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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医学影像技术发展对放射物理与防护专业基础知识的要求，特别是考虑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
点，我们对首版教材进行了重新修订。
较之首版教材，本轮教材在以下方面进行了调整与修订：    1.为便于学生掌握知识重点，在每章开始
都明确了学习目标，在每章结尾对本章知识进行小结，并列出部分思考题，帮助学生理解、掌握重点
知识。
    2.将基础知识的教学与后续专业知识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时更有兴趣，同时也能
够使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更好衔接。
如第一章中在介绍了原子结构及核结构后，增加一节磁共振医学应用。
第二章中增加了核医学中放射性核素生产制备及核医学临床应用两节内容。
第五章中增加X线的临床应用一节，通过讲解X线的临床应用使学生理解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规律与X
线成像的关系。
    3.考虑当前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在第七章放射线的测量一章中增加
了第四节医用诊断X线检查技术的辐射剂量学评价，重点介绍开展医学影像技术剂量学评价，及所涉
及的有关辐射量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引发学生开展医学影像技术临床科研兴趣，为今后开展临床研
究做基础铺垫。
    4.将2002年以来国家新近颁布的有关放射防护标准、法规，以及国际相关机构发表的关于医疗照射的
辐射防护概念进行了更新。
    5.考虑到放射物理与防护课程是学生人校后所接触的首门与专业相关的基础课程，为加深其对X线了
解，增加X线特性的验证实验一项。
    本教材建议教学54学时，理论授课44学时，实验教学10学时。
    本教材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规划基础上，2006年又被教育部确定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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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物质的结构　第一节　原子结构　第二节　原子核结构　第三节　磁共振  第四节　磁共振
现象的医学应用第二章　核转变　第一节　放射性核素衰变类型　第二节　原子核的衰变规律  第三
节　  医用放射性核素的生产与制备　第四节　放射性核素的临床应用第三章　X线的产生　第一节
　X线的发现　第二节　X线的本质与特性　第三节　X线的产生条件及装置  第四节　X线的产生原理 
第五节　X线的量与质  第六节　X线的产生效率  第七节　X线强度的空间分布第四章　X（或γ）射
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X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主要过程  第三节　X线与物质相
互作用的其他过程  第四节　各种作用发生的相对几率第五章　X（或γ）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　第一
节　单能X线在物质中的衰减规律　第二节　连续X线在物质中的衰减规律　第三节　诊断放射学中X
线的衰减　第四节　X线的临床应用第六章　常用的辐射量和单位第七章　放射线的测量第八章　放
射治疗剂量学第九章　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第十章　放射防护法规与标准第十一章　放射线的屏蔽防
护第十二章　医疗照射的辐射防护第十三章　医疗照射的辐射防护管理实验一　X线特性的验证实验
二　X线半价层的测量实验三　X线机输出量的测量实验四  透视X线机防护区照射量率的测量实验五
　X线屏蔽材料铅当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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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原子结构一、揭示原子结构的实验基础在20世纪初，从实验事实已经知道电子是一切
原子的组成部分。
但物质通常是中性的，足见原子中还有带正电的部分。
又从电子荷质比（e/m）的测量知道电子的质量比整个原子的质量要小得多，当时已经知道一个电子
的质量差不多是氢原子质量的两千分之一。
这些实验结果和当时的经典理论是考虑原子结构模型的基础。
（一）α粒子的散射实验α粒子是放射性物体中发射出来的快速粒子，它具有氦原子一样的质量，是
电子质量的7300倍，它带两个单位的正电荷。
后来证明它就是氦原子核。
汤姆逊在1904年提出过一个原子结构模型，为了验证这个模型，卢瑟福等人进行了α粒子散射实验，
在1909年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就是α粒子受铂的薄膜散射时，绝大多数只有2°～3°的偏转，但
有1/8000的α粒子偏转大于90°，其中有接近180°的。
α粒子散射实验所用仪器的布置大致见图1-1。
R为被一铅块包围的α粒子源，发射的α粒子经一细的通道后，形成一束射线，打在铂的薄膜F上。
有一放大镜M，带着一片荧光屏S，可以转到不同的方向对散射的α粒子进行观察。
荧光屏是玻璃片上涂荧光物硫化锌制成的，使用时把有硫化锌的一面向着散射物F。
当被散射的α粒子打在荧光屏上，就会发出微弱的闪光。
通过放大镜观察闪光就可记下某一时间内在某个臼方向散射的α粒子数。
为了避免α粒子与空气分子的碰撞，从α粒子源到荧光屏这段路程是在真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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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射物理与防护(第2版)》可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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