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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各种力量的维和意识与竞争参与意识
明显增强，国际安全局势基本上保持稳定，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但另一方面，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其中恐怖袭击活动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之一。
自美国遭受“9·11”袭击后，恐怖活动在全球呈现蔓延之势。
从东亚、南亚到东南亚，从北美到欧洲，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恐怖主义的阴影。
我国也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威胁，境外的“东突”组织对我国的非传统安全形成挑战。
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带有明显的恐怖活动的特点，严重破坏了少数
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使广大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我国除了与国际社会开展广泛的反恐合作之外，加强自身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的能力建设，是新世纪
国家安全工程的重要任务。
　　恐怖活动的类型和形式是多样的，恐怖分子可能利用的技术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核与辐射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依然是当今恐怖活动采用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积极防范与处置
核化生恐怖活动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主要方面。
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邹飞教授和万成松教授主编的《核化生恐怖医学应对处置》一书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核化生恐怖袭击的基本知识、国内外应对与处置核化生恐怖的现状、组织指挥、预
警机制和评估体系、处置技术与措施、恐怖防护及医学救助等内容，紧密结合了反恐演练实践，并附
有恐怖应对处置预案，反映了当今国际上核化生恐怖防御领域的新进展。
该书立意明确，观点鲜明，论述有据，注重科学性与前瞻性，是集理论性、实用性、专业性为一体的
专业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
全书在整体结构上逻辑层次分明，统筹兼顾，重点突出，注重可操作性，是一本难得的应对核化生恐
怖的专业培训教材。
　　本书的出版将为反恐部门、卫生应急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公共卫生系统的组织指挥管理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处置力量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有关核化生恐怖应
对的基本知识，这必然对我国加强打击、防范与处置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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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核化生恐怖袭击的基本知识、国内外应对与处置核化生恐怖的现状、组织指
挥、预警机制和评估体系、处置技术与措施、恐怖防护及医学救助等内容，紧密结合了反恐演练实践
，并附有恐怖应对处置预案，反映了当今国际上核化生恐怖防御领域的新进展。
该书立意明确，观点鲜明，论述有据，注重科学性与前瞻性，是集理论性、实用性、专业性为一体的
专业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
全书在整体结构上逻辑层次分明，统筹兼顾，重点突出，注重可操作性，是一本难得的应对核化生恐
怖的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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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成松，男，1965年7月出生，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
微生物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消毒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热带医学
学会理事、广东省和广州市NBC专家、广州市微生物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主要从事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0157：H7、副溶血性弧菌、痢疾志贺菌等重要病原微生物的分子生
物学和致病机制研究。
负责了广东省应对核化生恐怖医学防护技术研究专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全军“十五”指令课题
等4项课题。
是国家“应急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预防医学特色专业”、“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应急型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
的主要负责人，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武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其他成果4项、国家发明专利1件、新药证书3个，主编专著1部，参编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40多篇。
　　邹飞，男，1958年6月出生，博士，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院长、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骨干教师，是广
东省军事预防医学重点学科、广东省热带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211”重点建设学科、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带头人。
兼任教育部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全军环境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继续再
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应用生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热带医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医学会卫生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等核心期刊编委等职。
　　主要从事反核化生恐医学防护技术、细胞通讯与信号转导、细胞对环境因素的应答及分子调控、
神经毒理学与军用毒剂的防护、环境应激反应启动环境适应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B类重点项目、国家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973”子课题
等省部级以上课题20多项。
获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多项。
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SCI论文22篇，出版专著9部，负责主编“十一五”规划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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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核化生恐怖概述  第一节  核化生恐怖的基本知识    一、恐怖、恐怖活动、恐怖组织、恐怖主义 
  二、核恐怖、化学恐怖、生物恐怖    三、核化生恐怖袭击的性质、特点和方式  第二节  国际核化生恐
怖活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国际核化生恐怖活动的现状    二、国际核化生恐怖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我国面临核化生恐怖的威胁    一、我国面临核化生恐怖的现状    二、我国应对核化生恐怖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我国应对核化生恐怖的策略    一、我国反恐应对的总体思路    二、建立反核化生恐怖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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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宣传教育    六、加强“三防”医学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节  重大核化生恐怖事件回顾    一、东京地
铁沙林袭击事件    二、美国炭疽事件    三、俄罗斯人质危机事件第二章  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处置 
第一节  基本概念、特点及程序    一、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处置基本概念    二、核化生恐怖事件医
学应对处置的特点    三、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处置的原则    四、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处置的
主要环节  第二节  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处置的准备    一、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对组织体系的建
设    二、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急救援预案    三、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急队伍建设与培训、演习    
四、核化生恐怖事件应急技术准备    五、做好平时监测和公众宣传教育    六、核化生恐怖事件应急物
资储备和经费保障  第三节  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救治    一、现场伤病员分类    二、伤病员分级救治    三
、伤病员后送  第四节  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急状态终止与环境恢复    一、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急
状态终止条件    二、核化生恐怖事件后果评估    三、核化生恐怖事件后期环境恢复  第五节  核化生恐
怖事件应急心理干预    一、核化生恐怖事件对心理活动的影响    二、核化生恐怖事件应急心理干预的
意义、目标和原则    三、核化生恐怖事件应急心理干预的现场工作流程与工作要点  附1  ××市处置恐
怖袭击事件医学应急预案  附2  核化生恐怖事件医学应急联合演习文书  附3  ××市卫生局××医科大
学2008年卫生应急综合演习流程文本第三章  核与辐射恐怖应对及其处置  第一节  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
特点    一、核与辐射恐怖的发展简史    二、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类型    三、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特点
及后果    四、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危害  第二节  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应对管理    一、核与辐射恐怖事
件的安全管理    二、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组织指挥体系    三、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主要应对措施    四
、应对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装备与物资  第三节  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现场救援    一、现场侦检    二、
现场洗消    三、对环境污染的监测与评价    四、心理效应及其应对措施  第四节  核与辐射恐怖事件中
放射损伤的医学处理    一、受照人员的剂量估算    二、外照射急性放射损伤的诊断与治疗    三、皮肤
放射损伤的诊断与治疗    四、放射性核素体内污染的诊断与治疗    五、放射复合伤的诊断与治疗  第五
节  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防护    一、对于应急救援人员的防护    二、对于公众的防护第四章  化学恐怖
应对及其处置  第一节  化学恐怖概述    一、恐怖组织(分子)获取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途径    二、现代化
学恐怖的类型    三、恐怖分子实施化学袭击的可能方式    四、恐怖分子实施化学袭击可能的重点目标   
五、我国面临的化学恐怖威胁    六、可能用于化学恐怖的主要毒物    七、化学恐怖的特点  第二节  化
学恐怖的应对管理    一、化学恐怖的安全管理    二、反化学恐怖的组织指挥体系    三、反化学恐怖的
主要应对措施    四、反化学恐怖的装备与物质  第三节  毒剂的侦检    一、毒剂侦检的一般方法    二、毒
剂侦检的步骤    三、染毒样品的分析鉴定  第四节  化学毒剂的消除    一、洗消的原理和方法    二、物理
洗消剂    三、化学消毒剂  第五节  化学恐怖的防护    一、化学恐怖防护的工作内容    二、化学恐怖防护
的基本原则    三、化学恐怖防护的基本措施    四、化学毒物的中毒途径    五、化学毒物体内的吸收、
分布与代谢    六、化学毒物的靶器官及临床表现    七、化学毒物中毒的防、诊、救治原则及主要措施   
八、化学恐怖事件分级救治的组织形式    九、化学恐怖事件伤害面积和人员伤亡率的估算    十、染毒
区伤员的抢救    十一、化学恐怖事件中急救和治疗  第六节  主要化学战剂及其医学防护    一、概述    二
、神经性毒剂    三、糜烂性毒剂    四、全身中毒性毒剂    五、窒息性毒剂    六、失能性毒剂    七、刺激
性毒剂  第七节  生物化学毒素    一、概述    二、蓖麻毒素    三、肉毒毒素    四、岩沙海葵毒素    五、石
房蛤毒素    六、河豚毒素    七、T-2毒素  附  某行政区卫生系统反化学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第五章  生
物恐怖应对及其处置  第一节  生物恐怖的特点    一、生物恐怖的发展简史    二、生物剂的种类    三、生
物恐怖的特点    四、生物恐怖的袭击方式    五、生物恐怖袭击的后果    六、重要生物剂  第二节  生物恐
怖的应对管理    一、生物恐怖的危机管理    二、反生物恐怖的组织指挥体系    三、反生物恐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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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四、反生物恐怖的装备与物质储备  第三节  生物恐怖的侦检    一、生物恐怖的监测与预警    
二、生物恐怖处置中的标本采集与运送    三、生物恐怖的流行病学调查    四、生物恐怖相关病原的检
测鉴定    五、病原体的溯源  第四节  生物恐怖的洗消    一、污染区及疫区的划定和处理    二、生物剂污
染的洗消与评价    三、生物剂污染的个人洗消    四、生物剂污染的环境和物品洗消    五、杀虫与灭鼠  
第五节  生物恐怖的防护    一、生物恐怖处置人员的个人防护    二、生物恐怖的医学防护    三、生物恐
怖处置中的实验室生物安全  第六节  生物恐怖袭击的医学处置    一、生物恐怖事件的医学处置原则    
二、生物恐怖袭击的医学处置程序    三、几种常见生物恐怖袭击情况的医学处置  第七节  生物恐怖应
对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一、建立新的观念    二、建立能够对生物恐怖做出反应的部队或组
织机构    三、注意发展抗生素和疫苗，并视其为积极的防御手段    四、发展和采购防毒面具    五、采
办先进的生物探测装置    六、重视情报    七、加强合作    八、消灭生物武器    九、通过联合国和裁军会
议限制并最终消除生物武器    十、为了进行有效的生物恐怖防御，需要技术上获得实质性进展  附  ×
×市生物恐怖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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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缺乏准确、灵敏、系统的检测技术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院（所）等单
位尽管配备有各类检水检毒箱，但仍未配备专门用于应对核化生恐怖的侦检器材，更谈不上拥有或掌
握快速、准确检测生物化学战剂的技术，开展现场处置工作和实施应急救援缺乏一定的技术支撑。
1996年，发生在某地的农妇投毒案迟迟不能侦破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检测出毒
物的种类。
因此，新出现的可用于化学恐怖的高危化学品和生物毒素的检测方法对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恐怖事件也
至关重要。
　　（五）“三防”医学应急救援专用装备与反恐任务需求仍有较大差距　　虽然，我国在反核化生
恐怖的技术和装备方面有深厚的积累，但仍不能满足现在和未来反恐怖工作的需求。
专用装备缺项较多，未能形成系统配套的快速侦检、检验鉴定和医疗救治能力。
某些医学救援的关键装备，如快速侦检、报警设备、检验鉴定设备等，我国的研究和制造技术落后，
国外又对我国实行高新技术禁运和封锁，严重影响了反恐怖医学救援工作的开展。
各省市反核化生恐怖的技术和装备方面缺口更大，一旦遇到相应的恐怖袭击和突发事件，将会造成非
常被动的局面和人员伤亡。
　　（六）专用药材试剂的生产储备机制还不健全　　目前，各地反恐特需药品和疫苗的储备量偏少
，生产储备机制还不健全。
有关部门虽在考虑相应的药材生产与储备问题，但动作迟缓，也未批准专门的反恐储备经费，特别是
防范核、化、生恐怖袭击的特殊疫苗和药材还未列入议事日程，也没有专门的定点生产厂家，一旦发
生重大恐怖事件，尤其是核化生恐怖事件，难以满足应急救援需要，我国应尽快建立应急物质战略生
产储备体系。
（万成松）　　第四节 我国应对核化生恐怖的策略　　反恐怖工作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目前有
呈常态化的趋势。
根据国际恐怖活动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和措施，结合目前面临的恐怖形势和
反恐怖斗争的实际，反恐怖工作应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端正思想，早期谋划；区分职责，明确任务；
建立组织，制定法规；组建队伍，明确分工；技术培训，演练演习；建设预案，拟订计划；专家参与
，科学反恐；及早部署，加强研究；瞄准前沿，及时追踪；技术支持，建立平台；物质装备，生产储
备。
　　一、我国反恐应对的总体思路　　（一）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当今世界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加强世
界反恐怖联盟，创造一种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氛围。
要有效地开展反恐怖斗争，必须对反恐怖工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科学地评估反恐怖斗争面临的围际
环境，不断地加强外交工作。
争取一个有利于反恐怖斗争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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