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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放射化学》内容简介：放射化学是利用放射性物质及其辐射效应的一门化学分支
学科。
随着我国核能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放射化学也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极大挑战。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放射化学》凝结了我国数十位放射化学专家的智慧，就国内外放射化学各分支学
科，其中包括裂变能放射化学、聚变能放射化学、环境放射化学、放射性药物化学、放射分析化学、
核化学、放射化学与交叉学科、国家安全中的放射化学、放射化学数据库和放射化学教育等方面的发
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结合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对放射化学的重大需求以及放射化学学科的自身发展动力，就我国放射化
学中的发展战略和优先发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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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的现状 二、我国放射化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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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节 中国放射化学当前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中国放射化学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缺乏国家统一规划。
包括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经费分配、重点研究领域等，我国没有制定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放射化
学国家发展目标。
 （2）人才匮乏。
从事放射化学研究的人员近二十年来数量急剧减少，尤其是一大批对我国“两弹一艇”做出过重要贡
献的、有经验的放射化学专家已几乎全部退休；再加上许多中青年放射化学专业人才流向别的领域，
造成放射化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社会各行业的需求，更不能适应
我国核能、国家安全、核医学和交叉学科等的需要。
 （3）设施老化。
具有放射化学研究方向的研究单位数目不足，且研究水平不能满足国家需求，不少放射化学实验室设
施陈旧老化。
 （4）经费短缺。
经费支持少且不配套，我们花了大量经费购买国外核电设备，并正在考虑用巨资引进乏燃料后处理装
置，但对自主开展相应的放射化学基础和应用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经费渠道。
 上述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核能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加强我国放射化学和核化学的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尽快赶上国际水平，满足国家重大需
求，我们有如下几点建议： （1）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尽快设立国家级以科学家为主的“放射化学发展咨询委员会”，从学科前沿及国家重大需求出发，在
国家层面对我国放射化学重大研究项目的确定、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以及放射化学人才的培
养等进行决策和评价，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报告，消除“部门利益高于一切”，“行业垄断，条
块分割，政出多门”这种严重阻碍放射化学发展，且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
建议放射化学发展咨询委员会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学部聘请国内不同单位具有
较高学术造诣、处事公正的放射化学专家组成，同时还可吸收部分有战略决策能力的管理专家。
结合制定“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提出我国核化学和放射化学
的战略定位，组织编写我国在新世纪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的学科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优先资助方向。
 （2）建议教育部调整放射化学学科目录设置，建立放射化学专业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可采取多种联合、各有侧重的方式。
建议在2010～2015年间，我国每年应培养200名放射化学专业本科生、100名硕士生、50名博士生、20名
博士后。
2016～2020年间，根据当时国家需求，可能需要在此基础上适量增加。
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放射化学教学的质量，切忌滥竽充数。
既要避免20世纪末濒临灭亡、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又要避免一哄而上，造成人才过剩，教育资源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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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放射化学》编辑推荐：“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由以院士为主体、众多专家参
与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组经过深入调查和广泛研讨共同完成，涉及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放射化学》不仅能够帮助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律、把握前沿领域和重点方
向，也是社会公众了解放射化学学科发展现状及趋势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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