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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著者是清华大学教授。
本书是著者在60、70年代及90年代讲授“辐射测量”时所编
写的讲义基础上，结合著者多年来在核探测器研制方面的科研成果与经验而写成的。

本书第一部分内容是基础知识，主要说明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电离辐射探测学
中的主要统计概率问题。

第二部分各章中分别详细阐述了气体电离探测器、闪烁探测器及半导体探测器等应用
最广泛的探测器件，系统地阐明这些探测器的工作机制、输出信号、主要性能及典型的应用
实例。
书中还另列一章介绍了其它各类探测器件与装置。

本书可供研制和应用各类电离辐射探测器的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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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M计数管的放电机制与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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