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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军事医学课程改革，是培养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卫生联勤保障需求的新型高素质军事医学人才的重
要举措，而军事医学教材的改革是整个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0年由程天民院士担任名誉主编，总后勤部王谦副部长（时任第三军医大学校长）担任总主编，编
写出版了6部“面向21世纪军事医学系列教材”，包括《军事预防医学》、《军队卫生勤务学》、《野
战内科学》、《野战外科学》、《军事医学社会学》和《军事医学统计学》；2001年由我担任总主编
，编写出版了5部面向军医大学预防医学五年制本科专业系列教材，包括《军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军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军队劳动卫生学》、《军队环境卫生学》和《军队流行病学》。
这些军事医学教材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总结7年来军事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吸纳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最新进展，及时将科研
成果引入书本，我们修订出版了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共25部，分军事预防医学、军事临床医学、野战护理学和军事检验医学四大板块。
其中，修订教材11部，新编《放射卫生学》、《核武器与核事件医学防护学》、《化学武器与化学事
件医学防护学》、《生物武器损伤防护学》、《军事作业医学》、《新概念武器损伤与医学防护》、
《军队卫生事业管理学》、《军事检验医学》、《军事航空医学概论》、《军事航海医学概论》、《
军事心理学》、《军事医学统计学（研究生用）》、《野战护理学》和《灾难医学》等14部教材。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反恐防护医学、特殊军事环境、特殊军事作业，航空、航
海医学知识，军事心理应激与干预，野战护理的技术与方法，战时重要器官生命指标的检验，高新技
术武器伤害及其医学防护救治、平战时疾病预防控制以及重要军事活动的卫生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具有鲜明的军事医学特色。
本套教材主要供军队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航空医学、航海医学、医学检验、护理学等本科专业和相
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使用，也是我军各级医疗卫生干部必备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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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战时核武器和平时核事件所致伤害的医学防护和救治。
其内容包括：核物理基础；核武器的杀伤作用及其防护；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各种不同类型电离辐
射损伤以及复合伤的临床表现、病理学改变、诊断、急救和治疗。
本书对平时放射卫生防护也做了适当的介绍，尤其是增加了近年来新修订的相关标准。
针对当今人们关注的包括核恐怖在内的核突发事件问题，本书在编写中增加了核事故和放射事故医学
应急救援等问题的概述。
本书主要作为军队医学院校教材和部队医务人员继续教育用书，也可供卫勤管理及其相关人员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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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核物理基础　第一节 原子核及原子核的转变　　一、原子核　　二、质量、能量守恒和原子
核结合能　　三、原子核的转变　第二节 辐射的种类　　一、电磁辐射　　二、粒子辐射　　三、电
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　第三节 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一、带电粒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二、光
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三、中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四、几种电离辐射的比较　　五、传能线密
度和相对生物效应　第四节 辐射量及其单位　　一、放射性活度　　二、照射量　　三、吸收剂量　
　四、当量剂量第二章 核武器的杀伤作用及其防护　第一节 核武器概述　　一、核武器的爆炸原理
及其构造　　二、核武器的威力和分类　　三、核武器的爆炸方式　　四、核武器的爆炸景象　第二
节 核武器的四种杀伤因素　　一、光辐射　　二、冲击波　　三、早期核辐射　　四、放射性沾染　
第三节 核武器的杀伤作用　　一、四种杀伤因素的致伤作用　　二、核武器损伤的伤类和伤情�　　三
、核武器的杀伤范围　　四、影响核武器杀伤作用的主要因素　第四节 对核武器损伤的防护　　一、
核武器的可防护性和难防性　　二、对瞬时杀伤因素的防护　　三、对放射性沾染的防护第三章 电离
辐射生物学效应　第一节 电离辐射对生物大分子的作用　　一、辐射作用于生物大分子的方式　　二
、自由基生成及与生物大分子的作用方式　　三、电离辐射对生物大分子的作用　第二节 电离辐射对
细胞的作用　　一、细胞群体的辐射敏感性　　二、细胞周期的辐射效应　　三、细胞膜的辐射效应
　　四、染色体的辐射效应　　五、辐射诱导的细胞死亡　第三节 组织器官的辐射效应　　一、造血
器官　　二、胃肠道　　三、神经内分泌系统　　四、心血管系统　　五、免疫系统　第四节 辐射生
物学效应的分类和影响因素　　一、辐射生物学效应分类　　二、影响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因素　第五
节 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分子基础　　一、人类遗传疾病与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二、DNA损伤修复
与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三、细胞周期调节 与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关系第四章 急性放射病　第一
节 概述　　一、发生条件　　二、急性放射病发病学特点　第二节 急性放射病主要临床表现和病理
基础　　一、急性放射病的分型分度　　二、急性放射病主要临床表现及病理基础　第三节 急性放射
病的诊断　　一、早期病情分类诊断　⋯⋯第五章 小剂量外照射的生物效应与电离辐射的远期效应第
六章 慢性放射病第七章 内照射放射损伤第八章 皮肤放射损伤第九章 复合伤第十章 放射卫生防护基础 
第十一章 核突发事件医学应急处置中英文对照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武器与核事件医学防护学>>

章节摘录

插图：五、控制道路一旦确定受放射性物质污染地区内的人群隐蔽、撤离或搬迁，就应采取控制道路
的措施。
其好处是可防止放射性物质由污染区向外扩散，避免进入污染区的人员受照射，还可减少交通事故。
采取这种措施的主要困难在于，若长时间控制道路，人们就急于离开或返回自己家中，以便照料家畜
或从封锁区抢运出货物和产品等。
六、人员洗消与地区除污染1.人员洗消应对已受污染或可疑受污染的人员进行洗消。
方法简单，只要告诉有关人员用水淋浴，并将受污染的衣服、鞋、帽等脱下存放起来，直到以后有时
间时再进行监测或处理，不要因人员洗消而延误撤离或搬迁。
这种措施的风险和困难较小。
但应防止将放射性污染扩到未受污染的地区。
2.地区除污染主要是对受污染地区内的建筑物、地面、设备、道路、土地等除污染。
道路及建筑物表面可用水冲洗、真空抽吸或喷涂薄膜聚合物等方法。
设备可用水及适当清洁剂清洗。
农田和草场可去掉表层土，也可深耕使受污染的表面土层移到较深层。
地区除污染的主要困难和风险在于进行作业的人员可因外照射及摄人放射性物质而增加受照剂量，故
应对他们采取防护措施。
处理面积大时，不仅所花代价大，处置大量放射性废物也是个困难问题。
冷天比热天更难处理。
除上述防护措施外，防止或消除不良的社会心理学影响，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由于造成心理学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辐射的性质、危害及事故情况等缺乏了解，对可能发生的事
故思想准备不足，甚至把核反应堆可能出现的事故与原子弹爆炸的效应等同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是事先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群众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和训练。
宣传教育中，卫生、环保和公安等有关部门，还应将辐射量与生物效应关系的一般知识，特别是远期
后果（致癌和遗传效应），向广大公众作科学的解释，使其有较正确、科学的认识，消除不必要的疑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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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武器与核事件医学防护学(第1版)》：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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