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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教程在简要介绍核电厂和辐射防护基本知识之后，全面阐明了核设施
（主要是核电厂）应急计划和应急响应的技术基础，系统地论述了核事故应急准
备和响应中的组织与指挥、监测与评价、通知和通信、公众教育与公众信息、气
象、交通、工程抢险、医疗、恢复活动、放射性去污、培训与演习等方面的一般原
则和方法。

本书主要用于核事故应急人员培训，同时可供核反应堆工程和安全、辐射
防护、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员，非核领域（如化学工业）的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大专
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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