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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概括了国外辐射事故的最新资料，结合国内辐射事故医学救治经验和
有关的科研成果，着重介绍了核辐射事故的医学处理和防治知识。
全书共分十六
章，简明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辐射事故概况及其基本特点和防护措施；阐述了核
辐射事故医学应急的管理与分级救治、核辐射事故时的辐射监测和对人员受照
剂量的估算以及电离辐射损伤作用的基本原理和某些因素的影响；论述了急性
放射病的临床经过、诊断和治疗、辐射防护剂、核事故时主要放射性核素的毒理
学及体内污染的医学处理、皮肤放射损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放射性物质污染皮
肤及伤口的处理、放射复合伤的特点和诊断治疗、小剂量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与
处理原则以及电离辐射的远后效应。

本书系教学参考书。
全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既叙述了基本理论，又介绍了
实际应用中的一些具体经验。
本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的放射医学、放射卫生学等
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也可供参加核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医务工作者、辐射
防护工作人员参考。
对制定核事故医学应急计划或对公众采取干预措施时也可
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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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展迅速，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二、可有多种照射来源和途径
三、可释放出多种放射性核素，照射方式和受照组织器官不同，起重要作用的核素不同
四、影响范围广，涉及人数多，作用时间长
五、可造成较大的社会和心理学影响
六、需要的救援力量较大
第二节 主要防护措施
一、对环境进行辐射监测
二、估算人员受照剂量
三、确定干预剂量水平、导出干预水平和应急照射水平
四、对人员采取防护措施
五、对人员的医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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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的辐射生物效应
二、采取干预措施的基本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
三、干预剂量水平
四、导出干预水平
五、应急照射水平
第三章 核辐射事故医学应急的管理和分级救治
第一节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基本经验
一、统一领导，建立完整的应急救援体系
二、大力协同，全面完成医学应急救援任务
三、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二节 我国核安全、辐射防护和事故应急的监督管理
一、发展概况
二、核辐射安全防护法规和标准体系
三、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主要任务
第三节 核辐射事故的分级医疗救治
一、一级医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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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级医疗救治
三、三级医疗救治
四、辐射伤员的早期劳动力鉴定与长期医学观察
第四章 核辐射事故时的辐射监测
第一节 场外应急辐射监测的基本设想
一、防护行动决策
二、释放物的组成和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的弥散
三、应急辐射监测系统
第二节 烟羽照射途径监测
一、验证预期剂量分布图的方法
二、测量源项的选择
三、对监测仪器的要求和选择
四、巡测队的展开
第三节 对应急工作人员的监测
一、γ外照射剂量监测
二、甲状腺监测
三、皮肤和衣服污染监测
四、事故后监测
第四节 食品和水的放射性监测
一、对牛奶途径的监测
二、对非奶类食品和水的监测
第五节 一般核事故的辐射监测
一、工作场所监测
二、个人剂量监测
第五章 核辐射事故时对人员受照剂量的估算
第一节 外照射剂量的估算
一、事故后对物理剂量估计的要求
二、事故受照条件的确定
三、事故后物理剂量测量
四、生物剂量的测定
五、事故剂量的表示方法
六、事故剂量评价
第二节 内照射剂量的估算
一、事故内照射剂量评价的要求
二、个人体内污染量监测方法
三、公众体内污染量估算方法
四、监测结果的评价
第六章 电离辐射损伤作用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电离辐射的原初作用
一、射线与水分子的作用
二、射线与生物分子的作用
三、氧效应
第三节 电离辐射对生物大分子及亚细胞结构的作用
一、电离辐射对DNA的影响
二、电离辐射对RNA的影响
三、电离辐射对酶和蛋白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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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离辐射对膜结构的影响
第四节 电离辐射对细胞的效应
一、辐射对细胞周期进程的影响
二、辐射对染色体的影响
三、辐射引起的细胞死亡
第五节 电离辐射致突变与致癌的机理
一、辐射致突变的特点与机理
二、辐射致癌的机理
第七章 影响辐射损伤的一些因素
第一节 辐射效应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不同水平不同种类的辐射效应
二、致死效应和各种致死量的概念
第二节 一些因素对辐射效应的影响
一、辐射敏感性的影响
二、射线品质的影响
三、照射方式及条件的影响
四、照射前后其它条件的影响
第三节 事故性照射损伤的若干问题
一、几个常见的问题
二、不均匀照射所带来的问题
第八章 急性放射病的临床经过和诊断
第一节 急性放射病的临床经过
一、急性放射病的临床特点
二、急性放射病的分类
三、急性放射病的临床表现
第二节 急性放射病的诊断
一、早期分类诊断
二、临床诊断
第九章 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第一节 治疗原则
一、狠抓早期，兼顾极期
二、抗辐射药物的早期应用
三、改善微循环或造血微环境的措施
四、对症综合治疗
第二节 治疗措施
一、轻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二、中、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三、极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四、肠型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五、脑型急性放射病的救治
六、护理和饮食营养
第三节 造血干细胞移植在急性放射病治疗中的应用
一、骨髓移植
二、胎肝造血干细胞移植
三、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第十章 辐射防护剂
第一节 辐射防护剂的分类及其作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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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辐射防护剂的分类
二、辐射防护剂的作用特点
第二节 辐射防护剂的应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人体应用辐射防护剂的可能抗放效价
二、辐射防护剂人体效价的判断
第三节 几个有实用意义的辐射防护剂
一、盐酸胱胺
二、二乙基硫辛酰胺
三、雌三醇
四、523
五、408片
第四节 雌三醇、408片综合治疗急性放射病人的效果
一、病例简介及诊断
二、主要治疗措施
三、治疗效果
四、雌三醇的副作用
五、雌三醇、408片在综合治疗中的作用
六、对辐射事故病例使用雌三醇、408片的建议
第十一章 核事故时主要放射性核素的毒理学及体内污染的医学处理
第一节 主要放射性核素的毒理学
一、放射性碘
二、放射性铯
三、放射性锶
四、放射性铈
五、其它放射性核素
第二节 体内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医学处理
一、核事故对公众内照射的作用特点及医学处理原则
二、医学处理措施
第十二章 皮肤放射损伤的临床特点及治疗
第一节 概述
一、皮肤放射损伤的发生情况
二、皮肤放射损伤的分类
第二节 影响皮肤放射损伤的因素
一、受照剂量及射线种类
二、剂量率与间隔时间
三、受照面积
四、生物学因素
五、理化因素
六、影响落下灰损伤皮肤的因素
第三节 病理变化
一、急性皮肤放射损伤
二、慢性皮肤放射损伤
第四节 临床表现
一、急性皮肤放射损伤
二、慢性皮肤放射损伤
三、放射性落下灰所致皮肤损伤的临床特点
第五节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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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射线接触史
二、症状与体征
三、损伤程度的判断
四、鉴别诊断
第六节 治疗
一、早期处理
二、全身治疗
三、创面处理
第十三章 放射性物质污染皮肤及伤口的处理
第一节 放射性物质污染皮肤的处理
一、放射性物质在皮肤上固着及除污染的原理
二、几种常用除污染方法及洗消剂
三、皮肤污染的洗消
第二节 放射性物质污染伤口的处理
一、概述
二、放射性物质从伤口的吸收与转移
三、不同类型伤口污染的特点
四、伤口内放射性污染物的结局及组织反应
五、伤口的处理及外科考虑
六、动物实验结果简介
第十四章 放射复合伤的特点及诊断、治疗
第一节 概述
一、放射复合伤的发生情况
二、放射复合伤的类型和分度
第二节 以放射损伤为主的放射复合伤
一、放射损伤起主导作用
二、烧伤和创伤对放射损伤的加重作用
三、放射损伤对烧伤、创伤愈合的影响
四、放烧创复合伤的临床表现
第三节 以烧伤为主的放射复合伤
一、烧伤起主导作用
二、放射损伤对烧伤的加重作用
三、烧放创复合伤的临床表现
第四节 放射复合伤的诊断
一、早期分类
二、临床诊断
第五节 放射复合伤的急救和治疗
一、急救
二、治疗
第十五章 小剂量电离辐射效应
第一节 小剂量一次照射效应
一、近期效应
二、远期随访观察结果
第二节 小剂量慢性照射效应
一、临床表现
二、危害评价
第三节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的诊断及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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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表现
二、诊断和处理原则
第十六章 电离辐射的远后效应
第一节 概述
一、辐射生物效应的分类
二、远后效应的资料来源
三、影响辐射远后效应分析、评价的因素
第二节 非随机性效应
一、辐射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二、辐射对胎儿的影响
三、辐射对眼晶体的影响――放射性白内障
第三节 随机性效应
一、几个基本概念
二、致癌效应
三、遗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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