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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辐射化学专业、放射化学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实验教材。
    全书分上、下两册。
本书为上册，上册由理论部分、实验部分和附录组成。
理论部分共六章，内容涉及辐射源，辐射剂量学，水和水溶液、有机物、聚合物、生物相关物质的辐
射化学。
实验部分共22个实验。
此外，还有相关的附录。
下册将阐明研究辐射化学基本过程的近代实验方法及与辐射加工工艺和核工艺有关的实验方法，共六
章，包括试剂的纯化和辐照样品准备；研究辐解产物分布的常用方法；短寿命中间产物的检测以及动
力学研究；辐射化学胶束效应；典型辐射加工工艺举例；辐射化学在核工艺中的应用等。
    本书也可作为从事辐射加工的工程技术人员、辐射防护人员、辐射源操作及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上册由童天真审校，经放射化学与核化工教材委员会放射化学分教材委员会于1989年12月由袁
荣尧主持召开的审稿会审定，同意作为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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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常用的加速器    二、电子加速器的原理及特点    三、电子加速器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第五节 γ辐射源
与电子加速器的比较    一、穿透性及剂量率    二、剂量的均匀性    三、辐照设施的稳定性    四、建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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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聚合物的辐射效应    一、聚合物的辐射交联反应、辐射降解反应和化学变化    二
、影响聚合物辐射效应的因素    三、辐射交联网的形成和聚乙烯的辐射效应    四、辐射降解聚合物分
子量的变化和聚异丁烯的辐射降解  第三节 辐射聚合反应    一、辐射聚合的优点    二、辐射聚合的反应
机理    三、辐射自由基聚合反应的动力学及影响因素    四、液相中的离子聚合反应动力学    五、固相
辐射聚合  第四节 辐射共聚反应  第五节 辐射接枝共聚  第六节 辐射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    一、引言    
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辐射加工技术    三、将来可能被广泛采用的辐射加工技术    四、结束语  参考资
料 第六章 生物相关物质的辐射化学  第一节 概论    一、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二、辐射作用的时间标
度    三、辐射对生物分子的作用过程  第二节 氨基酸、肽和蛋白质的辐射化学    一、氨基酸和肽    二、
蛋白质  第三节 酶的辐射固定化    一、酶辐射固定化技术概要    二、过冷态固定化方法及其机制    三、
酶的辐射固定化方法的特点    四、辐射包埋法使酶固定化的实例  参考资料Ⅱ 实验部分   实验一 辐射效
应的定性观察   实验二 硫酸亚铁剂量计   实验三 硫酸铈剂量计   实验四 重铬酸盐剂量计   实验五 聚乙烯
薄膜剂量计   实验六 电离室剂量法   实验七 60COγ辐射源安全剂量测定   实验八 水的辐射分解   实验
九 硝酸钠溶液的辐射还原   实验十 辐射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   实验十一 乙醇的辐射氧化   实验十二 
碘量法测辐照过的甲基环己烷自由基产   实验十三 用DPPH测定四氯化碳辐射自由基产额   实验十四 甲
基丙烯酸甲酯的辐射聚合   实验十五 丙烯酰胺水溶液的辐射聚合及其分子量的测定（Ⅰ）   实验十六 
丙烯酰胺水溶液的辐射聚合及其分子量的测定（Ⅱ）   实验十七 聚乙烯膜辐射接枝丙烯酸   实验十八 
聚乙烯的辐射交联及其凝胶率的测定   实验十九 辐射交联聚乙烯熔融指数的测定   实验二十 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辐射降解产额的测定   实验二十一 乳酸脱氢酶的辐射固定化   实验二十二 聚乙烯醇的聚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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