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射卫生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放射卫生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0902526

10位ISBN编号：7810902520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江苏苏州大学

作者：姜德智 编

页数：3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射卫生学>>

前言

放射卫生学是预防医学的分支。
随着核科学的发展和核技术的进步，放射卫生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放射医学专业和
核医学专业方向本科生课程群的主干课程之一。
放射卫生学是研究保护人类免受或少受电离辐射危害的应用性学科。
学习放射卫生学须具备某些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应具备放射物
理学、电离辐射剂量学、放射化学、放射毒理学、放射生物学和辐射损伤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并熟识
国家的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及国际上与放射防护相关的新概念和防护标准的进展及动态。
由于教学的需要，在学校和学院两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编写了这本《放射卫生学》教材。
本教材是以原子能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由刘克良和姜德智编写的《放射损伤与防护》教材中的防护
篇为基础，经过认真修改和补充而写成的。
全书共14章，其中第一至第五章、第九至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中的第一、二节和第十四章由姜德智编
写；第六至第八章和第十三章由涂或编写；第十二章中的第三、四节由刘犁编写。
本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的朱昌寿教授审校。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充分注意到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阐述，并引用了近10年来国内外
与放射防护相关的新内容和进展情况，力求内容系统，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具实用性和可读性。
、在本书文稿的打印和准备过程中，硕士研究生徐国千等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
限于编写能力和水平，加上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
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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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供高等学校放射医学专业及核医学专业方向本科教学用的教材。
内容包括作用于人体的电离辐射源、医疗照射中对职业照射工作人员和对患者的防护、工业辐照装置
及其安全与防护、发电用压水反应堆及其安全与防护、辐射监测、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职业照射
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核武器和辐射布放器袭击的防护。
书中引入了近10年来国内外放射防护的新概念，系统地阐述了放射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内容丰富。
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有可读性。
    本书亦可供放射卫生防护工作人员和医疗照射职业工作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射卫生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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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给公众增加的天然辐射照射　第二节　人工辐射源　　一、人工辐射源对公众产生的照射
剂量　　二、人工辐射源对职业人员产生的照射剂量第二章　放射防护的目的和应遵守的三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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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放射防护三原则的应用　　一、最优化的过程、方法和计划实施方案　　二、放射防护三
原则在医疗照射中的应用实例第三章　放射防护标准　第一节　防护标准演变的历史回顾　　一、国
际防护标准的历史演变　　二、我国放射防护标准的发展历程　　三、与放射防护相关的几个重要国
际机构　第二节　我国现行的放射防护标准　　一、行为准则　　二、剂量限值　　三、辐射实践的
豁免准则及豁免水平第四章　辐射源的外照射防护　第一节　密封源的种类及其泄漏检验　　一、密
封源的种类　　二、密封源的泄漏检验　第二节　密封源在医疗照射中的应用　　一、近距离治疗用
的密封源　　二、远距离治疗用的密封源　第三节　医疗照射中应用的辐照装置　　一、医用放射诊
断装置　　二、医用放射治疗装置　　三、临床放射职业人员的年受照射剂量分布　第四节　医用照
射源外照射的防护措施　　一、工作场所的区域划分　　二、减少医用照射源对人体外照射剂量的三
项措施　　三、屏蔽防护的原理　　四、辐射源外照射剂量率的估算　　五、屏蔽体厚度的估算　第
五节　医用放射源易发事故及其预防对策　　一、易发事故及其发生率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
、事故预防对策　第六节　航天飞行时的辐射防护　　一、宇宙辐射防护的特点　　二、宇宙空间的
主要辐射危险源　　三、航天飞行的辐射安全第五章　非密封源的内照射防护　第一节　操作非密封
源场所的辐射危险　　一、非密封源外照射　　二、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　　三、工作场所受到的空
气污染　第二节　放射性核素进人人体的途径及其在体内的行为　　一、放射性核素进人人体的途径
　　二、放射性气溶胶粒子在呼吸道内的沉积规律　第三节　操作非密封源时的综合防护措施　　一
、熟识常用放素性核素的毒性　　二、工作场所的分级　　三、工作场所的区域划分　　四、工作场
所建筑设计应符合的防护要求　　五、非密封源包容和工作场所的通风换气　　六、妥善收集和贮存
放射性废物　　七、安全稳妥地贮运放射源⋯⋯第六章  核医学诊断与治疗中对患者的防护第七章  医
用X射线诊断中对患者的防护第八章  放射治疗中对患者的防护第九章  工业辐照装置及其安全与防护
第十章  核反应堆的安全与防护第十一章  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第十二章  辐射监测第十三章  职业照
射人的健康管理第十四章  核武器和辐射发布放器袭击的防护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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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作用于人体的电离辐射源可以把作用于人体的电离辐射源分为天然辐射源和人工辐射源
两大类。
前者存在于宇宙空间和地壳物质中，后者来自人类的一些实践活动或辐射事件。
天然辐射源对地球上人类的辐射照射，称为天然本底照射。
由于地壳地质结构和表面土壤岩石的特性以及海拔高度、地磁纬度的差异，世界各地或一个国家不同
地区的天然本底辐射水平不尽相同。
以天然本底辐射水平为基线可以判断一个地区人工辐射水平的高低。
第一节天然辐射源天然辐射源包括来自大气层外的宇宙辐射和来自地壳物质中存在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产生的陆地辐射。
在天然放射性核素中有些核素的半衰期之长可以与地球的年龄相比，加上宇宙辐射连续不断地投向地
球表面，所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天然辐射源的照射。
受照剂量的大小受地磁纬度、海拔高度、居室条件、膳食习惯、年龄和生理代谢等诸因素的影响。
住在高原地区的人接受宇宙辐射的剂量会有所增加；住在公寓楼内的居民受氡的照射要比在露天工作
的人受到的照射剂量高。
一、宇宙辐射宇宙空间存在着的许多高能粒子，被称为初级宇宙射线。
初级宇宙射线进入地球大气层后与大气层中固有的原子核相互作用产生级联效应或次级反应，从而形
成次级宇宙射线。
初级宇宙射线与大气层中的某些原子核相互作用生成的放射性核素，称为宇生放射性核素。
（一）初级宇宙射线的来源初级宇宙射线来自何处，其加速能量又来自何处，目前尚不清楚。
据推测，初级宇宙射线来自地球所在的银河系。
通过宇宙飞船上的测量研究证实，超新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可为宇宙射线的高能粒子提供加速能量。
初级宇宙射线受银河系磁场调抑而继续偏转，于是成为各向同性辐射，向地球大气层的注量随时间的
变化相对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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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射卫生学(供五年制放射医学专业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用)》为高等院校放射医学专业系列教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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