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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苇 :章至第 F章 为强制性药 .其余为推荐诖妁 :

本标准是对国家职业卫圭标准 G3Z12。 ~Ⅱ 02的 修订 (≡ 本标准实葩之 日起.G3Z12f-2=f2同
时废止 t

与 GBZ126— 2oG2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原标准名称
“
医用电子加速器卫生防护标准

¨
改为

¨
电子加速器放射治疗砍射防护标准

”
;

——将原标准的 。章 2个 附录改变为 7章 5个附录 ;

——对测试区的划分、照射野内杂散辐射的防护要求、患者平面上照射野外的辐射防护要求、患者

平面外的辐射防护要求做了修改 ;

——新标准增加了 M区域外的中子泄漏辐射妁防护要求和故障状态下的泄漏辐射的防护要求的

相关内容 :

——新标准比原标准增加了在最后一次照射停机 10s舌 .3min内 进行感生放射性剂量率测量的

要求和方法 ;

——增加了
¨
加速器治疗设备及操作的质量控制要求

”
和

¨
辐射防护监测和质量控制裣测

¨
两章 .主

要明确了在验收检测、稳定性检测和状态捡测中 .应 检测的辐射防护和质量控制项 目、方法和

监测周期 c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c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t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本标准起草人 :张文艺、张良安、丁艳秋、焦玲、何玲 、杨翊、寇明英 c

本标准听代替标准的万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C;B163。 9—△996:

———(;3Z12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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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加速器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

l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 电子加速器 (以 下简称加速器 )甲 于临 床治疗 时药苡 射 防扩要求 .包 括基本要

求 、加速器的放射防护性能要求 、治疗室防护和安全操作要求 、贡量控制要求 及其监测方法 c

本标准适用于标称能量在 50Me`Γ 以下的医用 电子加速器的笠产和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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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凡是注 日期 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 日期 的版本适 用于本

文件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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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GB9706.5— 2008 医用 电气设备 第 2部分 :能量为 1MeⅤ 至 50MeⅤ 电子加速器 安全专用

要求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T19046 医用 电子加速器 验收试验和周期检验规程

GBZ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

GBZ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179 医疗照射放射防护基本要求

GBZ'∷ T201.1 放射治疗机 房的辐射屏蔽规范 第 1部分 :一 般 原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c

3,1

正常治疗距离 norma1treatment distance.NTD

对于电子辐照 ,规 定 为沿着有用线束轴 .从 电子窗到电子束 哏束 器末端或某一规定平面的距离 :l寸

亍 X射绂辐照 .规定为沿着有 用线束轴 .V、 靶的前 表面到等 中心 葑距离 :对 没有 等 中心 空:设备 .贝刂是到

某—规定平面宫t距 离 :

3ˇ 2

等中心 抬c|centre

同中心

放射学设备中 .各 种运动的基准轴线 围绕— 个公共 中心点运动 ,辐 射束 ∪、此 为中心的最 小球体 内通

过 .此 点即为等中心 :

3,3

主/次剂量监测组合  primar,· /secondary dose monitoring combination

一种双道剂量监测 系统 的组合 ε其 中 .一 道作为主剂量监测系统 .另 一道作 为次剂量监测系统 c

3.4

冗余剂量监测组合  redundant dose monitoring combination

一种双道剂量监测 系统 的组合 ,达 到剂量监测预选值时 .两道剂量监测系统都能终止照射 。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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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寸 表百 齐刂量  relati、 e surrace d。se

在有
=技

京轴上 .离 馍 佐表 百 :.:n1nl深 夏廴式设坟丬量 △景 大Ξ∶哏 |艾

`量
之 ∴ :

衤示称能量  nomjnal energy

圭土 =丁 家绐定 ,币 以表 征辐 射束能量∶t量 ::i于 电子唱射 。扌L能 量近似等亍η量俟 {表 百△平圬

能 量讠u,下 百苏能量 t

3,7

均整度  matteness

量 度某一规定照射距离处照射野 内各点吸收剂量率是否均匀的性能指标 :

3,8

靶体积 hrget⒑ lume

计划靶体积 phnning ta呜et⒑1ume

放射治疗 中制定治疗方案时所用 的一种几何概念 ‘它考 虑了患 耆与受照组织 的移动 、组织大 小和

形状的变化以及射束大小和射束方向等射束几何条件的变化所产生的净效应 。

3.9

RΙ 区 XI area

M区 是在患耆平面 .以 有用线束轴为中心 .并 以最大照射野为其边界的区域 。

3, 10

患者平面  patient pIane

用加速器对患者进行治疗 时 .在正 常治疗距离处与治疗 床平 面平 行 、与治疗 床垂 直距离为75cm
的平面 。

3. 11

患者平面测试 区 test area in patient pIane

在患者平面上 ,距有用线束 中`b半 径 为 2m的 .不 包括 M区在 内的区域称之为患者平面测试 区 c

3, 12

最大吸收剂量 maximum absorbed dose

在有罔线束轴上正常治疗距离处 10cm● 10cm照 射野内中`亡
、坝刂量的吸收剂量。

4 基本要求

41 对于砍射治疗 .立 注意逐 咧进行正当性判断~当确定为豉射治疗的适宜证并不大可能引起明显妁

并发症的情况下方可开展放射治疗 ~

4.2 在对计划受照的靶体积施以听需剂量的同时 .应 采取适当的屏蔽措葩使正常组织在放射治疗期间

所受到的照射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并在可行和适当时采取器官屏蔽措施 :

4.3 除有明显的临床指征外 :避免对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女Ξ女葩行腹部或骨盆部位的放射治疗 ;若 确需

要治疗 .应 周密计划以使胚胎或胎儿所受到的照射剂量较 小。

4,4 对加速器治疗中的其他患者防护要求 .应 符合 GB188=1和 GBZ179的 要求 c

4.5 对加速器治疗中的放射工作丿、员 .应按 GBZ128的 要求进行个丿
`剂

量监测 .按 GBZ g8的 要求进

行职业健康监护 t

4.6 开展加速器治疗的部门。应制定加速器治疗的贡量保证大纲 .应包括 :

——在调试辐射发生器和辐照装置时的物理参数测量 ,及 以后定期氵贝刂量 :

——患者治疗中使用的相关的物理和临床因素的检验及记录 :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GBz 126-2ε 11

——操作 (包 括肿瘤妁乏位 、患者固定 、氵台疗△划和剂量葩子 等 ,、 氵贝刂量 、效捃 分杆私钅吴的规范化验

讧和书面￡录 ;

——在芘 吊仨何照射之 于患耆身份谁 V、 及￡录。

——砖 J、 医疗照射与执 上医厅干具≡∶月F射 辶I柜 一致 妁莹证 Ι￡ 录‘在实苑 FF扌 :i△ 严佟萤 :士 疗

计划 系坑和书面程 芋芝行 ,出 现昱蓍痛差∴t0青 足下采乘荮纠正 F亍

=:—̄—Ξ量飞t和监氵贝!{丈 莘
=ij莛

及I乍条件Ξ∶驻证 :

——设备 、仪莽和治疗△ kl系 统药贡量拄叔 :

——对已制定的贡量保证大纲进行定期和独立的审查和评审 t

5 加速器的放射防护性能要求

5.1 照射野内杂散辐射的防护要求

5.1.1 杂散辐射测量中所涉及的部仵及测量位置参见附录 Ac

5.1.2 电子射线治疗时 ,对 杂散辐射的防护要求是 :电 子束中`L轴 上实际射程外 10cm处 的吸收剂量

与最大吸收剂量之比(以 下简称剂量比).不 应超过表 1中 所列的值 c

表 1 电子治疗中对剂量比的限制

5.1.3 X射 线治疗时 ,对 杂散辐射的防护要求是 :用 30cm X30cm照 射野 .或 用可得到的最大矩形照

射野 (当最大照射野(30cm/30cm时 ).相 对表面剂量 (表 面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之比)应 小于

表 2中 的值。

表 2 X射线治疗时对相对表面剂量的限制

5,2 对患者 平面上的辐射 防护要求

5,2,l 对 X射线泄漏辐射的防护要求

5.2,1.1 苦提供 的设备有附 t口 过滤器 .运 行时元论是否使 甲该附加过滤器 .泄露辐射郜 应潢 足:.2.1.2

和 5,2,1.3的要求 。

5.2.1.2 透过 限束装置 X射续泄漏辐射测试区主要在 M区 (附 录 A中 图 A,l)内 进行 :

5.2.1.3 任何一 个限束装置或其组合 .下 述要求立适用于每个独立装置或同时一起测量的组台装置 :

a) 除适 用于 c)的 情况外 .任何限束装置在 M区域 中任何处泄漏辐射的空气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

剂量 的 比值不应超过 2^/t;

b) 对任何 尺寸的照射野 ,泄漏辐射穿过任何哏束装置 .在 M区 域 中的平均吸收剂量 Dix与 最 大吸

收剂量 的 比值不 立超过 0.75冫 c:

c) 一 个多元限束装置若 不能满 是 a)和 b)的要求 ,还 需重叠可调节或可互挨 莳限束装置才能满足

要求 时 ,则 这些限束装置应 自动调节成最 小尺寸 的矩形照射野 ·包 围在多元限束装置限定 的照

射野 同边 ;

电子能量
`亻

cⅤ

剂童 比
`

ˉ
~
〓

9
·

 
~
 口

〓υ~
3
·

7
≡〓≡一〓

X射线最大能量
`亻

cⅤ 1 8~30 o~5C)

相对表面剂量'^t 70 s0 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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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穿过多元限束装置投毒在 c.肀 自矽形 式的矩形 照轩野 宫t泄 漏军 钉 斫引莛 葑哏收汪量与景大

吸 0文 剂量的比笪不 立趁过 ::∶ :

5,22 对电子泄漏辐射的防扌要求

5.2.2.1 立雯备 可,词芍 妁或可 互决 药很烹装置私 (或 Ⅱ宅 子茉限末器 ,元 迨 是在 \I玉 读 ∴或在
`'Ι

∶

二玟 :包 后
`Ι

及其 i句 外扩 丧 l=cn1芝 区域 亻!.都 应能衰减 听有

`菏
豇及束装 置 、电子束 l灵 茨 禾禧射头

的其 他辖射 (不 包括 中子辐射 ),卉 限制电子照射野外的辐射 .1丿 i离 足以下 Ξ∶要求 ;

a) 几何照射野边 界外 2cm处 至 M边 界之间的区域 丰 ,吸 收剂量与最 大吸收剂量 妁 L匕 值 不立趋

i主 10^':;

b) 几何照射野边 界外 4cm处 至
lX/I边

界之 间的区域 中 .泄漏辐射 的平 均吸收剂量 D.f与 最大吸

收剂量 的 比值 不 应 超 过 下 述 限 制 :电 子 能 量 lG Me\I以 下 (包 括 10MeⅤ )此 值 为 1::.

35MeV~50MeV为 1.8%.对 10MeⅤ ~35Me\I为 〃
ˉ
't.其 中 夕=1卞 0,032(ε c-10).εc是

电子能量 .单位 Me\I。

5.2.2.2 从任一 个电子束限束器外表面外推 2cm。 或从限束器末瑞到离外壳 10cm处 .氵贝刂量的吸收剂

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不应超过 109Ft

5.2.2,3 当 X射线限束装置被用作电子辐照限束系统的一部分时 ,应 有联锁设施 ,当 它的实际位置和

要求的位置相差 10cm(在 正常治疗距离处 )时 .应 能阻止电子照射。

5.2.3 对 M区域外泄漏辐射 (不 包括中子 )的 防护要求

设备应当提供防护屏蔽 .以 使与有用线束轴垂直、外延直径为 2m的 圆形平面内(不 包括 M区域 )

的泄漏辐射 (不 包括中子 )造成的吸收剂量衰减到以下水平 :

a) 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不应超过 0.2%;

b) 其平均值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不应超过 0.1%乙

5,2.4 对 M区域外的中子泄漏辐射的防护要求

5.2.4.1 此要求仅适用于电子能量超过 10MeV的设各 c

5.2.4.2 在正常使用条仵下 .M区 域外 .中 子的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 的比值应不超过 0.059'~.其

平均值 (不 大于 的O cn11面 积上的均值 9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不应超过 0.a2%c

5,2.5 电子束器故障状态的防护要求

5倍 :

5.3 在患音平面外的辐射防护要求

5,3.1 患者平面外测试区

患者平面外测试区主要指除 M区 、患者平面测试区以外的丿、员可接触的区域 .参 见附录 At

5.3.2 患者平面外泄漏 X射线的辐射防护

患者平面外测试区泄漏辐射的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不应超过 0.5° tc

5.3.3 患者平面外泄漏中子辐射的辐射防护

5.3.3.1 此要求仅对电子能量超过 1C MeⅤ 的设备ε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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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终止照射后感圭放射性的防护

53.4,i 此要求仅适 甲亍电子能量适过 r λI^∷∶讠殳叁 :

5.342 在规定妁景六哏收刈量率下 ,进 行 ÷
=y照射 ,l/目 踪 Ι∶ェΙ药方夫连续运行 |h≡ ,在 景≡

一次珲射终止舌的 ∷ s矸 始氵贝刂量 .测 得感生枚身j佳 的甬围到量当量 HⅡ J丿 .三 立淆足下歹:要 求 ;

:) 累积氵卩!量 :∴h,在蔫外壳表面 :cm任 何容易接近处不趄过 二:uS`ˉ ·蓠外壳表百 l∴ 处不送

过 1uSv:                     ~

b) 在不超过 3min的 时间内·测得感生放射性的同围剂量当量率在离外壳表面 δ cm任 何容易接

近处不超过 200uS`· h· 离外壳表面 lm处不趋过 20uS`· ∷hc

5.3.4.3 在离外壳表面 5cm和 lm测 量时 .应 分别在不大于 10cmE和 10CcmⅡ旬面积取平均值;X
线模式取其最高能量 ,电 子模式时取产生最大吸收剂量的电子照射能量 ;照 射野取 10cm\10cm:记 录

其方法、条件、结果和测量位置 c

5.3.5 可伸缩辐射束屏蔽挡块的防护要求

任何可伸缩辐射束屏蔽挡块应有照射时保证位置正确的联锁装置。

5.3.6 非预期电离辐照的防护

高玉大于 5kⅤ 的电子加速器的部件有可能产生电离辐射 .由 它引起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力’(d)。 在

距任何可接触的表面 5cm处应不超过 5uSvⅡ hc

5,4 剂量检测系统的指示值要求

剂量检测系统的指示值与相应的吸收剂量的测量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超过 3i《 。

6 治疗室防护和安全操作要求

6.1 治疗室的防护要求

6,1,1 治疗窒选址 、场所布局和防护设计应符合 GB18871的 要求 ,保 障职业场所和周围环境安全 :

6.1.2 有用铵束直接投照的防护墙 (包 括天棚 )按 初级辐封屏蔽要求设计 .其 余墙璧按次级辐射辱蔽要

求设计 .辐 射屏蔽设计应符合 f;BZⅡ T2Cl。 1的 要求

6,1.3 在加 速 器 迷 宫 门处、控 制 室 和加速 器 机 房墙 外 3=cln处 的 同围诃 量 当量 率 宜不 大于

2.5uSv h:

6.1.4 穿越防护墙的导线、导管等不得影响其屏蔽防护效杲 c

6.1.5 X射线能量超过 10M\I的加速器 ^屏 蔽设计应考虑中子辐射防护 c

6.1.6 治疗室和控制室之间应安装监视和对讲设备 c

6,1,7 治疗室应有足够的使用面积·新建治疗室不应小于 如 m⒈

6,1,8 治疗室人口处必须设置防护门和迷路 ,防 护门应与加速器联锁 c

o.1.9 相关位置 (例 如治疗室人口处上方等 )立 安装醒 目的射指示灯及辐射标志 t

6.1.10 治疗室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4次 h。

6.2 安全操作要求

6.2.1 加速器使用单位应配备工作剂量仪、水箱等剂量测量设备 .并 应配备扫描剂量仪、模拟定位机等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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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活疗贡量保证设各 :

ε22 笑
=羊

位立有台老△苡射冶疗玉主 、医芋力理
`员

△姿乍麦 T|亡 丿、员:E学 打瑾 ∫、员弘操乍夫犬
∫
`员

=经
过防扩矸Ⅱ运辜专⊥午E讠卩培ii.丰泾辶亏彡 兮衤≡方tL丈 :

s2.3 操作 厂、员Ι遵守冬丁操作-,~差 ∴丿、真栓查安垒氵亲 禁上汪意士{安 全表妓 .严 禁在≡{ⅠⅠ弓E:
苡 廴员 i乇 t艽 安全聍铰茭-青 况 lt F△

=

ε2.- {≡疗期闩 .△

=两
名猱乍 ′、员Ⅱ涓噪乍∷丿、真;t≡珏讠三录 .=诲执仔交接玎刊夏 :

s,2,5 活疗期间揉怍丿、员立密切注祝控制台仅表及患耆状况 .发 现异常及Ξ|处 瑾 ,禁 止乓乍 ∫、员擅 窒

蔫
=岗

位 :

~,2,o 加速器辐射安全、电气、机械安全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宜符台 f冫B97os∶ 妁有夫规定 :

7 加速器治疗设各及操作的质量控制要求

7.1 加速器设备功能显示和控制要求

7.1.1 加速器设备应有驱动设备及其他部仵的安全控制 .并 应符合 GB970。 .5的 有关规定 :

7.1.2 使用的设备应有双道剂量监氵贝刂系统 .该系统的探测结杲应能用来计算受照靶体积内某—参考点

的剂量c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

a) 双道剂量监测系统可以是冗余剂量监坝j组 合·也可以采用主 次̈剂量监测组合方式 c在冗余剂

量监测组合时 .两 道刹量监测都应达到厂家技术说明书所规定的性能 ;主一次剂量监氵贝刂组 台时 .

至少主剂量监测系统立达到厂家技术说明书所规定的性能 |

b) 某道剂量监氵贝刂系统发生故障时 .应 保障另—道能正常工作 ;每道剂量监测系统都应能独立地终

止照射 :冗余剂量监测组合时 ,每道都应设置为达到预置参数时能终止照射 :主一次剂量监氵贝刂组

合时 ,主道应设置为达到预置参数时能终止照射。次道立设置为超过预置参数时就立终止照

射ε超过值若采用百分比.则 不应超过预置参数的 10ˉ /.;若 采用绝对剂量值 ,则 在正常治疗距

离处不超过等效值 0.25Gy:可 任选·应选择与预置参数差值最小的 ;

c9 任何原因引起的剂量监测读数变化大于 5%时 ,就应能 自动终止照射 ;

d) 在校准双道剂量监测系统时 .应 使其对同一剂量在双道剂量监测系统的读数—致 ;

亍) 电源故障或元件失灵造成照射中断或终止时 .两 道刹量监测 系统显示的预选参数和剂量数据

立保持不变·夫效时刻的预选参数和硒量渎数应 l以 可戾出药方式储存赶来 .至 少倮留 2=△ n

以上 :

f) 中断或终止舌宜把显示器复位到零 .下 次照射才能启乏 :控 制台 L瞻 定九量监氵l刂 系麦σ逸参数

前 .不 得开始照尉 :

7.1,3 当固定附加过滤器、电子控制系统或计算机控制系统ε0故 障可能产生剂量分布变化时 ,立 对其

迸行监氵贝刂.此 时要求辐射剂量探氵贝刂器能够监测到辐射束妁不同郜分 ;在 规定式均整度测量的深茛上 ,当

吸收砜量分布葙对偏差超过 1O∶ t时 .或 辐射探测器吸收剂量分布探氵贝:信 号指示变化大于 10Ⅱ .其 累积

照莉吸收剂量达 0,25Gy之前·应终止照射‘

7.1.4 控制台立配置带有时间显示的照射控制计时器 .并 独立于其他任何控制照射终止系统 t当照射

中断或终止后 .应 保留计时器读数 :在 每次启动之前应检查计时器是否复零 .只 有在复零后才能启动照

射 ;控制计时器的设定值应不超过便用说明书给定的限制·设定值应小于要剂量控制预置值照射斫需时

间的 12G·'t.或 在所需时间上加 0.1min.两 者取其大 e

7.1.5 在任何故漳状态下 .如 果设备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能千主技术说明书最大规定值两倍以上的吸收

剂量率 .贝刂匝提供联锁装置 .以 便在吸收剂量率超出规定最大值 .叉 不大于该值的两倍时就应终止照射 .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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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择苞完式舌才能在拄和台上豆示

=未
.当 两廴的运廷 下一东Ej.⊥ 萎芎下乇fF扌 :∶ 联扌柒置 :≡ 手

疾置±确绿 .{叉 在瑶扌类垫茁选择”.及 Ⅱ亡约叶件∵⒒如 ,电 子照封纩乏子茉哏束器 ,X射纹f射 :i△ 茛
型过 I忘 器 9者F≡刂位的情况 下,才 能

=启
照射 ;当 庋韦毛子照手吊的瑁射京分布或电流控制装置到位对 ,立

能阻止 X射纹的发射 .当 使甲 X射妓照射用的辐射束分布或电流控 靓装置裂伫时 .应 能咀止电子照射 :

717 在控制台上未选择好能量以前 .不能启动设备 ;当 要求辐射治疗室内和控制台上都能选择辐射
能量时 .仅在两处的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 .也 要有不能照射
的联锁装置 ;在选定的照射情况下 .若 轰击 X射妓靶的平均能量为 E丨 .而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停止
照射 :

a) 在 X射线靶上 r∶ 的偏差超过
=20·

∶时 ;

b) 电子辐射窗上 ε.的 偏差超过 =20Ⅱ 时 .或
=2MeⅤ

(取其 小者 )日寸‘

7.1.8 对于既能进行固定放射治疗叉能进行移动束放射治疗的设备 .在 控制台上未选择好固定放射治
疗或移动束放射治疗以前 ,不 能启动照射 :当 要求辐射治疗室内和控制台上都迸行这类选择时 .仅 在两

处的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 .也 要有不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t

7,1.9 对移动束放射治疗 .若运动仵的实际位置与用剂量计算出时听需位置在正常治疗距离处的差异
大于 5° 或大于 10mm时 .应有终止照射的联锁装置 ;联 锁装置立由两 个位置传感器组成冗余组合 .其 中
一个失效时不能影响另一 个的功能 :当 可以选择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时 .则 应在控制台上选择一个方向

才能启动 .但选定的旋转方向与实际旋转方向不—致时 ,应 有终止辐射的联锁装置 c

7.1.10 在使用可互换靶或可移动的辐射束产生装置的设备中 ,在某一辐射类型的—个能量下 .可 以用

多个同类型装置时 .应 首先选择一个规定的装置 .并 使该装置标识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才能照射 ;当 要

求辐射治疗室内和控制台上都进行这类选择时 ,仅 在两处的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 .也要有不能照射妁联锁装置 ;若装置的任何部件未正确定位 .则 应有两个独立的
联锁装置未阻止或终止照射 e

7.1.ll 在使用可移动的均整过滤器或束歆射过滤器的设备中.在 某一辐射类型的某能量不止使甲—

{′ 过滤器 .± 莒先迭择一 个规定的圪整过沱器或束散射过滂器 .丰 传i亥装置吁讠只在拄制台上显示出未才

能照射 :当 要求撑射治疗室内私控氪台上百 J苎 i亍 这类选择时 .仅 在丙处莳迄择郜完砹舌才能在拄制台上

显示土未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吝时 ,也 要有不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若 斫逞过滤器未正确定位 .贝刂宜有两个

独立的联锁装置来阻止或终止照射 :亻壬何一个可甲手移动的过滤器±有礁定该过滤器身份妁清晰礻志 :

71,12 在未采用均整过滤等或束散射J=滤 器雨采用其他措葩 :河 如毛子京扫描 .而 获得分布莳设备

丰 .应有两个独立的装置及其柏立的联锁装置来监测控制信号 c当控制信号超过技术说明书中规定的

艰制时 .应 有联锁装置来阻止或终止照射ε

7,1,13 对带有可选择分布系统的设各 ,照 射终止后 ,在 治疗控钒台上重新选择规定的分布系统之前 ,

要使该系统标识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才能照射 .但此时还不能开启设各 :当要求辐射治疗室内和控制台

上都进行这类选择时·仅在两处的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也

要有不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若 所选过滤器未正确定位 .贝刂应有两个独立的联锁装置来阻止或终止照射 ;

若斫选系统未正确定位 .贝刂应有两个独立的联锁装置来咀止或终止照射 |可 用手拆卸酌任何分布系统应

有确定该系统身份的清晰标志 c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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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照射开始前 ,在 控制台上选择好一 个规定宫:墁 影过疟辈或
¨
元噢形t虑 器

¨
之前 .不 能启乳平

亳::当 萎求毛射冶疗室

^和
拄氮台上乱迂行这类逸择时 J叉在t廴 ∷走择郁完式舌才能t苎刮台上显示

主夫.当 丙Ⅱ妁选择不一致时 ,也 要芎下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酉三有凑形过唁荃△:殳 各 ,立 能移在拄彀台∴

昱亍七I茳
=宫

:墁 影过 :言 荠 ,每 彳̀暝影 f三 虏器立有清奸Ⅱ识:!i￡ ∶苦 f迮乓形 r=∶ :莘 关二龚≡t∷ L

立有两个担t药聍鼓渠置关二上或终上FF与i;在 活厅室

^立
有一 卜清 I析 可几≡∶指 :,它衰 F:幸 琪形ti忘

睾t走 转茁泵京系绽在
(仁

置 .楔 形过哼竿薄 :∶ 那i=亡 指肓⒒架 .当 凄形过店荠要末 EL在 其乜仁萱△ .

豇立在拄制台上显亍
=棺

对亍 Lc位 置
=焉

位移·溪形过滤竿≡0茨 苄轱榨 Ri亍 哏耒系坑芡苄架茁垓 圭亡

移 :l扌 于只能用工具卸下 .窒 动圬
'′
、或靠画机构的楔形过滤器 ,在 拄制台上「·显示斫选琪形过滤器已正

礁插人、此时的剂量预选值 ,以 及暝形过滤器缩口时的两量值 :

7.1,15 在吊电子束限束蒂和辐射束戎形装置托盘时 .在 控制台选择好规定的电子京艰束器和禧射束

成形装置用托盘之前 ,不 能启动照射 |当 要求辐射治疗室内和控制台上部进行这类选择时 .仅 在两处的

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示出耒 .当 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 .也 要有不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昕 选的

电子束限束器和辐射束成形装置用托盘定位错误 .则 应有联锁装置来阻止或终止照射 e

7.2 为防止不必要照射和超剂量照射的要求

7,2.1 控制台应显示辐射类型、标称能量、照射时间、吸收剂量、吸收剂量率、治疗方式 、楔形过滤器类

型及规格等照射参数预选值。

7,2.2 照射启动应与控制台显示的照射参数预选值联锁·控制台选择各类照射参数之前 .照 射不立

启动 :

7.2,3 应装备检查所有安全联锁的设葩 .用 于在照射间歇期间检查安全联锁 (包 括防 1L剂 量率大于预

选值十倍的联锁 )· 确保各类系统终止照射的能力和防止超剂量照射。

7.2.4 控制台和治疗室内应分别安装紧急停机开关 c

7.2.5 使用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加速器软件和硬件控制程序应加密 :未 经允许不得存取或修改 ;用 于监

视联锁或作为测量线路 、控制线路一部分的计算机一旦发生故障 ,应终止照射。

8 辐射防护监测和质量控制检测

8.1 辐射防护监测

8,i.1 加速器安装验 1攵 ≡投 丿、运行前 .或 耆加速器维修后、运行参数及屏蔽条件等发主苡变时 ,± 委托

具有葙宜监测资质≡∶妓术眼务祝圬J芏 行 M区 内外杂散渠射妁防护 j￡ ∶Π!、 患者平百内外毛封旷护氵T∶ 量”

及患者和其他丿、员对辐射防扩测量 ,并 据此乍出辐射安仝评价 :

81.2 加速器设备正 常工作中.使 干t口 速器设备自ξ单位可棂据需要委托有相应监测资贡的机构干展

XI区 内外杂散辐葑Ξ争防护监氵贝刂;患 者平面内外辐射防护氵贝刂量和患音和其他丿、员的辐射防护氵贝刂量 t

81,3 上述辐射防护监测方法按附录 B的 方法进行 c

814 在加速器正常运行情况下 .安 全联锁系统每月裣查 1次 t

81,5 在加速器正常运行情况下 ?二 作场所和周围区域辐射水平每年监测 1次 c

8,1.6 放射工作丿、员个丿、剂量监测按 GBZ128要求执行 :

8,2 加速器设备的质量控制检测

821 加速器初次安装和维修后 .使 用单位立委托有本E应监 :贝!资 贡的机构 .按 附录 E中 的要求进行验

收检验 .在初次安装时立会同制造方一起进行验收检测 c

S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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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 范性附录 )

杂散和泄谲辆射的测试 区域示意图

可谰节的限束装至 ′
``

患者平面外的泄泅辐射澍工边界

电子柬限束装至的几何照射野

M区域

图 A.1 与加速器防护测Ⅱ相关的部件和测试区剖面圉

等中心

患者平面防护曰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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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 范性附录 )

辐射防护监测方法

B.1 照射野内杂散辐射的监测方法

B.1.1 电子照射时杂散辐射的监测方法

B.1.1.1 应在体模巾测量 ,体模各边比照射野至少大 5cm;体 模的深度至少比测量深度大 5cn1,人 射

表面垂直于参考轴 ,放置在止常治疗距离 ;

B。 1.1,2 在最大照射野下 ,对 表 1中 给出的电子能蚩分别测童杂散 X辐射占总吸收剂童的剂壁比。

B,1.2 X射 线照射时相对表面剂量监测方法

B。 1.2.1 应在体模中测量 ,体模各边比照射野至少大 5cm;体模的深度至少比测量深度大 5cm,人射

表面垂直于参考轴 ,探测器放置在正常治疗距离 ;

B。 l。 2.2 应从辐射束巾移开所有不用 匚具就可取下的辐射束形成装置 ,所 有均蝰过滤器应留在其规

定位置⊥ ,在 最大照射野下 ,对表 2巾给 l丨 丨的电子能童分别测蚩相对表面剂壁。

B,2 在患者平面上照射野外的辐射防护测量方法

B.2.1 透过限束装置的泄漏辐射测量方法

B.2.1,1 泄漏辐射测量区域

所有透过限束装置的泄漏辐射测呈。均应在有用线束矩形照射野外的 M区域内进行。

B。 2.1.2 X射 线漏辐射测量方法

B.2,1,2,1 应测量透过限束装置所有组合的 X射线泄漏辐射。测蚩时 ,用 至少 2个十分之一层 X射

线吸收材料把任何一个剩余孔隙屏蔽。对非重叠式限束装置 .应 在最小照射野下进行测 呈。应配备可

限束或町互换的限束装置。

B.2,1.2.2 在最大泄漏辐射处用辐射探测器测量限束装置组合的 X射线衰减性能 ,辐 射探测器的截

面积不超过 1cm2,体 模中最大吸收剂壁深度处测世 ;对 所有的 X射线能壁 ,均 需重复这一测量 :

a) 对任何尺寸的照射野 ,泄漏辆射穿过限束装置 (包括多元限束装置 )在 M区域中的平均吸收

剂量 D``按下述方法测量。设定 FXmx× FYⅡ"(FX,Fy分 别表示照射野 X,Y轴 ).川 辐射探

测器测壁 M lxˉ 域巾 24个点 (见 附录 C),确 定 24个点测蚩值的平均值(D灬 )与 最大吸收剂量

的比值 ;冉 没定 FXmⅡ ×FYm、做章复测量 ;对所有能量的 X射线 ,茸 复上述测董过程 ;如 果有

一个多尢限束装置 ,则 应打开。l调 节或口∫互换的限束装詈 .以 便产生 个̄ 3()0cnf正方形照射

野进行测量 ;把 多元限束装置关闭到 勹该照射野协调一致的最小值 (例 如用一个 T形或十字

形野 ),用 辐射探测器测量多元限束装置屏蔽的区域。从这些测董值 巾计算出穿过限束装置

(包括多元限束装置 )的泄漏辐射在 M区域上的平均值 DLx。 用二维阵列辐射探测器进行本

项检验较为方便 ;

b) 当一个多元限束装置 白身不能满足 a)和 b)自勺要求 ,而使用可调节或可互换的限束装置才能满

足要求时 ,则 这些限束装置应白动调节成最小尺寸的矩形照射野 ,包 闱在多元限束装置限定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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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野同违 :甲直接或闾接射绂摄影方法确认 自动渭节能力 :

￡丿 穿过多元眼京装置投射 ≡玟形或妁矩形照射野药逆浔堰射斫亏起药哏杖刮量在景大泄漏差尉

处弓辐扌探测器利量 :

B.29.3 电子泄漏辐射测量方法

萤 (j3σ∷ .∶ -2=△ 的 卜,s1.2△ 方法过行检驻 :

B22 `Ι 区域外的泄漏辐射 (中 子辐射除外 )的 测量方法 (仅 进行型式试验 )

为了避免限束装置对泄漏辐射测量的影响邛艮束装置应关到最小孔隙。当需要时·在 M区 域用至

少 3个 十分之一层厚的合适的吸收材料屏蔽 X射线束 c

在最大漏辐射的组合条件下 .在 附录 D中给出的 24处位置上 .用 辐射探测器测量 .应 当用 24个点

测量的平均值确定泄漏辐射平均吸收剂量的百分比值。

B.2.3 M区域外的中子泄漏辐射的测量方法

按 GB9706.5— 2008的 29.2.3的测量方法仅进行型式试验 e

B.2.4 故障状态下泄漏辐射的测量方法

在故障状态下测量 c泄漏辐射的吸收剂量率应在不大于 10s的 时间内取平均。用故障状态下测

量值与有用线束轴上 10cm\10cm照 射野上吸收剂量率的百分数表示 c

B,3 患者面外的辐射防护的测量方法

B.3.1 患者平面外的 X射线泄漏辐射测量方法

用探测器在患者平面外区域 ,采 用扫描测量方法 .测 出泄漏辐射最高的三个点·每点测量面积不超

过 100cm`使 用其平均值 。

B.3.2 患者床平面外的中子泄漏辐射测量方法

按 GB970o。 5-2008的 29.3,3的测量方法 .仅 进行型式试验 :

B.3.3 感生放射性的测量方法

按 5.3,1.2所描述的方法氵贝刂量 t

B,3.4 可伸缩辐射束屏蔽挡块的检验方法

将辐射束屏蔽束挡块放置在错误位置·检验是否能启动辐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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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短
范性附录 )

质量控制裣测项 目和尾辜

切 j苤 器设膏的贡量拄叙裣汊 I页 彐鄙周乏 凡表 E,1~

表 E。 l 加速器质量控制检测项 目和周期

GBZ 126-2011

状态栓测 稳定性检测

裣测项目∵检测圊期 ∷检测项目 检测周期

每 年 每 弓

每年 每 月

每 局

项 目 验收裣测

X照射野的数宇指示

辐射京轱在患者 人射表面上的位置指示

剂量监测系统校准控制

每年  ∷  △   6个 月

线性

日稳定性

移动束治疗的稳定性

输出量和设备预定标称剂量的差异

X射绂的深度剂量特性 ~  i  ~  
∴  √

j | 
每周

电子辐射深度剂量特性

方形 X照射野的均整度

每年

每年

方形 X照射野的对称佳

最大吸收剂量率

楔形过滤器的 Ⅹ照射野

电子照射野的均整度

电子照射野的对称性 ˉ̄
    }    `√

照射野的半影 ∷  、
Ⅱ  ∷  √    每年 ∷  √   6个 月

辐射束轱相对于等中心点的偏移 每年  :  c   s个 月

到等中心距离的指示

豇辐射源距离的指示

每年

每年

每月

~个 月

前后照射野的重台性 、、'   每年  ∷  `、' ∴  —

治疗床的垂直运动

治疗床的等中`b旋 转

辐射束轴在患者出射表面上的位置指示 每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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