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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卫生是预防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也是放射医学的主

要组成部分，一般指和电离辐射相关的防护领域。在实际生活中，

大部分朋友对放射卫生都比较陌生，下面本文就对放射卫生相

关知识进行简单介绍。

1 放射卫生定义

放射卫生主要是研究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进而探索

相关预防和控制措施，以此来尽可能避免和减少放射辐射对公

众成员、职业工作者等群体的危害，为人们提供符合健康、卫

生需求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

2 放射卫生任务

探索和完善放射防护的体系。

制定有效放射防护相关措施。

探析放射性检测的准确方法。

为相关部门制定放射卫生标准，为安全生产提供可靠参考

和依据。

3 放射卫生内容

3.1 电离辐射生物效应

电离辐射生物效应产生过程、机理都比较复杂，包括物理

过程、能量转移以及分子组成和性质改变等，效应发生初始阶

段一般为酶反应。因此，大部分情况下，被损伤的 DNA 都有较

大可能被修复，对于无法被修复的 DNA 则会死亡。由于细胞死

亡需要一定时间，在死亡之前受照射影响，可能会发生有丝分裂，

包括死亡、变异两种情况，主要有体细胞、生殖细胞。死亡情

况所造成的后果多为功能障碍、不孕等，属于确定性效应。而

变异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多为肿瘤、遗传效应等，属于随机性效应。

确定性效应发生机理为电离辐射会杀死某个器官或者组织

内的较多细胞，致使其不能继续繁殖，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最

终造成各种功能障碍，比如：皮肤损伤、白内障以及不孕不育等。

确定性效应发生概率、严重程度等均与辐射剂量多少存在直接

关系，且存在对应阈值。

随机性效应发生机理为电离辐射致使正常细胞变异，虽然

其可能还具有繁殖能力，但是细胞已经被改变，在繁殖过程中

传递错误信息，进而造成各种良恶性肿瘤、遗传性疾病等。随

机性效应发生概率会随剂量而改变，但是，严重程度一般与剂

量无关，且不存在阈值。

3.2 放射防护目的

通过采取移开辐射源、改变辐射途径以及减少受照范围等

多种干预措施，尽可能将放射辐射危害降到最低。辐射照射类

型主要包括三种：职业照射，这一情况主要是指放射工作人员

在进行工作时受到的辐射；医疗照射，这一情况主要是指为诊断、

治疗某种疾病受到的辐射；公众照射，这一情况主要是指与人

工辐射无关人员受到的辐射。针对上述辐射照射类型，实施有

效干预措施和对策，能够最大限度避免确定性效应发生，减少

随机性效应发生概率。

3.3 放射防护原则

放射防护主要遵循正当化、最优化以及个人剂量限值等三

项原则，正当化原则其本质在于照射过程所获得的效益需远超

过危害或者代价；最优化原则其本质在于辐射危害应尽可能保

持在最低水平；个人剂量限值其本质在于需明确和重视个人在

一年内受到的照射辐射不应超过最高阈值。三项原则之间存在

一定关系，其中，正当化原则是最优化原则的前提，个人剂量

限值是最优化原则的约束条件，最优化是放射防护的核心所在。

在实际放射防护过程中，三者均具有同等重要性，缺一不可，

切不能将单一原则作为执行标准。

3.4 放射卫生相关法规和标准

目前，关于放射卫生主要有三部法律、四部行政法规、多

项部门规章和文件，放射卫生标准主要包括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等。目前，国家和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

和健全放射卫生相关法规和标准。

同时，对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加大了管理力度，

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必须具备相应条件、辐射机构许

可。另外，从事放射工作人员应取得与之相关的资格证、定期

体检和参与相关知识培训。

3.5 放射卫生认知误区

自 CT 检查、核磁共振等检查技术问世以来，为临床疾病

诊疗带来了较大益处。CT 检查、核磁共振致癌等说法层出不穷，

部分朋友甚至拒绝接受 CT、核磁共振等检查。在此需要对这一

问题进行纠正，作为放射性检查，确实存在一定危害，但是，

早在之前的医学研究中就已经对检查过程放射危害进行了多次

论证，正常放射性检查致癌概率较低，若严格遵循正当化、最

优化以及个人剂量限值等原则，致癌风险基本为零。

放射卫生是五大卫生分类中的重要类型，也可将其称之为

辐射防护、保健物理等，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即为：保护人们、

环境免受或者尽可能少受辐射危害的学科。大部分朋友都对放

射卫生这一概念比较陌生，部分甚至一无所知，为此，本文从

放射卫生定义、放射卫生任务以及放射卫生内容等多个角度对

放射卫生相关知识进行了简单介绍，相信通过本文大家可以对

放射卫生有一个简单了解，对于不足之处望给予纠正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