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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集因子均值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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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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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取决于煤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及燃烧

过程&它以沥青铀矿和水硅铀矿的形式赋存于煤

中(燃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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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形成挥发性与非挥发性的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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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挥发逸出&非挥发部分集聚在底

灰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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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燃烧后将留在

灰烬中&比活度损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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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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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集因子

明显低于其它核素的原因之一(

由于燃煤及灰中@*

Y

的比活度相对恒定且损

失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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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作为标准化因子计算相对富集因

子&可屏蔽环境条件的扰动对某些核素比活度的

剧烈影响&更加科学可靠(表
)

给出了燃煤燃烧

后富集到燃煤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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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

的相对富集因子与文献*

+!?+@

+相比稍大(其原

因是"本工作的燃煤炉底灰在露天燃烧获得&相

比文献*

+!?+@

+在锅炉和除尘器内有限的氧气&

露天燃烧的燃煤得到充分燃烧&因而大部分的

放射性核素遗留在了炉底灰中&各个放射性核

素富集较大(但这还需留待以后设置不同的条

件&如各种温度对不同粒径的煤灰的影响进行

进一步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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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水平及行为&获得了
@"

个有效的燃

煤灰样品中
@

种核素的比活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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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效燃

煤灰与燃煤富集因子数据(

#

)

%根据
C(XTDK6

统计的全球煤及煤灰背

景值资料&调查的燃煤及矿区自燃煤灰'矿区家用

炉底灰及模拟自燃煤灰中
@

种核素的比活度均在

正常范围内(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数值相比&此次

调查的燃煤灰与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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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活

度为最小(通过分析
@+

对燃煤与燃煤灰放射性核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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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后&获得的富集因

子与文献报道相似&相对富集因子的应用能科学地

说明燃煤及灰的富集程度&值得推广应用(

#

!

%对于燃煤及燃煤灰的放射性核素比活度

分布及迁移行为&今后还需关注不同燃烧条件'煤

中放射性核素赋存形态'不同粒径的煤灰以及温

度等条件的影响&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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