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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内外生物恐怖资料信息和案例为基础，介绍了生物恐怖的基本概念、历史上的发生情况综述
和生物恐怖防御的长期性及复杂性，研究提出了生物恐怖活动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了我国面临的
生物恐怖威胁形势，归纳介绍了生物恐怖活动可能利用的生物剂，研究分析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
提出了实施生物恐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设备和可能手段，介绍了生物恐怖处置的基本程以及国外反
生物恐怖威胁的组织管理机制，比较了国内外反生物恐怖的研究进展，研究提出了我国生物恐怖防御
的组织管理体系、防御措施研究进度，并提出了加强我国生物恐怖防御的建议。
该书是我国第一本深入介绍国内外生物恐怖形势及其应对措施研究的专著，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宏观
性、专业性、实用性和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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