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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已在科学研究等许多领域广泛应用，成为实验技术中十分重
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明确规定：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
应当对直接使用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和防护知识的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
合格的，不得上岗。
在以往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工作中，因不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不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出现的
辐射事故屡见不鲜，教训深刻。
因此，对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工作的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对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及相关人员进行监督
、监测等安全管理，都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电离辐射防护的基础知识、辐射危害与防护原则及标准、放射性核素的代谢
与危害、开放型放射实验室的安全防护与管理、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处置、放射性污染的洗消和医学
处理、核仪器的使用、辐射监测与评价、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安全管理中的一
些实际技术问题等，力求结合常用放射性同位素的种类、操作等特点，较全面地介绍相关理论和技术
知识，以及国家现行的相关法规、条例、标准及某单位正在实施的规章制度。
　　编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放射性同位素工作者上岗前或定期培训的教科书，使受训者掌握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考核能够合格，符合上岗条件。
同时，也可作为辐射监督、监测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在教学、训练和实际工作中的参考书，为使用
者提供查询有关知识、技术、法规、标准等的便利。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军事医学科学院周平坤研究员、叶常青研究员、李刚博士给予了大力
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本书编写时间较短，内容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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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安全防护与管理方面的专著，内容包括辐射防护基础知识、辐射危害与防护
原则及标准、放射性核素的代谢与危害、开放型放射实验室的安全防护与管理、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
处置、放射性污染的洗消和医学处理、辐射监测设备及其应用、辐射监测与评价、相关法规和标准，
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安全管理中的一些实际技术问题。
内容较全面、具体。
可作为放射性同位素工作者上岗前或定期培训使用，也可作为辐射监督、监测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员
在教学、训练和实际工作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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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离辐射防护基础知识　　电离辐射是一个专用术语，指能够致使原子电离或激发的高
能射线。
所谓原子电离或激发，是指原子的轨道电子从外界获得能量，从而摆脱了原子核的束缚，成为自由电
子或从低能态轨道跃迁到高能态轨道的现象。
电离辐射包括人们熟悉的仅α粒子、β粒子、γ射线和x射线、中子、宇宙射线，加速器产生的高能
电子和质子、重离子和基本粒子等。
人们常说的放射性、核辐射等，都属于电离辐射的范畴。
　　任何物质都由原子组成，对生命物质而言，当细胞中的各种物质如DNA受到电离辐射作用时，将
由于物质中原子的电离或激发作用导致细胞死亡或变异，从而造成不良的生物学后果。
大剂量照射，将造成急性放射性损伤；长期、低水平的电离辐射照射，有可能致癌和发生遗传性疾病
。
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注意保护自己和他人尽可能免受或少受电离辐射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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