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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蘑菇云背后：放射生物学四十年研究纪实》紧密联系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
和苏联的核威胁、发展我国自己的核工业和核武器的历史大背景，讲述了中国放射生物学工作者的不
为名利，为获得核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宝贵资料进行的传奇经历。
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隐藏蘑菇云背后的科技传奇，对我国青少年和科技爱好者关注技术实验科
学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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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58年新成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研制，在二机部统筹部署下，
我国放射医学和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不久，就在贝时璋所长主持下组建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室（第一
研究室），成为我国最早的放射生物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
1960年2月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放射生物学工作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前阶段全国各研究机
构取得的科研成果。
香山会议还拟定了新的放射生物学研究规划。
香山会议后，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委托我所进行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研究任务，并于1961年以任务书
方式正式下达到我所，研究任务是：慢性放射对血象、骨髓、血和尿中代谢产物、内分泌系统和神经
生理功能的影响。
要求于1965年写出研究成果报告。
鉴于当时对研究任务书的高度保密，广大研究人员并不知晓有研究任务书这件事。
追忆起来，我们实际上从1960年至1965年一直都在进行急性放射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1964年11月，二机部委派工作人员到研究所再次下达研究任务：小剂量慢性放射生物学效应和提高小
剂量放射耐受性的研究。
还特别明确指出：“作为中科院研究所，辐射原发反应也要立题研究，至于大剂量急性生物学研究工
作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去做，你们以民用为主，如矿区的工人和从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
工作人员，他们受到小剂量慢性照射，对慢性放射病要研究早期诊断，如果他们有早期放射病，可使
他们脱离工作，减轻损伤。
” 二、研究项目准备阶段 启动小剂量慢性照射生物学效应研究项目，要组建一支称职的专业研究队
伍；要提供适用的稳定可靠的小剂量照射钴源；要选择最适宜的实验动物以及组建饲养管理班子；还
要研究并确定最佳的慢性照射的剂量、剂量率和总累积剂量。
只有充分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才能确保本项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研究协作团队的组建 1964年是我国克服“三年困难时期”后取得较好发展的一年，就在这年展
开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农村“四清”运动。
由于我们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要参加“四清”，给当时组建该项目研究组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当时研究所领导果断决定，打破原有研究室和课题组的界限，根据需要组成专门项目协作团队，即利
用在当时很时兴的所谓大兵团作战方式，进行小剂量慢性放射效应专项研究。
 1964年底，放射生物学第一研究室共有65人，主要分为急性放射损伤效应早期诊断指标研究组（第一
组）、急性放射病防护组（第二组）和生化小组和放射原发反应研究组。
第一组也称为形态学研究组，又分徐凤早研究员小组（以造血组织——骨髓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马秀
权研究员小组（以外周血象和生殖遗传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共约20人。
第二小组共30多人。
要组建小剂量慢性放射生物学效应研究团队，显然要以第一组为主要力量。
为了加强研究力量，所领导决定把第二小组纳入新组建的小剂量组。
为了进行血液的生化指标研究，还决定把第三研究室（生化研究室）有关专业研究人员调入新编协作
组。
此外，考虑到病理组织学解剖检验和体检的工作，还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职业病科放射研究组
协作研究。
按照上述人员的组合，总参加人员有百人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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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科普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读物，无论对普通大众，还是对公共卫生领域电磁辐射研究的
学者，都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和专业引导作用。
本书也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使移动电话可能存在的健康负面影
响最小化。
　　&mdash;&mdash;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教授程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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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蘑菇云背后:放射生物学40年研究纪实》基本反映了我国早期放射生物学研究的概况，可作为生物科
学、农业、医学、原子核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教师、学生等的参考用书，并适合对我国放射
生物学发展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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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不仅为读者对了解生物物理所在研究放射生物学方面的业绩和有关同志为此所做出的值得记忆的
奉献，而且对研究全国放射生物学的发展史也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这本书的出版，对参加上述几项国家任务的同志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重新回顾过去光荣战斗的过
程而感到无比自豪，这种自豪感无疑对他们健康的晚年生活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慰藉。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福愉这是一部科普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读物，无论对普通大众，还是对公共卫
生领域电磁辐射研究的学者，都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和专业引导作用。
本书也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使移动电话可能存在的健康负面影
响最小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教授 程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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