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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辐射发生的最基础、最经典的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的理论出发，阐述放射线的产生原理；
放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机制；放射线在人体中产生的生物效应；国际辐射测量委员会ICRU和国际放
射防护委员会ICRP规范制定的辐射量和单位及测定方法等；一直延伸到目前仍在不断更新、不断应对
时代需求的放射防护法律法规范畴，是集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监督机制于一体，贯穿知识纵向和应
用横向范围较广的一个体系。
本书由洪洋、谢晋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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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原子物理基础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原子结构
一、卢瑟福的原子模型
二、玻尔的氢原子模型
三、核外电子结构
第二节原子核
一、原子核的稳定性
二、放射性核素的衰变类型
三、放射性核素的衰变规律
四、人工放射性核素
习题一
第二章X射线的产生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X射线的基本特性
一、X射线的特征
二、X射线的本质
第二节X射线发生装置
一、X射线管的阴极与阳极
二、X射线管的焦点
第三节X射线的产生机制
一、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二、连续X射线
三、标识X射线
第四节X射线辐射场的空间分布
一、X射线强度
二、X射线强度的空间分布
习题二
第三章电离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电离辐射的来源与分类
一、电离辐射的来源
二、电离辐射的分类
第二节带电粒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一、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
二、总质量阻止本领
三、质量角散射本领
四、射程
五、传能线密度
第三节X(γ)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一、光电效应
二、康普顿效应
三、电子对效应
四、x(γ)射线与物质的其他相互作用过程
五、各种相互作用的相对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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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X(γ)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
一、X(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系数
二、X(γ)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规律
三、X(γ)射线在人体内的衰减
习题三
第四章辐射量与单位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描述辐射场性质的辐射量
一、粒子注量
二、能量注量
三、粒子注量与能量注量的关系
第二节照射量
一、照射量及其单位
二、照射量与能量注量的关系
第三节比释动能和吸收剂量
一、比释动能及其单位
二、吸收剂量及其单位
第四节吸收剂量、比释动能与照射量间的关系
一、电子平衡
二、照射量与比释动能的关系
三、照射量与吸收剂量的关系
四、比释动能与吸收剂量的关系
第五节辐射防护中使用的辐射量
一、当量剂量
二、有效剂量
三、集体当量剂量和集体有效剂量
四、待积当量剂量和待积有效剂量
习题四
第五章电离辐射的基本测量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电离室工作的基本原理
一、自由空气电离室
二、指形电离室
三、电离室的工作特性
四、特殊电离室
第二节电离室测量吸收剂量的原理
一、中低能X(γ)射线吸收剂量的测量
二、高能辐射吸收剂量的测量
三、吸收剂量测量的校准
第三节吸收剂量的其他测量方法
一、量热法
二、化学剂量计法
三、热释光剂量计法
四、胶片剂量测定法
五、半导体剂量计法
第四节放射性计数测量
一、放射性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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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M计数管
三、闪烁计数器
习题五
第六章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一、随机效应和确定效应
二、躯体效应和遗传效应
三、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
四、小剂量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
五、辐射危险性的估计
第二节辐射损伤效应及影响因素
一、胎儿出生前的受照影响
二、急、慢性放射病
三、外照射致放射损伤
四、影响辐射损伤的物理、化学因素
五、影响辐射损伤的生物学因素
第三节电离辐射损伤机制
一、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
二、原初过程与时间进程
三、辐射与自由基
四、靶理论
五、生物靶的调节作用
习题六
第七章电离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放射防护法规与标准
一、放射防护法规与标准的概念
二、放射防护标准的建立
第二节电离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一、辐射防护的目的
二、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三、医疗照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放射防护体系
一、照射情况分类
二、照射群类别
三、照射和潜在照射剂量约束
四、医疗照射防护体系
习题七
第八章外照射防护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外照射防护基本方法
一、时间防护
二、距离防护
三、屏蔽防护
第二节外照射防护的屏蔽设计
一、辐射类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用放射防护学>>

二、屏蔽材料
三、影响屏蔽厚度的因素
四、计算屏蔽厚度的方法
第三节医用诊断X射线防护
一、受检者剂量评估与控制
二、减少职业照射的防护
三、X射线防护设施
第四节介入放射学的安全与防护
一、介入放射环境的辐射剂量及估算方法
二、介入放射学的防护内涵
习题八
第九章内照射防护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内照射剂量特征
一、放射治疗使用的源及照射方式
二、核医学用放射性核素的特点
三、体内照射——近距离放射治疗的剂量分布
第二节内照射剂量的估算
一、内照射途径
二、放射性核素摄入量的估算方法
三、内照射剂量的估算方法
第三节核医学诊断的医疗照射参考水平
第四节内照射防护的基本措施与方法
一、内照射防护的基本措施
二、放射性工作场所及工作条件
习题九
第十章放射防护的监测与管理
教学基本要求
第一节放射防护监测
一、医疗照射场所的防护监测
二、个人剂量监测
三、剂量监测方法
第二节放射防护管理机构
第三节申请许可制度
一、许可登记管理制度
二、从事放射工作单位的必备条件
第四节放射防护管理的内涵
一、放射防护知识培训
二、放射器材的使用与管理
三、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追踪
四、放射事故处理
五、质量保证
六、档案管理
习题十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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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照射群类别电离辐射对人类的照射依据照射对象可区分为职业照射、公众照射和
患者的医疗照射三大类。
1.职业照射是最早受到关注的放射防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照射的控制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作人
员自身的受照剂量，也往往影响着患者和公众的健康安全。
职业照射是指除了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所排除的照射以及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予以豁免的实践或
源所产生的照射以外，工作人员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所有照射。
在这里，所排除的是指在本质上不能通过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对照射大小或可能性进行控制的照射情
况，例如人体内的K-40，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等所引起的照射。
豁免是指实践或实践中的源经确认符合规定的豁免要求或水平并经审管部门同意后被标准的要求所豁
免。
工作人员是指受聘用全日、兼职或临时从事辐射工作并已了解与职业辐射防护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的任
何人员。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对实施标准的主要责任方和有关各方明确规定了责任。
主要责任方是指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
其他有关各方可以包括供方、工作人员、辐射防护负责人、执业医师、医技人员、合格专家以及由主
要责任方委以特定责任的其他有关方。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的主要责任是：贯彻执行职业防护与安全最优化和限制职业照射剂
量的原则；建立实施标准有关要求的防护与安全方针、程序和组织机构；提供适当而足够的防护与安
全设施、设备、装置和监测设备；提供必要的健康监护和服务；提供适当而足够的人力资源，并根据
需要定期培训工作人员；按照标准的要求保存有关记录；在聘用新工作人员时，应从受聘人员的原聘
用单位获取他们的原有职业受照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
工作人员的主要责任是：遵守有关防护与安全规定、规则和程序；正确使用监测仪表和防护设备与衣
具；在防护与安全（包括健康监护和剂量评价等）方面与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合作，提
供有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与信息；不故意进行任何可能导致自己和他人违反国家标准要求的活动
；接受必要的防护与安全培训和指导；发现违反或不利于遵守国家标准的情况，应尽快向注册者、许
可证持有者或用人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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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用放射防护学》：供医学影像和预防医学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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