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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和 系两类重要的有机污染

物
,

由于它们的极高的毒性和在环境中的稳

定性
,

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和人民的普遍

关注
,

广泛地开展了有关它们的分析方法
、

结

构
、

毒性与毒理
,

环境行为和效应以及对人体

健康影响的研究
。

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这方面

的工作
,

但 和  ! 的污染在我国是

存在的
,

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 ‘飞,一今一介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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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放射性正常值的推算及其应用

赵庆祥 鞠翠香 陈惠英
(吉林省卫生防病中心)

为适应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

保证核安全
,

必须建立一整套准确
、

快速的环境放射性监

测技术和监测手段
,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一套

衡量环境放射性污染的标准
.

经过 20 多年对环境放射性的监测
,

整理

分析了其监测数据
,

我们认为空气气溶胶的

刃
“ 比值

,

以及气溶胶采样后放置 4 小时测

量值与放置 20 分钟测量值之比的 K 值
,

其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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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常值与波动范围可以作为监测大气放射性污

染的判断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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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区总 口总 。
(空气气港胶)放

射性活度及其比值

采样 日期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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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气溶胶在没有人工放射性污染的情

况下
,

天然 。 核素和 月核素的比值
,

是一个比

较稳定的常数
。

由于受天然核素的结合
、

沉

降和气象条件以及地形地貌
,

地质结构等影

响
,

夕/
a 比值可以存在差异

,

但对某一地区

来讲
。 与 声核素的增减是同步的

,

所以比值

基本不变
.
如果有人工放射性污染

,

例如核

试验裂变产物的污染
、

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

以及其他核事故的污染
,

都可引起 口/
。 比值

的改变
,

而且超出正常范围
.

我们选用吉林省长春地区某年五月十二

日到六月十五 日逐 日测量的空气气溶胶总 夕

与总 a 放射性活度并计算 川
a 比值列 于 表

1.

夕/
。 比值的波动范围 为 1

.
49 一4 47

,

均

值为 2
.
9 09‘士 0

.
6 4 , o 做如下检验

:

1
.
参数显著性检验

计算 ‘ ~ 1
.
6 4 9 2 t‘

~
1

.

1 4 9 6

当 df ~ 33 一 2 ~ 3 1时
,

r o
.

, ~ 2
.
7 4 4

t
< t o

.
¹,

接受
。
~ 0 的无效假设

,

总体回归线通

过原点
.

, 乡
~ 0

.
2 3 6 6 r ,

~ 1 0

.

9 4 0 8

当 df ~ 3 3 一 2 一 31 时
,

: 。
.

咖
,

~
3

.

6 3 3

t
>

t o
.

咖
,

舍弃 吞~ o 的无效假设
,

即总体的
二
与

夕 !,riJ 存在线性关系
.

以上说明
。 与 声增减的同步关 系良好

,

能代表长春地区 川
a 比值的正常值

.

2
.
相关系数检验

变量 x 和 夕间存在线性关系
,

其关系的

密切程度可用相关系数
r
检验

.

本例相关系数
,

一
0.8912

当 df ~ 33一2 ~ 3 1时
,

r o
.

,
,

~ 0

.

5 4 6 5 1

,
> t’0. , 说明二变量线性关系密切

.

戈二 6
.3 1, 4 5 X X

,

二 160了
.
8 87 3

V = 1 8
.
2 4 12 1 名Y

:
二 13406

.
, 2 3 6

X X = 20 8
.
4 1 公叉y = 4 , 峪6

。

2
1 1 9

X
y

=
6

0 1

。

9
1

由表 1求得
a ~ 1

.
8960 b 一 2

.
588 1

配合的直线回归方程式
: 夕 ~ 1

.
5 960+

2
.
588 l X

绘制的散点图如下

由图 1 看出
,

散点比较集中
,

与上述检验

结果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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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 1 数据的散点图和配合的直线

表2 1971一1975 年长春地区气溶胶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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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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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6 7 8 + 0

.
0 24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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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

0
.
0 9 13士 0

.0 188

0
.092 1土 0

.0 150

0 .1035土 0
.00夕4

0
.
0 4 3 7士0

.0150

0 .0977士 0
.0228

0 .12 17土0
.
0217

0 .1192土0
.0252

Z X 1.2904 1
。

2 1
3 5

1

.

3
0

1 9 1

.

斗斗0 4
.

X X
Z
= 0

.
6 6 3 3 X.

.
二 5

。

2
4 6

2
a

o
4

r 二

X Z _ , _

一二

汁=
“

·

6
2

5 5

·

3

.

百分位数计算

根据表 l 中的 司
a 比值计算

P” ~ 3
·

8 3 户” ~ 4
.

1 3 2

这就是说在没有核污染的正常情 况 下
,

长春地区总 夕与总
a 的比 值

,

95 多 都 小 于

3
.
53 ,

9 9 多都小于 4
.
132. 如果大于 3

.
83 即提

醒注意
,

若大于 4
.
132 则非常可能有新 的 核

污染
。

二
、

K 值

在正常情况下
,

K 值应是一个稳定水平
,

空气气溶胶采样后 20 分钟到 4 小时
,

在这段

时间内每天的衰变速率应是一致的 ; 如有人

科 学
·

69

.

工放射性污染
,

4 小时值增大
,

K 值就随之增

大
,

因为人工放射性污染其核素的半衰期较

长
.

取 1971一 2975 年 I’ed (1974 年除外)
,

空

气气溶胶采样后放置 4 小时的测量值 (总 刃

与放置 20 分钟后的测量之比做为 K 值
,

得

到均值为 0
.
1192 士 0. 0 2 5 2 ,

其 波 动 范 围 为

0
.
0654一0

.
1951 (见表 2)

.

为了知道这些数据是否可靠
,

各年之间

的 K 值有无差别
,

采用方差分析予以比较
.

( l) 各年 K 值方差齐性检验

计算 矛 ~ L 9043 当 叮 ~ 。 一 l ~ ,

一 1 ~ 3 时
,

溉.05 ~ 7. 81 5 尸 < 召.0,

接受总体方差齐性的假设

(2) 各年 K 值显著性检验

计算 。: ~ 0
.
0 3 7 8 二,

~ 0
.
0 0 2 4

万s ￡
~ 0

.
0 3 5 4

F ~ 0
.
9 0 4 0

当 df
,

~
3

( 组 I旬) df
Z
~ 4 0 (组内)

F o
.ol
~ 斗

.
3 13 ,

F
<

F
o
.
o ,

说明历年 K 值均无显著差异
,

此K 值能

代表长春地区正常值
,

可以做为判断人工放

射性污染的依据
.

(3 ) 百分位数计算

计算 P , 5
~ 0

.
1 6 1 4 P

, ,
~

0

.

1 8 0 4

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
,

即长春地区在没

有核污染的情况下
,

95 务的K 值小于 0
.
16 14 ,

9 9 并的尺 值小于 0
.
1804.

同样道理
,

如果在日常监测中出现大于
0. 161 4 的 K 值即 可 引 起 注 意

,

如 果 出 现

0
.
1804 以上的 K 值就非常可能是有新的核污

染
.

需要指出
,

在确定该指 标 之 前
,

已 对

197 3一 1980 年八年中扣除每次核爆后 40 天

的数据
,

进行了正态分布检验
,

留检验结果:

气溶胶采样后放置 4 天与放置 4 小时后测量

的总 召放射性数据
,

留值均大于 。0. 。 ,

即服

从正态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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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
“

宇宙
一
1 4 0 2 号”监测中K 值

、

司a 比值

日期(月
·

日) K 值 月l二 比值

z

{:

0
.0629

0 。

1 1
3 5

0

。

0 4 1
8

0

。

0
6 5 0

0

。

0 4 6
9

0

.

0 5 7
6

0

.

0 9 9
7

0

.

0 7 0 8

0

.

] 0 0 多

0
.
0 8 1 ,

0
。

0 5 3 8

0

。

0 9 1 8

0

.

0 7
6 6

0

.

0 , 3 9

0
.
0 87 5

0
.
07 36 土0

.0208

2 。

8 6
0

7

2

。

0 6 7
0

2

。

6 7 6 9

1

。

8 8
, 9

2
.
0 8 18

l
。

9 4
6

9

1

。

9
2

9
1

2

.

2
3 6 8

3

.

2
6

8 1

2

.

0 斗77

1
.
8 0 5 5

l
,

9 9 7 3

2

.

0 3 2
9

1

.

弓2 00

1
.
6 87 8

2
.
13 6 2 土0

.4461

入入入

\\\ 八 六 / \\\
习习

V

’

义之
;
火声人人

,,
甲甲

J份、少口ro门了8
,‘,‘,‘,山八乙

.
.二

图 2 月丫。 比值正常均值控制图曲线

为对
“
1 4 0 2 号

”

监测值

0 t881

O 一

1 6 4
7

0

.

1 4 1 3 一一
UCL

一
一-

一
UW毛

8

戈士

0.1179

0. 0945

0.0711

0.04 77

三
、

实 际 应 用

苏联于 1982 年 8 月 30 日发射了核动力

卫星
“

宇宙一 1402 号
,, ,

1 9 8 2 年 12 月 28日解

体后发生故障
,

核动力部分未进人高轨道
,

为

观察其对我国造成核污染情况
,

我们于 19 83

年 1 月 24 日到 2 月 8 日进行了核污染监侧
,

并计算了空气气溶胶的 K 值
,

浏
a 比值

,

结果

列于表 3
。

为即时发现有无核污染
,

分别以长春地

区的 K 值和 川
a 比值的正常值绘制成 均 数

控制图(图 2
、

图 3)
,

将监测到的结果填人图

中
,

即可判断是否有新的污染
.

从图 2
、

图 3 可以看出
,

每天的监测 结

图 3 K 值正常值均数控制图

(曲线为对
“
1 4 0 2

”

监测值 )

果
,

都分布在上警戒线之内
,

都属正常范围
,

说明没有新的核污染
.
事实又证明

“
宇 宙

-

1402号
”

解体后
,

其动力部分
,

在绕地球进行

轨道高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

已于北京时I’ed

xgs 3年 1 月 24 日 6 时 2又分在印度洋迪戈加

西亚岛东南约 18 14 公里处坠落
,

对我长春地

区不会有污染
.
说明我们的监侧和判断与事

实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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