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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辐射防护学》是研究各种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研究拟定卫生防护措施的一门边缘学科，
是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
其内容涉及物理学、核电子学、生物医学、临床医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
特别是近10年来，CT、ECT、PET、数字减影、核磁共振、超声、加速器应用、放射治疗、粒子植入
、微创伤外科等诊疗技术深入医学的各个领域，使放射防护的范围从单一的电离辐射防护扩展到整个
辐射防护领域。
我国核辐射技术的医学应用发展很快，一些院校相继成立了医学影像、放射治疗等专业，介入医学与
微创伤外科学已成为医学治疗的新兴学科之一，医务人员中涉及接触放射线的人员越来越多。
我国规定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要进行放射防护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方可从事
放射性工作。
因此，专业医师不仅要懂得自身的安全防护，而且还要懂得对患者的保护知识，患者是否需要接受放
射学检查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职业判断，而患者接受剂量的大小则取决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防护条
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医学院校却普遍没有开设辐射防护相关课程，由于缺乏安全防护知识，造成了医
师对放射学检查的片面理解，滥用放射学检查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医患冲突和放射损害事件在一些医
院屡有发生，甚至有的医院给放射科下达了经济指标等，这些现象与我国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相违背
。
2005年国务院颁布449号文——《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要求“医疗机构对患者
进行放射诊疗前，必须告知患者放射线对其健康的潜在影响”。
2006年卫生部第46号令——《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对医疗照射防护的管理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有鉴于此，为医学各专业学生开设放射防护课程已是当务之急。
由于非电离辐射在医学影像专业的使用越来越多，鉴于目前尚缺少一个较好的“术语”来统一电离辐
射与非电离辐射的概念，遂用“医学辐射防护学”这一术语来概括医学上的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的
防护。
本书以ICRP、ICNIRP、IBSS和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作为理论依据，内容反映学科的新进展，全书共分
为16章，基础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每章设有典型案例，要求学生通过每章节的学习后能正确地分析和
解析案例，既强调医疗照射的安全又不造成辐射恐惧。
章节之间还安排了复习思考题、进一步阅读的文选、重点和难点提示（key point）等，以利于学习和
课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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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辐射防护学》以近年来国内外辐射防护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医药院校教学实际需要编写
而成。
全书共分16章，分别介绍了核辐射的物理基础、人体辐射计量学、电离辐射生物学作用原理与生物学
效应、电离辐射对造血和免疫系统的影响、放射损伤的临床疾病与放射性复合伤、中子的放射损伤，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临床实践中的放射防护与质量保证、核或放射突发事件应急与响应
、营养保健与健康管理、含放射性物品和消费品的防护、医用非电离辐射的防护等。
　　《医学辐射防护学》作为医药院校选修课教材和预防医学、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放射医学和生
物医学工程等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管理部门放射防护培训教材以及临床医生和从事辐射工作
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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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辐射的基本概念一、辐射的特点和组成二、天然辐射和人工辐射第二节  医用辐射
的发展和回顾一、辐射的医学应用概述二、医学辐射防护学的发展案例（1-1）第二章  核辐射的物理
基础第一节  原子结构、X射线与核素一、原子结构二、X射线三、核素、同位素和同质异能素四、稳
定性核素和放射性核素第二节  原子核的衰变、裂变与聚变一、原子核的质量亏损和结合能案例（2-1
）二、核衰变类型和规律三、核裂变和核聚变反应第三节  放射线与物质作用的物理基础一、电离和
激发作用二、散射和吸收三、轫致辐射和湮没辐射四、切连科夫辐射第三章  人体辐射计量学第一节  
电离辐射计量学一、照射量二、吸收剂量三、比释动能四、当量剂量案例（3-1）五、有效剂量案例
（3-2）六、待积剂量七、涉及群体的剂量八、常用电离辐射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节  非电离辐射
计量学一、电磁辐射计量二、核磁共振计量三、超声辐射计量四、激光辐射计量第四章  电离辐射生
物学作用原理第一节  电离辐射与生物靶学说案例（4-1）一、靶学说和靶数学模型二、辐射的种类及
其与物质作用的特点第二节  传能线密度、相对生物效能与辐射敏感性一、传能线密度二、相对生物
效能案例（4-2）三、辐射敏感性第三节  电离辐射对生物体作用的化学基础一、辐射与自由基等活性
基团二、自由基等活性基团对生物大分子的作用三、电离辐射的原发作用和继发作用四、辐射对信号
转导的作用五、电离辐射对细胞周期的作用第四节  电离辐射生物学作用的影响因素一、辐射源相关
的因素二、受照机体的相关因素三、环境相关因素第五章  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第一节  电离辐射生
物效应分类一、早期效应和迟发效应二、躯体效应和遗传效应三、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四、电离
辐射的旁效应第二节  电离辐射的细胞生物学效应一、电离辐射所致的细胞死亡和凋亡二、细胞存活
曲线及其参数三、电离辐射诱发细胞染色体畸变案例（5-1）四、电离辐射诱发的旁效应第三节  电离
辐射的随机性效应一、随机性效应特征二、电离辐射致癌效应三、电离辐射遗传效应案例（5-2）第四
节  电离辐射的确定性效应一、确定性效应特征二、出生前确定性效应三、出生后确定性效应四、儿
童确定性效应第五节  小剂量低剂量率照射的几种观点一、小剂量低剂量率照射的生物作用二、低剂
量有益三、超过阈值有害四、线性无阈有害第六章  电离辐射对造血和免疫系统的影响案例（6-1）第
一节  电离辐射对造血系统的影响一、造血系统的组成及功能特点二、造血系统的辐射损伤特点三、
电离辐射出血综合征四、造血系统辐射损伤的近期和远期效应五、骨髓造血损伤的靶分子基础第二节 
电离辐射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一、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功能特点二、免疫系统的放射敏感性三、急性全身
照射的免疫效应四、慢性照射的免疫效应第七章  放射损伤的临床疾病案例（7-1）第一节  外照射急性
放射病一、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病因二、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临床表现三、外照射急性放射病分型四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诊断五、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治疗第二节  外照射慢性放射性损伤一、外照射
慢性放射病二、慢性放射性皮肤疾病案例（7-2）三、放射性白内障第三节  内照射放射病案例（7-3）
一、放射性核素体内摄入与代谢二、内照射放射病的临床特点三、内照射放射病的诊断四、内照射放
射病的处理原则和救治措第八章  放射性复合伤与中子损伤案例（8-1）第一节  放射性复合伤一、放射
性复合伤的分类和分度二、放射性复合伤的特点及病理生理学基础三、放烧冲复合伤的临床表现四、
放射性复合伤的诊断五、放射性复合伤的急救和治疗原则第二节  中子的放射损伤案例（8-2）一、中
子损伤的生物学基础二、中子对主要组织的损伤三、中子急性放射病的特点四、中子急性放射病的诊
断五、中子急性放射病的治疗原则第九章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第一节  放射防护标准发展
概述一、国际放射防护标准的演进二、我国放射防护标准的发展第二节  电离辐射防护标准的主要内
容一、辐射防护的目的二、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案例（9-1）三、剂量约束四、潜在照射与干预案例
（9-2）第三节  我国电离辐射防护标准的具体要求一、放射性工作场所及工作条件二、辐射场所的分
级和防护要求三、基本标准的剂量限值与豁免四、医疗照射的剂量约束五、国民的安全文化素养六、
干预第四节  放射性废物的治理一、放射性废物的概念、来源及其特点二、放射性废物分类及管理原
则三、放射性废物处理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四、放射性废物管理体制与政策第五节  电离辐射标志与警
告标志第十章  临床诊断中的放射防护第一节  辐射源与辐射场一、辐射源与辐射场的概念二、X射线
及辐射量的估算第二节  医疗照射的防护一、医疗照射的基本概念二、医疗照射防护的发展和现状三
、医疗照射防护的基本原则案例（10-1）第三节  外照射防护的基本方法一、尽量减少源的强度二、时
间防护——缩短受照时间三、空间防护——增大人与放射源间的距离四、屏蔽防护——利用屏蔽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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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医疗照射屏蔽材料与厚度估算一、X射线或γ射线的衰减规律二、医疗照射屏蔽厚度的估算方法
案例（10-2）案例（10-3）三、屏蔽材料及个人防护用品的选择第五节  核医学诊疗的防护一、放射性
物质的进入和转移途径二、内照射剂量的估算方法三、核医学诊疗的正当化与最优化四、核医学安全
操作规程第十一章  临床治疗中的放射防护第一节  介入放射学的防护一、介入放射学概述案例（11-1
）二、操作人员和患者受照剂量三、介入放射学的人体生物效应四、介入放射学的剂量估算方法五、
介入放射学的防护第二节  骨科复位中的放射防护一、X射线下骨科复位的特点二、受照剂量与影响因
素三、对操作人员健康的影响四、骨科复位的防护原则第三节  放射治疗与粒子植入的防护案例（11-2
）一、放射治疗防护的特殊性二、实施放射治疗的防护要求三、治疗室的防护要求案例（11-3）四、
粒子植入治疗的放射防护第十二章  医疗照射实践的质量保证第一节  质量保证与许可证制度一、医疗
照射质量保证的含义二、医疗照射的许可证制度案例（12-1）第二节  医疗照射对受检者和患者的防护
要求一、X射线诊断中受检者的防护要求二、核医学诊疗患者的防护基本要求三、放射治疗患者的防
护要求第三节  放射诊疗工作人员操作的质量要求一、X射线诊断工作人员操作的要求二、放射治疗工
作人员操作的要求三、核医学诊治操作人员的要求第四节  放射诊疗设施和环境防护的要求一、诊断X
线机设施和环境防护的要求二、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的防护要求三、放射治疗设施和环境的要
求四、核医学工作场所和防护的要求第五节  医疗照射质量控制检测一、医疗照射质量保证的主要内
容二、医疗照射设备质量控制检测第十三章  核或放射突发事件应急与响应第一节  核或放射突发事件
简介案例（13-1）案例（13-2）案例（13-3）第二节  突发事件的类型、分级和特点一、核或放射突发
事件的类型二、核或放射突发事件的分级三、核或放射突发事件的基本特点第三节  应急组织体系、
对策与措施一、应急组织体系二、核或放射突发事件的对策三、应对核或放射突发事件的措施第四节 
核或放射突发事件医学应急响应一、现场救援二、医学处理第十四章  营养、保健与健康管理第一节  
电离辐射对机体营养素的破坏作用第二节  放射工作人员营养需求量及特殊要求一、放射工作人员营
养的特殊要求二、放射工作人员的营养需要量第三节  辐射损伤防治药品与保健品一、放射损伤的防
治药物二、放射损伤的防治保健药物第四节  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案例（14-1）一、放射工作人员
从业条件与培训二、个人剂量监测管理三、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四、放射工作人员的保健措施第十五章 
含放射性物质制品、消费品及伴生X射线产品的防护第一节  含放射性物质制品、消费品和伴生X射线
产品及其防护概述一、含放射性物质制品、消费品和伴生X射线产品及其防护的含义案例（15-1）二、
含放射性物质制品、消费品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建筑材料和室內氡的防护一、建筑的分类与照射指数
二、对建筑材料防护和销售的要求三、室内氡及其防护第三节  其他含放射性物品、应用品的防护一
、发光涂料二、仪器与仪表三、地热水四、日用陶瓷、牙瓷第四节  含放射性物品的其他防护要求一
、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其他要求二、含密封放射源的消费品其他要求三、个人受照剂量的要求四、包
装和说明书的要求第五节  视屏装置的安全与防护一、视屏装置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二、视屏操作者的
防护措施第十六章  医用非电离辐射的防护第一节  电磁辐射对机体的作用与防护案例（16-1）一、电
磁辐射的分类二、电磁辐射的来源与传播途径三、电磁辐射的医学应用四、电磁辐射的生物学作用机
制五、电磁辐射对机体的损伤六、电磁辐射危害的防护七、电磁辐射职业卫生标准第二节  核磁共振
对机体的作用一、核磁共振技术及医学应用二、核磁共振对机体的作用及可能存在的危害三、磁共振
成像检查的要求第三节  激光对机体的作用和防护一、激光对机体的作用二、激光对机体的危害及影
响因素三、激光的防护措施四、激光安全标志五、激光职业卫生标准第四节  超声波对机体作用和防
护措施一、超声波对机体的作用二、超声波对机体的健康效应三、超声波的安全与防护四、医用超声
相关标准第五节  非电离辐射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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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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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辐射防护学》以ICRP、ICNIRP、IBSS和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作为理论依据，内容反映学科的新
进展，《医学辐射防护学》共分为16章，基础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每章设有典型案例，要求学生通过
每章节的学习后能正确地分析和解析案例，既强调医疗照射的安全又不造成辐射恐惧。
章节之间还安排了复习思考题、进一步阅读的文选、重点和难点提示(key point)等，以利于学习和课
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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