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电厂应急监测策略

黄彦君, 孙雪峰,陶云良,赵锋,上官志洪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 215004)

摘 要: 综述了目前国内外核电厂环境辐射监测策略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分析了核电厂应急监测需要关注的主要

问题, 包括应急监测的概念和范围、基本原则和要求、监测内容、组织管理策略、核事故时序和各阶段的应急监测策略、基础

设施和设备需求、采样策略、需要关注的核素及其分析方法、质量管理策略等,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应急监测策略的分析方

法。提出今后应在应急监测数据管理、应急监测技术经济代价分析、应急取样与监测方法的研发和优化、应急监测数据同

化技术及应急监测质量保证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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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与核应急技术研究工作。

目前我国核电发展迅速,与之相适应的核应急

技术研究和能力建设也逐步受到政府部门和核电

企业的重视。作为应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核应

急监测可以为评价事故性质和源项, 评价事故对环

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及对公众造成的辐射影响提

供参考依据, 同时也是应急决策的重要依据。因

此,开展核应急监测策略研究是核应急技术研究的

重要内容。

核应急监测策略指能够满足核事故情况下应

急监测需要的方案、方法和程序。国际原子能机构

( IAEA )于 1999年出版了 IAEA 1092号报告
[ 1]
,提

供了核与辐射应急监测的通用程序, 对制定核电厂

应急监测计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经济合作发

展组织核能署 ( OECD /NEA )也出版了相关的专题

研究报告
[ 2 ]
。北欧核安全研究组织 ( NKS )开展了

核应急监测策略研究
[ 3]
, 指出应急监测应考虑的

因素包括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的设计、气象、城市和

农村取样环境、取样与测量方法、数据传输方法、国

际协作等。NKS还开展了一系列与应急监测相关

的研究,如移动快速监测系统研发
[ 4]
、应急采样策

略研究
[ 5- 7]
、辐射监测系统设计

[ 8 ]
等, 为北欧国家

的核应急管理和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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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也开展了核应急监测策略研究
[ 9- 18]

, 针对

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在应急监测方案制定和监测实

施,以及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等方面进行讨论。

我国开展辐射环境监测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已

建核电厂和少数省份的辐射环境管理部门,对核应

急监测策略的研究较少。我国有关核应急监测的

法规标准还不完善,至今仍没有专门针对核应急监

测的指导性导则和标准。 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

规定 ( GB 6249- 1986)仅对应急监测提出了 3点

要求, 缺少实际指导。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

则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

析准则 ( GB /T 17680. 10- 2003)规定了核电厂营

运单位核应急监测的一般程序和准则,但对应急监

测未提出详细规定,未对核事故发展的不同阶段所

采取的应急监测方法加以区分,缺少对一些重要问

题的具体要求和指导。因此,有必要在吸取国外核

应急监测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 开

展核电厂应急监测策略研究,这将对今后我国核应

急工作的开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1 核应急监测策略

1. 1 核应急监测的概念和范围

IAEA RS- G - 1. 8号安全导则指出, 应急监

测包括应急环境监测、个人监测和源监测
[ 19]
。由

于核事故对环境污染和对公众造成的危害较大,实

际的应急监测对环境监测更为关注, 因而应急监测

主要指针对环境开展的监测。一般情况下,核事故

时可能存在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包括气态、液

态放射性物质释放或泄漏, 固体放射性物质散落、

遗失等,针对不同的核事故有不同的应急监测策

略。对核电厂而言,大部分情况下应急监测主要考

虑针对气态释放的 3级以上核事故或事件。

1. 2 核应急监测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 1)建立早期预警监测系统。合理建设厂区

辐射环境监测早期预警系统,特别是作为固定点监

测的连续监测系统,合理布置监测站点,形成实时、

自动、在线连续监测网络, 在发生核事故时能快速、

实时响应
[ 20]
。

( 2)制定应急监测计划并定期演习。按照预

先制定的应急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可在核应急时快

速响应,及时为应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了保证

应急监测顺利进行,应定期开展培训和演习。

( 3)与常规监测积极兼容。应急监测与常规

监测有很大的相似性,考虑到核事故的发生概率很

低,监测成本较高,二者应积极兼容,不能兼容的特

殊应急监测设备则需要专门配置。

对核应急监测的基本要求是: 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 (特别是早期监测 )对放射性污染的程度、范

围、可能的危害开展监测并作出判断, 采用简便的

方法和仪器, 准确、快速、灵敏地获得监测结果
[ 21 ]

,

同时必须对取样监测速度和取样代表性、测量精度

及人员可能受到辐射照射的情况作权衡和判断。

1. 3 核应急监测的内容

( 1)大气 剂量率。在核事故早期, 主要由连

续在线监测系统监测;核事故发生后, 由监测人员

采用便携式仪器到现场巡测, 同时将热释光剂量计

布于厂址周围, 测读累积 剂量。当发生大规模

核事故时, 需启动航空测量,实现大面积范围监测。

( 2)空气气溶胶。由在线取样系统取样, 在核

事故早期将样品取回,送实验室分析。目前已有针

对气溶胶在线总 测量、碘测量和 能谱分析的

方法,方便易行。为了确定烟羽成分,必要时还需

要启动航空取样分析。

( 3)沉降物。包括对沉降灰和雨水的收集与

监测,此外还可采用原位 能谱分析技术, 即使用

谱仪进行原位 能谱分析, 提供沉降的直接数

据,快速估计核素成分。

( 4)食品、水和环境污染。包括食品、水和环

境介质的 能谱分析测量、总 、 核素 (氚、
14
C、

90
Sr)、总 等。

( 5)个人剂量。包括外照射剂量监测、内污染

核素识别、排出物监测、个人累积剂量监测等。内

部污染监测采用高纯锗探测器或 N aI探测器测量

能谱,包括全身计数器、甲状腺检测设备和肺检

测设备等。 谱能针对全身或具体组织作核素分

析与计算机存储, 灵敏, 测量时间短, 设备耐用可

靠。排出物测量包括对人体口鼻呼出气体和排泄

物作实验室分析,进行核素鉴别。样品可输运到远

处实验室分析, 但是需要对样品处理, 可能会延滞

测量时间, 有时可能达数周或数月, 需要专门人员

分析,同时样品具有一定的生物风险, 在运输时需

要特别注意。个人累积剂量监测是采用生物剂量

学方法作细胞分析, 用于评价事故照射相关场合,

对于受到高剂量 ( > 100mSv )照射的场合有效。

( 6)表面污染。主要指对污染物表面进行 /

污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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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核应急监测的组织管理策略

应急监测组织是整个应急响应组织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规模和要求必须根据需要应对事故的

类别、规模等条件来确定。 IAEA 1092号技术报告

推荐了应急监测组织结构
[ 1]
, 指出应急监测的直

接领导者包括取样与现场监测助理和样品分助理,

分别管理环境调查小组、空气取样小组、现场 谱

测量小组、个人去污监测小组、环境与食品取样小

组及同位素分析小组。对应急监测组织成员的要

求为: 具有开展应急监测的技术基础和操作经验,

经过良好培训和应急监测演练,熟知应急通信和通

讯设备 (如 GPS、G IS等 )的使用,熟悉应急监测辐

射防护的要求和撤回剂量水平等。

根据 IAEA 1092号技术报告推荐,执行应急监

测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不少于 18人, 其中可能有人

员交叉,可根据实际需要作适当调整。值得注意的

是,在目前的监测技术水平下, 智能化、自动化、网

络化监测仪器的出现,使应急监测工作特别是现场

应急监测工作得以简化,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人员

配置。但如果发生大规模核事故,监测队伍配置要

求则可能比 IAEA的推荐方案还要高得多, 可能政

府部门很快就会介入场外应急监测, 如环保、卫生、

军队、航空、海事等。

1. 5 核事故时序和各阶段的应急监测策略

发生核事故时,应根据事故发展的不同阶段开

展应急监测。事故发展的阶段不同,其监测目的、

内容和使用的方法也不相同。

美国环境保护署 ( USEPA ) 核事故防护行动

指南 中对核事故的时间表作了定义
[ 22 ]

,将核事故

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指核事故开始的一段

期间, 在此期间要求基于对核设施 (或其他事故现

场 )状况和恶化条件的预测作出决策, 以确定防护

行动的有效应用,该阶段的时间可能是几小时到几

天。中期指源项及其释放得到控制以后开始的期

间,在此期间环境监测的结果可为应急决策提供直

接支持,该阶段可延续到各种防护行动结束为止,

其时间可能是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与早期和后期也

可能部分相重叠。后期指从开始执行恢复行动到

所有恢复行动完成为止,恢复行动的目的是将环境

放射性水平降到不受限制和可接受的水平,该阶段

可能延续几个月到几年。

根据 USEPA有关核事故的分期方法, 总结各

阶段实施应急监测的内容如下。

( 1)早期监测。主要任务是对烟羽追踪, 尽可

能多地获得烟羽特性和地面上辐射水平的相关资

料。其范围主要限于烟羽区, 但在实际情况下,如

采用航空监测, 为了确定烟羽扩散范围, 测量范围

要大得多。早期监测的基本要求是: 启动迅速,快

速简捷,由核电厂和可快速到达的监测队伍执行。

核电厂制定的应急监测计划应重点关注早期监测,

预先确定监测方法、程序和路线
[ 23]
。

早期监测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有: / 剂量率监

测、空气取样监测、固定点取样、巡测。必要时需要

快速启动航空监测, 在事故早期追踪烟羽, 确定烟

羽的行进方向和影响范围。早期监测所获得的数

据以外照射剂量率为主, 同时由有限空气样品的现

场测定作补充, 从而为事故早期的放射性后果评估

提供一定的支持数据,在考虑到源项、气象条件等

因素的情况下, 对放射性烟羽扩散作模拟
[ 1]
。由

于早期事故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由应急

监测获得的数据所发挥的作用,一般取决于核事故

发生时的具体情况。

( 2)中期监测。在事故发展的中期, 由于烟羽

释放基本停止, 并伴随着放射性核素的地面沉降过

程,此时的应急监测结果除用于对模式计算结果作

验证外,还直接用于核事故后果评估, 包括烟羽所

致地面沉降形成的辐射场和剂量场 (地面放射性

核素的浓度水平、分布、范围、种类、随时间的变化、

随距离的变化等 )。通过这些分析, 确定早期所采

取的防护决策是否适当和充分,是否需要采取进一

步的防护措施, 以降低对公众的辐射, 同时确定具

体的恢复措施。中期监测的范围主要是烟羽所致

地面沉降的区域, 同时应向食入应急计划区扩展。

与早期监测相比, 中期监测的范围、频率和种类均

有所增加, 测量项目涉及沉降所引起的辐射剂量

率、地表污染水平、土壤和水体的污染水平。

中期监测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有:地表污染监测

(包括直接测量法、间接测量法和航空测量 )与食

入途径监测。在中期阶段,地表污染是公众所受剂

量的主要来源, 加强地表污染监测很有必要。需要

指出的是, 在事故中期, 食入应急计划区受到放射

性污染的可能性很大,必须对该区内的农作物和饮

水监测,为食品和饮水限制提供必要的支持数据。

由于食入途径涉及的样品种类非常多,监测任务非

常繁重,监测时应适当布置取样与监测点位。

( 3)后期监测。在实施恢复措施以不断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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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影响后,即进入了事故后期。此阶段监测分析

的作用包括为执行恢复措施提供数据支持,为评价

事故后果提供资料。后期恢复活动涉及范围较广,

历时可能很长, 直接与社会生活和经济代价有关,

一般需开展某些优化工作。后期所涉及的地域可

能很广,花费的人力和时间可能相当多, 通常会有

若干组织和机构参与,需对监测工作充分协调。

后期监测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有: 外照射剂量、

表面污染水平、空气污染、其他环境介质中放射性

测量。对土壤中的放射性污染监测, 应该根据污染

的性质和土壤受干扰的程度取样, 以提供烟羽干、

湿沉积和放射性物质向作物转移的基础数据
[ 23]
。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故后期应该特别关注对长寿命

核素如
137
C s、

90
Sr的监测。

1. 6 核应急监测的基础设施和设备需求

用于核应急环境监测的主要基础设施和设备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早期预警系统。主要指用于常规在线监

测的网络系统,包括气象观测、环境 剂量率连续

在线监测、地表原位 谱监测、气溶胶在线监测、

水体 谱在线监测等, 可及时发现环境辐射的异

常变化,并快速用于应急决策。气象观测系统包括

核电厂设置的气象铁塔和地面气象站,通过气象观

测数据,可以及时提供用于烟羽扩散、剂量预测和

评估的基础资料。

( 2)环境实验室。可作为应急监测的基地和

数据中心,其用于常规监测的仪器设备和人员也将

及时用于应急监测。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预警系统

的数据中心可以设置在环境实验室, 并负责监测数

据的对外传输。因此,环境实验室的作用在应急监

测中很重要,核电厂的应急指挥中心往往也设置在

环境实验室旁边。由于在事故应急情况下环境实

验室需要执行应急监测功能,因而其地理位置不宜

设在核岛附近, 也不宜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以保

证气态释放核事故时环境实验室的可居留性。但

另一方面,从常规监测采样与监测的方便性考虑,

实验室又不宜太远,应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 3)移动监测系统。在发生核事故时,为实施

现场应急监测,配备移动监测系统非常必要。近年

来移动监测系统已发展为多功能、综合车载监测系

统,配备辐射与气象观测设备, 具备远程通讯和自

供电能力,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移动监测系统按

其装备特点和应用场合,可以分为应急监测车和移

动实验室, 前者一般仅用于应急环境监测, 配备的

仪器设备较少; 后者往往配有大型监测设备, 如全

身计数器、谱仪系统等。

1. 7 核应急采样策略

应急监测面临着大量的采样任务,一般来说,

正常情况下的采样方法在应急时也适用,但存在一

定的区别。早期和中期应急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尽

快对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及可能影响的范围进行评

价,以便为防护行动决策提供依据; 而正常监测主

要为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辐射常态水平及累积趋势

作出判断, 以便为常态剂量评价和发现异常提供依

据。应急监测一般处于时间紧迫和紧张状态,现场

可能有较高辐射, 采样时应确保人员防护, 对采样

点选择、采样顺序、采样方法、采样速度等均有特殊

要求,对采集的样品也要加强管理,防止污染。

( 1)空气采样。在核应急监测时, 采集的空气

样品可以就地测量和评价,也可用于实验室分析。

就地测量主要指 剂量率、 剂量率、总 / 、碘,

有时还可能包括 谱测量;实验室分析比较详细,

如测量 谱和其他特殊核素。现场采集的空气样

品一般通过即时测量来评估, 以初步确认放射性核

素的组成和浓度,从而确定实验室详细测量的方法

和顺序。该结果还可用于估算人员吸入剂量,提供

可能的地面沉积信息。如果空气取样是为了评价

空气浓度与地表浓度之间的关系, 或用于确定再悬

浮率和典型核素如
137
C s的操作干预水平, 则在采

集空气样品时必须同时、同地采集有代表性的土壤

样品。空气样品的采样位置包括厂区边界、大气释

放最大浓度落地点和重要的居民点。采样点应该

选在开阔区域, 避开大型建筑和其他引起不正常局

地气象的物体。对于气溶胶, 可采用玻璃纤维滤纸

收集,并选择合适的采样流量和滤纸尺寸。对空气

碘的取样, 可以采用活性炭和银沸石吸收的过滤器

收集。对空气惰性气体的取样, 可采用活性炭收

集。对于空气中的氚,可选择常规氚采样器取样。

值得注意的是, 空气采样可以根据烟羽特性作适当

调整,当剂量率较高时,可以适当缩短取样时间,减

少采样量, 以减少人员辐射。

( 2)土壤采样。核应急监测土壤采样时, 必须

在采样位置测量 / 剂量率。在早期阶段, 土壤

采样与测量的任务包括: 用于评价干沉降或湿沉降

所造成的地面浓度水平; 评估单位面积总沉积水

平;评价各位置剂量率或剂量随时间的变化;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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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转移模型评价对未来蔬菜可能造成的污染;为

评价事故后期可能的放射性再悬浮提供支持数据。

土壤采样时应避开树木、建筑、道路、排水渠沟渠等

可能影响取样代表性的区域, 尽量选在开阔地带。

取样时必须将覆盖的青草、杂草或其他有机物质贴

地面剪除,并作为植物样品装袋带回实验室分析。

如在沉降后有降雪,则应去除雪后采集土壤样; 如

在沉积前下雪,则应同时采集雪样和土壤样。

( 3)水样采集。核应急监测时收集的水样包

括海水、井水、地下水、地表水、降雨、公众饮用水

等。对于地表水,应注意避免在高混浊区域和高沉

积物区域采样, 取样位置主要包括地表水取水口、

动物饮水口和灌溉用水取水口;对于河流、溪流、港

湾,主要考虑取样点水体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是否均

匀,以保证采集的水样具有代表性; 对于湖泊、池

塘,由于很少有混合作用,相对于河流来说更易于

分层, 应根据其面积和水深确定采样点、采样垂线、

是否制备混合样等。水样采集时必须先确定好采

样地点,并在采样前清洗容器。对于需要长时间贮

存的水样,应加入一定浓度的盐酸, 避免放射性核

素在容器内壁上吸附。对于雨水收集,应选在开阔

区域采集, 避开树木、道路, 并采用专用雨水收集

器,不能用水坑水代替。

( 4)牛奶采样。 大气 青草 牛 牛奶 公

众 是核电厂大气释放放射性核素对公众造成辐

射的重要途径。因此, 在核事故应急监测时,牛奶

取样非常重要。由于牛奶对碘、C s、Sr具有较强的

富集能力,因而应加强对牛奶中
131

I、
137
Cs、

90
Sr的测

量。牛奶采集时应明确奶场在事故影响区域的位

置,并确认是放养、非喂养贮存饲料的奶牛。为了

作对比,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同时采集两种。牛奶采

集后, 应防止交叉污染,送实验室后必须及时冷冻

处理, 或加入防腐剂防止变质。

( 5)食谱采样。主要收集可能受到污染的公

众消费品,如蔬菜、水果、谷物产品、肉类、蛋类、鱼

类、甲壳类产品等,供实验室分析。其中, 蔬菜的种

类应包括叶菜 (新鲜蔬菜 )、根块蔬菜 (如萝卜、土

豆、番薯 )、豆类, 必要时要调查罐装蔬菜; 水果一

般包括新鲜水果、罐装水果和果汁; 谷物产品包括

大米、小麦、面粉等;肉类包括猪肉、羊肉及肉产品

等。在事故早期, 由于干、湿沉降造成植物和水果

表面污染,应进行消费控制, 此时主要采集植物上

部分和可食部分;在事故后期, 则应关注植物对放

射性核素的吸收和转移, 此时应采集其可食部分。

( 6)牧草采样。核事故时,为了确定放射性污

染对牛奶、肉类的影响, 必须对动物牧草测量。在

事故早期, 测量结果可用作对家畜控制的依据。牧

草样品一般在释放结束和烟羽经过后采集。

( 7)水体沉积物采样。对水体沉积物的采样

和分析可用于评价外照射剂量,并监测放射性核素

在水体 (如海、河、湖等 )和沉积物中的累积。在核

事故早期, 烟羽尚未开始沉降,一般不开展沉积物

采样,但在发生水体释放事故时则需予以关注。

1. 8 放射性核素分析策略

在发生核事故时,核电厂将以气态或液态的形

式向环境排放各种放射性物质,主要是反应堆中的

裂变产物和活化产物,与核事故的类型和事故发展

阶段有关。挥发性放射性核素如
131/132 /133 /135

I、
131 /132

Te、
134 /137

C s、
103 /106

Ru和惰性放射性气体是最

可能释放的核素, 在事故后的最初几天和几周内,

对剂量贡献最大的是一些短寿命放射性核素。

核事故时放射性物质进入环境后将发生衰变、

迁移,并可能最终对人体造成辐射。核素的衰变和

迁移与其物理化学性质、环境条件有关,开展应急监

测时须充分考虑这点,确定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

核事故时监测的放射性核素有
3
H、

14
C、

131
I、

90
Sr、

89
Sr、

132
Te、

134
Cs、

137
Cs等, 这些放射性核素存

在于需要采集的各种环境介质中, 如空气、水、蔬

菜、食品、土壤、沉积物等。进入地表水的放射性物

质将很快进入浮游生物的有机物质中,并通过食入

被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吸收。因此, 应关注对放射

性核素有较高富集能力生物的监测, 这些核素包

括
54
Mn、

55
Fe、

59
Fe、

60
Co、

65
Zn、

95
Zr、

95
Nb、

103
Ru、

106
Ru、

110m
Ag、

125
Sb、

131
I、

134
Cs、

137
Cs、

144
Ce及其他超

铀核素
[ 24]
。

1. 9 核应急监测的质量管理策略

为了保证应急监测能够迅速、准确、有效地为

应急决策提供支持, 对应急监测的质量管理应予以

特别关注。通常由核电厂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和地

方辐射环境监测站承担应急监测任务,按照环境监

测质量管理的要求, 这些机构应该建立科学的质量

管理体系, 通过常规监测训练和质量控制手段,确

保监测能力能同时满足应急监测的需要,从而在开

展核应急监测时能够快速响应,并使应急监测工作

趋于科学化、程序化、合理化和规范化。执行核应

急监测的机构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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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完善的应急监测程序。按照有关法

规要求,核电厂和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应急监测计划

或程序,并作为场内应急计划和场外应急计划的部

分内容。在这两个程序中应明确核事故不同发展

阶段对海洋、陆地的各种环境介质开展监测的内

容、取样设备、取样点位、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

巡测路线等。此外,监测程序还应规定组织机构,

人员职责,响应程序, 对仪器、环境、人员的特殊要

求,操作干预水平的修正,应急监测报告的编制要

求和报发时限,以及人员培训、演练等方面的内容。

除监测程序外,监测机构还应编制应急监测支持性

文件, 包括作业指导书、质量记录、技术记录和结果

报告等。

( 2)强化常规监测的质量控制。常规监测与

应急监测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有做好常规监测质量

管理工作,才能在应急监测时临战不乱,确保质量。

针对核应急监测,应从两个方面加强常规监测质量

管理。一是灵活使用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法。该方

法大多比较成熟,并获得了较多的实践与应用, 能

较好地控制实验室分析的全过程,主要手段包括空

白样、平行样、掺标样、混合样、复检样测试,绘制质

控图、标准曲线, x
2
检验,仪器设备的定期检定、校

准等。二是强化现场采样与监测的质量控制。现

场采样与监测是应急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其

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准确性、

适时性和有效性。除不断强化原有的现场质控手

段,加强现场监测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完善监测方

案的编制,加强现场记录及样品运输、交接、验收和

保存等方面的管理外,还应针对核应急监测提出相

应的质量控制方法。

2 核应急监测方案

核应急监测涉及大量的现场分析和取样及实

验室分析工作,核电厂与地方环保部门必须制定相

应的应急监测计划或程序。在制定计划时应考虑

以下因素。

( 1)应急监测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核应急监测

预警系统,包括自动连续监测、自动连续取样系统,

如环境 剂量率连续监测网络、气溶胶总 / 连

续在线监测网络、连续自动取样站等。在建立核电

厂环境监测系统设施时就应考虑应急监测的兼容

性,如有条件还可设置气溶胶和排放水渠的连续在

线监测设备。

( 2)车载监测与取样系统 (或移动监测系统 )

应能快速响应。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目前先进的监

测仪器和方法,如智能化、小型化、自动化、集成化

的仪器设备,快速实现数据获取、自动储存、处理和

自动发送; 另一方面,要做好日常培训、考核和演习

等工作。

( 3)在应急监测计划中应有必要的接口接受

来自外单位的支援, 必要时向有关部门请求航空监

测等先进监测手段的支援,应特别关注目前较为先

进的无人值守航空监测系统。

( 4)实验室尽量采用快速分析方法, 不能用与

常规监测相同的模式处理。因此, 环境实验室有必

要开展快速分析方法、降低探测限和提高灵敏度的

检测分析方法等相关研究与开发。

( 5)核事故早期主要以快速监测为主, 不需采

样,中、后期则要兼顾快速现场监测和取样监测,取

样监测的样品量视应急监测的需要而定。

( 6)对监测时间的要求。 剂量率在线连续监

测系统应该具有自动根据监测信号调整数据巡访

频率的功能;气溶胶连续在线监测系统应设置当总

放射性异常增高后自动调整为 谱监测的功能;

车载巡测和实验室分析应兼顾监测精度和时间紧

迫性的要求。

( 7)环境监测与取样必须对取样点准确标记,

充分利用 GIS和 GPS系统,为应急决策和评价提

供准确信息。

( 8)监测方法的必要性。综合考虑应急监测

任务和目前我国辐射环境监测现状、核事故的规

模,以及技术、经济等方面,确定必须开展的项目和

可选项目。

( 9)地方政府应该配备必要的移动实验室, 配

置全身计数器及肺、甲状腺污染监测仪等设备,便于

在核事故时快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监测。

( 10)所有应急监测仪器必须定期校准, 确保

在核应急时能够有效使用。

3 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核电的迅速发展,核应急能力建设将

受到国家和核电企业的进一步重视。作为核应急

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监测策略研究对今

后核电厂和政府部门核应急工作的开展具有基础

性意义。文章对现有国内外核应急监测策略作调

研、分析和总结,今后还可在以下方面开展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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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应急监测的数据管理, 包括数据传输与交

换、评价与利用、数据库应用、不确定度分析等;

应急监测技术经济代价分析, 建立数学模型,研究

核应急监测的技术要求和经济代价, 确定核电厂和

政府部门应急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和配置的优化方

案; 应急取样与监测方法的研发和优化,包括提

高应急监测准确度的方法、快速监测分析方法、应

急监测仪器分析等; 应急监测数据同化技术研

究
[ 25- 26 ]

; 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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