光野与照射野偏差示意图见图 D.1。 
 

 

 
图 D.1灯光野与照射野偏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