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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技术与辐射防护概论(高等学校教材)》(作者王军、刘超卓)共分为9章。
第1章到第4章侧重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第5章到第7章分别介绍核武器技术、反应堆技术及核能利
用、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第8章和第9章则与辐射防护相关。
这9章内容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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