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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紫外辐射的科学基础及应用》开篇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王炳忠研究员论述了地面紫外辐射的分布
、影响因素和测定方法，随后从紫外辐射的定义、分类和波段划分出发，详细介绍了常用名词术语和
基本定理，紫外辐射的测量方法、测量原理和测量仪器，紫外辐射的计量基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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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皮肤晒伤的类型及其病理变化 经紫外线照射皮肤或黏膜出现红斑，是机体对紫外
辐射的重要反应之一。
根据紫外线照射后红斑出现的时间可分为即时性红斑和延迟性红斑。
即时性红斑见于大剂量紫外线照射，通常于照射期间或数分钟内出现微弱的红斑反应，数小时内可很
快消退。
延迟性红斑是紫外辐射引起皮肤红斑反应的主要类型。
通常在紫外线照射后经过4～6小时的潜伏期，受照射部位开始出现红斑反应，并逐渐增强，于照射
后16～24小时达到高峰。
延迟性红斑可持续数日，然后逐渐消退，继发脱屑和色素沉着。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来，日晒红斑的本质是一种非特异的急性炎症反应，其中真皮内血管反应是产生红
斑的基础。
动物和正常人体皮肤的紫外线照射实验观察表明，在照射后出现红斑的早期，真皮乳头层毛细血管扩
张，数量增多，血液内细胞成分增加，内皮间隙增宽，结果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强，白细胞游出，液体
渗出。
进一步发展可出现毛细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周围出现淋巴细胞及多形核细胞浸润等炎症反应。
同时期内表皮基底层可出现液化变性，棘细胞层部分细胞可表现为细胞质均匀一致，嗜酸性染色，核
皱缩，深染，即所谓“晒伤细胞”。
这种变性细胞周围可有海绵样水肿，空泡形成，并伴有炎症细胞浸润。
炎性渗出吸收消退后，可出现表皮基底层增生活跃，棘细胞层黑素颗粒均增多，表皮增厚，角化过度
等现象。
有人将上述过程分为炎性渗出期和增生期两个阶段。
不同波段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组织学变化有所不同，UV—B和UV—C主要引起表皮层的病变，如出
现晒伤细胞、海绵样水肿、基底细胞液化变性等；而UV—A则主要引起真皮层的改变，如血管损伤及
其周围炎性细胞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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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紫外辐射的科学基础及应用》也将紫外辐射光生物和光化学效应作为重点内容之一进行了专题讨论
。
内容包括紫外辐射对人类皮肤、免疫系统、眼睛、细胞NDA的影响、紫外损伤的防护以及在临床医学
中的应用；人工紫外光源是研究光生物和光化学效应的基础，《紫外辐射的科学基础及应用》对这些
仪器的工作原理、组成结构、光谱特性、注意事项和安全标准进行了讨论，参照了相关的国内外标准
，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安全有效地使用紫外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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