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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摘 錄 

游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一般影響健康的游離輻射，通常是α粒子、β粒子、X射線以及伽瑪射線。 

 α與β是小型粒子，快速移動的粒子，X射線與γ射線的類型為電磁輻射。這

些輻射粒子與射線可攜帶足夠的能量，從它們撞擊或靠近的原子和分子(如:

水、蛋白質和 DNA)中撞擊出電子。此過程稱為游離（ionization）。 

 還有其他放射性物質是作為工業煙霧探測器、醫學檢驗。 

 有些游離輻射是依需求而製造，例如醫生使用的X射線。 

 暴露高劑量的游離輻射可能會引起皮膚灼傷、毛髮脫落、噁心、新生兒缺陷、

疾病以及死亡。它對健康的影響取決於暴露量多寡、暴露時間長短。 

 暴露於游離輻射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若一個懷孕的婦女暴露於高劑量的游離輻射，可能會導致其新生兒的腦部發

育異常。 

 藉由檢測血液中血球數目的變化，但只有暴露到高劑量的游離輻射才可檢測

出血球數目的變化。其他檢驗則是透過檢測染色體。 

 U.S. EPA規定放射性核種釋放至空氣中的含量限制為每年不得超過10毫侖

目（10 mrem/year）。 

 U.S. EPA設置了放射性核種的飲用水標準，規定人造β發射源在飲用水的含

量每年不得超過4毫侖目（4 mrem/year）。 

 當前美國聯邦政府規定工人每年暴露放射性物質的劑量不得超過5侖目（5  

rem/year）；並規定懷孕的女性工人暴露量每年不得超過0.5侖目（0.5 

rem/year）；一般大眾則規定每年不得超過0.1侖目（0.1 rem/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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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一一一一、、、、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 

 游離輻射是由放射性物質、高電壓設備、核反應或恆星等散發出幾種類型的

粒子與射線中的任何一種。一般影響健康的游離輻射，通常是 α粒子、β粒子、

X射線以及伽瑪射線。 

 α與 β是小型粒子，快速移動的粒子，當放射性原子轉變為其他物質時，會

散發出來。 X射線與 γ射線的類型為電磁輻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這些

輻射粒子與射線可攜帶足夠的能量，從它們撞擊或靠近的原子和分子(如:水、蛋

白質和 DNA)中撞擊出電子。此過程稱為游離（ionization），這就是為什麼此輻

射被稱為「游離輻射」的原因。 

 

二二二二、、、、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進入環境中如何變化進入環境中如何變化進入環境中如何變化進入環境中如何變化? 

游離輻射，傳播速度與光速相當，可在路徑中撞擊原子和分子，每撞擊一次

便失去部分能量。當所有的能量都消失後，基本上就什麼都不剩。游離輻射不會

使你具放射性─它只是在體內或擊中的其他物體而留下了一些能量。 

    當游離輻射來自外太空撞擊高層大氣時，會在地球上產生一束不斷暴露的宇

宙射線。有些擊中空氣中氣體並改變了氣體，形成具放射性的物質〈如氚（tritium）

與碳14（carbon 14）〉。其他放射性物質是天然環境的一部分，如地球形成時一

直存在著的鈾（uranium）。還有其他放射性物質是作為工業煙霧探測器、醫學

檢驗以及其他用途。這些放射性物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散出游離輻射，直到所

有的放射性原子衰退為止。 

 當放射性物質進入環境中，它可與其他物質一樣，進入空氣、水、土壤、植

物與動物，並同時也放出輻射。 

本文重點本文重點本文重點本文重點：【：【：【：【游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游離輻射，如熱及光，為能量的一

種形式。游離輻射包括由放射性物質、恆星與高電壓設備放射出的粒子與射線。

大部分的游離輻射為自然發生的，有些則是由人類活動產生。在非常高劑量的

游離輻射可能會導致疾病或死亡。任何劑量的游離輻射都可能會導致癌症，可

能是數年後或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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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游離輻射是依需求而製造，例如醫生使用的 X射線。 

 

三三三三、、、、我我我我在什麼情況下會在什麼情況下會在什麼情況下會在什麼情況下會暴露於暴露於暴露於暴露於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 

由下列途徑暴露於低含量的游離輻射：如太陽、岩石、土壤、體內自然存在、

過去的核子武器試驗，少許的消費產品以及醫院，核電廠與煤電廠釋放的放射性

物質。 

若從事的工作為飛行員、空服員、太空人、工廠與核電廠工人，或 X射線

或醫務人員，暴露於游離輻射的含量會較一般人高。 

 接受 X射線檢查，核醫學檢查亦會暴露於游離輻射，其暴露量取決於檢測

的類型及次數。 

 

四四四四、、、、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對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 

 並未證實暴露環境中低劑量的游離輻射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暴露高劑量

的游離輻射可能會引起皮膚灼傷、毛髮脫落、噁心、新生兒缺陷、疾病以及死亡。

游離輻射對健康的影響取決於暴露量多寡、暴露時間長短以及一些個人因素，如

性別、年齡以及營養健康狀態。增加劑量對健康的影響則更加重。當暴露於核電

廠意外洩漏的游離輻射會導致大群眾的心理壓力負荷增加。出生前暴露於高劑量

的游離輻射也會影響其心理功能。 

 

五五五五、、、、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致癌的致癌的致癌的致癌的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有多高有多高有多高有多高？？？？ 

 暴露於游離輻射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如同其他物質影響健康一樣，游離

輻射誘發癌症的機率取決於暴露量的多寡、暴露時的年齡以及癌症的類型。 

 

六六六六、、、、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對孩童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孩童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孩童的健康有什麼影響對孩童的健康有什麼影響？？？？ 

 孩童也跟成人一樣會暴露少量游離輻射，其來自居住環境中的土壤、食物、

飲用水、呼吸的空氣以及太空投射至地球的能源。目前尚未有證據顯示暴露於一

般環境中游離輻射是否會對孩童或成人的健康產生影響。 

 若一個懷孕的婦女暴露於高劑量的游離輻射，可能會導致其新生兒的腦部發

育異常。在懷孕早期的八週內，胎兒對高於正常劑量的游離輻射特別具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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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游離輻射的劑量增強，胎兒的腦部發育異常的機會也增加。 

 

七七七七、、、、在家中在家中在家中在家中如何減少暴露於如何減少暴露於如何減少暴露於如何減少暴露於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的風險的風險的風險的風險？？？？ 

 當接受 X射線時，必須確實穿著防護衣。技術員須確認只有在特定區域會

照射到 X射線。當接受放射性物質的化學治療時，務必遵從醫師指示。 

 

八八八八、、、、目前有任何的醫療檢目前有任何的醫療檢目前有任何的醫療檢目前有任何的醫療檢驗驗驗驗讓我知道我已經暴露於讓我知道我已經暴露於讓我知道我已經暴露於讓我知道我已經暴露於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游離輻射嗎嗎嗎嗎？？？？ 

 目前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檢驗可檢測出是否暴露於高劑量的游離輻射。其中一

個檢驗是藉由檢測血液中血球數目的變化，但只有暴露到高劑量的游離輻射才可

檢測出血球數目的變化。其他檢驗則是透過檢測染色體。這項檢驗適用於輻射工

作人員暴露最大容許劑量數倍的劑量。 

 目前有許多的方法可以檢查出身體是否具有放射性物質。可透過專業的器材

檢測血液、糞便、唾液、尿液以及身體其他的部位。檢測器材的選擇，取決於放

射性物質的種類。但這些檢驗在一般的醫師診所均無法執行。 

 

九九九九、、、、國內外法規國內外法規國內外法規國內外法規 

 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PA）規定放射性核種（radionuclides）釋放至空氣

中的含量限制為每年不得超過 10毫侖目（10 mrem/year）。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PA）設置了放射性核種的飲用水標準，規定人造 β發射源（man-made sources of 

beta emitters）在飲用水的含量每年不得超過 4毫侖目（4 mrem/year）。 

 當前美國聯邦政府規定工人每年暴露放射性物質的劑量不得超過 5侖目（5  

rem/year）；並規定懷孕的女性工人暴露量每年不得超過 0.5侖目（0.5 rem/year）；

一般大眾則規定每年不得超過 0.1侖目（0.1 rem/year），特殊情形下每年不得超

過 0.5侖目（0.5 rem/year）。 

    依照台灣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暴露之劑量限度，

依下列規定：1.每連續 5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

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毫西弗。2.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 1年內不得超過

150毫西弗。3.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 1年內不得超過 500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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