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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与辐射医学防治手册》(主编刘素刚、艾辉胜)由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病防治专家编写，
共分6章，第1章至第4章分别介绍了核辐射基本知识、核辐射及医学防护、辐射损伤与急性放射病、核
恐怖防控及核电站的核防护等相关内容，第5章重点介绍了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事故的近况及辐射防
护等问题，第6章简要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辐射及防护小常识。
《核与辐射医学防治手册》内容科学，简明实用，可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了解核辐射及防护相关知识
，也可作为各级医疗单位和疾控中心的核辐射及防护教育指导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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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核辐射基本知识
第一节核辐射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核辐射相关概念
二、辐射来源及分类
三、辐射途径及分类
第二节核辐射的剂量概念
一、放射性活度
二、半衰期
三、辐射剂量及单位换算
第三节核辐射的物理剂量检测
一、个人剂量监测
二、工作场所剂量监测
三、事故后的剂量测量
四、事故剂量估计的一般程序
第四节核辐射的生物剂量估算
一、染色体畸变分析
二、淋巴细胞微核检测
三?早熟凝集染色体分析
第2章核辐射及医学防护
第一节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一、实践的正当性原则
二、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
三、个人剂量限值
第二节辐射防护的对策和措施
一、辐射防护三要素
二、核辐射事故的干预
三、核辐射事故?应急防护
四、剂量限值和过量照射
第三节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的应急处理
一、减少胃肠道吸收
二、阻断吸收和稀释
三、螯合剂
四、肺灌洗
第3章辐射损伤与急性放射病
第一节急性放射病的早期症状与诊断
一、受照史
二、早期临床症状
三、实验室检查
第二节急性放射病的分型和分度诊断
一、骨髓型急性放射病
二、肠型急性放射病
三、脑型急性放射病
第三节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一、内科综合治疗
二、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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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移植及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第四节急性放射病的护理
一、急性放射病的护理原则
二、防治感染的护理
三、主要并发症护理
第4章核恐怖防控及核电站的核防护
第一节核恐怖事件定义、分类及主要危害
一、核恐怖事件定义
二、核恐怖事件类型
三、核恐怖事件的主要危害
第二节核恐怖事件的分期及防治措施
一、核恐怖袭击事件的时间阶段
二、核恐怖事件应急防护措施
三、核响应人员自我防护
四、突发事件现场伤员医疗自救、互救
第三节我国核辐射及核恐怖事件应急响应体系
一、核和辐射恐怖事件处置原则
二、核与辐射事件的报告
三、辐射事件的分级
四、辐射事件的分级医学响应及各级职责
五、应急响应的终止
第四节核电站及核防护
一、核电站工作原理
二、核电站的防护措施
三、核电站核事件的应急状态分级
四、核电站核事件的医学响应
五、核事件国际分级
六、历史上的十大重大核辐射事故
第5章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事故简介
第一节福岛核电站辐射事故
一、福岛核电站核事故的位置
二、福岛核电站核事故的发生
三、福岛核电站核事故的核泄漏
第二节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原因和机制
一、1号及3号机组
二、2号机组
三、4号机组
第三节福岛核事故的影响
第6章日常生活中的辐射及防护小常识
第一节辐射及其危害
一、辐射
二、日常生活中的辐射
三、辐射的危害
四、辐射危害机制
第二节公众、医疗照射限制原则
一、公众照射
二、医疗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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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日常生活辐射预防措施
一、常用电器辐射防护
二、医用X线的防护
三、其他辐射防护
四、辐射的营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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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范围内可以获得良好的线性剂量响应关系。
可测量的剂量下限为：骨组织和手表玻璃小于2Gy，牙釉质小于0.5Gy，蔗糖小于1Gy。
2.内照射事故物理剂量的测定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和由其引起的急性内照射放射病在平时很少见，但
当放射性落下灰污染环境，核工厂发生事故，战争中或核恐怖袭击中使用核武器或贫铀弹等，甚至误
将过量的诊断或治疗用的放射性核素注入病人体内等情况下，放射性核素可通过呼吸、食人、皮肤创
面等途径进入体内，引起机体的内照射损伤。
对于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的病人，必须在照后3h以内开始促排治疗才能得到最大效果，每延迟1h治疗
，效果就会降低很多。
因此，及时诊断和治疗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检查病人体内有无放射性核素污染，常用的方法有：（1）及时采集血液、尿和大便检查放射性。
（2）需要时用全身放射性测量仪、7相机或甲状腺测量仪检查体内发射7线的放射性核素。
体内放射性检查可以迅速得到比较可靠的定量数据，表1-3列出常见放射性核素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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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与辐射医学防治手册》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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