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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论述了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中的各种应用，内容包括各种同位素仪表及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对厚度、密度、物料料位及输送量等参数的检测和控制的应用，放射性示踪技术的应用，放射分析方
法，核测井，辐射加工，工业射线照相，以及辐射防护等。
    本书由匈牙利从事同位素研究的17位学者编著，内容丰富、系统、全面，叙述简洁，重点突出，可
供放射化学、化工及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专业的师生、工作人员参考，也可供有关的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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