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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装治疗机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后装治疗机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后装治疗机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本指南适用于 192Ir 和 60Co 源后装治疗机，其他放射源后装治疗机可参照此指南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南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南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订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均不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NCC/T-RT 001-2017 放射治疗质量控制基本指南 

WS 262-2017 后装 γ源近距离治疗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YY/T 1308-2016 自动控制式近距离治疗后装设备 

YY/T 0973-2016 自动控制式近距离后装设备放射治疗计划系统性能和试验方法 

JJG 773-2013 医用 γ射线后装近距离治疗辐射源 

GB 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 9706.13-2008 医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自动控制式近距离治疗后装设备安全专用要求 

GB 9706.15-2008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医用电气系统安全要求 

YY 0721-2009 医用电气设备放射治疗记录与验证系统的安全 

GB/T 14233.2-2005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生物学试验方法 

GBZ/T 144-2002 用于光子外照射放射防护的剂量转换系数 

GB/T 16886.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 部分：评价与试验 

GB 4075 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GB 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T 17857 医用放射学术语（放射治疗、核医学和辐射剂量学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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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85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后装治疗机的使用人员和培训要求 

4.1  使用人员要求 

开展后装放射治疗的单位应满足 NCC/T-RT 001-2017 的要求，工作团队由放疗医师、医学物理师、

放疗技师、护士和设备维修工程师组成。 

4.2  培训要求 

4.2.1  物理师应在已开展后装放射治疗的单位接受半年以上的后装放射治疗计划和质量控制及质量保

证培训。 

4.2.2  开展后装放射治疗之前，物理师至少已接受供应商提供的治疗机和计划系统培训，能熟练操作

治疗机，使用计划系统，可以对治疗机和计划系统进行全面的验收测试。 

4.2.3  技师至少接受供应商提供的或本单位内部熟练操作人员提供的治疗机操作培训，能熟练操作后

装治疗机。 

5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内容及要求 

5.1  后装治疗机的验收 

后装治疗机的验收应符合 YY/T 1308-2016 的要求，具体验收项目如下。 

5.1.1  随机文件 

随机文件应提供下列内容： 

a)  后装治疗机可以使用的治疗通道数目； 

b)  放射源最大传送距离； 

c)  放射源源线（辫）的长度； 

d)  驻留点之间距离的可调节范围； 

e)  最大的驻留点数目以及相应的驻留点之间的距离； 

f)  放射源至驻留点的最大传送时间； 

g)  放射源在驻留点可驻留的时间范围； 

h)  后装治疗机机头的可升降范围； 



NCC/T-RT-002-2019 

3 
 

i)  后装治疗机放射源所允许通过的最小曲率半径，以及相应的施源器的内径； 

j)  后装治疗机可以使用的施源器的配置（包括名称、型式、数目、材料、结构、适用部位、寿命、

消毒方法、连接方式）； 

k)  可重复使用的施源器及其他附件的清洗、消毒、灭菌方法； 

l)  施源器成像的方法； 

m)  换源之后修改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及后装机控制台软件中有关放射源活度和校准时间的建议和

操作方法。 

5.1.2  放射源最大传送距离 

后装治疗机放射源实际的最大传送距离与随机文件规定的距离之间的差值不应超过 1.0 mm。 

5.1.3  放射源定位误差 

对所有可调节的驻留位置，后装治疗机定位放射源至驻留位置的误差不应超过 1.0 mm。 

5.1.4  放射源定位重复性 

后装治疗机重复定位放射源至驻留位置的精度不应超过 1.0 mm。 

5.1.5  放射源累计定位误差 

后装治疗机在运行多个驻留点后，最后一个驻留点实际驻留位置和预设驻留位置之间的误差不应超

过 2.0 mm。 

5.1.6  传送时间 

放射源至驻留点的最大传送时间（包括出源时间和回源时间）测量值不应超过随机文件规定的数值。 

5.1.7  驻留时间范围 

后装治疗机可以设置的驻留时间范围应符合随机文件的规定。 

5.1.8  机头升降范围 

后装治疗机机头的可升降范围不应小于随机文件所规定的范围。 

5.1.9  最小曲率半径的施源器组合 

后装治疗机在连接所允许通过的最小曲率半径对应的施源器和连接管的内径组合时，应能够正常传

送放射源到指定位置。 

5.1.10  安全要求 

a)  后装治疗机安全应符合 GB 9706.1-2007 、GB 9706.13-2008 的要求。 

b)  如适用，后装治疗机应符合 GB 9706.15-2008 、YY 0721-200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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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附件 

a)  有手动回源工具（通常为手摇柄）； 

b)  应配备应急贮源罐。 

5.2  后装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 

后装放射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包括升级验收）应符合 YY/T 0973-2016 的要求，具体验收项目如

下。 

5.2.1  长度重建偏差 

治疗计划系统的长度重建偏差不应大于 1 mm。 

5.2.2  体积重建偏差 

治疗计划系统的体积重建偏差不应大于 5%。 

5.2.3  施源器重建精度 

选择不同的施源器，施源器中源运行轨迹符合施源器形状，重建精度不应大于 1.0 mm。 

5.2.4  剂量计算偏差 

治疗计划系统的剂量计算值与理论计算值之间的偏差不应大于 5%。 

5.2.5  剂量分布准确性 

治疗计划系统计算的特定等剂量曲线所包围的面积与测量相应等剂量曲线所包围的面积重叠率不

应小于 90%。 

5.2.6  随机文件 

随机文件中应包括支持的后装机机型、技术和适用范围、功能（剂量显示、剂量计算方法）、接口

协议（例如：DICOM RT），通道信息参数等信息。 

5.3  施源器的验收 

5.3.1  检查施源器的配置文件信息，包括：名称、型式、数目、材料、结构、适用部位、寿命、消毒

方式、连接方式等。 

5.3.2  检测施源器与连接管连锁是否正常。 

5.3.3  检测施源器与连接管的长度，误差不超过 1 mm。 

5.3.4  检查施源器表面及包装是否有破损、污染，施源器的形状大小是否与说明书一致。 



NCC/T-RT-002-2019 

5 
 

5.3.5  制造商规定为无菌的施源器及相关附件应符合无菌的要求。预期与生物组织、细胞或体液接触

的施源器及相关附件部分，应按照 GB/T 16886.1 中给出的指南和原则进行评估和形成文件。 

5.4  放射源安装/更换 

5.4.1  后装治疗机使用的放射源，应符合 GB 4075 的规定。 

5.4.2  放射源应有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及检验证书。说明书应载明放射源编号、核素名称、化学符

号、等效活度与标定日期、表面污染与泄露检测结果和生产单位名称等。 

5.4.3  后装治疗控制室需放置安装/更换放射源规范化操作手册及应急预案。 

5.4.4  放射源的更换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在换源过程中应加强操作人员的放射防护措施和辐射剂

量监测。 

5.4.5  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进入机房前要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 

5.4.6  安装/更换放射源后，需要检测的项目与技术要求包括以下三项： 

a)  检测放射源活度，放射源证书中的活度值与检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 5％； 

b)  检测放射源定位误差，实测放射源位置与计划驻留位置之间的偏差不超过 1 mm； 

c)  检测放射源在单个驻留位置的驻留时间，实测驻留时间与计划驻留时间的偏差不超过 0.1 s。 

5.4.7  安装/更换放射源后，应及时更改治疗控制台和治疗计划系统中的放射源参数。 

5.4.8  放射源的运输应符合 GB 11806 的规定。 

5.4.9  退役放射源应退还生产厂家或送交指定的放射性废物库统一处理。 

5.4.10  放射源的安装/更换应有放射源安装/更换记录。 

5.5  每日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5.5.1  检查后装治疗机是否正常开机，有自检功能的后装治疗机开机自检是否正常。 

5.5.2  检查后装治疗机控制系统显示的放射源强度、日期、时间是否准确。 

5.5.3  检测监视系统、对讲机、打印机是否正常工作。 

5.5.4  检测后装治疗机房辐射监测仪、辐射指示灯是否正常。 

5.5.5  检查应急设备是否正常、警示标志是否完整。 

5.5.6  每日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应有纸质或电子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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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每季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5.6.1  检测放射源活度，实测放射源活度与计划系统和控制系统显示的放射源活度之间的偏差应不超

过 5％。 

a)  192Ir 源放射源活度只需在每次放射源更换后检测； 

b)  60Co 源半衰期比较长（5.27 年），活度每 6 个月检测一次。 

5.6.2  检测放射源定位误差，实测放射源位置与计划驻留位置之间的偏差应不超过 1 mm。 

5.6.3  检测放射源在单个驻留位置的驻留时间，实测驻留时间与计划驻留时间的偏差应不超过 0.1 s。 

5.6.4  对源可单独选择的多放射源后装治疗机，应分别测量每个放射源的等效活度及其相对偏差，以

最大的相对偏差为检定结果。 

5.6.5  检测后装治疗机房门联锁是否正常。 

5.6.6  检测急停和治疗中断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5.6.7  在断电情况下，检测后装治疗机能否收回放射源，并正确记录治疗信息，如有备用电池，检测

备用电池能否正常工作。 

5.6.8  检查当季的每日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记录。 

5.6.9  每季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应有纸质或电子版的记录。 

5.7  每年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5.7.1  检测施源器与连接管长度，误差不超过 1 mm。 

5.7.2  放射源收回时，测量距离后装治疗机贮源器 5 cm 和 100 cm 处的辐射水平，5 cm 处剂量当量率

不大于 50 μSvh ，100 cm 处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5 μSvh 。 

5.7.3  检查电缆、后装机表面是否存在放射污染。 

5.7.4  检查手动放射源收回曲柄的功能。 

5.7.5  检查应急措施，举行应急演练，如有必要对应急措施进行修改和完善。 

5.7.6  每年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应有纸质或电子版的记录。 

5.8  后装治疗机维修 

5.8.1  后装治疗机的维修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进入

机房前要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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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后装治疗机维修后，物理师和维修工程师应对后装治疗机是否需要检测进行评估。 

5.8.3  后装治疗机的维修必须有维修记录，维修记录应包括维修时间、故障、解决方法、是否进行稳

定性检测、具体检测项目和检测结果。 

5.8.4  对于需要定期、定次更换的部件，要严格按照要求更换，避免过度使用。 

6  检测方法 

6.1  后装治疗机的验收 

YY/T 1308-2016 给出了相应的检测方法对后装治疗机进行验收，项目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6.1.1  随机文件 

查阅随机文件，应符合 5.1.1 的要求。 

6.1.2  放射源最大传送距离 

实际操作后装治疗机，对每个治疗通道测量放射源实际的最大传送距离，按照式（1）计算偏差： 

 ∆ = −  …………………………（1） 

式中： ∆ —放射源最大传送距离偏差； 

—放射源实际最大传送距离； 

—随机文件规定的放射源最大传送距离。 

对所有通道的测量结果，应符合 5.1.2 的要求。 

6.1.3  放射源定位误差 

采用厂家提供的源定位精度质量保证尺，通过治疗计划系统制定计划，按厂家规定或任意设定一出

源长度，通过照相机（具有摄像功能）或机房监控装置，观察源出来后是否到达预定位置，并与放射治

疗计划预定值进行比较，按照式（2）计算误差： 

 ∆ = −  …………………………（2） 

式中： ∆ —定位误差； 

—预定位置； 

—观测位置。 

重复 3 次，最大差值为定位误差，定位误差应符合 5.1.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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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放射源重复定位误差 

任意选择一个驻留位置，重复定位放射源至同一个驻留位置 10 次，最大传送距离与最小传送距离

之间的误差应符合 5.1.4 的要求。 

6.1.5  放射源累计定位误差 

任意选择一个通道，从第一个驻留位置开始到最后一个驻留位置结束，放射源逐一驻留，按照式（3）

计算累计定位误差： 

 ∆ = −  …………………………（3） 

式中： ∆ —放射源累计定位误差； 

—最后一个驻留点的实际驻留位置； 

—最后一个驻留点的预置驻留位置。 

放射源累计定位误差应符合 5.1.5 的要求。 

6.1.6  传送时间 

出源时间：设定放射源在最远端驻留位置驻留，通过机房监控装置，使用秒表，从出源指示灯亮开

始计时，测量放射源到达设定位置的时间。 

回源时间：设定放射源在最远端驻留位置驻留，在放射源到位时，按下急停或治疗中断按钮，通过

机房监控装置，使用秒表，从放射源收回开始计时，测量出源指示灯熄灭的时间。 

出源时间和回源时间的测量值应符合 5.1.6 的要求。 

6.1.7  驻留时间范围 

任意选择一个驻留位置，在计划系统中分别设置最小和最大的驻留时间，观察放射源是否驻留，后

装治疗机可以设置的驻留时间范围应符合 5.1.7 的要求。 

6.1.8  机头升降范围 

测量后装治疗机机头的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机头的可升降范围应符合 5.1.8 的要求。 

6.1.9  施源器最小曲率半径 

连接后装治疗机允许通过的最小曲率半径对应的施源器和连接管，任意选择一个驻留位置，验证放

射源是否可传送到设定的位置，应符合 5.1.9 的要求。 

6.1.10  安全要求 

按 GB 9706.1-2007 、GB 9706.13-2008 规定的方法执行，应符合 5.1.1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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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按 GB 9706.15-2008 、YY 0721-2009 规定的方法执行，应符合 5.1.12 的要求。 

6.2  后装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 

YY/T 0973-2016 给出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对后装治疗计划系统进行验收，项目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6.2.1  长度重建偏差 

在模体中标定两个已知距离不小于 5 cm 的标记点，将模体进行 CT 或其他适合的成像装置扫描。

扫描层厚不大于 3 mm，治疗计划系统获取图像并进行三维重建，对已知标记点间的距离进行测量，利

用式（4）计算长度重建偏差： 

 ∆ = −  …………………………（4） 

式中： ∆ —长度重建偏差，单位为毫米（mm）； 

—系统重建长度，单位为毫米（mm）； 

—己知长度，单位为毫米（mm）。 

应符合 5.2.1 的要求。 

6.2.2  体积重建偏差 

将已知尺寸的实体圆柱体，用 CT 或其他适合的成像装置扫描。扫描层厚不大于 3 mm，重建图像

不小于 512×512。治疗计划系统获取图像并进行三维重建。使用治疗计划系统的体积测量功能，测量重

建后圆柱体的体积。 

利用式（5）和式（6）计算治疗计划系统重建体积与圆柱体已知体积的重建偏差及相对体积重建偏

差： 

 ∆ = −  …………………………（5） 

 

 ∆ ∆ = |∆ | × 100% …………………………（6） 

式中： ∆ —重建偏差，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 ∆—体积重建偏差； 

—系统重建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已知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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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5.2.2 的要求. 

6.2.3  施源器重建精度 

选择两种施源器，分别为直线型和曲线型，用 CT 或其他适合的成像装置扫描，扫描层厚不大于 3 

mm，在放射治疗计划系统中： 

a)  对于直线型施源器，描迹出施源器，测量出施源器长度，并与实际长度进行比较； 

b)  对于曲线型施源器，描迹出放射源运行轨迹，与施源器形状进行比较。 

应符合 5.2.3 的要求。 

6.2.4  剂量计算偏差 

放射性后装治疗源（线源）二维剂量率 ( , )按式（7）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7） 

式中： 

—从源中心到测量点 P 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见图 1）； 

—参考距离，1 cm； 

—测量点 P 到源中心连线与源纵轴线的夹角，单位为度或者弧度； 

—参考角度，90 或 π/2； 

—空气比释动能率强度，Gym h ； 

—水中参考点P( , )的剂量率和空气比释动能率强度 的比值； ( , )—计算点的几何函数值； ( , )—参考点的几何函数值； ( )—径向剂量函数，由于光子散射和衰减在横断面上引起的剂量衰减； ( , )—二维各向异性函数，即剂量随横断面极角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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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中心 1 cm 处为参考点），分别计算胶片和治疗计划系统中该等剂量线围成的面积 、	 ，通过软

件将两条等剂量线围成的形状配准，计算重合面积 ，按式（10）计算面积重合率 ： 

 = + − × 100% …………………………（10） 

式中： 

—面积重合率； 

—两条等剂量线的重合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胶片测量值，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治疗计划系统计算值，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应符合 5.2.5 的要求。 

6.2.6  随机文件 

检查随机文件，应符合 5.2.6 的要求. 

6.3  施源器的验收 

6.3.1  配置文件 

查阅配置文件，应符合 5.3.1 的要求。 

6.3.2  施源器与连接管连锁 

连接施源器与连接管，正常连接后尝试发起一次放射源移动。 

6.3.3  施源器和连接管长度 

实际操作后装治疗机，利用长度检测尺，测量施源器和连接管长度，按式（11）计算偏差： 

 ∆ = −  …………………………（11） 

式中： ∆ —长度偏差； 

—实际测量长度； 

—随机文件规定的长度。 

应符合 5.3.3 的要求。 

6.3.4  施源器检查 

按制造商提供的资料，检查施源器是否符合 5.3.4 要求。 

6.3.5  施源器及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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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14233.2-2005 的方法对制造商规定为无菌的施源器及相关附件进行无菌试验， 应符合

5.3.5 的要求。 

6.4  放射源安装/更换 

6.4.1  放射源活度检测 

WS 262-2017和 JJG 773-2013分别给出了用井型电离室和指型电离室测量与计算放射源活度的方法，

本指南放射源活度的检测方法以使用井型电离室检测为例，具体方法如下。 

6.4.1.1  对步进源后装治疗机： 

a)  在自由空气中，测量支架插入井型电离室，经后装治疗机源驱动系统，按预置程序，由定时控

制装置自动地将源沿着测量支架方向传输到电离室底部。 

b)  按照后装机允许的最小步进距离移动，寻找井型电离室最大灵敏位置。剂量仪预置时间 15 s，

收集电离电荷积分，经若干点测量，直到剂量仪读数显示最大值为止。 

c)  将源传输到井型电离室最大灵敏响应位置，测量该位置的电离电荷读数，设置时间 60 s，收集

累计电离电荷。 

6.4.1.2  对固定源后装治疗机。将一段 20 mm 长塑料导管，放在井型电离室底部。将源传输到井型电

离室最大灵敏度响应位置，测量该位置的电离电荷读数，设置时间 60 s，收集累计电离电荷。 

6.4.1.3  测量 5 次预置时间为 60 s 的累计电离电荷读数，求算数平均值。 

计算源空气比释动能强度 ，见式（12） 

 = ∙ ∙ ∙ ∙ ∙  …………………………（12） 

式中： 

—剂量仪测量电离电荷读数的平均值与预置时间的比值，单位为纳库伦每秒（nCs ）； 

—井型电离室的源空气比释动能强度刻度因子，单位为戈瑞平方米每小时每安培（Gym h A ） 

—静电计刻度系数； 

∙ —环境温度、气压校正因子； 

—电离电荷复合率校正因子。 

环境温度、气压校正 ∙ ，见式（13）： 

 ∙ = 273.15 +273.15 + ∙  …………………………（1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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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读数，单位为摄氏度（℃）； 

—标准条件温度（22 ℃）； 

—标准条件气压（101.3 kPa）； 

—环境气压读数，单位为千帕（kPa）。 

将源传输到井型电离室最大灵敏度位置，预置时间为 60 s，剂量仪分别在高压 300 V，半压 150 V

测量电离电荷积分，各取 5 个读数求算术平均值，计算电离电荷复合率校正因子 ，见式（14）： 

 = 43 − (13 × ) …………………………（14） 

式中： 

—剂量仪在高压为 300 V 电离电荷读数，单位为纳库伦（nC）； 

—剂量仪在半压为 150 V 电离电荷读数，单位为纳库伦（nC）； 

6.4.1.4  如果放射源证书中提供了空气比释动能强度，可直接计算源活度值相对偏差 ，见式（15）： 

 = − × 100% …………………………（15） 

式中： 

—测量的源空气比释动能强度，单位为戈瑞平方米每小时（Gym h ）； 

—源证书中的空气比释动能强度经时间修正后的数值，单位为戈瑞平方米每小时（Gym h ）。 

如果放射源证书中只提供了活度，按式（16）计算源活度值相对偏差 ： 

 = , − ,, × 100% …………………………（16） 

式中： 

, —源证书中的源活度经时间修正后的数值，单位为居里（Ci）； 

, —测量的源活度值，单位为居里（Ci）。 

检测源活度 , 的计算见式（17）： 

 , =  …………………………（17） 

式中： 

—源空气比释动能强度，单位为戈瑞平方米每小时（Gym h ）； 

—放射源空气比释动能强度与源活度转换系数，单位为戈瑞平方米每小时每居里（Gym h Ci ）。

对于 192Ir 源， = 4.034 × 10 	Gym h Ci ，对于 60Co 源， = 1.130 × 10 	Gym h Ci 。 

6.4.2  放射源定位误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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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定位误差的检测方法见 6.1.3。 

6.4.3  放射源驻留时间 

通过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制定放射治疗计划，任意选择一个驻留位置，计划驻留时间 10 s，放射源到

达驻留位置时，用秒表计时，并与放射治疗计划设定值进行比较，按照式（18）计算驻留时间差值：  

 ∆ = −  …………………………（18） 

式中： ∆ —驻留时间差值； 

—实测驻留时间； 

—计划驻留时间。 

重复 3 次，最大驻留时间差值为驻留时间偏差。 

6.5  每日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6.5.1  开机 

检查后装治疗机是否正常开机，对于有自检功能的后装治疗机开机自检是否正常，如不能正常开机，

记录警告或错误信息，通知工程师检修。 

6.5.2  控制系统和治疗计划系统信息 

检查后装治疗机控制系统显示的放射源强度、日期、时间是否准确。 

6.5.3  监视系统、对讲机、打印机 

观察并确定监视系统、对讲系统和打印机是否工作。 

6.5.4  辐射监测仪 

在放射源运行期间观察辐射监测仪报警信号灯。 

6.5.5  应急设备、警示标志 

应检查在后装装置附近是否配备应急贮源罐、辐射防护仪等应急设备。必须提供应急用品、应急说

明和操作说明。如果可行，必须在设备附近提供错误代码及其含义的列表。 

6.6  每季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6.6.1  放射源活度 

放射源活度的检测方法见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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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放射源定位误差 

放射源定位误差的检测方法见 6.1.3。 

6.6.3  放射源驻留时间 

放射源驻留时间的检测方法见 6.4.3。 

6.6.4  门联锁 

将施源器和连接管连接并固定，设计一个出源程序，保持治疗室门在打开状态，尝试启动放射源运

行，检查该启动是否无效，然后，关闭治疗室门，启动放射源运行，在放射源到位时打开治疗室门，检

查该运行是否终止。检查控制台上的故障显示并打印故障报告，确保该故障已正确记录。 

6.6.5  急停和治疗中断 

在放射源照射期间，按下急停或治疗中断按钮，终止运行并确保放射源被收回。检查控制台上的故

障显示并将故障报告打印输出，确保已经对该故障进行正确记录。 

6.6.6  电源中断 

在放射源运行期间，中断电源（打开电路或拔出装置的插头，详见制造商的说明书），检查放射源

是否立即被收回。检查在恢复电源时，是否正确重现治疗参数和剩余驻留时间。一些设备配备有备用电

源，因此在电源中断时可继续进行治疗。对于此类设备，应该进行相关检查，确保电源故障不会导致治

疗中断。检查控制台上的故障显示并将故障报告打印输出，确保已正确记录该故障。 

6.7  每年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6.7.1  施源器和连接管长度 

施源器和连接管长度的检测方法见 6.3.3。 

6.7.2  泄露辐射 

WS 262-2017 给出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具体如下。 

用辐射防护仪器，测量距贮源器表面 5 cm 和 100 cm 泄漏辐射所致周围剂量当量率，取 5 个读数

求算术平均值。 

计算贮源器表面 5 cm 和 100 cm 泄漏辐射所致周围剂量当量率 ∗( )，见式（19）： 

 ∗( ) = ∗(10) ∙ ∗( ) …………………………（19） 

式中： ∗(10)—周围剂量当量率读数平均值，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Sv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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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源周围剂量当量率刻度因子。 

注： ∗( )的定义见 GBZ/T 144-2002。 

6.7.3  检查电缆、后装治疗机表面是否存在放射污染 

用试纸擦拭电缆、后装治疗机表面，测量试纸表面的辐射水平，如已经超过本底，立即通知厂家查

明原因。如果该程序不可行，请参阅制造商的说明书，以获得执行类似检测的方法。 

6.7.4  手动曲柄运行 

按系统制造商提供的说明检查手动放射源收回曲柄的功能。 

6.7.5  应急演练 

参与近距离放射治疗的所有人员必须进行应急程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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