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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是我国放射性物品运输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实用指南》从实用角度出发，参考IAEA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SSR-6)的配套导则——《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咨询材
料》(SSG-26)内容，详细地对《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进行全面解读，同
时介绍了国务院发布的《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等我国现行行政法规的相关技
术和管理要求。《《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实用指南》以待运放射性内容物为索引，逐层剖析和解读GB
11806的各项技术要求与管理要求，并给出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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