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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供制定、修订电离辐射计量技术法规使用,在计量工作的其他方面及相关科

技领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用文献

[1]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2]GB3100~3102—1993 《量和单位》
[3]GB/T10149—1988 《医用X射线设备术语和符号》
[4]GB/T17857—1999《医用放射学术语 (放射治疗、核医学和辐射剂量学设备)》

3 一般名词和辐射量

3.1 靶 target
经反应堆或加速器辐照而产生某些特定放射性核素的原料。广义上也包括靶材料及

相关装置。
3.2 靶核 targetnucleus

受粒子轰击而与其起某些核反应的核。
3.3 伴随 (生)辐射 concomitantradiation

伴随待测辐射出现的辐射。
3.4 比释动能K kermaK

dEtr除以dm 而得的商,即

K=dEtr/dm
式中:dEtr———不带电电离粒子在质量为dm 的某一物质内释放出来的全部带电电离粒

子的初始动能的总和。
单位:J·kg-1,其名称为戈瑞,符号为Gy。

3.5 比释动能率K
·

 kermarateK
·

dK 除以dt而得的商,即

K
·

=dK/dt
式中:dK———dt时间间隔内比释动能的增量。
3.6 [源]表面发射率 surfaceemissionrate

放射源在2π球面度内的发射率。
3.7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controllevelofsurfacecontamination

为控制人的体表、衣物、器械及场所表面的放射性污染而规定的限值。
3.8 参考辐射 referenceradiation

为校准辐射测量仪表以及确定其能量响应而规定的一系列具有不同能量不同发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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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特征的辐射。
3.9 场所监测 areamonitoring

为获得与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及其所从事的操作有关的辐射水平的数据而进行的辐

射监测。
3.10 超热中子 epithermalneutrons

动能大于热运动动能的中子。
注:此名词常常仅指能量刚超过热能 (即可与化学键能相比)的能量范围内的中子。

3.11 电离辐射 ionizingradiation
由能够产生电离的带电粒子和 (或)不带电粒子组成的辐射。电离可由初级过程产

生,也可由次级过程产生。
3.12 定向剂量当量 H′(d,Ω) directionaldoseequivalent

辐射场 (见3.22)中某一点处定向剂量当量 H′(d,Ω)是相应的扩展场在ICRU
球体内指定方向Ω的半径上深度d 处产生的剂量当量。

注:对弱贯穿辐射,推荐的深度为0.07mm。

3.13 发射率 emissionrate
一个给定的放射源,在单位时间内发射出的给定类型和能量的粒子数。

3.14 反散射 back-scattering
粒子或辐射被物质散射时,相对于它们入射方向的角度大于90°的散射。

3.15 放射性活度 activity
在一确定时刻,某一特定能态的一定量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A 是dN 除以dt所得

的商,其中dN 是时间间隔dt内该能态上自发核跃迁数的期望值,即

A=dN/dt
单位名称为贝可 [勒尔],符号为Bq,1Bq=1s-1。

3.16 放射性平衡 radioactiveequilibrium
某一衰变链中,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均按该链前驱核素的平均寿命随时间作指数衰

减的状态。
注:

1这种放射性平衡只有在前驱核素的平均寿命比该衰变链中其他任何一代子体核素的平均寿命

长时才是可能的。

2如果前驱核素的寿命很长,以致在考察期间前驱核素总体上的变化可以忽略,那么所有核素

的放射性活度将几乎相等。这种平衡称为长期平衡。否则,就称为短期平衡。

3.17 放射性气溶胶 radioactiveaerosol
含有放射性核素的固体或液体微粒在空气或其他气体中形成的分散系。

3.18 放射性污染 radioactivecontamination
是指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物料、人体、场所、环境介质表面或者内部出现超过国家标

准的放射性物质或者射线。
3.19 放射源 radioactivesource

用作电离辐射源的放射性物质。
3.20 放射治疗 radiotherapy

医学中利用电离辐射的照射,对肿瘤及其他疾病进行治疗或控制的一种技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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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分支比 branchingratio
两种 (或两种以上)特定方式的衰变的分支份额的比。

3.22 辐射场 radiationfield
辐射传播所通过的区域。

3.23 辐射防护 radiationprotection
研究保护人类及其生活环境免受或少受辐射损害的应用性学科。这里所说的辐射,

从广义上说,既包括电离辐射也包括非电离辐射,后者如微波、激光和紫外线等;从狭

义上说,则仅包括电离辐射,此时亦称放射防护。
3.24 辐射化学产额G(X) radiationchemicalyieldG(X)

n(X)除以⋷而得的商,即

G(X)=n(X)/⋷
式中:n(X)———由于授予物质平均能量⋷而使第一指定实体X 中生成、破坏或变化

的物质的平均量。
单位:mol·J-1。

3.25 辐射加工 radiationprocessing
用电离辐射作用于物质,使其品质或性能得以改善的一种技术。

3.26 辐射源 radiationsource
能发射电离辐射的装置或物质。

3.27 个人监测 personalmonitoring
为获得工作人员个人所接受的辐射水平而进行的辐射监测,常用工作人员个人配带

的装置和通过对体内或排泄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测量进行监测。
3.28 个人剂量当量 personaldoseequivalent

人体某一指定点下面适当的深度d处的软组织内的剂量当量。
注:个人剂量当量既适用于强贯穿辐射,也适用于弱贯穿辐射。对强贯穿辐射,推荐深度d=
10mm;对弱贯穿辐射,推荐深度d=0.07mm。

3.29 共振能 resonanceenergy
正好可以激活复合核中某一能级的入射粒子的动能 (以实验室系表示)。

3.30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在操作放射性物质或辐射源的设施边界外面进行的辐射监测。

3.31 剂量当量 H doseequivalentH
组织中被研究的某一点处D 和Q 的乘积,即

H=DQ
式中:D———吸收剂量;

Q———品质因子。
单位:J·kg-1,其名称为希沃特,符号为Sv。
注:

1在加权的吸收剂量中所用的修正因数 (N)通常取值1。

2Q 值被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ICRU)规定,例如,对β、X和γ辐射的外部照射,Q 取为1。

3.32 剂量当量率 H
·

 doseequivalentrat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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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除以dt而得的商,即

H
·

=dH/dt
式中:dH———时间间隔dt内剂量当量的增量。

单位:J·kg-1·s-1,亦即Sv·s-1。
3.33 检验源 checkingsource

用于检查辐射测量装置稳定性的放射源,有时亦称为监督源。
3.34 截面σ crosssectionσ

对某一种核相互作用而言,靶体的截面σ是P 除以Φ 所得的商。
σ=P/Φ

式中:P———入射带电粒子或非带电粒子注量为Φ 时,对一个靶体发生该相互作用的

概率。
单位:靶 (恩),符号是b,1b=10-28m2。

3.35 空气比释动能率常数Γδ airkermarateconstantΓδ

发射光子的放射性核素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常数Γδ是l2K
·

δ 除以A 而得的商,即

Γδ=l2K
·

δ/A

式中:K
·

δ———距离活度为A 的该核素的点源l处由能量大于δ 的光子所造成的空气比

释动能率。
单位:m-2·J·kg-1。

3.36 快中子 fastneutrons
动能大于某指定值的中子,该值可因应用场合 (如反应堆物理、屏蔽或剂量学)的

不同而异。在反应堆物理中,该值通常为0.1MeV。
3.37 扩展场 expandedfield

由实际的辐射场导出的一个假设的辐射场。在其中的整个有关体积内,光子注量及

其角分布和能量分布与参考点处实际辐射场相同。
3.38 扩展齐向场 expandedandalignedfield

由实际的辐射场导出的一个假设的辐射场。在其中的整个有关体积内,光子注量及

其能量分布和能量分布与参考点处实际辐射场相同,但光子注量是单向的。
3.39 裂变中子 fissionneutrons

由裂变过程产生并保持它们初始能量的中子。
3.40 慢化 moderation(slowingdown)

在无明显俘获的情况下,由散射引起中子能量降低的过程。
3.41 慢中子 slowneutrons

动能低于某指定值的中子。该值因应用场合 (如反应堆物理、屏蔽或剂量学)的不

同而异。在反应堆物理中,该值通常选为1eV。
3.42 (电离辐射)能谱 energyspectrum(ofanionizingradiation)

某一辐射量的值随能量的分布,例如粒子发射率随能量的分布。
3.43 能注量Ψ energyfluenceΨ

dR 除以da而得的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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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dR/da
式中:dR ———入射到截面为da的球中的辐射能。

单位:J·m-2。

3.44 能注量率Ψ
·

 energyfluencerateΨ
·

dΨ 除以dt而得的商,即

Ψ
·

=dΨ/dt=d2R/dadt
式中:dΨ———时间间隔dt内能注量的增量。
3.45 浅表个人剂量当量 Hs(d) individualdoseequivalent,superficial

弱贯穿辐射照射人体时,某一指定点下面深度d处的软组织剂量当量。推荐的d
值为0.07mm,故 Hs(d)写为 Hs(0.07)。
3.46 热中子 thermalneutrons

与所在介质 (一般指温度300K左右的介质)处于热平衡状态的中子。
3.47 轫致辐射 bremsstrahlung

电磁场使带电粒子动量改变时发射的电磁辐射。
3.48 散射辐射 scatteredradiation

在通过物质的过程中方向受到改变的辐射。
3.49 深部个人剂量当量 Hp(d) individualdoseequivalent,penetrating

强贯穿辐射照射人体时,某一指定点下面深度d处的软组织剂量当量。推荐的d
值为10mm,故 Hp(d)写为 Hp(10)。
3.50 衰变 disintegration,decay

某一特定能态的核素从该能态上的自发核跃迁。
3.51 衰变率 disintegrationrate

一定量的某物质,在一个适当短的时间间隔中所发生的自发衰变数除以该时间间隔

所得的商。它通常可用贝可表示。参见放射性活度。
3.52 衰变纲图 decayscheme

详细标明能级、辐射类型、半衰期及分支比等核数据的放射性核素衰变的图式。
3.53 同位素 isotopes

原子序数相同但质量数不同的核素。
3.54 同位素丰度 isotopicabundance

一种元素的同位素混合物中,某特定同位素的原子数与该元素的总原子数之比。
3.55 吸收剂量 D absorbeddoseD

d⋷除以dm 而得的商,即

D=d⋷/dm
式中:d⋷———电离辐射授予质量为dm 的物质的平均能量。

单位:J·kg-1,其名称为戈瑞,符号为Gy。

3.56 吸收剂量率D
·

 absorbeddoserateD
·

dD 除以dt而得的商,即

D
·

=dD/d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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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D———时间间隔dt内吸收剂量的增量。
单位:J·kg-1·s-1,亦即Gy·s-1。

3.57 线能量转移 linearenergytransfer
某物质对带电粒子的线能量转移 (或称有限制的线性碰撞阻止本领)LΔ是dE 除

以dl而得的商,即

LΔ =(dE/dl)Δ
式中:dE ———带电粒子在穿行dl距离时由于与电子碰撞而损失的能量,在这类碰撞

中其能量损失小于Δ。
单位:J·m-1或eV·m-1。

3.58 泄漏辐射 leakagebeam
穿过屏蔽体的电离辐射束。

3.59 有用射束 usefulbeam
由准直器限定的直接用于辐照或测量目的的辐射束。

3.60 宇宙辐射 cosmicradiation
来自地球外部的能量很高的初级粒子,以及由这些粒子与大气外层相互作用产生的

次级粒子组成的辐射。
3.61 杂散辐射 strayradiation

泄漏辐射和散射辐射的总称。
3.62 载体 carrier

以适当的数量载带某种微量物质,共同参与某化学或物理过程的另一种物质。
3.63 照射量X exposureX

dQ 除以dm 而得的商,即

X=dQ/dm
式中:dQ———光子在质量为dm 的空气中释放出来的全部电子 (负电子和正电子)完

全被空气所阻止时,在空气中产生任一种符号的离子总电荷的绝对值。
单位:C·kg-1。

3.64 照射量率 X
·

 exposurerateX
·

dX 除以dt而得的商,即

X
·

=dX/dt
式中:dX———时间间隔dt内照射量的增量。

单位:C·kg-1·s-1。
3.65 质量减弱系数μ/ρ massattenuationcoefficientμ/ρ

某物质对不带电电离粒子的质量减弱系数μ/ρ是dN/N 除以ρdl而得的商,即

μ/ρ=(ρN)-1(dN/dl)
式中:dN/N———粒子在密度为ρ的物质中穿行距离dl时经受相互作用的分数。

单位:m2·kg-1。
3.66 质能吸收系数 massenergyabsorptioncoefficient

某物质对不带电电离粒子的质能吸收系数μeN/ρ是μtr/ρ和 (1-g)的乘积,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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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eN/ρ=(μtr/ρ)(1-g)
式中:μtr/ρ———质能转移系数;

g———次级带电粒子的能量在该物质中由于轫致辐射而损失的分数。
单位:m2·kg-1。

3.67 质能转移系数 massenergytransfercoefficient
某物质对不带电电离粒子的质能转移系数μtr/ρ是dEtr/EN 除以ρdl而得的商,即

μtr/ρ=(ρEN)-1(dEtr/dl)
式中:E———每个粒子的能量 (不包括静止能);

N———粒子数;

dEtr/EN———入射粒子在密度为ρ的物质中穿行距离dl时,其能量由于相互作用而转

变成带电粒子动能量的分数。
单位:m-1·kg-1 。

3.68 中能中子 intermediateneutrons
动能在慢中子与快中子能量之间的中子。在反应堆物理中,能量范围常选为1eV

到0.1MeV。

3.69 中子共振吸收 resonanceabsorptionofneutrons
共振能区内的中子吸收。

3.70 中子活化 neutronactivation
由中子辐照产生放射性的过程。

3.71 中子源强度 neutronsourcestrength
中子源单位时间内发射出的中子数。

3.72 周围剂量当量 ambientdoseequivalent
辐射场中某一点处的周围剂量当量 H*(d)是相应的齐向扩展场在ICRU球 (见

4.32)体内逆向齐向场的半径上深度d处产生的剂量当量。
注:对强贯穿辐射,推荐的深度为10mm。

3.73 (粒子)注量Φ (particle)fluenceΦ
dN 除以da而得的商,即

Φ=dN/da
式中:dN———入射到截面积为da的球中的粒子数。

单位:m-2。

3.74 (粒子)注量率φ (particle)fluencerateφ
dΦ除以dt而得的商,即

φ=dΦ/dt
式中:dΦ———时间间隔dt内粒子注量的增量。

单位:m-2·s-1。

3.75 总质量阻止本领 totalmassstoppingpower
某物质对带电粒子总质量阻止本领S/ρ是dE 除以ρdl而得的商,即

S/ρ=(1/ρ)(dE/d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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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E———带电粒子在密度为ρ的物质中穿行距离为dl时损失的能量,这种能量损

失包括碰撞损失和辐射损失。
单位:J·m2·kg-1。

4 测量仪器和探测器

4.1 半导体探测器 semiconductordetector
使用半导体材料的电离辐射探测器。

4.2 表面污染测量仪 surfacecontaminationmeter
测量物体表面放射性污染程度的辐射测量仪。

4.3 标准放射源 standardsource
性质和活度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内都是已知的,并能用作比对标准或参考的放射源,

其形态可为液体、气体或固体。

4.4 布喇格-戈瑞空腔电离室 Bragg-Graycavityionizationchamber
用于测量介质中的吸收剂量 (例如射线或射线的吸收剂量)的电离室。其灵敏体

积、气体压力、壁的性质和厚度等特性满足布喇格-戈瑞空腔条件。

4.5 长计数器 longcounter
一种中心装有三氟化硼计数管,外层有圆柱形石蜡或聚乙烯屏蔽的测量中子的装

置。在约 (1~5)MeV的能量范围内,它的能量响应变化缓慢。

4.6 低水平辐射测量装置 lowlevelradiationmeasuringassembly
一种低本底测量微弱放射性活度的装置。

4.7 电离室 ionizationchamber
灵敏体积内含有适当气体的电离探测器。探测器电极间加有电场,其强度不足以引

起气体放大,但能把与电离辐射在灵敏体积内产生的电子、离子有关的电荷收集在电极

上。

4.8 电离探测器 ionizationdetector
利用探测器灵敏体积内的电离效应的辐射探测器,如电离室、计数管或半导体探测

器。

4.9 电流电离室 currentionizationchamber
以平均电流形式提供信息的电离室。

4.10 定标器 scaler
包含一个或几个定标电路的,对电脉冲进行计数的装置。

4.11 多道分析器 multichannelanalyser
一种分析信号 (幅度、时间等)分布的仪器。它按照输入信号的幅度、时间等特性

将信号送到不同的道进行分类计数,从而测定其分布函数。

4.12 多球中子谱仪 multisphereneutronspectrometer
由多个不同直径的慢化球体 (一般为聚乙烯)和置于其中的热中子探测元件组成的

一组探测器。它可根据这些不同直径的球体探测器对同一中子束给出不同计数率,根据

探测器已知的响应函数,通过一定计算程序确定该中子束的能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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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反冲质子计数管 recoilprotoncountertube
充有含氢气体、用于探测快中子的正比计数管。起始电离主要是由快中子与氢核进

行碰撞产生的反冲质子引起的。

4.14 反冲质子能谱仪 recoilprotonspectrometer
通过测量反冲质子的能量分布测定快中子能谱的辐射谱仪。这些反冲质子是由快中

子在含氢探测器中的弹性散射产生的。

4.15 反冲质子望远镜 recoilprotontelescope
测量中子束入射到含氢辐射体上在某一固定立体角内发射的反冲质子,以确定入射

中子束注量率或能谱的装置。

4.16 放射性标准溶液 standardsolution(ofactivity)
一种液体放射性标准物质。

4.17 辐射变色剂量计 radiochramicdosimeter
利用某些化学物质 (液体或固体),经电离辐射照射后产生的变色效应,通过比色

或黑度测量确定辐射剂量的剂量计。

4.18 辐射测量仪 radiationmeter
用于测量电离辐射的仪器或装置。它包括一个或几个辐射探测器,以及若干与探测

器相连接的部件或基本功能单元。

4.19 辐射监测仪 radiationmonitor
当与电离辐射有关的量,超过某一可调预置值或测得值不在可调预置范围内时,能

够给出可察觉的报警信号 (通常是灯光或音响信号)的辐射测量仪。

4.20 辐射 (能)谱仪 radiationspectrometer
测量电离辐射能谱的辐射测量装置。

4.21 盖革-弥勒计数管 Geiger-Müllercountertube
工作在盖革-弥勒区的计数管。

4.22 高压计数管 (电离室) highpressurecounter(ionizationchamber)
内部充以高气压工作气体的计数管 (或电离室)。

4.23 个人剂量计 personaldosimeter
用于个人剂量监测的剂量计。

4.24 光致发光剂量计 photoluminescentdosimeter
由光致发光探测器构成的剂量计。

4.25 光致发光探测器 (U.V.) photoluminescentdetector
用光致发光材料做成的核辐射探测器,当它受电离辐射照射后,再接受某一波长光

辐照时能发出另一波长的光辐射 (通常在可见光谱区内),光的强度是电离辐射过程中

贮存在探测器中能量的函数。

4.26 过滤器 filter
置于辐射束中用以改变其能谱组成、射束组分、能注量率或吸收剂量率空间分布的

材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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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氦计数管 heliumcountertube
充有He-3气体,用于探测中子的正比计数管。起始电离是由中子与 He-3进行核反

应产生的质子和氚核引起的。

4.28 化学剂量计 chemicaldosimeter
基于测定电离辐射在某些物质中产生的化学变化而制成的剂量计。

4.29 环境剂量计 environmentaldosimeter
用于环境测量的剂量计。

4.30 (放射性)活度测量仪 activitymeter
测定放射性活度的辐射测量仪。

4.31 活化探测器 activationdetector
一种利用在辐射照射下产生的感生放射性,来确定粒子注量率或粒子注量的辐射探

测器。

4.32 ICRU球 ICRUsphere
一个直径为30cm的组织等效材料组成的球体。其密度为1g·cm-3,质量成分为氧

76.2%、碳11.1%、氢10.1%和氮2.6%。

4.33 剂量当量计 (仪) doseequivalentmeter
测量剂量当量的辐射测量仪。

4.34 剂量当量率计 (仪) doseequivalentratemeter
测量剂量当量率的辐射测量仪。

4.35 剂量计 (仪) dosimeter
测量吸收剂量的辐射测量仪。有时也泛指测量照射量、剂量当量或其他剂量学量的

辐射测量仪。

4.36 剂量率计 (仪) doseratemeter
测量吸收剂量率的辐射测量仪。有时也泛指测量照射量率、剂量当量率或其他剂量

当量的辐射测量仪。

4.37 计数管 countertube
充有适当气体的一般为管状的脉冲电离探测器。管中电极间加有电场,其强度足以

引起气体放大,并能把与电离辐射在灵敏体积内产生的电子、离子有关的电荷在电极上

产生脉冲计数。

4.38 计数器 counter
包含一个或几个定标电路的,对电脉冲进行计数的装置。

4.39 胶片剂量计 filmdosimeter
利用胶片对电离辐射的 “感光”作用而制成的剂量计。

4.40 井型 (4π)电离室 welltypeionizationchamber
在立体角接近4π球面度的情况下,测量相当体积的β、X、γ发射体的 (放射性)

活度的电离室。它包括一个安放被测量源的同心圆柱形井。

4.41 粒子加速器 particleaccelerator
将带电粒子如:电子、质子、氚核以及α粒子等加速,使其动能增加 (一般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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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eV)的装置。

4.42 裂变电离室 fissionionizationchamber
用一层或多层可裂变材料涂 (镀)层作为一个电极的电离室,它可通过中子诱发裂

变产物产生的电离来探测中子。

4.43 流气式计数管 gas-flowcountertube
通过适当的气体在探测器内慢速流动,保持适当的气压的计数管。

4.44 流气式探测器 gas-flowdetector
通过气体在探测器中低速流动,来维持其中有合适的工作气体的辐射探测器。

4.45 脉冲电离室 pulseionizationchamber
以脉冲形式提供信息的电离室。

4.46 平面源 plansource
一种板状放射源。通常放射性核素均匀分布在一面,而衬底厚度足以防止从源的背

面发射粒子。

4.47 热释光剂量计 thermoluminescentdosimeter
由一个或多个热释光探测器构成的剂量计。它需用热释光剂量计读出器测读。

4.48 三氟化硼计数管 borontrifluoridecountertube
充有三氟化硼气体,用于探测中子的正比计数管。起始电离是由中子与B-10进

行核反应产生的α-粒子和Li-7引起的。

4.49 闪烁探测器 scintillationdetector
由闪烁体直接或通过光导光耦合到光敏器件 (例如光电倍增管)上组成的辐射探测

器。

4.50 闪烁体 scintillator
含有闪烁物质并以适当的形式组成的辐射探测元件。

4.51 (辐射测量装置的)探头 probe(ofaradiationmeasuringassembly)
辐射测量装置的一部分。它通常具有一个几何形状适当的外壳,其内装有辐射探测

器,还可能装有前置放大器和某些功能单元。

4.52 体模 phantom
在辐射剂量学、辐射监测研究以及放射治疗学中使用的人体或动物体 (整个或局

部)的模拟物或具有约定几何尺寸的模型。通常由各种组织等效材料构成,多用于测量

和计算吸收剂量分布,有时用以确定体外计数效率和个人剂量计的校准。

4.53 外推电离室 extrapolationionizationchamber
至少可以改变其中一个特性参数 (一般是电极间的距离)的电离室,其目的是外推

出电离室体积为零时读数。

4.54 液体闪烁体 (放射性)活度测量仪 liquidscintillatoractivitymeter
把放射性样品与液体闪烁体混合,以测定该样品放射性活度的活度测量仪。

4.55 照射量计 (仪) exposuremeter
测量照射量的辐射测量仪。

4.56 照射量率计 (仪) exposureratemet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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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照射量率的辐射测量仪。

4.57 正比计数管 proportionalcountertube
工作在正比区的计数管。

4.58 中子飞行时间能谱仪 time-of-flightneutronspectrometer
通过测量中子飞行时间测定中子束能谱的辐射谱仪。

4.59 自猝灭计数器 self-quenchedcountertube
只靠所充的气体而不需任何其他措施就能猝灭的盖革-弥勒区的计数管。

4.60 自发裂变中子源 spontaneousfissionneutronsource
由重原子核自发裂变产生中子的中子源,常用的有Cf-252中子源。

4.61 自由空气电离室 freeairionizationchamber
以空气为介质的,主要用于照射量绝对测量的空气壁电离室。

4.62 组织等效电离室 tissueequivalentionizationchamber
用于确定组织中的吸收剂量的电离室。其室壁和收集极均为组织等效材料,用组织

等效气体作为工作气体。

4.63 阈探测器 thresholddetector
对能量超过一定值的粒子才能有响应的粒子探测器。

5 计量方法、计量器具特性参数和其他名词

5.1 百分深度剂量 percentagedepthdose
模体中任一深度d处的吸收剂量Dd与射束轴上固定参考点 (通常为峰值点)的吸

收剂量D0以百分数表示的比值:
百分数表示的比值=100×Dd/D0

5.2 半高宽 fullwidthathalfmaximum(FWHM)
峰值一半处两点的横坐标之差的绝对值。
注:如果峰值曲线包含几个峰,则每个峰都有一个半高宽。

5.3 伴随粒子法 associatedparticlemethod
测量在产生中子的核反应中与中子同时产生的伴随粒子,以确定核反应所产生的中

子的方法。

5.4 半衰期 halflife
在单一的放射性衰变中,放射性活度降至其原有值的一半时所需要的时间。

5.5 半值层 halfvaluelayer(HVL)
置于某种辐射束通过的路径上,能使指定的辐射量 (例如照射量率)的值减小一半

所需的给定材料的厚度。

5.6 薄放射源 thinsource
包括保护膜在内的厚度足够小的放射源。在此源中放射性材料发出的有用辐射在源

材料内部的吸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5.7 (电流电离室的)饱和曲线 saturationcurve(ofacurrentionizationchamber)
在给定的辐照条件下,电离室输出的电流随所加电压变化的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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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辐射测量仪的)本底 backgroundeffect(ofaradiationmeter)
当辐射测量仪处于正常工作条件而被测辐射源不存在时辐射测量仪指示的值。

5.9 比活度 specificactivity
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的放射性活度。

5.10 壁效应 walleffect
探测器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它通常与探测器壁的性质和厚度有关。

5.11 表面活度响应 surfaceactivityresponse
在给定的几何条件下,表面污染仪对某一核素测得的计数 (对本底进行修正后)除

以标准平面源的单位面积活度所得的商,单位:s-1·Bq-1·cm2。

5.12 (探测器的)窗 window(ofadetector)
探测器为使待测辐射进入探测器灵敏体积易于穿透的部位。

5.13 带电粒子平衡 chargedparticleequilibrium(CPE)
受照射介质中某点周围的体积元内,带电粒子的能量、数目和运动方向均保持不

变,带电粒子辐射率和谱分布在该体积元内不变。

5.14 等剂量曲线 isodosecurve
吸收剂量是常数的线 (通常在一个平面上)。

5.15 等剂量图 isodosechart
表示模体中一个特定平面上吸收剂量分布的一组等剂量曲线,常以整百分点深度剂

量间隔画成。

5.16 (半导体探测器)电荷收集时间 chargecollectiontime(ofasemiconductor
detector)

一个电离粒子射入半导体探测器后,探测器收集电荷所需要的时间。通常用从收集

到的电荷最终值的10%增到90%所需要的时间来表示。

5.17 反符合 anticoincidence
用某个事件或脉冲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阻止电路或仪器在指定的输入端出现信号

时产生相应的输出信号。

5.18 反符合屏蔽 anticoincidenceshielding
用反符合环探测器将主探测器包围起来,对两者的输出脉冲进行反符合,以降低宇

宙射线和环境中γ射线对本底计数贡献的一种技术。

5.19 放射性核素纯度 radionuclidepurity
放射性物质中某一核素的放射性活度对总放射性活度的比值。

5.20 放射性浓度 radioactiveconcentration
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放射性活度。

5.21 分辨时间 resolvingtime
两个相继出现而仍能被分隔开的脉冲或致电离事件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5.22 峰总比 peak-to-totalratio
对于给定的光子能量,在全吸收峰探测到的光子数与在同一时间间隔内探测到的总

光子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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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符合计数法 coincidencecountingmethod
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发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 (或脉冲)在电路或仪器的输出

端产生一个信号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常用于放射性核素活度的直接测量。

5.24 (电离室的)复合损失 lossduetorecombination(inanionizationchamber)
由于电离室中产生的部分正负离子的相互作用使它们的电荷中和 (但质量保持守

恒),导致电离室收集到的电离电流小于其饱和电流。

5.25 辐射品质 radiationquality
描述带电粒子 (初级带电电离粒子或由不带电电离粒子产生的次级带电粒子)在物

质中能量传递的微观空间分布的辐射特性。传能线密度即为描述辐射品质的方法之一。

5.26 盖革-弥勒区 Geiger-Müllerregion
气体放大系数远大于1,脉冲幅度实际上与单次电离事件在灵敏体积内,最初生成

的离子对总数无关的计数管的电压区间。

5.27 镉比 cadmiumratio
中子探测器在裸态与包有特定厚度镉层时的响应之比。

5.28 固定立体角法 constantsolidanglemethod
直接测量活度的一种方法,又称小立体角法。通过测量空间某一立体角内放射源的

粒子发射率,推算出源发射的全部粒子数。

5.29 (半导体探测器的)耗尽层 depletionlayer(inasemi-conductordetector)
半导体探测器中构成灵敏体积的一层半导体材料,粒子在其中损耗的绝大部分能量

对输出信号均有贡献。

5.30 剂量率响应 doserateresponse
辐射探测器的灵敏度与剂量率大小的关系。

5.31 角响应 angleresponse
辐射探测器的灵敏度与辐射入射角的关系。

5.32 (探测器的)灵敏体积 sensitivevolume(ofadetector)
探测器中对辐射灵敏并用于探测的那部分体积。

5.33 漏电流 leakagecurrent
在无辐照但加上工作电压的条件下探测器测得的总电流。

5.34 (计数装置中的)脉冲堆积 pile-up(inacountingassembly)
一个脉冲叠加在前一个脉冲上的现象,这种堆积引起脉冲幅度失真并可能使一些脉

冲无法分辨。

5.35 锰浴法 manganesebathmethod(technique)
通过测量中子源在 MnSO4水溶液中引起的 Mn-56总活度,来校准中子源强度的一

种方法。

5.36 密封 (放射)源 sealedsource
一种密封在包壳或紧密覆盖层里的放射源,该包壳或覆盖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使

之在设计的使用条件和正常磨损下,不会有放射性物质散失出来。

5.37 (辐射能谱仪的)能量分辨率 energyresolution(ofaradiationspect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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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一给定的能量,辐射谱仪能分辨的两个粒子能量之间的最小相对差值。
注:在一般应用中,能量分辨率是用谱仪对单能粒子测得的能量分布曲线中峰的半高宽除以峰

位对应的能量来表示的。

5.38 能量响应 energyresponse
辐射探测器的灵敏度与辐射能量的关系。

5.39 (计数管的)坪 plateau(ofacountertube)
计数管特性曲线上计数率基本上不随所加电压变化的那一部分。

5.40 品质因子 qualityfactor
表示吸收剂量的微观分布对生物效应的影响所用的系数。其值是根据水中的线碰撞

阻止本领而确定的。在辐射防护工作中,将吸收剂量乘以品质因子即可换算成剂量当

量。

5.41 气体放大 gasmultiplication
在足够强的电场作用下,由入射辐射 (或其他原因)在气体中的起始电离产生的每

个离子对形成更多离子对的过程。

5.42 气体放大系数 gasmultiplicationcoefficient
在一定条件下,经气体放大后的离子对数与起始离子对数之比。

5.43 全吸收峰 totalabsorptionpeak
对于X或γ辐射,相当于光子在探测物质中能量全部吸收时的能谱响应的峰。

5.44 散射-空气比 scatter-airratio
以分数形式表示的源-表面距离非限定时的散射函数:

散射空气比 =Sd(S+d)2/(S+t)2

式中:Sd———在限定源-表面距离时,深度d处的散射函数;

S———源-表面距离;

t———参考点的深度。

5.45 散射因子 scatterfactor
在模体中一点的总照射量 (或吸收剂量)和仅由初级光子所产生的那部分照射量

(或吸收剂量)之比。对400kV以下的X射线,在模体入射表面的散射因子称为反散射

因子;对其他能量的光子,在参考点的散射因子称为峰值散射因子。
注:此名词只用于放射治疗剂量学中。

5.46 (探测器的)使用寿命 uselife(ofadetector)
辐射探测器的效率在无明显下降时所能预期的总计数。

5.47 (半导体探测器的)死层 deadlayer(ofasemiconductordetector)
半导体探测器中紧接耗尽层的不灵敏部分,待测粒子在其中损失的能量对形成最终

信号没有明显贡献。

5.48 探测器死时间 detectordeadtime
核辐射探测器记录一个计数脉冲后到再能记录一个新脉冲所需的最短时间间隔。

5.49 探测器效率 detector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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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辐射探测器探测到的计数与在同一时间间隔内入射到探测器上的该种粒子数的比

值。

5.50 探测效率 detectionefficiency
在一定的探测条件下,探测到的粒子数与在同一时间间隔内辐射源发射出的该种粒

子总数的比值。

5.51 效率示踪法 efficiencytracermethod
利用符合装置测定纯β衰变核素活度的一种方法。
注:它是通过在待测定的纯β衰变核素中加入已知活度的示踪剂,用符合效率外推法求出混合

样品中的总活度,扣除示踪剂的已知活度后,即可得到待测纯β衰变核素的活度。

5.52 效率外推法 efficiencyextrapolationmethod
利用符合装置测定复杂衰变形式核素活度的一种方法。测得β道探测效率与计数的

关系曲线,并外推到探测器效率为100%时的计数来求出活度。

5.53 阴影屏蔽 shadowshield
辐射源虽未被全部遮蔽,但在源和屏蔽物体之间直接辐射不能自由穿行的屏蔽方

式。

5.54 源-表面距离 source-surfacedistance
沿着射束轴,从源的前表面到被照射对象表面之间的距离。

5.55 (平面源的)源效率 sourceefficiency(ofaplanesource)
源的表面发射率与在源内 (或在饱和层内)单位时间产生 (或释放)的同种粒子数

之比。

5.56 照射野 fieldofabeam
辐射束在与其轴线相垂直的平面上的照射面。

5.57 正比区 proportionalregion
气体放大系数大于1,并且实际上与单次电离事件在灵敏体积内,最初生成的离子

对总数无关的计数管的电压区间,脉冲幅度与最初生成的离子对总数成正比。

5.58 中子反照率 neutronalbedo
穿过一表面进入某区域的中子仍穿过该表面返回的几率。

6 医学计量器具特性参数和术语

6.1 标称能量 nominalenergy
医用电子加速器的特性之一。
对X辐射,标称能量为电子撞击靶时的能量。由厂家给出。
对电子辐射,标称能量为有用电子束在正常治疗距离处的能量。由厂家给出。

6.2 标称X射线管电压 X-raytubevoltage
在规定的条件下X射线管阴、阳级之间工作电压的峰值。

6.3 标称X射线管电流 X-raytubecurrent
X射线管阴、阳级之间工作电流的平均值。

6.4 表面剂量 surface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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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辐照物体入射表面某点处 (通常选择在辐射束轴上)的吸收剂量,其中包括反散

射产生的吸收剂量。

6.5 (电离室)参考点 referencepoint(ofachamber)
电离室中的一点,在校准电离室时,使其置于约定真值已知的点上。

6.6 CT剂量指数100 computedtomographydoseindex100 (CTDI100)
沿着垂直于体层平面方向上的剂量分布除以辐射源在360°的单次旋转时产生的体

层切片的数目N 与辐射源在某一单次旋转中的标称切片厚度T 的乘积从-50mm到

+50mm的积分。

CTDI100=∫
+50mm

-50mm

D(Z)
N×Tdz

式中:D———沿着与体层平面垂直线Z向的剂量分布,这个剂量是按照空气吸收剂量

测得的;

N———辐射源在某一单次旋转时产生的体层切片数;

T———标称体层切片厚度。
注:

1 这里引用的术语 CTDI100是一个比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在21CFRCH 的

1020.33第1节中规定的从-7T 到+7T 的积分CTDI更具有代表性的剂量值。

2 剂量是按空气吸收剂量计算。这一规定是为了避免产生目前的混淆而要求的,因为有一

些CT扫描装置的生产厂商是根据空气吸收剂量的计算来表示剂量计算值,而另一些生

产厂商是根据聚甲基丙酸脂 (PMMA)的吸收剂量来表示剂量计算值。

3 当辐射源的旋转被限定在小于360°时,该CTDI100宜给出相应的标定。

4 本定义假定剂量分布是以z=0为中心。本定义适用于在一次旋转中可获得两个或更多

个体层切片且相邻扫描间的增量为N×T 的CT扫描装置以及螺距因子等于1时的螺旋

CT扫描装置。

6.7 CT螺距因子 CTpitchfactor
在X射线管每转时的患者支架水平方向上的行程Δd除以通过X射线管辐射时产

生的体层切片的数目N 与标称体层切片厚度T 的积:

CT螺旋因子= Δd
N ×T

式中:Δd———患者支架水平方向上的行程;

N———X 射线管在某一单次旋转时产生的体层切片数;

T———标称体层切片厚度。

6.8 电子污染 electroncontamination
用X辐射进行放射治疗时,由于各种因素产生的电子辐射而引起的体模表面吸收

剂量增加的现象。

6.9 “叠加辐射野” “overlappingofirradiationfield”
由若干个按一定经纬度排列的辐射源,所组成的三维立体辐射野。

6.10 “叠加辐射野”尺寸 “overlappingofirradiationfield”size
用剂量分布曲线的半高宽度 (FWHM)表示叠加辐射野尺寸,半高宽度是指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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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曲线峰值1/2处峰的宽度。

6.11 “叠加半影” “penumbraoverlap”
“叠加辐射野”的剂量分布曲线中,最大剂量值的80%~20%区域为 “叠加半影”

(半影区的宽度称半影宽度,简称半影)。

6.12 图像分辨能力 resolution
在底片或荧光屏上,两个可辨认图像之间的最小距离。用每毫米可得分离图像的线

条数来表示。

6.13 伽玛照相机 gammacamera
由探测到被测物体发出的γ辐射一次形成图像的闪烁成像设备。

6.14 焦点标称值 nominalfocalspotvalue
在规定条件下测量的与射线管有效焦点尺寸有特定比例的无量纲数值。

6.15 胶片不清晰度 filmunsharpness
由从胶片乳剂撞出的二次电子所辐射的光子所引起的射线透照图像不清晰的程度。

胶片不清晰度随射线能量的增大而增大。

6.16 校准因子 calibrationfactor
仪器测量量的约定真值除以仪器示值 (经过必要的修正)而得的商。

6.17 近距离放射治疗 brachyradiotherapy
用一个或多个辐射源在患者腔内、组织间或表浅部位进行放射治疗。

6.18 矩阵元 matrixelement
图像矩阵的最小单元,由它确定物体中的一实在体积元 (VOXEL)的位置和尺寸。

6.19 均整度 flatness
在一个辐射野的限定部分内,最高与最低的吸收剂量之比。标准体模入射面与辐射

束轴垂直,并在其特定深度上与规定的辐射条件下测量吸收剂量。

6.20 立体定向 stereotactic
利用立体定向装置、CT、核磁共振或X射线数字减影等影像设备及三维重建技术

确定病变组织和邻近重要器官的准确位置及范围的过程。

6.21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stereotacticradiosurgerytherapy
将立体定向成像程序与小辐射野 (通常为4mm~18mm)的X辐射或同步回旋加速

器的质子、重粒子和γ辐射结合进行单次或多次大剂量会聚放射治疗。

6.22 拟人模型 anthropomorphicmodel
用于计算人体吸收剂量分布的人体数学模型,即用数学式表示的人体组织或器官。

6.23 品质指数 qualityindex
在辐射野为10cm×10cm,辐射探测器位于正常治疗距离处,X辐射在体模内沿辐

射束轴于20cm深度处和10cm深度处所测量的吸收剂量之比值。

6.24 三维象素 trixel
三维图像矩阵中的矩阵元。

6.25 闪烁成像 scintigraphy
记录放射性核素在人体内分布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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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深部剂量 depthdose
在受辐照物体入射表面下方特定深度处 (通常在辐射束轴处)的吸收剂量。

6.27 深度剂量曲线 depthdosechart
在源-表距和辐射野面积一定时,辐射束轴上的吸收剂量随深度而变化的关系曲线。

6.28 实际焦点 actualfocalspot
在靶表面上用来阻截被加速粒子束流的那部分面积。

6.29 实际射程 practicalrange
电子辐射在体模表面位于正常治疗距离处,体模中沿辐射束轴的深度剂量曲线上,

下降最陡处的切线外推后与深度吸收剂量曲线末段的外推线相交,交点处所对应的深度

即为实际射程。

6.30 体积元 VOXEL
物体中的体积元,在 (二维或三维的)图像矩阵中由矩阵元确定。体积元的尺寸由

通过适当的刻度因子换算后的矩阵元尺寸和所有的三维的系统空间分辨率确定。

6.31 透射电离室 transmissionchamber
含有一个或几个灵敏体积并且适合于入射辐射束透射的电离探测器,而其对辐射束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6.32 图像对比度 imagecontrast
射线透照图像上两相邻区域之间的亮度差。

6.33 图像矩阵 imagematrix
在一个优选的直角坐标系统中的矩阵单元的排列。

6.34 图像质量 imagequality
射线照相图像的特性,用以确定图像所提供的细节能达到的程度。

6.35 X辐射污染 X-raycontamination
用电子辐射进行治疗时,由X辐射引起的电子辐射最大射程以外的吸收剂量增加

的现象。

6.36 狭缝焦点射线照相 focalspotslitradiogram
用狭缝照相机通过有效焦点并垂直于狭缝长度上以及辐射所通过的空间辐射强度分

布而得到X射线照片。

6.37 线扩展函数L linespreadfunctionL
在一成像系统中,由一线源辐射产生的计数密度沿一直线上分布,该直线处于规定

的成像平面内,且垂直于线源的图像。

6.38 相对表面吸收剂量 relativesurfaceabsorbeddose
体模表面位于规定位置时,在体模中沿辐射束轴0.5mm深度处的吸收剂量与最大

吸收剂量之比。

6.39 象素 pixel
二维图像矩阵中的矩阵元。

6.40 星卡焦点射线照相 focalspotstarradiogram
用星形照相机获得X射线照片来确定在有效焦点的一个或多个方向上的星形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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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辨率的限度。

6.41 修正因子 correctionfactor
无量纲的因子,用于将仪器在特定条件下工作的指示值修正为参考条件下工作的

值。

6.42 有效焦点 effectivefocalspot
实际焦点在基准平面上的垂直投影。

6.43 远距离放射治疗 teleradiotherapy
辐射源至皮肤之间的距离较大 (通常不小于50cm)时的放射治疗。

6.44 源皮距 radiationsourcetoskindistance
放射治疗中从辐射源表面至入射面的距离。

6.45 照射几何条件 irradiationgeometries
表示入射辐射束相对于身体或体模的取向。本标准中由前向后、由后向前、由侧面

(包括左侧面和右侧面)和旋转照射几种照射几何条件都是指单向宽束光子,即平面平

行光子束而言的,照射时光子束垂直于身体或拟人模体的长轴线。各向同性照射几何条

件分别用以下符号表示:

AP———由前向后照射;

PA———由后向前照射;

LAT———由侧面照射;

RLAT———由右侧面照射;

LLAT———由左侧面照射;

ROT———旋转照射;

ISO———各向同性照射。

6.46 针孔焦点射线照相 focalspotpinholeradiogram
用针孔照相机通过记录有效焦点的形状和方位以及辐射所通过的空间辐射强度分布

而得到X射线照片。

6.47 直线加速器 linearaccelerator
将带电粒子沿直线路径加速的粒子加速器。

6.48 最大剂量深度 depthofdosemaximum
体模表面位于特定距离时,体模内辐射束轴上最大吸收剂量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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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英 文 索 引

(按字母排序)

A

absorbeddoseD 3.55…………………………

absorbeddoserateD
·

3.56……………………

activationdetector 4.31…………………………

activity 3.15……………………………………

activitymeter 4.30………………………………

actualfocalspot 6.28…………………………

airkermarateconstantΓδ 3.35………………

ambientdoseequivalent 3.72…………………

angleresponse 5.31……………………………

anthropomorphicmodel 6.22…………………

anticoincidence 5.17……………………………

anticoincidenceshielding 5.18…………………

areamonitoring 3.9……………………………

associatedparticlemethod 5.3…………………

B

back-scattering 3.14……………………………

backgroundeffect(ofaradiationmeter) 5.8……

borontrifluoridecountertube 4.48……………

brachyradiotherapy 6.17………………………

Bragg-Graycavityionizationchamber 4.4…

branchingratio 3.21……………………………

bremsstrahlung 3.47……………………………

C

cadmiumratio 5.27……………………………

calibrationfactor 6.16…………………………

carrier 3.62………………………………………

chargecollectiontime(ofasemiconductor
detector) 5.16…………………………………

characteristicparametersandterms
ofchargedparticleequilibrium(CPE) 5.13………

checkingsource 3.33……………………………

chemicaldosimeter 4.28………………………

coincidencecountingmethod 5.23……………

concomitantradiation 3.3………………………

constantsolidanglemethod 5.28……………

controllevelofsurfacecontamination 3.7……

correctionfactor 6.41…………………………

cosmicradiation 3.60……………………………

computedtomographydoseindex
100(CTDI100) 6.6………………………………

CTpitchfactor 6.7……………………………

counter 4.38……………………………………

countertube 4.37………………………………

crosssectionσ 3.34……………………………

currentionizationchamber 4.9………………

D

deadlayer(ofasemiconductor
detector) 5.47…………………………………

decay 3.50………………………………………

decayscheme 3.52………………………………

depletionlayer(inasemi-
condoctordetector) 5.29………………………

depthdose 6.26…………………………………

depthdosechart 6.27…………………………

depthofdosemaximum 6.48…………………

detectionefficiency 5.50………………………

detectordeadtime 5.48…………………………

detectorefficiency 5.49…………………………

directionaldoseequivalent 3.12………………

disintegration 3.50………………………………

disintegrationrate 3.51…………………………

doseequivalentH 3.31…………………………

doseequivalentmeter 4.33……………………

doseequivalentrateH
·

3.32……………………

doseequivalentratemeter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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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rateresponse 5.30…………………………

doseratemeter 4.36……………………………

dosimeter 4.35…………………………………

E

efficiencyextrapolationmethod 5.52…………

efficiencytracermethod 5.51…………………

effectivefocalspot 6.42………………………

electroncontamination 6.8……………………

emissionrate 3.13………………………………

energyfluenceΨ 3.43…………………………

energyfluencerateΨ
·

3.44……………………

energyresolution (ofaradiation

spectrometer) 5.37……………………………

energyresponse 5.38……………………………

energyspectrum (ofanionizing
radiation) 3.42…………………………………

environmentaldosimeter 4.29…………………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3.30………………

epithermalmeutrons 3.10………………………

expandedfield 3.37……………………………

expandedandalignedfield 3.38………………

exposureX 3.63…………………………………

exposuremeter 4.55……………………………

exposurerateX
·

3.64…………………………

exposureratemeter 4.56………………………

extrapolationionizationchamber 4.53………

F

fastneutrons 3.36………………………………

fieldofabeam 5.56……………………………

filmdosimeter 4.39……………………………

filmunsharpness 6.15…………………………

filter 4.26………………………………………

fissionionizationchamber 4.42………………

fissionneutrons 3.39……………………………

flatness 6.19……………………………………

(particle)fluenceΦ 3.73………………………

(particle)fluencerateφ 3.74…………………

focalspotslitradiogram 6.36…………………

focalspotpinholeradiogram 6.46……………

focalspotstarradiogram 6.40…………………

freeairionizationchamber 4.61………………

fullwidthathalfmaximum
(FWHM) 5.2…………………………………

G

gammacamera 6.13……………………………

gasmultiplication 5.41…………………………

gasmultiplicationcoefficient 5.42……………

gas-flowcountertube 4.43……………………

gas-flowdetector 4.44…………………………

Geiger-Müllercountertube 4.21………………

Geiger-Müllerregion 5.26……………………

H

halflife 5.4………………………………………

halfvaluelayer(HVL) 5.5…………………

heliumcountertube 4.27………………………

highpressurecounter(ionization
chamber) 4.22…………………………………

I

ICRUsphere 4.32………………………………

imagecontrast 6.32……………………………

imagematrix 6.33………………………………

imagequality 6.34………………………………

individualdoseequivalent,penetrating 3.49……

individualdoseequivalent,superficial 3.45…

intermediateneutrons 3.68……………………

ionizationchamber 4.7…………………………

ionizationdetector 4.8…………………………

ionizingradiation 3.11…………………………

irradiationgeometries 6.45……………………

isodosechart 5.15………………………………

isodosecurve 5.14………………………………

isotopes 3.53……………………………………

isotopicabundance 3.54………………………

K
kermaK 3.4……………………………………

kermarateK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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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akagebeam 3.58………………………………

leakagecurrent 5.33……………………………

linespreadfunctionL 6.37……………………

linearaccelerator 6.47…………………………

linearenergytransfer 3.57……………………

liquidscintillatoractivitymeter 4.54…………

longcounter 4.5…………………………………

lossduetorecombination(inan
ionizationchamber) 5.24………………………

lowlevelradiationmeasuringassembly 4.6…

M

manganesebathmethod(technique) 5.35…

massattenuationcoefficientμ/ρ 3.65…………

massenergyabsorptioncoefficient 3.66………

massenergytransfercoefficient 3.67…………

matrixelement 6.18……………………………

moderation (slowingdown) 3.40……………

multichannelanalyser 4.11……………………

multisphereneutronspectrometer 4.12………

N

neutronactivation 3.70…………………………

neutronalbedo 5.58……………………………

neutronsourcestrength 3.71…………………

nominalenergy 6.1……………………………

nominalfocalspotvalue 6.14…………………

O
“overlappingofirradiationfield” 6.9…………

“overlappingofirradiationfiel”size 6.10……

P

particleaccelerator 4.41………………………

(particle)fluenceФ 3.73………………………

(particle)fluencerateφ 3.74…………………

peak-to-totalratio 5.22…………………………

“penumbraoverlap” 6.11………………………

percentagedepthdose 5.1……………………

personaldosimeter 4.23………………………

personaldoseequivalent 3.28…………………

personalmonitoring 3.27………………………

phantom 4.52……………………………………

photoluminescentdetector 4.25………………

photoluminescentdosimeter 4.24……………

pile-up(inacountingassembly) 5.34………

pixel 6.39………………………………………

plateau(ofacountertube) 5.39……………

plansource 4.46…………………………………

practicalrange 6.29……………………………

probe(ofaradiationmeasuringassem-
bly) 4.51………………………………………

proportionalcountertube 4.57………………

proportionalregion 5.57………………………

pulseionizationchamber 4.45…………………

Q

qualityfactor 5.40………………………………

qualityindex 6.23………………………………

R

radiationchemicalyieldG(X) 3.24…………

radiationfield 3.22………………………………

radiationmeter 4.18……………………………

radiationmonitor 4.19…………………………

radiationprocessing 3.25………………………

radiationprotection 3.23………………………

radiationquality 5.25…………………………

radiationsource 3.26……………………………

radiationsourcetoskindistance 6.44…………

radiationspectrometer 4.20……………………

radioactiveaerosol 3.17…………………………

radioactiveconcentration 5.20…………………

radioactivecontamination 3.18…………………

radioactiveequilibrium 3.16……………………

radioactivesource 3.19…………………………

radiochramicdosimeter 4.17…………………

radionuclidepurity 5.19………………………

radiotherapy 3.20………………………………

recoilprotoncountertube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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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ilprotonspectrometer 4.14………………

recoilprotontelescope 4.15……………………

referenceradiation 3.8…………………………

referencepoint(ofachamber) 6.5…………

relativesurfaceabsorbeddose 6.38……………

resonanceenergy 3.29…………………………

resolution 6.12…………………………………

resolvingtime 5.21……………………………

resonanceabsorptionofneutrons 3.69………

S

saturationcurve(ofacurrentionization
chamber) 5.7……………………………………

scaler 4.10………………………………………

scatterfactor 5.45………………………………

scatter-airratio 5.44……………………………

scatteredradiation 3.48…………………………

scintigraphy 6.25………………………………

scintillationdetector 4.49………………………

scintillator 4.50…………………………………

sealedsource 5.36………………………………

self-quenchedcountertube 4.59………………

semiconductordetector 4.1……………………

sensitivevolume(ofadetector) 5.32………

shadowshield 5.53……………………………

slowneutrons 3.41……………………………

slowingdown 3.40………………………………

sourceefficiency(ofaplanesource) 5.55……

source-surfacedistance 5.54……………………

specificactivity 5.9……………………………

standardsource 4.3……………………………

stereotactic 6.20…………………………………

stereotacticradiosourgerytherapy 6.21………

spontaneousfissionneutron
source 4.60………………………………………

standardsolution(ofactivity) 4.16…………

strayradiation 3.61……………………………

surfaceactivityresponse 5.11…………………

surfacecontaminationmeter 4.2………………

surfaceemissionrate 3.6………………………

surfacedose 6.4…………………………………

T

target 3.1………………………………………

targetnucleus 3.2………………………………

teleradiotherapy 6.43……………………………

thermalneutrons 3.46…………………………

thermoluminescentdosimeter 4.47……………

thinsource 5.6…………………………………

thresholddetector 4.63…………………………

tissueequivalentionizationchamber 4.62……

time-of-flightneutronspectrometer 4.58……

totalabsorptionpeak 5.43……………………

totalmassstoppingpower 3.75………………

transmissionchamber 6.31……………………

trixel 6.24………………………………………

U

usefulbeam 3.59………………………………

uselife(ofadetector) 5.46…………………

V

VOXEL 6.30……………………………………

W

walleffect 5.10…………………………………

welltypeionizationchamber 4.40……………

window(ofadetector) 5.12…………………

X

X-raycontamination 6.35………………………

X-raytubevoltage 6.2…………………………

X-raytubecurren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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