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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核电的迅速发展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但
也不可避免地伴有一定的危害，导致放射性物质释人或可能释人环境，使人类面临环境被放射性物质
污染的严峻局面，其造成或可能造成的辐射照射对环境、生态及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已引起人们极大
的关注。
辐射防护、核安全及辐射环境管理的基本目标在于既要允许某些可能造成辐射照射的人类活动（实践
）得以进行，又要对受到或可能受到辐射照射的个人、群体和他们的后代乃至全人类提供必要的保护
。
　　核环境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中天然与人工辐射的来源、分布及其监测方法，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
的迁移、转化和蓄积行为，公众受照途径、剂量估算及健康危害的评价，辐射防护、核安全与辐射环
境管理标准、体系及控制措施。
建立和发展核环境学这门新兴学科，培养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和管理专门人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
深远的社会意义。
　　本书的选题是1996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核科学与工程技术类专业教材工作会议上确定
的，由苏州医学院牵头，与华东地质学院共同组织编写，列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五”部级重点教
材出版计划。
　　本书由宋妙发和强亦忠任主编，张锦由、朱南康、孙占学参与编写，其中第1章及4·1、5·1两节
由强亦忠执笔，第3章3·6节由朱南康执笔，其余各节由张锦由执笔，第6章由孙占学执笔，其余章节
由宋妙发执笔。
主编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并对其他编者编写的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增删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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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环境中天然与人工辐射的来源、分布及其监测方法，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迁
移、转化和蓄积行为，公众受照途径、剂量估算及健康危害评价，辐射防护、核安全及辐射环境管理
标准、体系和控制措施。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核技术与核工程、环境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放射医学、生态学、辐射防护
、环境保护、核安全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管理干部及高校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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