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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放射卫生学》这本教材内容新颖，范围广，从影像学、放射治疗学及现代核能学的角度规范、系统
的阐述了放射工作的新观点、新动态、新概念。
使从事放射工作和放射活动的人体生物学效应与防护紧密联系起来，使人类在进行放射活动中最大程
度的消除放射污染。
本教材根据本科程教学时数主要概述了放射医学及卫生防护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讲述了辐射的生物学
效应的遗传和癌效应，放射损伤的急、慢性损伤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眼损伤
，中子放射损伤以及各种辐射伤的防护，职业人员医学监护规范化程序和非电离辐射防护知识与措施
，并展望了21世纪放射医学的发展，并将我国现行医用放射防护有关法规、标准归类附于书后。
本书由谢凯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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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血管壁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血管是机体具有生物学功能的管道系统，血管壁主要由
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结缔组织和基底膜组成，不同的血管段的组成部分也不同。
如中、小动脉，由于要不断地向微血管供给进行物质交换的血液，因此，该部位的平滑肌比较发达。
微血管由于是机体进行物质交换和新陈代谢的场所，其管壁只有一层内皮细胞及其基底膜组成。
内皮细胞在微血管结构、功能的完整和在完成其功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辐射对微血管的损伤也是多方面的，超微结构观察可见，照射后几小时内皮细胞即有明显的水肿、大
量空泡形成、胞浆基质空淡等退行性改变甚至坏死，微血管管腔狭小或完全阻塞，微血管壁结构出现
局限性或较大的破坏。
以上变化在毛细血管，细动脉、细静脉以及小动脉、小静脉中均可见到，尤以毛细血管最为多见。
照射后毛细血管通透性的明显增加，不仅呈时相性改变，而且不同脏器微血管通透性的改变也不相同
。
骨髓微血管通透性的升高最明显，小肠和甲状腺次之，肾上腺、睾丸的通透性改变最小。
照射后微血管通透性升高的原因，第一主要是辐射直接作用的结果，是通过组胺和缓激肽而起作用，
第二是由于微循环的严重障碍和细菌内毒素的作用所致。
照射后微血管功能的另一变化是脆性改变，即血管抗性降低、血管壁完整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微血管脆性改变在放射病出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血管壁脆性的增加既是血管壁本身组织结构损伤的（如内皮细胞断裂变薄、松散和破裂、
坏死）结果，也是血小板数量和质量明显降低后不能维持微血管内皮正常功能产生有效止血的反映。
此外，微血管周围结缔组织聚合性的改变，透明质酸解聚，也是血管脆性增加的加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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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射防护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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