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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Z/T149—2002《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培训规范》。
本标准与GBZ/T149—2002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放射防护培训内容;
———明确了培训时间的要求;
———修改了培训档案记录内容的要求;
———对附录A和附录B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尔东、刘长安、张京战、周舜元、李小娟、薛茹、马永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WS/T74—1996;
———GBZ/T14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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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

2 培训对象

2.1 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医用X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

疗等工作的人员。

2.2 从事与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医疗、科研、教学单位中的相关专业人员、见(实)习人员及有关管

理人员等。

3 培训目的与要求

3.1 培训目的

对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可达到如下目的:

a) 了解有关放射防护法规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b) 掌握放射防护基本原则和方法;

c) 掌握控制工作人员和患者、受检者以及公众所受照射剂量的原理和方法,以及有关放射防护设

施与放射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

d) 了解可能发生的异常照射及其应急措施。

3.2 培训要求

3.2.1 上岗前的培训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参加

相应的工作。培训时间不少于4d。

3.2.2 在岗期间的培训

各类医学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应定期接受再培训,两次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2a,每次培训时

间不少于2d。

3.2.3 实习前的培训

医学院校学生进入与放射工作有关的专业实习前,应接受放射防护基本知识的培训。

4 培训内容

4.1 放射防护培训的内容和深度以及培训的频度和时间,应与放射防护培训对象的职责和责任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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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工作性质和条件相适应。可参照附录A和附录B分别给出的培训内容提纲和培训课程举例加以

选择。

4.2 在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中应强调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和最

优化分析应列为放射防护培训的重要内容。

4.3 接触医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应包括内照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处

理知识。

4.4 X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应列为相应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

护培训内容。

4.5 放射防护培训内容应适时更新。

5 培训方式

5.1 放射防护培训应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及其工作性质采取相应方式,例如课堂教学、远程教学、
现场实习和个人自学等。充分利用各种音像教材培训。

5.2 课堂教学和远程教学可以放射防护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较系统讲授共同性内

容;也可以某方面专题为内容举办培训班。

5.3 现场实习以实际操作为主,侧重培养学员放射防护技能。

5.4 个人学习应由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并安排,选择合适教材,提出统一要求。

6 考核

6.1 放射防护基本知识应列为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业务考核的内容。

6.2 新参加医学放射工作的人员,应经过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放射防护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能

上岗。

6.3 每两年应对在岗的医学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放射防护知识与技能的考核。

6.4 应将每次培训情况及考核结果记录在《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7 培训工作的实施

7.1 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医疗、科研、教学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放射防护培训负责,
从组织上落实放射防护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并定期核查培训效果。

7.2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放射防护培训机构应负责督促并协助各有关单位做好放射防护培训工

作,同时建立一支能够胜任放射防护培训的教学与考核任务的师资队伍。

7.3 放射防护培训教学人员应熟知放射防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不仅要有较好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有较

丰富的实践经验。

7.4 对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应有档案记录。培训档案的记录内容应当包括每次培训的

教学人员和课程名称、培训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简况、考试或考核的内容和成绩等资料。培训档案的

保存时间依档案类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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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可供选择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提纲

A.1 基础类:

a) 原子核结构和放射性衰变;

b) 电离辐射的特点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c) 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d) 天然与人工电离辐射源;

e) 放射生物学基础;

f) 放射性物质的吸收、代谢与促排;

g) 辐射测量与仪器设备;

h) 个人监测;

i) 场所防护监测;

j) 放射事故及其处理;

k) 放射损伤防治;

l) 放射性废物处置;

m) 表面放射性污染的去除。

A.2 法规标准类:

a) 放射防护法规;

b) 放射防护标准;

c)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

A.3 防护知识类:

a) 放射防护的目的和任务;

b) 放射防护原则;

c) 职业照射及其防护;

d) 医疗照射的质量保证与患者防护;

e) 外照射的防护措施;

f) 内照射的防护措施;

g) 安全操作技术;

h) 电离辐射医学应用新进展、放射防护新知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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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各类医学应用的放射防护培训专题课程举例

B.1 医用X射线诊断

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工作原理,X射线诊断技术的发展,X射线诊断设备的防护性能及其监测方

法,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及有关防护管理法规,附加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工作人员

的防护,受检者的防护,X射线诊断的质量保证,特殊类型X射线检查的防护,事故预防及处理。

B.2 核医学

放射性药物,放射性核素发生器,放射性物质的开瓶与分装,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和保存,放射性废物

处理,内照射防护,外照射防护,工作人员和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防护监测,内照射剂量估算,核医学和

介入放射学的质量保证,介入放射学设备的工作原理、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防护性能及其检测方法,附
加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污染的预防和清除,事故预防及处理。有关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和管理

法规。

B.3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源,放射治疗设备工作原理,放射治疗设备的防护性能及其监测方法,放射治疗的物理学

和放射生物学基础,肿瘤放疗定位技术,肿瘤放射治疗剂量,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有关防护标准与防护

管理法规,工作人员的防护,患者的防护,事故预防及处理。

B.4 介入放射学

介入放射学的质量保证及其设备的工作原理,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防护性能及其检测方法,附加

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和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防护监测,针对介入放射学中辐射剂量的

过程优化,事故预防及处理。有关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和管理法规。

4

GBZ/T149—2015


	227294A
	227294B
	227294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