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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在人类生存环境中与一般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电离辐射的来源、影响因素、变化规律、

对公众所产生的照射剂量以及有可能导致的生物效应 ,特别是对天然辐射照射做了详细和系统的叙述分析 ,同时

对人类实践活动产生的人工辐射和医学照射也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文章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放射性这一自然现

象 ,在消除核恐怖心理的同时 ,对其在应用中的安全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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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 ,在其诞生的那

一时刻起 ,就存在着这样一类核素 :其原子核内部不

稳定 ,可以自发地发生核衰变而成为一种新的核素 ,

同时释放出一种或多种可以使作用物质发生电离的

电磁波或粒子 (亦称之为射线) . 核素这种自发地发

生衰变 ,同时放出射线的特性称为放射性 (activity) ;

具有放射性的核素则称之为放射性核素. 这些具有

一定的能量 ,可以使物质发生电离的电磁波或粒子

统称为电离辐射 (ionizing radiation) .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体都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界

中始终存在的电离辐射的照射 ,但人类却直到 19 世

纪末才发现并开始认识和研究放射性物质和电离辐

射.天然辐射照射源有来自外层空间和太阳表面的

宇宙射线 ,也有来自地壳、建筑材料、空气、水、食物

和人体内部存在的地球的放射性核素. 可以说包括

我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在各种电离辐射

的照射下演变、进化和生活的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 ,

放射性核素和电离辐射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

中的各个角落 ,在工业、农业、医学和科研等各个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与

此同时 ,其应用也有可能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危

害.

正确全面地认识电离辐射 ,了解我们的生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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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电离辐射之间天然的密切关系 ,消除核恐怖心

理 ,在应用核能技术、放射性核素以及电离辐射的同

时 ,防止和控制辐射危害 ,保护环境 ,这也是时代对

我们的要求.

图 1
[1 ]是我国居民在生活环境中所受到的不同

来源的电离辐射照射示意图. 可以看出不可避免的

天然辐射的照射占绝大部分 ,认识这一点 ,将有助于

广大公众消除核恐怖心理 ,正确对待核技术在生活

中的应用.

图 1 　我国居民受电离辐射剂量份额

2 　环境中的天然辐射照射

来自于天然辐射照射源的电离辐射是自然界中

众多的自然现象之一. 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的来自天

然电离辐射源的照射 ,统称为天然本底照射 ,其照射

源包括来自外层空间和太阳表面的宇宙射线 ,以及

地壳、建筑材料、空气、水、食物和人体内部存在的地

球的放射性核素. 表 1
[2 ] 是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

学委员会 (UNSCEAR) 归纳的各种天然照射成分产

生的世界范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

表 1 　天然辐射源所致平均辐射剂量 (mSv·y - 1)

照射源 世界范围平均年有效剂量 典型范围

外照射

宇宙射线 0. 4 0. 3 —1. 0 3 1

地面γ射线 0. 5 0. 3 —0. 6 3 2

内照射

吸入 (主要是氡) 1. 2 0. 2 —10 3 3

食入 0. 3 0. 2 —0. 8 3 4

总和 2. 4 1 —10

3 1 　从海平面到高海拔地区 ; 3 2 　取决于放射性核素在土壤和建

筑材料中的含量 ; 3 3 　取决于室内氡气累积 ; 3 4 　取决于放射性核

素在食物和饮水中的含量

2. 1 　宇宙射线

1901 年科学家们发现了空气中的电离现象 ,

1911 —1919 年期间 ,奥地利物理学家赫斯 ( Hess) 和

德国物理学家科尔霍斯特 ( Ker Hurst) 等人又进一步

探知到高贯穿射线是从上空进入地球大气层的 ,

1925 年米利肯 (Millikan)及其同事又做了实验研究 ,

后取名为宇宙射线.

根据分类 ,人们把从遥远的宇宙空间进入地球

大气层的高能粒子称为初级宇宙射线 ;初级宇宙射

线与大气层中的原子核相互碰撞产生的次级粒子和

电磁辐射称为次级宇宙射线. 初级宇宙射线主要是

由质子、α粒子和电子等高能粒子所组成. 次级宇宙

射线进入大气层后 ,与大气中的氮、氧等各种原子核

发生核反应 ,释放出次级质子和中子. 宇宙射线的能

量一般在 1 —10
14

MeV ,通常高能粒子的数量很少.

当人们开始研究宇宙射线强度的时候 ,发现其

强度有随海拔高度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即宇宙射线

强度在距地球表面大约 17 —20km 的高空达到最大

值 ,从这里向下逐渐减小 ,向上稍有减弱后基本保持

恒定. 所以住在高原上的人群要比住在平原上的人

群受到宇宙射线的照射多一些. 此外 ,宇宙射线的强

度还受地球磁场和太阳调制等因素的影响 ,表现为

在地球磁区宇宙射线强度要比赤道区的大一些.

人们也许会问 :这些渊源久远的宇宙射线究竟

来自何处 ?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 ,宇宙射线的大部分

粒子并不是太阳爆发的产物 ,而有可能起源于太阳

系之外的某些天体 ,像银河系来的银河宇宙射线 ,就

是从星际空间进入太阳系的 ,其中质子能量范围约

为 1 —1014MeV. 目前随着高能天体的发现 ,人们又自

然而然地把这些发生剧烈爆发的天体与宇宙射线的

起源联系起来. 自脉冲星发现之后 ,又有人认为这是

宇宙中的天然高能粒子加速器 ,宇宙射线可能是从

它那里发射出来的. 总之 ,关于宇宙射线起源的种种

假说 ,尚待不断地探索和证实.

宇宙射线对人类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 ,主要表

现在太空辐射 ,例如会对宇航员或航空飞行机组人

员产生较高的照射剂量 ,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防护

措施. 但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由于有大气层的保

护 ,地球上的人类和生物受到宇宙射线的照射是很

微弱的 (如表 1 所示) ,年平均剂量仅为 0. 4 mSv. 至

于宇宙射线对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2 　地球辐射

早在 1896 年 ,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 (Becquer2
el)第一次发现了铀矿石可以使照相底版感光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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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发现放射性物质 ;同年 ,居里夫人发现了自

然界中的钍也有和铀相同的放射性 ;后来居里夫人

又从沥青铀矿渣中发现了钋和镭. 此后人们才认识

到 ,地球上到处都存在着天然放射性核素 ,它们存在

于所有的土壤、岩石等地壳中 ,并通过溶解、渗透或

迁移等途径进入生物圈 ,加入到人类生活的环境中

来.

地面上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分为宇生和原生两

类.宇生放射性核素主要是由于宇宙射线和大气层

中的原子核相互碰撞产生的 ,从辐射防护的观点

看 ,3 H ,7Be ,14 C ,22 Na 是对人引起外照射的主要宇生

放射性核素. 原生放射性核素是从地球诞生时便存

在于地壳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主要有铀系 (238
U 放

射系) 、钍系 (232
Th 放射系) 和锕系 (235

U 放射系) 以

及40 K,87 Rb 等独立存在的放射性核素.

天然放射性核素在地壳中的分布极其广泛 ,无

所不在 ,表 2
[2 ] 是对我国煤、土壤和建材中放射性核

素含量的总结. 地球表面中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分布 ,

因各地的岩石和土壤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 ,

我国广东省阳江地区的天然放射性水平是北京地区

的三倍 ,称为天然放射性高本底地区 . 其中238
U和

232
Th 两个天然放射系的子体核素和40

K衰变时会有γ

射线放出 ,对公众产生一定剂量的外照射辐射. 近年

来 ,花岗石用于室内装饰在我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

影响天然石材放射性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石材矿床的

岩性 ,大理石、板石和黑色花岗石基本属于 A 类石

材 ,其使用范围不受任何限制 ;红色酸性岩和碱性岩

具有较高的放射性比活度[3 ]
. 限制放射性水平较高

的石材用于居室内装饰 ,将有效地降低室内环境辐

射水平 ,减少公众所接受的天然辐射剂量.

　表 2 　我国煤、土壤和建材中放射性核素平均含量 (Bq·kg - 1)

类别 226Ra 232Th 40K

煤 36 30 102

土壤 36. 5 49. 1 580

建材 42. 8 52. 5 410

2. 3 　室内环境中的氡气与肺癌

在人类受到的天然辐射照射中 ,大气中的氡气

及其衰变子体是最重要的贡献者 . 氡气是由镭

(226
Ra)衰变时产生的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惰性气体 ,

生成后通过扩散等途径进入环境大气中 ,一般居室

内氡气来源于房屋地基的土壤和建材的析出与扩

散 ,如果不注意对建筑结构涉及和对建筑材料的选

择 ,同时又不注意室内通风 ,在室内可达到很高的浓

度. 伴随人们的呼吸 ,氡及其子体进入呼吸道 ,可以

沉积在气道壁上 ,衰变时放出的α粒子可以对局部

组织的细胞产生照射剂量 ,从而导致肺癌的发生. 矿

工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 :氡及其子体是导致人类

肺癌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1)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 ICRP)第 50 号出版物估计公众肺癌的 10 %可归因

于氡及其子体的照射.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氡列

为 19 种致癌物质之一.

为了控制一般居室内氡及其子体的照射所带来

的危害 ,许多国家开展了降低氡水平的治理方法的

研究 ,制定了相应的室内氡浓度控制法规和计划 ,并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例如 ,美国国会 1998 年颁布了

《室内氡减低法》,其目标是“建筑物内空气中氡浓度

与建筑外的相同”. 同时还包括住宅内氡水平调查、

制定行动计划和对高氡房屋进行治理等一系列计

划.

我国近年来肺癌发病率逐年增加 ,但尚未有肺

癌与氡水平相互关系的系统可靠的调查结果. 随着

公众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关注 ,国家有关部门也颁布

了相应的法规 ,如“住宅内氡浓度控制标准”( GBΠT

16146 - 1995)和“建筑材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GB

6566 - 2000) . 在了解和认识氡及其危害的基础上 ,

对室内空气中的氡浓度进行控制和治理是完全可以

做到的.

2. 4 　增加的天然辐射照射

1) 　参阅郭秋菊. 氡的危害及剂量估算. 首届氡监测和仪器比对学习

研讨班讲义 ,卫生部 ,2002 年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开发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越

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可能导致天然辐射照射的增加.

主要包括 (1)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如核工业、非铀矿

山和地热开发等) ; (2)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的建

筑物密集 ; (3)大量新型建材和废渣建材的开发利用

(如煤渣砖、矿渣水泥、磷石膏等) ; (4)住房结构的改

变以及住房密闭性的增加 ; (5)空调的普及以及地下

空间的开发利用等人为活动.

所有这些人类实践活动导致人类生存环境中的

天然放射性在不断增加 ,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公众

受照剂量的增高. 近年来国际辐射防护界正逐步把

天然电离辐射纳入到管理控制的范围 ,明确提出天

然辐射需要控制.

3 　环境中的人工辐射照射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些人类活动、实践和涉及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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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源的事件导致了放射性物质通过诸多途径向环境

中释放 ,从而使人类受到了除天然辐射照射之外还

受到人工辐射照射.

3. 1 　核武器实验

全球人类受到的主要人工辐射照射来自于在

1945 年至 1980 年间进行的大气层核武器实验[2 ]
,每

次核试验都导致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向环境中无约束

地释放 ,在大气中广泛地扩散并沉积在地球表面的

各个地方.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 ,到目前为止有关国家每次

核试验总的爆炸当量数据已经公开 ,但绝大部分的

裂变和聚变当量数据仍然没有公开 ,根据已有的数

据和大气输运模式的应用 ,人们已经能够确定出世

界每个半球上放射性核素随时间的扩散和沉积变化

规律 ,并估算出各种途径产生的总年剂量. 例如

1963 年世界平均年有效剂量最高达 150μSv ,到 2000

年降至 5μSv ,后者主要是14 C ,90 Sr 和137 Cs 等残留在环

境中的放射性核素照射所致. 其中北半球的平均年

剂量高出 10 % ,这是由于绝大部分核试验是在北半

球进行的 ,而南半球相对较低. 尽管人们对核试验比

较担心 ,但其所致年剂量仍然相对较低 ,最多仅为天

然辐射源本底水平的 7 %左右.

3. 2 　核电事业

1938 年 ,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发现 ,用

热中子轰击235
U 原子核时 ,原子核会分裂为两个质

量差不多的核 ,并放出 2 —3 个中子. 这一发现激起

了人们利用核的结合能来造福人类的梦想. 利用核

反应堆生产电能是目前正在继续的人类实践. 假设

这种实践持续 100 年 ,在反应堆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

人们估算其最大集体累积剂量约为 6 人 Sv( GW) - 1
,

假设按目前每年连续生产 250GW 电量计算 ,每年个

人最大辐射剂量应小于 0. 2μSv. 所以可以说对于一

般公众 ,在所受到的辐射照射中 ,来自核电的贡献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 ,来自核电站反应堆的

环境污染和辐射照射将会有一定的意义. 切尔诺贝

利事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它是造成辐射照射的

最严重的事故. 它造成 30 位工作人员在几天或几周

内死亡 ,并使 100 多人受到辐射损伤. 但尽管在反应

堆周围局部地区的辐射水平很高 ,在欧洲地区和整

个北半球估算的剂量并不高 ,事故发生一年以后 ,对

前苏联以外的欧洲地区造成的区域性最大剂量也已

经小于天然本底的一半 ,对绝大部分公众并未造成

严重的健康后果.

4 　医学辐射照射

在世界范围内 ,对一般公众个人照射贡献的第

二大因素是医学辐射[2 ]
,由于遍布全球的医学辐射

服务的应用和供应越来越广泛 ,使得医学辐射照射

随时间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

发展促使保健模式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医用照射应

用及所致剂量的进一步增加. 例如 X 射线的应用 ,

尤其是计算机 X 射线断层造影术和介入疗法应用

逐年增加. 近年来 ,在诊断和治疗方面 ,对所关心部

位针对性更强的放射性药物的研究和问世 ,势必将

推动核医学实践更上一层楼.

通常 ,医学照射限用于所关心的解剖部位和针

对特定的临床目的 ,使得被检查或接受治疗的人直

接受益. 就辐射照射所导致的剂量而言 ,对病人个人

诊断照射产生的剂量是相当低的 ,典型的有效剂量

为 0. 1 —10mSv ,其原则是只要达到取得所需足够诊

断信息即可. 相反 ,治疗是采用很高的剂量精确地照

射肿瘤部位 ,放射治疗的典型剂量为 20 —60Gy ,用

如此的大剂量消除疾病或者减缓症状 ,但这一般是

指癌症的治疗.

5 　结束语

在 20 世纪 ,对电离辐射的认识 ,以及核科学的

应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核电站、放射治疗和诊

断、放射示踪、辐照技术、辐射育种、辐射探伤等新技

术正在造福人类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巨

大的贡献. 如同其他新技术一样 ,电离辐射在造福人

类社会的同时 ,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需要我们正确

地认识 ,必要时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来避免和减少

辐射危害.

可以预言 ,在 21 世纪 ,在我们的地球上 ,电离辐

射会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将会发生

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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