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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原子能化学专业出身并在应用生态学领域工作20年，深知生物学、农学和医学中核技术应用
飞速发展，不管从品种还是从范围看，都有了巨大的增加。
与此同时，放射性核素和电离辐射应用的书籍和论文大量涌现，而且大都分散地存在于各相关学科的
书刊和杂志之中。
加上生态学本身包括许多学科，所以广大生态学科技工作者，要查找自己所需的放射性核素和电离辐
射应用资料，真可谓大海捞针，费时费力。
为了给读者一些方便，使核技术在生态学研究中能更广泛地应用，决定写作此书。
作者根据国外研究的资料和应用成果，以及作者多年的科研成果编成此书，以弥补我国生态学该领域
专门书籍的不足，缓解读者查找的不便，促进我国放射生态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据作者了解，对放射性核素和电离辐射技术的应用，许多人尚存有恐惧心理：一怕自身健康受到
伤害；二怕污染生态环境；三怕辐射防护昂贵，科研成本高。
所以，在科研中不想用或很少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
这些情况，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对核技术和平利用认识不够。
在作者看来，通过放射生态学研究，可以阐明低剂量放射性对生态系统中生物生长和发育的影响，从
而深刻了解地球上生命起源及生物进化过程等基本理论问题。
同时，它的成果又能满足在和平利用核技术中，有关放射安全防护的需要。
而且它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广泛用于生态学和其他学科的科研和实验之中，深刻揭示这些学科的问题
和规律，导致重大科研突破，推动它们迅速地发展。
它提醒读者，在生态学研究中应用放射性核素示踪方法，不仅有学术意义，还可带来许多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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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是一核技术生态学应用的工作手册。
它是为生态学工作者熟悉并掌握众多放射生态学技术而写的，而这些技术的应用，将导致他们在生态
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卓越成就。
本书内容共15章：放射性探测技术；确定年代技术；初级生产力测定；辐射源和剂量学方法；环境放
射性；食物和水中的放射性核素；辐射效应；核素在生物体内的舆；核素在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行为
研究；生理和循环研究；农业与环境科学研究；水文学研究；雄性不育及其他技术；某些放射性核素
分布和转移的参数。
内容涉及：（1）基本的放射生态学技术；（2）辐射生态效应和放射卫生防护；（3）环境放射性水平
及污染评价；（4）放射性示踪剂的迁移转化和传输机制；（5）放射性示踪剂的迁移转化和传输机制
；（5）放射性核素和电离辐射生态学应用。
各章相经独立，又相联系，便于读者查找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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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 大气环境放射性　　“环境放射性”或称“辐射环境”是由地球表面、宇宙空间和生物体（包
括人体）本身所存在的放射性构成。
大气辐射环境主要研究大气圈中放射性及其污染来源。
所有核辐射，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造成环境放射性高于其背景值时，称为该环境已被放射性污
染。
　　5.2.1 全球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远远超越国界，是一个全球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
。
美国有关放射性污染的研究工作，由科学院和核科学委员会领导。
早在1948年美国大气放射性污染，就开始立项，由海洋研究室进行研究。
尽管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对核武器爆炸进行远距离监测，确定它们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可能影响，但很
自然地也给出了有关大气环境放射性及其核素构成方面的大量数据资料。
他们对大气中的210Pb、雨水中的210Pb和空气中的214Pb、212Pb都进行了长期的测量，并建立了一套
分析测量方法。
　　随着测试仪器和设备的改进和创新发展，使得测量工作更加迅速和直观。
特别是y能谱仪的出现和高分辨力Ge（Li探头的发展。
美、法等国先后制成了用于不同目的，非常方便的丫谱仪，并建立了相应的测试方法。
如在美国建造有多种型号的仪器：有用于地球化学研究的实验y能谱仪、用于测定土壤芯样的丫谱仪
和监测环境辐射的野外能谱仪等。
而且脉冲幅度分析器的道数从单道发展到数千道，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在时间幅度很长的过程中，辐射水平增加很小，要评定这样的环境对人类的危害，采用在大量人
口中开展调查的统计学方法，显然已经不可能奏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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