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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的术语和定义、陶器古剂量测量、瓷器古剂量测量、年剂量的

测量与计算、实验室放射源标定、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的误差以及数据处理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古陶瓷热释光年代测定和真伪鉴别。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陶器　狆狅狋狋犲狉狔

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经过成型、干燥等工序后，经过约８００℃～１１５０℃的温度烧成的器物。

２．２

瓷器　狆狅狉犮犲犾犪犻狀

以一种或多种富含硅的天然矿物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等工序后，外表施釉，或不施釉，在窑

内经过高温约１１５０℃～１３５０℃的温度烧成的器物。

２．３

磷光体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

具有释光特性的石英等矿物晶体。

２．４

热释光测定年代　狋犺犲狉犿狅犾狌犿犻狀犲狊犮犲狀犮犲犱犪狋犻狀犵

用加热激发磷光体中积蓄的辐射能转变为光能的现象来测定陶瓷样品最后一次受热到测定时所经

过的时间。

２．５

累积剂量　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犲犱犱狅狊犲

陶瓷样品从最后一次受热到测定时所吸收的天然辐照剂量。

２．６

等效β剂量　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犫犲狋犪犱狅狊犲

犙β

等效于单位β剂量的天然累积剂量。

２．７

等效α剂量　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犪犾狆犺犪犱狅狊犲

犙α

等效于单位α剂量的天然累积剂量。

２．８

环境剂量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犱狅狊犲

γ＋ｃ

由埋藏器物环境土壤中的γ射线和宇宙射线ｃ组成，共同对陶瓷器样品提供放射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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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标定剂量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狀犵犱狅狊犲

单位时间热释光强度与剂量关系的实验室放射源辐照的标准剂量。

２．１０

试验剂量　狋犲狊狋犱狅狊犲

在前剂量测定年代技术中，用于诱发瓷器样品１１０℃热释光峰的剂量。

２．１１

α效率　犪犾狆犺犪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每戈瑞的α辐照剂量与每戈瑞的β（或者γ）辐照剂量在诱发热释光上的比率。

２．１２

超线性修正值　狊狌狆狉犪犾犻狀犲犪狉犻狋狔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犐

在小剂量非线性部分对采用固定灵敏度而少算（或多算）的那部分等效剂量进行修正得到的值。

２．１３

古剂量　狆犪犾犲狅犱狅狊犲

犘

陶瓷器烧成后所接受的总的放射性剂量。

２．１４

坪区　狆犾犪狋犲犪狌犪狉犲犪

天然热释光与标定剂量热释光之比，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中比值相对稳定的温度区域。

２．１５

细颗粒技术　犳犻狀犲犵狉犪犻狀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利用陶器样品中天然存在的直径３μｍ～８μｍ的石英等矿物颗粒作为测量样品等效剂量的技术。

２．１６

粗颗粒石英技术　狇狌犪狉狋狕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利用陶器样品中天然存在的直径１００μｍ左右的石英颗粒作为测量样品等效剂量的技术。

２．１７

前剂量测定年代技术　狆狉犲犱狅狊犲犱犪狋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利用石英的１１０℃热释光峰的前剂量效应来测定陶瓷器样品古剂量的年代测定技术。

２．１８

热激活　狋犺犲狉犿犪犾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

将瓷器样品加热到一个能使１１０℃热释光峰的灵敏度上升至最高的激活温度的过程。

２．１９

辐照熄灭　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狇狌犲狀犮犺犻狀犵

瓷器样品在放射性同位素辐照作用下，会使１１０℃热释光峰的灵敏度降低的现象。

２．２０

激活法　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在瓷器前剂量测定年代中，根据石英１１０℃热释光峰的热激活灵敏度与放射源辐照剂量的饱和指

数关系求古剂量的方法。

２．２１

熄灭法　狇狌犲狀犮犺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在瓷器前剂量测定年代中，根据石英１１０℃热释光峰的热激活灵敏度和辐照熄灭灵敏度与放射源

辐照剂量的饱和指数关系求古剂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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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年剂量　犪狀狀狌犪犾犱狅狊犲

犇

陶瓷器一年接受的辐照剂量。

注：单位为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２．２３

含水率修正　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对陶瓷器及土壤中被水分吸收的一部分剂量进行修正的过程。

２．２４

厚源α粒子计数法　狋犺犻犮犽狊狅狌狉犮犲犪犾狆犺犪犮狅狌狀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通过测量厚样品的α粒子计数率，得到样品中Ｔｈ和Ｕ年剂量的技术。

２．２５

热释光年代　狋犺犲狉犿狅犾狌犿犻狀犲狊犮犲狀犮犲犪犵犲

距今年龄

陶瓷样品最后一次受热到测定年代时所经过的年数。

犃＝
犘

犇
……………………（１）

　　式中：

犃 ———热释光年代，单位为年（ａ）；

犘 ———古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犇 ———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２．２６

刻度剂量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狀犵犱狅狊犲

陶瓷样品的热释光与实验室放射源辐照的标准剂量热释光比值，以确定这个样品的热释光与标准

剂量的关系，得到该样品的热释光灵敏度。

２．２７

计时外剂量　狅犳犳狊犲狋犱狅狊犲

在α源或者β源的自动辐照仪中，因自动计时与样品实际辐照时间差别而产生的增加或者减少的

剂量。

２．２８

吸收剂量　犪犫狊狅狉犫犲犱犱狅狊犲

单位质量物质受辐射后吸收的剂量。

注：单位为戈瑞每克（Ｇｙ／ｇ）。

２．２９

厚源　狋犺犻犮犽狊狅狌狉犮犲

陶器胎的厚度远大于α粒子在其中的射程，陶胎中的α发射体是一种特定的放射源。

２．３０

热释光测年系统　狋犺犲狉犿狅犾狌犿犻狀犲狊犮犲狀犮犲犱犪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测定陶瓷器样品热释光年代的装置。

２．３１

抽真空／通氮气系统　狏犪犮狌狌犿／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对仪器样品测量室先抽真空、后通氮气，以抑制非辐射引起的热释光，及用于控制放射源辐照

开关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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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热释光计数　狋犺犲狉犿狅犾狌犿犻狀犲狊犮犲狀犮犲犮狅狌狀狋狊

对某一段温度范围的热释光曲线面积进行积分计数。

３　陶器古剂量测量

３．１　细颗粒技术

３．１．１　细颗粒样品制备

细颗粒样品制备分为丙酮浮选法和水浮选法，见附录Ａ。

取自陶器胎体的样品，通过粉碎、筛选、浮选，得到直径３μｍ～８μｍ石英等矿物颗粒样品。再通过

悬浮，沉淀在直径９．５ｍｍ的圆片上。样品厚度不大于１０μｍ。

３．１．２　样品的等效剂量犙、等效α剂量犙α和α相对热释光效率犪的测量与计算

用数学方程式对天然热释光、天然加β剂量热释光和天然加２β剂量热释光三组热释光强度和剂量

关系作直线回归。从直线方程得到线性相关系数狉和等效剂量犙。用同样方法，从另外三组加α剂量

热释光强度的线性回归中得到等效α剂量犙α。

α热释光相对效率犪＝犙／犙α。

具体测量方法见附录Ａ。

３．１．３　测量超线性修正值犐

取已经测量过天然热释光的５个样品，分别辐照１β至５β剂量，测量５个样品的第二次热释光曲

线。将热释光强度和β剂量作线性回归，从外推法或者直线方程得到超线性修正值。

３．１．４　陶器古剂量的计算（细颗粒法）

等于等效剂量加超线性修正，即

犘＝犙＋犐 …………………………（２）

　　式中：

犘 ———古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犙 ———等效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犐 ———超线性修正值，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３．２　粗颗粒石英技术

３．２．１　石英样品制备

陶片样品通过粉碎和筛选，取直径８０μｍ～１２０μｍ矿物颗粒样品２００ｍｇ，用 ＨＦ去除其表面α剂

量，用磁选仪去除磁性物质，取石英颗粒样品不少于１００ｍｇ，待用。

３．２．２　等效剂量犙测定

每次称取制备好的粗颗粒石英样品１０ｍｇ，分别测量样品的天然热释光和天然加实验室β至５β剂

量热释光。将它们的热释光强度和β剂量数据作直线回归，从直线回归方程得到线性相关系数狉和等

效剂量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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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测量超线性修正值犐

与细颗粒法相同（见３．１．３）。

３．２．４　陶器古剂量的计算（粗颗粒石英法）

与细颗粒法相同（见３．１．４）。

４　瓷器古剂量测量

４．１　瓷器古剂量犘

瓷器的古剂量主要是由瓷胎中的铀（Ｕ）、钍（Ｔｈ）、钾（Ｋ）提供的β剂量和环境提供的γ剂量及宇宙

射线犮组成。α剂量因在前剂量技术中比分极小和受薄片样品厚度和颗粒样品直径衰减而忽略不计。

４．２　瓷器样品制备

将瓷器样品制备成符合热释光测量要求的样品，通常采用瓷薄片法或大颗粒法。

见附录Ｂ。

４．３　前剂量饱和指数法

４．３．１　前剂量技术

瓷器样品在实验室中以一定速率加热至激活温度，即使辐照相同的试验剂量，１１０℃产生的热释光

峰的灵敏度也会因以前所加的剂量不同而异。以前所加的剂量大，诱发的热释光也大，反之则小。这种

由试验剂量产生的热释光与以前所加剂量成正相关的关系称“前剂量效应”。

把瓷器样品加热到激活温度，下一次接受的试验剂量的热释光灵敏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增加量与

样品激活前所接受的总剂量即古剂量或两次激活之间所加剂量即标定剂量成正比。用前后两次试验剂

量中增加的热释光灵敏度计算古剂量就是“前剂量技术”。

４．３．２　热激活特性（犜犃犆）测试

取制备好的瓷器样品，从２００℃开始，每隔５０℃加热一次，直到７００℃。测量每次加热后的灵敏度

犛，作灵敏度随加热温度变化的曲线，即该样品的ＴＡＣ曲线。

４．３．３　根据饱和指数函数求古剂量

４．３．３．１　激活法求古剂量

古剂量犘 的计算公式：

犘＝－犅ｌｎ（１－
犛Ｎ－犛０

犛! －犛０
）－β′ ……………………（３）

其中，犛! ＝－犪／犫 ……………………（４）

犅＝－β／ｌｎ（１＋犫） …………………………（５）

　　式中：

犘 ———古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犅 ———常数，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犛Ｎ ———天然累积剂量激活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犛０ ———原始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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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饱和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犪 ———灵敏度变化线性函数的截距；

犫 ———灵敏度变化线性函数的斜率；

β ———标定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β′ ———试验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４．３．３．２　熄灭法求古剂量

熄灭法古剂量计算公式与激活法相同，只是参数含义不同。见附录Ｂ。

４．３．３．３　熄灭率测定

瓷器样品接受一个实验室β辐照剂量后，其灵敏度下降，被称为“熄灭”。

熄灭率按照下式计算：

犙＝－
犛犻＋１↓－犛犻

犛犻
（ ）１

β
×１００％ …………………………（６）

　　式中：

犙 ———熄灭率，％；

犛犻＋１↓———第犻＋１步的熄灭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犛犻 ———第犻步的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β ———实验室辐照的标定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５　年剂量的测量与计算

５．１　年剂量

陶瓷器的年剂量主要由样品中的Ｕ和Ｔｈ提供的α剂量和β剂量、
４０Ｋ提供的β剂量以及环境提供

的γ剂量和宇宙射线剂量组成。

年剂量计算公式：

犇＝［犇α＋犇β（Ｔｈ＋Ｕ）＋犇β（Ｋ）＋犇γ＋Ｃ］ …………………………（７）

　　式中：

犇 ———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α ———Ｕ和Ｔｈ提供的α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β（Ｔｈ＋Ｕ）
———Ｕ和Ｔｈ提供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β（Ｋ）
———４０Ｋ提供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γ＋Ｃ ———环境提供的γ年剂量和宇宙射线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５．２　犓含量测定

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离子色谱仪或火焰光度计分析等方法测量样品中的钾

含量。

５．３　犝、犜犺含量测定

厚源α粒子计数法测量Ｕ和Ｔｈ的年剂量，见附录Ｃ。

５．４　含水率测定与修正

对遗址中采集的陶器样品密封，在实验室称其重量，然后烘干，再称其重量，相减得到水分重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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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其干燥样品重量之比得到含水率犠，采用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的三个公式进行含水率修正。

犇α＝
犇α（ｄ）

１＋１．５０犠犉
…………………………（８）

犇β＝
犇β（ｄ）

１＋１．２５犠犉
…………………………（９）

犇γ＝
犇γ（ｄ）

１＋１．１４犠′犉
…………………………（１０）

　　式中：

犇α ———潮湿样品的α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α（ｄ） ———干燥样品的α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犠 ———陶器含水率，％；

犉 ———地下水波动因子；

犇β
———潮湿样品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β（ｄ）
———干燥样品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γ ———潮湿样品的γ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犇γ（ｄ） ———干燥样品的γ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或毫戈瑞每年（ｍＧｙ／ａ）；

犠′ ———陶器出土处土壤含水率，％。

５．５　热释光剂量计（犜犔犇）测量考古遗址的环境剂量率

把热释光剂量计掩埋在被测陶器样品出土地点３０ｃｍ半径范围内，掩埋时间为３个月～１年，用以

测量环境中的放射性剂量。见附录Ｄ。

６　实验室放射源标定

６．１　β源（
９０犛狉／９０犢）

６．１．１　热释光仪器中的β源

通常为圆形金属板源。９０Ｓｒ半衰期２８年，最大能量仅０．５４ＭｅＶ。其子体９０犢 半衰期６４ｈ，最大能量

为２．２６ＭｅＶ。

６．１．２　用γ剂量标定

用一个已知放射性剂量的γ源辐照热释光剂量元件标定β源，把γ剂量传递给β源。

６．１．３　用已刻度的天然铀块标定

用一块已知放射性剂量的天然铀块辐照热释光剂量元件标定β源，得到这个β源的辐照剂量率。

６．２　α源（
２４１犃犿或者２４４犆犿）

６．２．１　热释光仪器中的α源

热释光测定古陶瓷年代中α源主要使用
２４１Ａｍ和２４４Ｃｍ。

６．２．２　α源标定

通过ＣａＳＯ４：Ｔｍ超薄型热释光剂量元件，把一个已知强度犛 的α源，刻度另一个未知强度α源。

强度犛为α粒子经过石英时单位时间的总径迹长度密度，单位：μｍ
－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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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的误差

热释光年代测定误差计算方法见附录Ｅ。

８　数据处理和报告

８．１　取样登记

陶器和瓷器取样后应分别登记在各自表格上，具体格式参见附录Ｆ。

８．２　年代测定记录

陶器热释光测定年代时应填写陶器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以记录每一步测量的数据。具体格式

参见附录Ｇ。

瓷器热释光测定年代时应填写瓷器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以记录每一步测量的数据。具体格式

参见附录 Ｈ。

８．３　年代测定报告

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具体格式参见附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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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细颗粒技术测量陶器古剂量方法

犃．１　概述

细颗粒技术是选择在样品中天然存在的直径３μｍ～８μｍ的颗粒作为测定古剂量的样品。主要是

考虑α粒子在陶器中的射程。α粒子在陶器中的射程为１５μｍ～５０μｍ，只有直径小于１０μｍ的颗粒，

才能被α射线完全穿透，接受的剂量没有受到明显的衰减。

犃．２　样品制备

犃．２．１　丙酮浮选法

犃．２．１．１　用工具将陶片样品粉碎，用孔径６０μｍ（２５０目）的分样筛选取直径小于６０μｍ的颗粒，待用。

粉碎中避免样品受热，避免样品收到剧烈冲击。

犃．２．１．２　取４００ｍｇ细颗粒样品放入一只１５０ｍＬ的烧杯，用丙酮浮选。

犃．２．１．３　用一烧杯，加入丙酮高６０ｍｍ，摇晃后烧杯放进超声波浴槽内振动数分钟，烧杯静置２ｍｉｎ

后，把悬浮液倒入另一烧杯，再静置２０ｍｉｎ，倒掉悬浮液，烧杯内留下的颗粒就是测定年代需要的细颗

粒样品。

犃．２．１．４　取３０只直径１１ｍｍ的平底试管，每只试管内放一个直径９．５ｍｍ不锈钢圆片或铝质圆片（下

文简称圆片）。在盛有细颗粒样品的烧杯内，倒入丙酮，使细颗粒均匀悬浮。用滴定管汲取等量悬浮液，

注入装有圆片的试管内。

犃．２．１．５　把３０只试管竖立在试管架上，放入５０℃的干燥箱，待细颗粒完全沉淀到圆片上后，用虹吸管

将大部分的丙酮吸掉，然后在干燥箱中让丙酮自然挥发。干燥后，圆片样品从试管中取出。每一只试管

沉淀制备一个圆片样品。根据测量需要制备样品数量。

犃．２．２　水浮选法

犃．２．２．１　用工具将陶片样品粉碎，用孔径６０μｍ（２５０目）的分样筛选取直径小于６０μｍ的颗粒，待用。

粉碎中避免样品受热，避免样品收到剧烈冲击。

犃．２．２．２　在一只１５０ｍＬ的烧杯内放入４００ｍｇ样品，用蒸馏水浮选。

犃．２．２．３　加入蒸馏水，至杯的高度７０ｍｍ。搅拌后，将烧杯静置１０ｍｉｎ。这时，直径大于８μｍ的颗粒

已经沉淀到烧杯的底部，悬浮的都是直径小于８μｍ的颗粒。

犃．２．２．４　把这个烧杯内的悬浮液慢慢地倒入另一个１５０ｍＬ的烧杯，静置６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后仍旧悬浮

的颗粒均小于直径３μｍ。

犃．２．２．５　将颗粒小于３μｍ的悬浮液倒掉，烧杯中留下的是３μｍ～８μｍ的细颗粒样品。悬浮和沉淀

时间分别取１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是根据Ｓｔｏｋｅｓ公式（Ａ．１）计算得到的近似值。

犛＝
９η犺

２（ρ－ρ′）犵狉
２

…………………………（Ａ．１）

　　式中：

犛———悬浮和沉淀时间，单位为秒（ｓ）；

η ———水在２０℃时的黏滞系数，单位为帕斯卡秒（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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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 ———烧杯中水的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ρ ———细粒样品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ｇ／ｃｍ
３）；

ρ′———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ｇ／ｃｍ
３）；

犵———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狉 ———样品颗粒的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将直径３μｍ～８μｍ细颗粒样品沉淀到圆片上，制成圆片样品。

犃．２．２．６　一个直径８０ｍｍ的布氏（平底）漏斗。在出口处安装一个流量控制开关。漏斗内放置一块圆

形玻璃片，玻璃片上放大约３０个直径９．５ｍｍ圆片。

犃．２．２．７　在盛有细颗粒样品的烧杯内倒入适量的蒸馏水，使细颗粒再次悬浮，然后将悬浮液慢慢地倒

入漏斗。在悬浮液倒入时，用一块装有手柄，并打孔的金属圆板压在圆片上，防止悬浮液倒入时引起圆

片移动。当悬浮液倒入漏斗后，立即将金属压板从漏斗中取出，细颗粒就均匀地沉降到圆片上。

犃．２．２．８　当细颗粒完全沉积到圆片上后，打开流量控制开关，漏斗开始放水。放水速度由快到慢，当样

品快脱离水面时，放水的速度控制在每１５ｓ一滴，直到水滴干。取出样品，在５０℃中烘干，备用。如果

在一次制备样品过程中需要得到更多的圆片样品，只要使用直径大的漏斗，同时按布氏漏斗直径的比例

增加样品投入量。一般测定年代使用３０个平行样品即可。

犃．３　等效剂量测定

将陶器古剂量中的四种自然辐照剂量归一到β剂量，称为“等效β剂量”，用符号犙 表示。

具体测量步骤如下：

ａ）　取圆片样品２５个，分成Ａ、Ｂ、Ｃ、Ｄ和Ｅ５组，每组５个。Ｂ组和Ｃ组分别用实验室
９０Ｓｒ／９０Ｙ源

辐照一个与样品自然热释光强度相当的β剂量和２β剂量。

ｂ）　分别测量Ａ组样品天然热释光犌Ｎ 曲线和Ｂ、Ｃ两组天然热释光加实验室β和２β剂量热释光

犌Ｎ＋β
和犌Ｎ＋２β

曲线。

ｃ）　坪区测试：为了选择被测量样品的“热稳定区”，需要对每个样品做坪区测试。

ｄ）　将三组热释光强度和所加的β剂量关系作坐标图。直线延长与剂量轴相交的截距犙 就是等

效剂量。亦可使用一元线性方程回归，从直线方程的常数项得到截距犙，同时得到线性相关系

数狉。

ｅ）　如果已经证明这个样品在上述β剂量范围内线性相关比较好，可以用式（Ａ．２）计算样品的等效

剂量犙：

犙＝
犌Ｎ

（犌Ｎ＋β－犌Ｎ）／犳β
［ ］×β …………………………（Ａ．２）

　　　　式中：

　　犳β———金属圆片对β粒子的反散射系数；

　　β ———标定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

犃．４　α效率犪测定

犪值是石英的每戈瑞的α辐照剂量与每戈瑞的β辐照剂量诱发热释光之比。

犪＝
犙

１３．６犛
…………………………（Ａ．３）

　　式中：

犙 ———等效β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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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α源的强度，单位为贝可勒尔每千克（Ｂｑ／ｋｇ）。

测量步骤如下：

ａ）　将Ｄ组和Ｅ组样品用实验室α源
２４１Ａｍ辐照一个与其天然热释光强度相当的α和２α剂量。

ｂ）　分别测量Ｄ组和Ｅ组天然热释光加实验室α和２α剂量热释光犌Ｎ＋α曲线和犌Ｎ＋２α曲线。

ｃ）　将Ａ、Ｄ、Ｅ三组热释光强度和所加的α剂量作线性回归，从直线方程的常数项得到等效α剂

量犙α。

ｄ）　如果已经证明这个样品在上述α剂量范围内线性相关比较好，也可以用式（Ａ．４）计算样品的等

效α剂量犙α：

犙α＝
犌Ｎ

（犌Ｎ＋α－犌Ｎ）
［ ］×α …………………………（Ａ．４）

　　　　式中：

　　α———实验室辐照的α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

ｅ）　犙 和犙α之比就是这个样品的α效率犪：

犪＝
犙

犙α
…………………………（Ａ．５）

　　　　犪是石英的α效率，如果样品不是石英，需要用式（Ａ．６）转换。

犪＝狉·犽３．７ …………………………（Ａ．６）

　　　　式中：

　　狉 ———其他物质和石英的质量阻止本领比率，％；

　　犽３．７———其他物质在能量为３．７ＭｅＶ的α粒子辐照下得到的α外辐照热释光效率，％。

需要注意，犪是用实验室的α源辐照得到的，它是α外辐照效率，而样品在陶器内部接受的α剂量

是内部辐照，所以计算年代也要用α内辐照效率犽。外辐照效率犪乘内外辐照效率转换系数０．８５就是

α内辐照效率犽。即犽＝０．８５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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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瓷器古剂量的测量与计算

犅．１　概述

瓷器古剂量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样品有薄片和大颗粒两种。

犅．２　薄片样品制备

犅．２．１　样品的钻取

钻头是一个金刚砂空心管钻，钻孔直径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般采用内径为３ｍｍ。取样应该在瓷

器圈足、底座或不影响外观的隐蔽处，钻取样品时应用水冷却。

犅．２．２　切片

用高精密度的微切片机把钻取的圆柱形瓷器样品切割成厚度０．２ｍｍ的薄片，平行薄片样品的分

散性小于或等于１０％。一般需要３～５块薄片样品，切片时应用水冷却。

犅．３　大颗粒样品制备

将瓷器样品去釉，用工具粉碎，分别过孔径２００μｍ（８０目）的分样筛和孔径１２５μｍ（１２０目）的分样

筛，筛选出１２５μｍ～２００μｍ的颗粒样品５０ｍｇ备用。每次测量需用样品１０ｍｇ。

犅．４　热激活特性（犜犃犆）曲线测定

取已经制备好的一个瓷器薄片样品或者一份大颗粒样品，从３５０℃开始测量热激活灵敏度犛。

犛强度采用热释光峰的积分值。加热速率５℃／ｓ。每隔５０℃测量一个热激活灵敏度，直到７００℃。作

热激活灵敏度随加热温度变化的曲线。从ＴＡＣ曲线中确定热激活灵敏度最高的加热温度。

犅．５　热激活和辐照熄灭灵敏度测量

取一个已经制备好的瓷器薄片样品或者一份大颗粒样品，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中的“熄灭法”测量

８个灵敏度：犛０、犛Ｎ、犛Ｎ "、犛Ｎ＋β
、犛Ｎ＋β

"、犛Ｎ＋２β
、犛Ｎ＋２β

"和犛Ｎ＋３β
。

具体测量步骤如下：

ａ）　将样品加热到１５０℃，测量样品的原始灵敏度犛０。加热速率５℃／ｓ，试验剂量１００ｍＧｙ。

ｂ）　将样品加热到热激活温度。加热速率２℃／ｓ。

ｃ）　将样品加一个试验剂量，测量样品天然热释光的热激活灵敏度犛Ｎ。

ｄ）　给样品辐照一个实验室β标定剂量３Ｇｙ，测量β辐照剂量熄灭灵敏度犛Ｎ "。

ｅ）　将样品加热到相同的激活温度。

ｆ）　将样品加一个试验剂量，测量样品天然加β剂量的激活灵敏度犛Ｎ＋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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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重复步骤ｄ）～ｆ），测量样品天然加β剂量的熄灭灵敏度犛Ｎ＋β
"和天然加２β剂量的激活灵敏

度犛Ｎ＋２β
。

ｈ）　重复步骤ｄ）～ｆ），测量样品天然加β剂量的熄灭灵敏度犛Ｎ＋２β
"和天然加３β剂量的激活灵敏

度犛Ｎ＋３β
。

犅．６　古剂量计算

犅．６．１　灵敏度线性回归

灵敏度变化#犛犻 为灵敏度犛犻 的线性函数，它们分别为：Δ犛１＝犛Ｎ＋β－犛Ｎ↓、Δ犛２＝犛Ｎ＋２β－犛Ｎ＋β↓和

Δ犛３＝犛Ｎ＋３β－犛Ｎ＋２β↓。再将（Δ犛１，犛Ｎ↓），（Δ犛２，犛Ｎ＋β↓）和（Δ犛３，犛Ｎ＋２β↓）三对数据用一元线性方程

回归，从方程Δ犛犻＝犪＋犫犛犻 得到截距犪和斜率犫。同时得到线性相关系数狉。

犅．６．２　古剂量计算

古剂量计算方法如下：

犛! ＝－犪／犫 …………………………（Ｂ．１）

犅＝－β／ｌｎ（１＋犫） …………………………（Ｂ．２）

　　两个关系式，得到饱和灵敏度犛! 和常数犅，再根据式（Ｂ．３）计算古剂量犘。

犘＝－犅ｌｎ（１－
犛Ｎ－犛０

犛! －犛０
）－β′ …………………………（Ｂ．３）

　　式中：

犪 ———灵敏度变化线性函数的截距；

犫 ———灵敏度变化线性函数的斜率；

β ———标定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犘 ———古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犅 ———常数，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犛Ｎ———天然累积剂量激活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犛０ ———原始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犛! ———饱和灵敏度，单位为安培每瓦特（Ａ／Ｗ）；

β′———试验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或毫戈瑞（ｍ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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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厚源α粒子计数法测量钍和铀的年剂量

犆．１　厚源α粒子计数方法的测量条件

犆．１．１　硫化锌（ＺｎＳ）闪烁屏和样品的直径均为４２ｍｍ。

犆．１．２　甄别器的阈因子对钍是０．８５，对铀是０．８２。

犆．２　从总α计数率直接计算年剂量

犆．２．１　α年剂量

样品中只有Ｔｈ系的α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α（Ｔｈ）＝（０．１８２／０．１２３）α
·

Ｔｈ＝１．４８０α
·

Ｔｈ …………………………（Ｃ．１）

　　式中：

α
·

Ｔｈ———Ｔｈ系样品的总α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ｓ
－１）。

样品中只有Ｕ系的α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α（Ｕ）＝（０．２１７／０．１３２）α
·

Ｕ＝１．６４４α
·

Ｕ …………………………（Ｃ．２）

　　式中：

α
·

Ｕ———Ｕ系样品的总α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ｓ
－１）。

在Ｔｈ系和 Ｕ 系放射性相等的样品中，α年剂量 犇α 应该为上述两种情况的平均值（单位为

ｍＧｙ／ａ），即

犇α＝１．５６２α
·

…………………………（Ｃ．３）

　　用总α计数率α
·
计算年剂量时，假定样品中的Ｔｈ和Ｕ的放射性是相同的。

犆．２．２　β年剂量

只有Ｔｈ系样品的β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β（Ｔｈ）＝（０．００７０６／０．１２３）α
·

Ｔｈ＝０．０５７α
·

Ｔｈ …………………………（Ｃ．４）

　　只有Ｕ系样品的β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β（Ｕ）＝（０．０１１３１／０．１３２）α
·

Ｕ＝０．０８６α
·

Ｕ …………………………（Ｃ．５）

　　当样品中Ｔｈ系和Ｕ系放射性相等时，β年剂量犇β
为上述两种情况的平均值（单位为ｍＧｙ／ａ），即

犇β＝０．０７２α
·

…………………………（Ｃ．６）

　　这个结果也是假定样品中的Ｔｈ和Ｕ的放射性是相同的。如果样品中只有Ｔｈ，得到的β年剂量将

比真值高２０％；反之，只有Ｕ，则比真值低２０％。

犆．２．３　γ年剂量

只有Ｔｈ系样品的γ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γ（Ｔｈ）＝（０．０１２６６／０．１２３）α
·

Ｔｈ＝０．１０３α
·

Ｔｈ …………………………（Ｃ．７）

　　只有Ｕ系样品的γ年剂量（单位为ｍＧｙ／ａ）：

犇γ（Ｕ）＝（０．００８９１／０．１３２）α
·

Ｕ＝０．０６８α
·

Ｕ …………………………（Ｃ．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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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样品中Ｔｈ系和Ｕ系放射性相等时，γ年剂量为上述两种情况的平均值（单位为ｍＧｙ／ａ），即

犇γ＝０．０８６α
·

…………………………（Ｃ．９）

　　γ年剂量对Ｔｈ／Ｕ比的依赖性与β相同，即在两种极端情况中，都与真实剂量率相差２０％，但是高

低相反。在β辐射中，铀高２０％，钍低２０％；在γ辐射中，钍高２０％，铀低２０％。β剂量是陶瓷器内部放

射性物质提供，而γ是器物的环境提供，器物内部和外部不大可能有相同的钍／铀比，这一高一低不能相

互抵偿。

各个热释光测定年代实验室使用的厚源α粒子计数仪规格不尽相同，计数仪在使用前应先检查仪

器的规格和测量条件，标定自己的α计数仪，并根据自己的测量条件重新计算α、β和γ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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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热释光剂量计测量古遗址的环境剂量率

犇．１　概述

用于测量环境剂量率的热释光剂量计（ＴＬＤ）应该具有下列的性能和特点：

———灵敏度高，测量下限低，在０．０１ｍＧｙ～０．０５ｍＧｙ；

———１～２年内的衰退可以忽略；

———在热释光实验室中容易制备；

———能够重复使用；

———磷光体自身剂量可以忽略；

———退火过程简单；

———γ能量响应与测定年代的物质（以石英为代表）基本相同。

犇．２　测量方法

将封有热释光剂量计的胶囊缚在绳上，放入不锈钢管内。把不锈钢管放入需要测量的地层。根据

测量深度，在绳上缚几个热释光剂量计。但是不锈钢管中的热释光剂量计在遗址中有效探测距离只有

３０ｃｍ。如果在３０ｃｍ以外的地层采集标本，则需在该处另外再放一根含有热释光剂量计不锈钢管，以

此类推。胶囊内磷光体颗粒数量不限，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均可。这取决于使用的磷光体和热释光测

量仪器的灵敏度。

为了得到比较准确的环境剂量率，通常剂量计埋放时间为３～６个月或更长。

犇．３　土壤的环境γ剂量率和宇宙射线剂量率

如果没有条件用热释光剂量计直接测量遗址的环境剂量率，可以在采集陶片样品时取周围土壤

１００ｇ左右，带到实验室测量环境γ剂量率。

在实验室测量土壤样品的γ剂量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厚源α粒子计数，与测量陶瓷器样品方法相

同；另一种是闪烁γ谱仪或者半导体γ谱仪。一般用厚源α粒子计数法，将测量得到的总α计数率用

公式

犇γ＝０．０８５α
·

…………………………（Ｄ．１）

　　计算其γ剂量率（ｍＧｙ／ａ）。

在实验室测量土壤的γ剂量率时，不包括宇宙射线。宇宙射线在地表以上的剂量率为０．３ｍＧｙ／ａ，

在地表以下３０ｃｍ时宇宙射线剂量率为０．１５ｍＧｙ／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从遗址发掘出土的古陶瓷，其

宇宙射线年剂量可以取这个值。

在古陶瓷样品的真伪测定中，样品大多数是传世品，即使从遗址出土，埋藏地点和深度也无从考证。

环境年剂量犇γ＋ｃ（γ年剂量＋宇宙射线年剂量）经常应采用经验值１ｍＧ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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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热释光测定年代的误差计算

犈．１　概述

热释光测定年代主要测量两个参数———古剂量和年剂量，年代误差由这两个参数误差叠加而成。

一个热释光年代的误差来自测量误差、实验误差和方法误差。后两个误差主要是系统误差，属于实验方

法的改进和提高。当测量方法规范化以后，这些误差为一固定值。这时，每一个热释光年代误差主要来

自测量误差。

本附录的所有误差均用一个标准偏差（$１σ，置信度６８％）表示。

犈．２　陶器样品热释光年代误差

犈．２．１　古剂量误差

古剂量犘 的相对标准偏差犈犘 为：

犈犘 ＝
犙

犘
·犈犙（ ）

２

＋
犐

犘
·犈犐（ ）槡

２

…………………………（Ｅ．１）

　　式中：

犙 ———等效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

犘 ———古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

犈犙 ———等效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犐 ———超线性修正值，单位为戈瑞（Ｇｙ）；

犈犐 ———超线性修正值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２．２　年剂量误差

年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犈Ｄ 为：

犈Ｄ＝ 犈２Ｄ（α）＋犈
２
Ｄ（β）＋犈

２
Ｄ（γ＋ｃ）［ ］

１

２ …………………………（Ｅ．２）

　　式中：

犈Ｄ（α） ———α年剂量引起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Ｄ（β）
———β年剂量引起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Ｄ（γ＋ｃ）———γ加宇宙射线年剂量引起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２．３　年代误差

热释光年代为古剂量与年剂量的比值。年代的相对标准偏差犈Ａ 是古剂量误差和年剂量误差的

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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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Ａ＝ （犈Ｐ）
２
＋（犈Ｄ）槡

２ …………………………（Ｅ．３）

犈．３　瓷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误差

犈．３．１　古剂量误差

古剂量犘 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犈Ｐ＝
（犘′·犈Ｐ′）

２
＋（β′·犈β′）槡

２

犘
×１００％ ……………………（Ｅ．４）

　　式中：

犘′———古剂量与试验剂量之和，单位为戈瑞（Ｇｙ）；

犈Ｐ′———古剂量与试验剂量之和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β′ ———试验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３．２　年剂量误差

年剂量误差犈Ｄ为：

犈Ｄ＝
犇β（Ｔｈ＋Ｕ）

犇
·犈β（Ｔｈ＋Ｕ）（ ）

２

＋
犇β（Ｋ）

犇
·犈β（Ｋ）（ ）

２

＋
犇γ＋ｃ

犇
×０．５０（ ）

２

［ ］
１

２

×１００％……（Ｅ．５）

　　式中：

犇β（Ｔｈ＋Ｕ）
———钍和铀提供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

犈β（Ｔｈ＋Ｕ）———钍和铀提供的β年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犇β（Ｋ）
———钾提供的β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

犈β（Ｋ） ———钾提供的β年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犇γ＋ｃ ———γ和宇宙射线提供的年剂量，单位为戈瑞每年（Ｇｙ／ａ）。

犈．３．３　年代误差

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年代的相对标准偏差犈Ａ：

犈Ａ＝ （犈Ｐ）
２
＋（犈Ｄ）槡

２ …………………………（Ｅ．６）

　　式中：

犈Ｐ ———古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犈Ｄ———年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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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取样登记表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取样登记表见表Ｆ．１。

表犉．１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取样登记表

样品名称 烧制窑口 编号：

样品尺寸

直径（ｍｍ）： 口径（ｍｍ）： 腹径（ｍｍ）： 底径（ｍｍ）：

通高（ｍｍ）： 长（ｍｍ）： 宽（ｍｍ）：

委托人信息

姓名 联系地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样品来源 预期测定时代

取样部位 热释光年代（距今／

年）

取样前照片 取样后照片 备注：

送测时间 送测者签字 接受者签字

　　注１：热释光取样可能对器物样品造成损害，取样者不承担任何法律与经济责任。

注２：取样者不负责修复或赔偿任何取样造成的损失。

注３：热释光测定结果以样品信息未经任何人工伪造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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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陶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

　　陶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见表Ｇ．１。

表 犌．１　陶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

实验室编号 陶器样品名称 时代 测量日期
样品类型

（细颗粒或粗颗粒石英）
备注

古剂量

标定剂量

源辐照剂量率／

（ｍＧｙ／ｓ）

β源

α源

样品辐照时间／ｓ
β源

α源

标定剂量／

ｍＧｙ

β源

α源

热释光测量

加热速率／（℃／ｓ）

最高加热温度／℃

热释光曲线（保存在热释光测量仪微机中）

等效剂量

计算

热释光积分范围／℃

犌Ｎ

犌Ｎ＋β

犌Ｎ＋２β

犙１／ｍＧｙ

犙２／ｍＧｙ

犙／ｍＧｙ

年剂量

总α计数率α
·
／（计数·ｓ－１）

Ｋ含量／％ 陶器样品含水率／％

犇α／（ｍＧｙ／ａ）

犇β／（ｍＧｙ／ａ）

含水率

修正后

犇γ＋ｃ＋ｃ／（ｍＧｙ／ａ）

年剂量犇／（ｍＧｙ／ａ）

年代 年代犃（距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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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资料性附录）

瓷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

　　瓷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见表 Ｈ．１。

表 犎．１　瓷器样品热释光测定年代记录表

实验室编号 瓷器样品名称 时代 测量日期
样品类型

薄片直径和厚度／

ｍｍ

颗粒直径范围／

ｍｍ和重量／ｍｇ

热激活

特性曲线

β源辐照剂量率／（ｍＧｙ／ｓ）

试验剂量／ｍＧｙ

标定剂量／ｍＧｙ

加热速率／（℃／ｓ）
热激活

热释光测量

开始加热温度／℃

加热温度间隔／℃

灵敏度最高的激活温度／℃

备注：热激活特性曲线保存在热释光测量仪微机中

热释光

灵敏度

测量和

线性回归

Δ犛１ ＳＮ↓

Δ犛２ 犛（Ｎ＋β）↓

Δ犛３ 犛（Ｎ＋２β）↓

斜率犫 截距犪

饱和灵敏度犛∞ 常数犅／ｍＧｙ

古剂量
古剂量犘′／ｍＧｙ 备注：灵敏度曲线和线性回归数据保存在微机中

减去试验剂量后的古剂量犘／ｍＧｙ

年剂量

含水率犠ｔ％ 备注

总α计数率α
·

／（计数·ｓ－１） Ｋ含量／％

Ｄβ／（ｍＧｙ／ａ） 犇γ＋ｃ／（ｍＧｙ／ａ）

年剂量犇／（ｍＧｙ／ａ）

年代 年代犃（距今）／年

备注 采用三对以上的灵敏度变量Δ犛犻 和熄灭灵敏度犛犻↓作线性回归时，这个栏目填写不下，可将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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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资料性附录）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

　　图Ｉ．１规定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封面格式。

图犐．１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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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样式见表Ｉ．１。

表犐．１　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报告样式表

样品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Ｎｏ．

预期时代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ｄａｔｅ

委托人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ｂｙ

热释光年代

ＴＬａｇｅ
年±　年（距今）

陶瓷样品照片与取样部位照片

样品尺寸

Ｓｉｚｅ

测定日期

Ｄａｔｅ
年　　月　　日

取样部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测定单位（公章）

测定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声明：

（１）本报告测定的热释光年代，只代表从器物中所取样品的烧制年代。

（２）如果器物烧成后又经过人工辐照或者高温退火，由此引起的混乱，本报告概不负责解释。

（３）本报告测定的热释光年代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Ｎｏｔｅｓ：

（１）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ａｆｔｅｒｌａｓｔｆｉｒｉｎｇ．

（２）Ｉ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ｒａｎｎｅａ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ｆ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Ｌ

ａｇｅ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ｉｎｇｄ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ｏｒ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

（３）Ｔｈ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ｓｎｏｔｔｏｂｅａｒａｎｙｌｅｇ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备注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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