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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手册(精)》编著者岳会国。

《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手册》以讲解核应急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为主。
第1～2章主要描述了有关核事故应急基础知识，第3章为国内外核事故应急管理法规体系，第4～14章
为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的基本要素和具体内容，第15章总结了国家核安全局对核设施应急工作的监管
要求。
在以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响应工作为本手册重点编写内容的同时，还兼顾了核燃料循环设施以及研究堆
核应急响应工作的基本内容。

《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手册》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在核电厂、核燃料循环设施、研究堆等核设施内从
事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核设施内非应急工作人员及想了解核事故应急基本知识
和概念的非专业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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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下面几种情况下，撤离可能是好的，甚至是最好的早期防护措施：①有条件实施预
防性撤离的；②可能有较长时间的释放和很严重的后果，又很难预测的情形；③释放停止后，有较严
重的短寿命放射性地面沉积；④释放停止后，局部地区要进行短期去污。
 撤离是困难、风险和代价最大的防护措施之一。
撤离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涉及交通条件、通信能力、撤离人员的组织和安置、特殊人员的安
排等。
撤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主要包括撤离过程和撤离区内可能出现的混乱而导致的某些风险、撤离特
殊居民组可能出现的风险等。
撤离的代价是很大的，包括社会和经济的代价，不仅包括交通工具、人员安置及医疗保健等，也包括
工业、农业和商业等的损失，较长时问的撤离，会使国家和个人财产受到损失。
除了经济代价，还会产生公众心理和社会影响等代价，特别是撤离时间长或家庭成员分离的情况下。
 因此，撤离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必须事先进行周密的组织和代价一利益分析。
 4.通道控制 通道控制是指控制人员、车辆进出受事故影响的区域，这种防护措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紧
急情况，其目的是更好地开展应急工作，并更快、更有效地为受害者提供援助。
在核应急过程中，在可能遭到或已经受到污染的地区采取这一防护措施，可以减少污染的扩散，避免
增加受事故影响的人员、物质、设备和车辆；还可以保证在事故晚期不会不经许可将污染的物品转移
到清洁区；同时，还可以减小对受影响区内应急工作的干扰。
地面污染严重的地区，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通道控制。
 进出通道控制是困难、风险和代价较小的防护措施。
主要困难和风险在于它的实施，例如：建立通道控制小组需要人员及必要的装备；可能影响正常的交
通秩序；长时间控制出入后，给公众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等。
 5.食物和饮水控制 食物和饮水控制，是针对食入途径采取的防护措施，用于控制因食入污染的食物和
水产生的内照射剂量，是事故中晚期（特别是晚期）的主要防护措施。
在核事故情况下，应对事故影响区域中的各种食物及饮用水进行采样和测量分析，一旦发现超过控制
标准就立即进行食物和饮水控制。
此时，公众对控制区范围内的食品和饮用水应该遵循不食用、不运输、不直接使用等原则。
 控制食物的方法包括销毁受污染的食物，使用没有污染的替代食物，食品的加工、转换（例如通过加
工、清洗、去皮等方法去除蔬菜、水果、粮食的部分污染，延期使用污染的奶制品），对动物食物和
饮水的控制（停止在污染牧场放牧和使用不受污染的储存饲料）。
控制饮用水的方法包括：禁止使用污染的水源、提供无污染的水供饮用以及通过适当的水处理降低水
中放射性核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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