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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核农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基础知识的科技书，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徐冠仁先生主编，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同位素所的有关专家共同组织撰写。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核农学的核物理与核化学基
础，辐射源与同位素制备；核辐射与作物遗传改进，核辐射防治害虫、辐射刺激生物生长、辐射
与农副产品和食品保藏、辐射与环境生态；同位素示踪技术及其应用。

本书主要供从事核农学科研和应用的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农业院校核农学专业及
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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