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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 

每题 2 分，下列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不选、错选均不得分。 

 

1、图中采取的内照射防护措施是（  ）。 

 

 A、包容 B、隔离 C、净化 D、稀释 

2、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a 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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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C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3、下图中的球形电离室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4、如下图所示中的三种射线，穿透能力最强的射线是（  ）。 



4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一样强 

5、如下图所示中的三种射线，电离本领最强的射线是（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一样强 

6、该图表示的是哪种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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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粒子 B、β 粒子 C、γ 辐射 D、中子辐射 

7、本图采用的是何种外照射防护方法？（  ） 

 

 A、时间防护 B、距离防护 C、屏蔽防护 D、个人防护 

8、该图表明，针对外照射，不同射线对人的危害大小排序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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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 γ，x > β > α 

 B、γ，x > n > β>α 

 C、α，n > β >γ， x 

 D、α>β > γ，x>n 

9、图中仪表监测的数值 0.21 是（  ）。 

 

 A、吸收剂量 B、吸收剂量率 C、当量剂量率 D、剂量当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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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该仪器测量的量是（  ）。 

 
 A、环境剂量 B、表面污染 

 C、空气放射性浓度 D、当量剂量 

11、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A、剂量 B、剂量率 C、计量 D、照射量 

12、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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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剂量 B、剂量率 C、计量 D、照射量 

13、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A、累积剂量 B、剂量率 C、计量 D、照射量 

14、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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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累积剂量 B、剂量率 C、计量 D、照射量 

15、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A、累积剂量 B、剂量率 C、吸收剂量 D、有效剂量 

16、该仪器显示数值表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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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累积剂量 B、剂量率 C、吸收剂量 D、有效剂量 

17、核素符号图，表述正确的是（  ）。 

 
 A、X 表示元素符号 B、A 表示核素符号 

 C、Z 表示核素符号 D、N 表示核素符号 

18、下图中的高纯锗探测器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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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气体探测器 B、 

闪烁体探测器 

 C、 

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19、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b属于（  ）衰变。 

 

 A、α 衰变 B、β+衰变 C、β-衰变 D、γ 衰变 

20、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d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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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衰变 C、β-衰变 D、γ 衰变 

21、下图中的碘化钠探测器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22、α 辐射是由较大的不稳定原子核发射出的、带正电荷的氦原子核（如下图所示），如

果母核是
210
Po，发生 α衰变后，子核应该是（  ）。 



13 

 

 A、
206
Pb B、

208
Pb C、

210
Pb D、

214
Pb 

23、如下图所示，操作强放射性物质应在密闭和经过防护处理的（  ）内用机械手操作。 

 

 A、热室 B、通风橱 C、手套箱 D、实验台 

24、外照射防护的三个要素如下图所示，辐照源与人之间有屏蔽时，照射对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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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越小 B、越大 C、没变化 D、不确定 

25、外照射防护的三个要素如下图所示，离辐照源的距离越近，照射对人的影响（  ）。 

 

 A、越小 B、越大 C、没变化 D、不确定 

26、外照射防护的三个要素如下图所示，接触照射的时间越长，照射对人的影响（  ）。 

 

 A、越小 B、越大 C、没变化 D、不确定 

27、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的统计，各种人工辐射照射来源所致

公众辐射剂量的全球平均值中，最高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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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医疗照射 

 B、

 

大气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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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切尔诺贝利事故 

 D、

 

核燃料循环 

28、不同类型的辐射，即使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其穿透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其中穿透能力最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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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B、β C、γ D、中子 

29、下图所示的衰变类型属于（  ）衰变。 

 

 A、β
-
 B、β

+
 C、α D、γ 

30、下图中的平面硅（PIPS）可用于制成（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1、下图中的金硅面垒探测器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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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2、用下图中的闪烁液进行探测的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3、用下图中的锂玻璃制成的探测器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4、下图中的硫化锌探测器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5、下图中的碘化铯探测器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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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6、下图中的电离室探测器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7、下图中的正比计数器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8、下图中的 G-M 计数管属于（  ）。 

 
 A、气体探测器 B、闪烁体探测器 

 C、半导体探测器 D、液体探测器 

39、以下是某核素的衰变图，纵坐标是核素活度百分比，横坐标是衰变的天数。那么由图可

知，该核素的半衰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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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天 B、2 天 C、4 天 D、8 天 

40、随着放射性核素数量的减少，所发出的辐射也相应地减少。某核素活度随时间变化的关

系如下图，已知该核素半衰期为4天，那么核素数量减少到原来的1/8所需要的时间是（  ）。 

 

 A、4 天 B、8 天 C、12 天 D、16 天 

41、在以下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辐射中，剂量最高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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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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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辐射侵入组织的深度取决于辐射的种类，下图中辐射 c 是属于

（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中子 

43、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辐射侵入组织的深度取决于辐射的种类，下图中辐射 b 是属于

（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中子 

44、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辐射侵入组织的深度取决于辐射的种类，下图中辐射 a 是属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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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中子 

45、下图为胚胎发育不同阶段，受2Gy剂量的X射线照射造成死胎和畸形的发生率的关系图，

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随着个体发育过程的推进，其对辐射的敏感性逐渐降低。 

 B、随着个体发育过程的推进，其对辐射的敏感性逐渐增高。 

 C、胚胎在不同的发育阶段，对辐射敏感性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D、在怀孕的前 50 天辐射对胎儿的危害性最大。 

46、根据随机性效应发生率与剂量关系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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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辐射效应的发生概率与剂量大小有关 

 B、辐射效应的严重程度与剂量大小有关。 

 C、对于随机性效应，即使很小的剂量，也有导致该效应发生的危险。 

 D、不存在剂量阈值。 

47、种系的演化程度越高，机体结构越复杂，对辐射的敏感性越高。下列不同种系生物死亡

所需的吸收剂量最高的是（  ）。 

 A、  

病毒 

 B、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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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肠杆菌 

 D、  

人 

48、种系的演化程度越高，机体结构越复杂，对辐射的敏感性越高。下列不同种系生物死亡

所需的吸收剂量最高的是（  ）。 

 A、  

龟 

 B、  

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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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肠杆菌 

 D、  

鼠 

49、不同的细胞具有不同的辐射敏感性，不同的组织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下列属于轻度敏

感的组织或是器官有（  ）。 

 A、  

肝上皮细胞 

 B、  

心脏 



27 

 C、  

胚胎 

 D、  

角膜 

50、当量剂量的国际标准单位为焦耳每千克，专用名称以（  ）的名字命名的，用符号

Sv 表示。 

 A、  

戈瑞 

 B、  

希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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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爱因斯坦 

 D、  

贝克勒尔 

51、吸收剂量的国际标准单位为焦耳每千克，专用名称以（  ）的名字命名的，用符号

Gy 表示。 

 A、  

戈瑞 

 B、  

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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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爱因斯坦 

 D、  

贝克勒尔 

52、根据效应与照射剂量的关系，ICRP 将电离辐射生物效应进行了分类，下图中所表示的

关系属于（  ）。 

 

 A、确定性效应 B、随机性效应 C、指数衰减 D、指数增强 

53、如图所示 β 能谱，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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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β 射线的能量连续分布 B、有一个确定的最大能量值 

 C、分布曲线有一个极大 D、能谱分立分布 

54、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属于 γ 衰变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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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B、b C、c D、d 

55、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d属于（  ）衰变。 

 

 A、α 衰变 B、β+衰变 C、β-衰变 D、γ 衰变 

56、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c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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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57、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b属于（  ）衰变。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58、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c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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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59、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a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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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60、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B属于（  ）衰变。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61、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衰变方式 A属于（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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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
衰变 C、β

-
衰变 D、γ 衰变 

62、如图所示原子中电子的壳层结构，其中最多可以容纳 8 个电子数为（  ）层。 

 

 A、K  B、L C、M D、N 

63、如图所示原子中电子的壳层结构，其中最多可以容纳 2 个电子数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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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 B、L C、M D、N 

64、从下图中看出，对于中能 γ 射线和原子序数低的吸收物质，（  ）占有优势。 

 

 A、光电效应 B、康普顿效应 C、电子对效应 

65、从下图中看出，对于低能 γ 射线和原子序数高的吸收物质（  ）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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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光电效应 B、康普顿效应 C、电子对效应 

66、下图中表示电子对效应的物理过程是（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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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67、下图中表示康普顿散射这一过程是（  ）。 

 A、  

 B、  

 C、  

 D、  

68、α 辐射，又称 α 粒子，是由较大的不稳定原子核发射出的，下图中（  ）是 α 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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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69、实验发现，放射性核素
222

86Ra 放出一个 α 粒子，变成
214

84Po。下图是
222

86Ra 衰变规律的

曲线，由此可知，
222

86Ra 的数目减少一半需要（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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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天 B、4 天 C、8 天 D、12 天 

70、下图所表示的物理过程是（  ）。 

 

 A、光电效应 B、俄歇电子 C、康普顿散射 D、电子对效应 

71、下图所表示的物理过程是（  ）  。 

 

 A、光电效应 B、俄歇电子 C、康普顿散射 D、电子对效应 

72、下图所表示的物理过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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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光电效应 B、俄歇电子 C、康普顿散射 D、电子对效应 

73、如下原子结构示意图，正确的表示方法为（  ）。 

 

 A、
17

8O  B、
17

9O C、
17

9F D、
17

8F 

74、根据原子核比结合能曲线，以下原子核中结合得最松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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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B、He C、Li D、Fe 

75、根据原子核比结合能曲线，以下原子核中结合得最紧的是（  ）。 

 



43 

 A、H B、He C、Li D、Fe 

76、根据（  ）相对论理论，任何具有一定质量 m 的物体，它相应的能量公式表示为：E= 

mc2 

 A、  

爱因斯坦 

 B、  

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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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贝克勒尔 

 D、  

玻恩 

77、1898 年，（  ）发现当铀发出射线后，可以神奇地转变为其他元素，其中一个元素

命名为钋，另一个元素称为镭，即“发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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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伦琴 

 B、  

贝克勒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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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 

 D、  

麦克斯韦 

78、下面碳原子结构示意图中，代表中子的是（  ）。 

 

 A、a B、b C、c D、d 

79、下面碳原子结构示意图中，代表电子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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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B、b C、c D、d 

80、下面碳原子结构示意图中，代表质子的是（  ）。 

 

 A、a B、b C、c D、d 

81、下面碳原子结构示意图中，代表碳原子核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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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B、b C、c D、d 

82、以下属于电离辐射的有（  ）。 

 A、  

 B、  

 C、  

 D、  

83、图中采取的是哪种内照射防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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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包容 B、隔离 C、净化 D、个人防护 

84、图中采取的是哪种内照射防护措施？（  ） 

 

 A、包容 B、隔离 C、净化 D、个人防护 

85、图中是什么标志？（  ） 

 

 A、电离辐射标志 B、电磁辐射标志 

 C、非电离辐射标志 D、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86、图中采取的是什么防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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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包容 B、隔离 C、净化 D、稀释 

87、本图采用的是何种外照射防护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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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时间防护 B、距离防护 C、屏蔽防护 D、个人防护 

88、该图表示的是哪种衰变？（  ） 

 

 A、α 衰变 B、β 衰变 C、γ 衰变 D、中子辐射 

89、该图表示的是哪种衰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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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衰变 C、γ 衰变 D、中子辐射 

90、该图表示的是哪种衰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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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α 衰变 B、β 衰变 C、γ 衰变 D、中子辐射 

91、原子核模型图中，哪种颜色的粒子代表中子？（  ） 

 

 A、红色 B、白色 C、绿色 D、绿色和白色 

92、原子核模型图中，表述电子的是哪种颜色的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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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红色 B、白色 C、绿色 D、绿色和白色 

93、原子核模型图中，原子核是哪种颜色的粒子？（  ） 

 

 A、红色和白色 B、白色和绿色 

 C、绿色和红色 D、绿色、白色和绿色 

94、原子核模型图中，表述质子的是哪种颜色的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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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红色 B、白色 C、绿色 D、绿色和白色 

二、多选题 

每题 4 分，备选项中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符合题目要求，错选不得分，少选每个选项得 1 分。 

 

95、下表中列出了构成原子的各种粒子的特征，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每个核外电子带有一个电子电荷的电量，极性为负。 

 B、每个质子也带有一个电子电荷的电量，极性为正。 

 C、中子是不带电的。 

 D、核外电子的数量和原子核内质子的数量相等。 

96、下表中列出了构成原子的各种粒子的特征，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整个原子呈现电中性。 

 B、1 电子电荷（e）=1.602×10-19C。 

 C、中子与质子的质量近似相等。 

 D、当各核子结合在一起构成原子核时,核外电子的数量和原子核内质子的数量相等。 

97、辐射灭菌是利用辐射杀死大多数物质上的微生物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特定的方式控制

微生物生长或杀死微生物。辐照灭菌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98、宇宙射线是来自外太空的带电高能次原子粒子，它们可能会产生二次粒子穿透地球的大

气层和表面。宇宙射线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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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99、如下原子核模型图，表述正确的是（  ）。 

 

 A、红色为质子 B、白色为中子 

 C、绿色为电子 D、绿色为质子 

 E、白色为质子 

100、图片表述正确的是（  ）。 

 

 A、是同一种元素 B、是三种不同核素 

 C、是同一种核素 D、三者互为同位素 

 E、三者不是同位素  

101、活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正确的说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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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衰变过程遵循明确的统计规律 

 B、经历时间越长，放射性衰变原子核减少的越多。 

 C、每一种放射性核素衰变常数是固定不变的 

 D、每种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是固定的 

 E、衰变常数乘以半衰期等于 0.693。 

102、图片中关于伽马衰变表述正确的是（  ）。 

 

 A、原子核能级跃迁退激时释放出的射线 

 B、波长较短的电磁波 

 C、没有质量只有能量 

 D、常伴有α 或 β 粒子的发射 

 E、电荷数和质量数都不发生改变。 

103、图片中关于中子表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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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由不稳定原子核发射出的中子 B、大多通过核裂变或核聚变产生 

 C、不带电 D、穿透能力很强 

 E、γ 辐射  

104、如果射线粒子能量相同，对于外照射屏蔽该图说法正确的是（  ）。 

 

 A、带电粒子穿透能力比不带电粒子弱 

 B、α 不需要屏蔽 

 C、β 可用低原子序数材料屏蔽 

 D、γ 可以采用高原子序数材料屏蔽 

 E、中子用含 H 低原子序数材料屏蔽 

105、图中告诉我们天然辐射源主要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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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宇宙射线 B、宇生放射性核素 

 C、陆生放射性核素 D、胸部透视 

 E、高空飞行  

106、图中采取的防护措施有（  ）。 

 
 A、时间防护 B、距离防护 

 C、屏蔽防护 D、个人防护 

 E、隔离防护 

107、如图所示照射方式可分为外照射、内照射和混合照射，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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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外照射可以是单向照射或多向照射，后者的效应大于前者。 

 B、多向照射增强生物效应的原因是组织接受的照射剂量均匀。 

 C、对于内照射的危害，α>β＞γ与 X。 

 D、通常能量的 α 粒子不能穿过人体的表面的死层，故 α 粒子外照射一般不能对人体

造成伤害。 

108、下图是电离辐射生物效应中的确定性效应，关于确定性效应的观点正确的是（  ）。 

 

 A、发生严重程度和机率都随剂量变化而变化 

 B、即使剂量很小，也有可能发生效应 

 C、发生概率随受照剂量增加而增加，而严重程度与受照剂量无关 

 D、存在剂量阈值 

109、下图表示放射源全寿命期的管理包括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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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进口审批和备案 B、转让的审批与备案 

 C、转移的备案 D、送贮备案 

 E、返回出口国的审批  

110、图片中的人不应当采取的做法是（  ）。 

 

 A、远离 B、搬离 

 C、当废品卖掉 D、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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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111、图片中的人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是（  ）。 

 

 A、远离 B、搬离 

 C、当废品卖掉 D、报告当地公安部门 

 E、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112、本衰变图说法正确的是（  ）。 

 

 A、α 衰变 B、发出 α粒子 

 C、发出 β粒子 D、发出中子 

 E、发出氦原子核  

113、图中剂量限值表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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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职业人员照射剂量限值 

 B、公众剂量限值 

 C、职业人员连续 5 年内平均值不大于 20 mSv/a 

 D、公众连续 5 年内平均值不大于 1 mSv/a 

 E、职业人员任何一年的最大值为 20 mSv/a 

114、关于辐射安全许可证说法正确的是（  ）。 

 

 A、有正本和副本 B、生态环境部门颁发 

 C、卫生主管部门颁发 D、有效期 5年 

 E、规定活动种类和范围  

115、下图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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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穿透力 α<β<γ 

 B、外照射危害 α<β<γ 

 C、内照射危害 α>β>γ 

 D、外照射防护主要针对 β 和 γ 

 E、内照射都要防护 

116、见到图片中的无人看管的东西，错误的做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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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远离 

 B、搬离 

 C、拆卸 

 D、当废品卖掉 

 E、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或公安部门 

117、图中关于确定性效应表达的正确含义是（  ）。 

 

 A、针对大剂量、大剂量率的急性照射 

 B、确定性效应有明确的阈值 

 C、在阈值以下不会见到有害效应 

 D、达到阈值则有害效应肯定会发生 

 E、效应的严重程度随所受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66 

118、图中关于随机性效应表达的正确含义是（  ）。 

 

 A、针对小剂量、小剂量率的慢性照射 

 B、随机性效应不存在剂量阈值 

 C、辐射效应的发生概率与剂量大小有关 

 D、辐射效应的非严重程度与剂量大小有关 

 E、很小的剂量也有导致该效应发生的危险 

119、电离辐射是指其携带的能量足以使物质原子或分子中的电子成为自由态，从而使这些

原子或分子发生电离现象的辐射。下列属于电离辐射的是（  ） 

 A、  

氡气 

 B、  

核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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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电视 

 D、  

安检 

120、闪烁探测器具有分辨时间短、探测效率高和能测量射线能量等优点，是目前应用最广

的辐射探测器之一。下列探测器中属于无机闪烁体探测器的是（  ）。 

 A、碘化钠 

 

 B、碘化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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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硫化锌 

 

 D、锂玻璃 

 
121、下列探测器中属于半导体探测器有（  ）。 

 A、金硅面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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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平面硅（PIPS） 

 

 C、高纯锗 

 

 D、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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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下列探测器中属于闪烁体探测器有（  ）。 

 A、  

电离室 

 B、  

平面硅（P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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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液体闪烁器 

 D、  

 碘化铯 

123、下列探测器中常用于中子探测的有（  ）。 

 A、  

硫化锌 

 B、  

BF3正比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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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3
He 正比计数器 

 D、  

锂玻璃 

124、核试验的类型包括以下哪些方式（  ）。 

 A、地上核试验 

 

 B、地下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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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高空核试验 

 

 D、水下核试验 

 

125、电离辐射是指其携带的能量足以使物质原子或分子中的电子成为自由态，从而使这些

原子或分子发生电离现象的辐射。下列属于电离辐射的是（  ）。 

 A、电脑 

 
 B、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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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电子加速器 

 

 D、辐照灭菌 

 

126、气体探测器收集的带电粒子数目与电压关系曲线如下图。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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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Ⅰ区内收集的离子对数目随收集电压而增加。 

 B、Ⅱ区内工作气体中产生的离子对被完全收集，因而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收集离子

对数目不随工作电压而变化。 

 C、Ⅲ区内随着电压增加，电子在被收集前被加速。 

 D、Ⅳ区内随着电压的增加，气体的放大倍数与收集到的总电量成正比的严格关系被打

破。 

127、以下属于非电离辐射的有（  ）。 

 A、手机 

 

 B、电脑 

 

 C、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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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广播 

 

128、电离辐射种类很多，包括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不带电粒子有（  ）。 

 A、X 射线 

 

 B、γ 射线 

 

 C、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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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中子 

 
129、电离辐射种类很多，包括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带电粒子有（  ）。 

 A、α 粒子 

 

 B、β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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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质子 

 

 D、中子 

 
130、如图所示 β 能谱，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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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β 射线的能量连续分布 B、有一个确定的最大能量值 

 C、分布曲线有一个极大值 D、能谱分立分布 

131、非电离辐射，由于辐射能量低，不能从原子、分子或其他束缚状态放出电子，包括（  ）。 

 A、可见光 

 

 B、热源 

 

 C、电视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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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电脑 

 

132、图中采取的外照射防护措施有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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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机械手操作 B、移动屏蔽 

 C、铅玻璃 D、穿工作服 

 E、穿防护服 

133、下图中医师采取的屏蔽措施有哪些？（  ） 

 

 A、隔室操作 B、铅玻璃屏蔽 

 C、穿工作服 D、穿防护服 

 E、戴铅眼镜 

134、根据图片所示，外照射主要针对哪类射线？（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γ 射线 D、X 射线 

 E、中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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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针对外照射，图中显示的防护措施包括           。（  ） 

 

 A、缩短照射时间 B、增加与源的距离 

 C、在人与源之间设置屏蔽 D、增加降雨 

 E、避免太阳直射  

136、图为电离辐射标志，应设置在哪些地方？（  ） 

 

 A、放射源 B、放射性同位素包装容器 

 C、含放射源的设备 D、射线装置 

 E、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  

137、图为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应设置在哪些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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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 B、放射性工作场所出入口 

 C、室外作业安全区域 D、野外作业安全区域 

 E、放射性同位素运输工具  

138、本图采用的是何种外照射防护方法？（  ） 



84 

 

 A、时间防护 B、距离防护 

 C、屏蔽防护 D、个人防护 

 E、降低剂量率 

139、核素符号图，表述正确的是：（  ） 

 

 A、X 表示元素符号 B、A 表示质量数 

 C、Z 表示质子数 D、N 表示中子数 

 E、A=Z+N  

140、警戒区内的防护行动是事故响应中需要采取的防护措施（应急警戒区示意图如下），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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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出入内警戒区只能通过安全通道。 

 B、外部警戒区只允许公安、消防队员、救护服务和其他有资质的工作人员进入。 

 C、内部警戒区只允许拯救生命、急救、消防行动等采取防护措施后允许的行动。 

 D、事故现场的入口控制根据常规的治安程序完成。 

141、如图所示，对于操作人员，可用（  ）等方法将操作人员围封起来，防止放射性物

质进入人体。 

 

 A、工作服 B、鞋帽 C、手套 D、气衣 

142、放射性物质进入体内的途径主要（  ）等。 

 A、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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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食入 

 

 C、皮肤渗入 

 

 D、伤口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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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常用的β 屏蔽材料有（  ）。 

 A、铅 

 

 B、有机玻璃 

 

 C、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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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铝 

 

144、常用的γ 屏蔽材料有（  ）。 

 A、铅 

 

 B、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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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混凝土 

 

 D、砖 

 
145、常用的中子屏蔽材料有（  ）。 

 A、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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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石蜡 

 

 C、混凝土 

 

 D、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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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工业探伤是无损检测的重要手段，射线的工业探伤装置如下图所示。可在不接触、不

损坏被检物体的情况下，对（  ）进行精确的检测。 

 

 A、压力容器 B、管道焊缝 C、航天器材 D、船舶 

147、辐照食品方面的应用。目前辐照已广泛应用于食品的保鲜和杀菌，其优点是（  ）。 

 

 A、消灭微生物 B、防止病虫危害 

 C、无损消毒 D、延长保质期 

148、利用放射性核素制成原子能电池，如图所示，它具有体积小，能量高等特点，可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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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人造卫星 B、宇宙飞船 C、核潜艇 D、心脏起搏器 

149、中子入射到靶原子核上，被靶核俘获，形成一个新核（复合核），过程如下图所示。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复合核比原来的靶核原子质量数增加 1。 

 B、复合核处于激发态，是不稳定的。 

 C、复合核会通过放出 γ光子而回到基态。 

 D、复合核会通过放出 α粒子而回到基态。 

150、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是指利用工作人员佩带剂量计对个人剂量当量进行的监测，以及

对测量结果的解释。常用的个人剂量计有（  ）。 

 A、TLD 个人剂量计 

 

 B、手脚表面污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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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指环/腕式个人剂量计 

 

 D、个人剂量报警仪 

 
151、在开放型工作场所出口处设置全身表面或手脚污染仪，可防止工作人员带出放射性物

质，污染非放射性区域或环境，常用的表面污染监测仪有（  ）。 

 A、CoMo170 

 

 B、手脚表面污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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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aI 探测器 

 

 D、BH3105 

 

152、为了监控源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场所的辐射水平、满足监管上的需要，可以在工作场所

合适位置安装在线监测系统，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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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要求监测系统可靠性好，操作方便，响应时间快。 

 B、具有超阈值报警（声光报警）、与防护门联锁、测量数据存储等功能。 

 C、可选用具有一定通信距离的工业无线网络通信方式。 

 D、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可采用 GPRS 无线网络传输，实现远程联网。 

153、工作场所 X、γ 外照射的监测，是核技术利用中最常见的监测项目。监测仪器最好选

用便携式周围剂量当量率仪，也可选用空气比释动能率仪、空气吸收剂量率仪。常用的便携

式剂量率仪有（  ）。 

 A、正比计数管 

 

 B、电离室巡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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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aI 探测器 

 

 D、塑料闪烁体探测器 

 

154、体表污染监测顺序如下图所示，体表污染监测时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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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重点关注眼、鼻、口等部位是否有污染。 

 B、如发现污染，用湿棉花擦拭取样。 

 C、在发现污染的部位表面停留几秒钟，确认仪表读数。 

 D、记录人员污染数据；根据污染部位不同进行去污，必要时实施医疗救助。 

155、X射线安检仪是采用X射线扫描成像技术对行李进行安全检测的电子设备，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56、核测井用探测器在井中连续测量由天然放射性核素发射的或由人工激发产生的核射线，

以计数率或标准化单位记录射线强度随深度的变化，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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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57、料位计是指对容器中固体物料高度的变化进行实时检测的仪表。核辐射料位计储仓下

侧装有 γ 射线辐射源，储仓上侧装有 γ 射线接收器，γ 射线穿过料层后的强度不同，接

收器检测出射入的 γ 射线强度并通过显示仪表显示出料位高度。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58、伽玛刀是根据立体几何定向原理， 将颅内的正常组织或病变组织选择性地确定为靶点，

使用钴-60 产生的伽玛射线进行一次性大剂量地聚焦照射，使之产生局灶性的坏死或功能改

变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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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59、CT 检查是现代一种较先进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它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60、微波是一种电磁波。微波炉就是一种用微波加热食品的现代化烹调灶具，它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61、如图所示，地质结构、土壤、建材以及室内装饰材料等都会产生放射性氡污染，那么

氡气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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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62、电离辐射广泛应用于工业，包括（  ）。 

 A、  

电线辐照加工 



101 

 B、

 

探伤 

 C、  

核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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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测井 

163、以下可以作为探测核爆炸的信息源的有（  ）。 

 

 A、冲击波 B、光辐射 C、早期核辐射 D、电磁脉冲 

164、光电倍增管探测器原理如下图所示。关于闪烁探测器工作原理描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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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闪烁光的一部分通过光导被收集到光电倍增管的光阴极上。 

 B、光阴极吸收光子后，发射出光电子。 

 C、光电子在光电倍增管中倍增，倍增的电子束在阳极上被收集，产生输出信号。 

 D、射线进入闪烁体使闪烁体原子、分子电离和激发。 

165、1896 年，Becquerel 在铀矿物中发现的射线中，在磁场中不偏转的是（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中子 D、γ 射线 

166、气体探测器均以气体作为探测介质，具有制备简单、性能可靠、成本低廉、使用方便

等优点，常用的气体探测器有（  ）。 

 A、平板型电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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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球形电离室 

 
 C、正比计数器 

 

 D、G-M 计数管 

 

167、使初始 X 射线强度降到一半的屏蔽材料的厚度为半值层（HVL），使初始 X 射线强度降

到 1/10 的屏蔽定材料的厚度为十分之一层（TVL），如下图所示中其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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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蓝色曲线所代表的屏蔽材料对射线的阻止本领更强。 

 B、使射线强度降低到一半时，蓝色曲线所代表的屏蔽材料所用的厚度更大。 

 C、蓝色材料所代表的屏蔽材料的原子序数比绿色的大。 

 D、蓝色材料所代表的屏蔽材料的原子序数比绿色的小。 

168、电热器是将电能转换成热能的设备，作为热源，它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69、基站是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接口设备，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移动通

信交换中心，与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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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70、收音机是用电能将电波信号转换并能收听广播电台发射音频信号的一种机器，它属于

（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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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电弧焊是指以电弧作为热源，利用空气放电的物理现象，将电能转换为焊接所需的热

能和机械能，从而达到连接金属的目的。它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72、高压线通常指的是输送 10kV（含 10kV）以上电压的输电线路。它属于（  ）。 

 

 A、电离辐射 B、非电离辐射 C、人工辐射 D、天然辐射 

173、人类在地球一直受到天然辐射源的照射，关于下图中天然辐射的来源说法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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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天然辐射源主要来自宇宙射线、宇生和原生放射性核素。 

 B、宇宙射线来自太阳和星际空间。 

 C、宇宙射线与大气层中和地球表面氧、氮等多种元素的原子核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放射

性核素称作宇生放射性核素。 

 D、自地球形成以来，地壳内就存在放射性核素，称为原生放射性核素或陆生放射性核

素。 

174、如图所示照射方式可分为外照射、内照射和混合照射，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外照射可以是单向照射或多向照射，后者的效应大于前者。 

 B、对于外照射的危害，n<γ、X>β>α。 

 C、对于内照射的危害，α<β、γ、X。 

 D、通常能量的 α 粒子不能穿过人体的表面的死层，故 α 粒子外照射一般不能对人体

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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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在短时大剂量辐射的医疗反应中所接受的剂量与相应的医疗反应描述不相符的是

（  ）。 

 
 A、死亡 B、腹泻 C、内出血 D、暂时脱发 

176、下图是电离辐射生物效应中的确定性效应，关于确定性效应的观点错误的是（  ）。 

 
 A、发生严重程度和机率都随剂量变化而变化 

 B、即使剂量很小，也有可能发生效应 

 C、发生概率随受照剂量增加而增加，而严重程度与受照剂量无关 

 D、存在剂量阈值 

177、不同的细胞具有不同的辐射敏感性，不同的组织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下列属于不敏

感的组织或是器官有（  ）。 

 A、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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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肌肉 

 
 C、胚胎 

 

 D、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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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不同的细胞具有不同的辐射敏感性，不同的组织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下列属于中度

敏感的组织或是器官有（  ）。 

 A、肾上皮细胞 

 

 B、肺上皮细胞 

 

 C、血管 

 

 D、眼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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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不同的细胞具有不同的辐射敏感性，不同的组织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下列属于高度

敏感的组织或是器官有（  ）。 

 A、胸腺 

 

 B、肠胃上皮细胞 

 

 C、胚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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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肾上皮细胞 

 

180、由外照射所致的外照射慢性放射病，其临床表现有（  ）。 

 A、头晕头痛 

 
 B、毛发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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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心动过缓 

 

 D、眼晶体混浊 

 

181、外照射引起的急性放射病一般由体外大剂量 X、γ 和中子照射机体引起。以下选项中

可能引起急性放射病的有（  ）。 

 A、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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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医疗照射 

 

 C、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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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乘坐飞机 

 
182、下图为胚胎发育不同阶段，受 2Gy 剂量的 X射线照射造成死胎和畸形的发生率的关系

图，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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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随着个体发育过程的推进，其对辐射的敏感性逐渐降低。 

 B、随着个体发育过程的推进，其对辐射的敏感性逐渐增高。 

 C、胚胎在不同的发育阶段，对辐射敏感性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D、在怀孕的前 50 天辐射对胎儿的危害性最大。 

183、辐射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生活中的（  ）都有一定的放射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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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184、辐射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生活中的（  ）都有一定的放射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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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185、辐射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生活中的（  ）都有一定的放射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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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186、辐射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生活中的（  ）都有一定的放射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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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187、γ 射线强度随通过介质层厚度增加而减小，服从指数衰减规律。下图中是相同入射能

量下两种不同物质的衰减曲线，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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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原子序数较大。 

 B、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原子序数较大。 

 C、使射线强度衰减到一半时，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所需的厚度较大。 

 D、使射线强度衰减到一半时，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所需的厚度较大。 

188、γ 射线强度随通过介质层厚度增加而减小，服从指数衰减规律。下图中是相同入射能

量下两种不同物质的衰减曲线，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衰减因子较大。 

 B、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衰减因子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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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对 γ 射线的屏蔽作用较大。 

 D、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对 γ 射线的屏蔽作用较大。 

189、γ 射线强度随通过介质层厚度增加而减小，服从指数衰减规律。下图中是相同入射能

量下两种不同物质的衰减曲线，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原子序数较大。 

 B、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的原子序数较大。 

 C、使射线强度衰减到一半时，红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所需的厚度较大。 

 D、使射线强度衰减到一半时，绿色曲线所代表的物质所需的厚度较大。 

190、1896 年，Becquerel 在铀矿物中发现的射线中，在磁场中偏转的是（  ）。 

 

 A、α 射线 B、β 射线 C、中子 D、γ 射线 

191、下列关于原子的模型，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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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192、下列关于原子的模型，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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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193、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属于 β 衰变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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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B、b C、c D、d 

194、在如下图所示的衰变纲图中，属于 γ 衰变的有（  ）。 

 

 A、a B、b C、c D、d 

195、非电离辐射，由于辐射能量低，不能从原子、分子或其他束缚状态放出电子，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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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高压线 

 

 B、收音机 

 

 C、基站 

 

 D、微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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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电离辐射是指其携带的能量足以使物质原子或分子中的电子成为自由态，从而使这些

原子或分子发生电离现象的辐射。下列属于电离辐射的是（  ）。 

 A、宇宙射线 

 

 B、放射源 

 
 C、X 光 

 

 D、电焊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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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电离辐射分为直接电离辐射和间接电离辐射。下列属于直接电离辐射的有（  ）。 

 A、α 粒子 

 

 B、β 粒子 

 

 C、质子 

 

 D、γ 光子 



130 

 

198、间接电离辐射是能够释放出直接电离粒子或引起核反应的非带电粒子，如（  ）等。 

 A、X 射线 

 

 B、γ 射线 

 

 C、质子 

 

 D、中子 



131 

 
199、直接电离辐射是指那些具有足够大的动能，通过碰撞就能引起物质的分子、原子电离

的带电粒子，如（  ）等。 

 A、α 粒子 

 

 B、β 粒子 

 

 C、质子 

 

 D、γ 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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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电离辐射种类很多，包括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不带电粒子有（  ）。 

 A、α 粒子 

 

 B、γ 射线 

 

 C、β 粒子 

 

 D、荧光 X 射线 



133 

 

201、电离辐射种类很多，包括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带电粒子有（  ）。 

 A、质子 

 

 B、γ 射线 

 

 C、β 粒子 

 

 D、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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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由放射源放出的三种射线（α、β、γ），通过电场或磁场，符合实际的是（  ）。 

 A、  

 B、  

 C、  

 D、  

203、非电离辐射，由于辐射能量低，不能从原子、分子或其他束缚状态放出电子，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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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紫外线 B、热辐射 

 C、可见光 D、无线电波 

 E、微波 

204、以波的形式传播能量的被称为电磁辐射，波长越短，频率越高，携带的能量也越大。

在以下辐射波谱图中，属于电离辐射的有（  ）。 

 

 A、γ 射线 B、X 光 C、无线电波 D、微波 

 

三、答案 

单选题 

1.A           2.A           3.A           4.C           5.A           6.C            

7.B           8.A           9.D           10.B          11.B          12.B           

13.A          14.A          15.B          16.A          17.A          18.C           

19.A          20.D          21.B          22.A          23.A          24.A           

25.B          26.B          27.A          28.A          29.D          30.C           

31.C          32.B          33.B          34.B          35.B          36.A           

37.A          38.A          39.B          40.C          41.C          42.C           

43.B          44.A          45.B          46.B          47.A          48.C           

49.B          50.B          51.A          52.A          53.D          54.B           

55.C          56.B          57.D          58.D          59.A          60.C           

61.B          62.B          63.A          64.B          65.A          66.D           

67.C          68.A          69.B          70.B          71.A          72.C           

73.A          74.A          75.D          76.A          77.C          78.D           

79.B          80.C          81.A          82.D          83.D          84.A           

85.D          86.A          87.C          88.B          89.B          90.A           

91.B          92.C          93.A          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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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95.A,B,C,D 96.A,B,C,D 97.A,C 98.A,D

99.A,B,C 100.A,B,D 101.A,B,C,D,E 102.A,B,C,D,E

103.A,B,C,D,E 104.A,B,C,D,E 105.A,B,C 106.B,C

107.A,B,C,D 108.A,D 109.A,B,C,D,E 110.B,C,D

111.A,D,E 112.A,B,E 113.A,B,C,D 114.A,B,D,E

115.A,B,C,D,E 116.B,C,D 117.A,B,C,D,E 118.A,B,C,E

119.A,B,D 120.A,B,C,D 121.A,B,C 122.C,D

123.A,B,C,D 124.A,B,C,D 125.C,D 126.A,B,C,D

127.A,B,C,D 128.A,B,D 129.A,B,C 130.A,B,C

131.A,B,C,D 132.A,B,C 133.A,B 134.B,C,D,E

135.A,B,C 136.A,B,C,D 137.A,B,C,D,E 138.B,C

139.A,B,C,D,E 140.A,B,C,D 141.A,B,C,D 142.A,B,C,D

143.B,C,D 144.A,B,C,D 145.A,B,C,D 146.A,B,C,D

147.A,B,C,D 148.A,B,C,D 149.A,B,C 150.A,C,D

151.A,B 152.A,B,C,D 153.A,B,C,D 154.A,B,C,D

155.A,C 156.A,C 157.A,C 158.A,C

159.A,C 160.B,C 161.A,D 162.A,B,C,D

163.A,B,C,D 164.A,B,C,D 165.C,D 166.A,B,C,D

167.B,D 168.B,C 169.B,C 170.B,C

171.B,C 172.B,C 173.A,B,C,D 174.B,C

175.C,D 176.B,C 177.A,B 178.A,B,C,D

179.A,B,C 180.A,B,C,D 181.A,B,C 182.A,C,D

183.A,B,C,D 184.A,B,C,D 185.A,B,C,D 186.A,B,C,D

187.A,D 188.A,C 189.B,C 190.A,B

191.A,C 192.B,D 193.A,C,D 194.C,D

195.A,B,C,D 196.A,B,C 197.A,B,C 198.A,B,D

199.A,B,C 200.B,D 201.A,C 202.A,C

203.A,B,C,D,E 204.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