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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仪器 500kV 以下工业 X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3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3]90 号）文件批准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无损检测

仪器 500kV 以下工业 X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计划编号为 20131190-Q-604）。2016

年 2 月，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评估办法》的通知，该计划

项目被列入清单，标委会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估讨论，最终确认该计划项目

继续有效并将结论进行上报。2017 年 1 月，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级联席会议

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

4 号）；2017 年 4 月和 6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继印发了

《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计划项目整合精简后续工作的通

知》（标委办综合[2017] 52 号）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关于做好强制性标准

（含计划）整合精简结论后续落实工作的通知》（工科函[2017] 464 号）。根据通

知，现行标准《500kV 以下工业 X 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GB 22448—2008）继续

有效，而已立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项目《无损检测仪器 500kV 以下工业 X 射

线探伤机防护规则》（计划编号为 20131190-Q-604）与《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射线

探伤机防护要求》（计划编号为 20140251-Q-604）整合为一个计划项目，待发布后

代替 GB 22448—2008。本标准计划项目起草日期为 2014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2、协作单位

本标准是由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华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物理院电子声学研究所、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济宁分院、丹东奥

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等负责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在修订国家标准《无损检测仪器 500kV 以下工业

X 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的过程中，本标委会按着自愿和可行的原则于 2014 年 8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共同收集有关资料，2015 年 11 月完成本标准

草案稿的修改。2016 年 2 月，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评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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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该计划项目被列入清单，标委会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估讨论，

最终确认该计划项目继续执行。2018 年 3 月，标委会重新组织起草组于丹东市召

开起草会议，会议中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讨论及修改。同期秘书处将标准草案稿发

送标委会内相关行业专家及委员征求意见，根据收到的意见对标准草案稿进行多

次修改，并于 2021 年 9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及标准的 目标性、统一性、

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的修订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不断完

善”的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和文本：

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5208.1-2018 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Z 117-2015 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T 12079-2012 X 射线管光电性能测试方法

GB/T 4835.1-2012 辐射防护仪器 β、Ｘ和γ辐射周围和/或定向剂量当量

（ 率 ）仪和/或监测 第１部分:便携式工作场所和环境测量仪与监测

GB/T 4835.2-2013 辐射防护仪器 β、X和γ辐射周围和或定向剂量当量(率)

仪和或监测仪 第 2部分：应急辐射防护用便携式高量程β和光子剂量与剂量率仪

GBZ/T 250-2014 工业 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

2、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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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包括一般结构X射线机、精细结构

X射线机、特级防护X射线机、全防护X射线机等）的防护性能要求、对X射线机的

结构防护要求，以及使用过程中X射线防护、探伤作业场所防护、使用规则和监测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500kV以下的X射线机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

本标准以GB 22448-2008《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为基础，在

整体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上与原标准保持一致，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根据《关

于印发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4号）的要求，

增加了强制性标准计划项目《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射线探伤机防护要求》（计划编

号为20140251-Q-604）的主要技术内容。

（1） 4.1.1 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

对原标准中的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进行了细分，具体见下表。

管电压

kV

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

mGy•h
-1

＜150 ＜1

150～200 ＜2.5

＞200 ＜5

（2） 4.2.6 X射线管头

增加了关于X射线管头的详细规定，包括移动式或固定式的X射线装置管头组

装体的要求及X射线管头窗口孔径的要求。

（3） 4.2.10 连接电缆

增加了移动式或便携式X射线机的连接电缆的详细规定“移动式或便携式X射

线机，控制器与X射线管头或高压发生器的连接电缆不得短于20m。”

（4） 4.3 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测试条件

增加了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测试条件的具体说明，包括 X 射线管头窗口

的最大有用线束截面积、用剂量率仪测定以焦点为球心半径 1m 球面上的空气比释

动能率及漏射线监测误差。

（5） 第5章 X射线探伤作业场所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增加了包括 X 射线专用探伤室探伤详细要求及 X 射线现场探伤作业的具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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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通过规定工业射线探伤装置和探伤作业场及有关人员的放射卫生要

求，为射线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本标准可解决工业射线防护和劳动安全、劳

动卫生、人身安全、环境保护问题，防止射线的危害破坏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

损伤和病变直至死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的相关技术数据的验证主要是针对本次修订过程中有修改、调整及

新增的项目。对于需要验证的技术内容均已以本标准中适用的产品为试样并经试

验验证，进行了多方面调研及查询相关材料，确保标准内容与实际相符，且准确、

可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未发现标准中技术内容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社会效益

本标准为安全标准，预期的社会效果是希望通过对从事工业射线工作者提出X

射线设备漏泄射线的空气比释动能率限值、结构防护要求、使用过程中对职业照

射剂量限值、设备工作的控制区和监督区等方法方法解决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

工业X射线探伤在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冶金和造船等工业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

是检查金属或非金属物体内部缺陷的主要方法之一。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从事

无损探伤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本标准通过规范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的防

护性能要求、对X射线机的结构防护要求，以及使用过程中X射线防护、探伤作业

场所防护、使用规则和监测要求，对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辐射安全有着

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我国机械、石油、化工、冶金与造船等工业的发展，更好

地为国民经济服务，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根据我国500kV以下X射线设备防护安全的现状、结合国外先进的技术特点，

同时考虑500kV以下X射线设备的技术进步和使用的实际情况，《无损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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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的修订将对500kV以下X射线设备的安全操

作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的修订参考了德国工业标准DIN 54113.1和DIN54113.2的要求和数据。

德国材料检验标准工作组制定的射线防护标准为1兆伏管电压，我国目前尚无这样

大剂量射线辐射防护产品，因此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无冲突矛盾，并与之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标准审查程序相关规定，建议本

标准自发布后12个月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现行强制性标准《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防护

规则》（GB 22448-2008）。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