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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ion every 100 sq.km



1 station every 1000 sq.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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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煙羽

• 風向 :  060

廣東核電站 廣東核電站

3 小時 6 小時

風速 : 每小時 3.6公里















沙頭角



高壓電離室
High Pressure Ionisation Chamber

在高壓電離室內的壓縮氣體
不停受到四周環境的伽馬射
線電離。電離所產生的電流，
可以提供伽馬射線強度的資
料。高壓電離室是一套靈敏
度非常高的儀器，可以量度
環境輻射水平的微弱變化。



高容量空氣取樣器

High Volume Air Sampler

大氣飄塵是經由高容量空氣取樣
器收集的。空氣被抽入流經過濾
紙，把飄塵沉積在過濾紙上。空
氣流經過濾紙的份量是由流量與
空氣取樣器運作時間計算出來的。



放射性碘取樣器
Radioiodine Sampler

收集氣態碘樣本的取樣器設有浸滲銀沸
石濾盒，能有效地吸取空氣中的氣態碘。
空氣被抽入流經過濾盒後，被收集成為
樣本。空氣流經過濾盒的份量是由流量
與取樣器運作時間計算出來的。



總沉積收集器
Total Deposition Collector

總沉積物收集器是用來收取
被雨水沖刷至地面的濕沉降
物，或由空氣直接沉降到地
面的乾沉降物。收集器由一
個容量 20 升的膠瓶及一個膠
漏斗組成。濕沉降物會隨同
雨水一起收集，乾沉降物則
須用蒸溜水沖洗漏斗內層表
面來收集。



輻射防護

• 輻射防護的出發點是要減低輻射對
人類健康的危害。

• 在制訂適當防護措施之前，我們要
了解輻射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效應。

• 輻射效應主要分為

確定性效應和隨機性效應兩大類。



確定性效應

• 存在著「劑量閥值」

• 當吸收劑量大於閥值時，輻射會對人體

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隨機性效應

• 損害程度與吸收劑量無關

• 不存在劑量閾值

• 發生的機率與吸收劑量有關

• 例子: 輻射引致的癌病，遺傳效應



與輻射防護有關的輻射單位

 劑量 (Dose)  希沃特 (Sievert)

 常用單位：毫希沃特 (mSv) = 10-3Sv

 劑量率 (Dose rate)  微希沃特/小時(µSv/h)



一些基本資料

• 本港平均每人每年吸收的天然本底輻射劑
量大約為2毫希沃特 (2 mSv)。

• 在世界各地，每人吸收的天然本底輻射劑
量一般都是由每年1毫希沃特到10毫希沃特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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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的主要目的

• 防止有害的確定性效應

• 將隨機性效應的發生率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輻射防護的三個方法



時間

劑量 = 劑量率 x 時間

如果 時間=0

劑量=0



距離

距離越大，劑量越少

劑量=K x 1/(距離)²



屏蔽

不同物質的屏蔽作用:

鉛 鋼 水泥







Ground Contamination Measurement
Search for hot spot



Surface Contamination Monitor



個人劑量儀 (EPD) 的使用

Dose

劑量

香港天文台

(以供參考 For reference only)

H10 Dose

穿透劑量

1500μSv 微希沃特

( 1.5 mSv 毫希沃特 )

H07 Dose

表面劑量

2000μSv 微希沃特

( 2.0 mSv 毫希沃特 )

H10 Dose Rate

穿透劑量
率

100μSv/h 微希沃特/小時

H07 Dose Rate

表面劑量
率

150μSv/h 微希沃特/小時

Reference dose level



Your participation ?
Simple radiation monitoring
For your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