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

13位ISBN编号：9787811188127

10位ISBN编号：781118812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王传珊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05出版)

作者：王传珊

页数：1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

前言

自从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以来。
这个问题就一直被关注。
此次福岛事故对公众和环境的主要影响来源于放射性物质的泄露，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会放出各
种射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辐射。
至于核辐射对我们的影响，要从科学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来探讨。
核辐射，真是那么可怕？
虽然核辐射听起来可怕，但是它却有规律可循。
放射性元素被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经逐步掌握了这些规律：例如核辐射按照一定的规律产生
、扩散、衰减；核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取决于辐射的强度，取决于受照时间的长短，也取决于射线的品
质。
控制的界限是一个人在一年的时间内所能承受辐射的最大累计量，称为年限量。
核辐射对人体有影响，人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修复核辐射造成的影响的能力：在一定剂量的照射下，
会导致癌症发病率增加；若照射剂量更大，就可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引起急性放射病，甚至导致死亡
。
核辐射并不神秘，人类利用核辐射为自身服务已经有很长时间。
例如，在医疗方面：×光检验、癌症的放射治疗（目的是杀死癌细胞而非正常细胞），在工程领域：
核能发电、辐射改性、无损探伤、活化分析等。
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核科学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随着核电站的增加和某些事故的发生，核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
显著的标志是个人接受辐射的年安全限量变得越来越低。
在福岛事故之前，还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核电站事故，即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和1986年苏
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
人们从这些事故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使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日益增强。
另一方面，核突发事件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或许会造成比核突发事件的直接损失更严重的后果
。
由于核污染水平和污染边界在短期内不易确定，一般公众的核知识又相对匮乏，容易听信不负责任的
传媒报道和流言，导致了某些人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紧张、压抑、焦虑、恐慌，并会在公众中
蔓延。
这使根本未受照射或者受照射量不大的人，也会出现头疼、眩晕、失眠、精神难于集中、记忆力减退
等症状，再加上心理暗示的作用，结果引发疾病。
核事故社会心理不仅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伤害，还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2009年，河南杞县就曾发生过这样的典型事件。
2009年7月传媒报道：因网上盛传开封杞县一辐照厂“钴60放射源泄漏”，引发了全县群众的大逃亡。
由于一些人奔向周边县市“避难”，致使道路堵塞，宾馆爆满。
后经核实，并没有发生“钴60放射源”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
后来当地警方拘留了在网上不负责任转帖的网民，但对于政府在及时公开信息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却没有明确说法。
今天，我们要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
从政府层面来说，除了要加强对核技术安全方面的教育和制度建设外，还应该一旦发生核事故情况，
第一时间保证信息的及时公开，防止公众因专业知识的匮乏和缺乏安全感引起的恐慌，引导公众保持
健康的心理。
为了普及核辐射的基本知识，我们编写了这本小书。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揭开核辐射神秘的面纱吧。
王传珊201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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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通常被告知：核电站是最洁净的能源　　果真如此吗：核电站安全吗？
25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帮记忆犹新，今天日本福岛第一电站又重燃危机。
在突发的核安全事故面前，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生活原子能的时代，核辐射无处不在，核辐射在给予人类利益的同时，又有损于人体健康，
这是一反双刃剑。
我们只有认识它，才能趋其得而避其害：只有全民都普及知识，才能在灾害到来时，不惊失措，不轻
谣言，把损失降到最小。
　　《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以不具备专业的读者作为对象，介绍一些核辐射的基本知识，并针对公
众关心的问题，尽可能作详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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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使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并探讨其辐射效应，应用于国家军工
、航天、放射医学、工业等领域。
主要研究成果：“‘风云二号’、‘风云三号’卫星的抗辐射加固研究”、“同步辐射装置屏蔽设计
计算”、“中能质子的非电离能损研究”、“钴源工厂的设计”、“放射治疗中的剂量控制”等。
2003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2004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宝钢优秀教师等奖。
近年来热心核技术的科普推广工作，曾多次举办“核辐射与人类生活”专题讲座，深受广大听众的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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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类生存在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里，山川田野、江河湖海里有数不清的动物、植物，
天空中有无数的星辰。
世界万物无论大小都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不断地运动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机蓬勃的世
界。
从更微观的角度看来，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而原子也是由电子围绕着原子核不断地运动着。
万物都在运动，概莫能外。
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的。
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
运动离不开能量。
我们每天要吃饭来补充能量，以维持我们的机体的运动消耗。
同时我们也在不停地向我们周围的环境放出能量；在寒冷的冬季，人类、野兽都会“抱团取暖”，就
是相互给对方能量。
与此相似，大到太阳和星辰，小到蝼蚁，也都在向外界散发着能量。
我们发现这些物体散发能量的一种主要方式是以射线的形式向周围放出。
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这些射线看作从圆心（放出能量的物体）向四周延伸的“辐条”（就像自行车轮圈
上的钢丝），这样我们就有了“辐射”这个名词。
那些发出能量的物体就叫作“辐射源”。
现代社会中许多科技产品也会辐射能量，因此也是辐射源。
例如雷达站、电视台、手机、灯泡等，它们需要消耗电能，而消耗的电能的主要价值就是用来转换为
各种辐射。
何为核辐射？
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是一种特殊的辐射，这种辐射是组成物质的原子的原子核在特定情况下发出来
的，我们称它为核辐射。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核辐射是一个比较生疏、神秘和恐怖的名字。
其实核辐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一种辐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例如，人们一致歌颂“万物生长靠太阳”，供给我们这个星球光和热的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辐射
源，它对于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太阳，我们地球上的空气，江河湖海，岩石土壤，各种生物中也或多或少的会发出核辐射，因此
可以这样说：核辐射无所不在，我们人类总是处于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核辐射包围中的！
核辐射不但无法完全避免，而且它还进一步的被开发和利用。
今天我们在科技如此发达的21世纪，地球村的村民们，为了避害趋利，就很有必要以这次轰动全球的
福岛核危机事件为契机，增强我们对于有关核辐射知识的了解。
我们安全吗？
目前，我们每天都在关心有关福岛核危机事件的报导，我国的权威部门每天都发布信息。
总的说，我国还是安全的。
这种安全感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就借此来了解一下核辐射的距离效应。
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核辐射和其他辐射一样，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其能量是向四面八方均匀地发
射的。
如果我们把辐射源作为圆心，以任意距离（半径）在空间画一个圆球，那么在球面上的每一点（一个
很小的面积），吸收核辐射能量是相同的。
在忽略空气吸收的情况下，这个圆球球面总吸收的辐射能量就是这个辐射源所辐射的能量。
因为这个圆球是随意画的，也就是说它的半径可大可小，圆球的表面面积也可大可小。
由于辐射源在某一时刻所发出的总的辐射能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可以得知在半径较大的圆球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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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点（即一个很小的面积）所接受到的辐射能量也就较小。
确切地说，由于圆球表面的面积是与球的半径平方成正比，因此某一点接受到的核辐射能量是与距离
的平方成反比的。
我们可以把辐射的距离效应的原理，具体应用到这次的福岛核危机事件。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20公里定为高度危险区。
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核辐射的强度对于人们是有害的，而日本的首都东京离开核泄漏地有220公里，所以
，东京的核辐射强度仅为福岛危险区边缘的20×20／220×220=1／100，而我国距离福岛约1500公里，
因此福岛的泄漏对于我国的影响仅为当地的20×20／1500×1500=1／6000。
不言而喻，福岛作为核辐射的泄漏源，对于我国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
是不是就没有威胁呢？
答案是否定的。
此次核事故对于我国人民较大的潜在威胁在于它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可能产生的“内辐射”（或称内
照射）。
为什么细小的放射性尘埃可能造成较大的危害呢？
我们可以从核辐射的距离效应来理解。
在核事故中会产生大量的具有放射性的颗粒，其中不乏细小的尘粒。
这些细小颗粒就有可能悬浮在大气中，或者被海水所携带四处飘流，或粘附在动植物以及各种物体的
表面。
这些放射性颗粒将会由大气流、洋流和各种交通工具扩散开来造成大面积的污染。
其最严重的结果是这种放射性颗粒有可能通过呼吸、饮水和食物进入人体内部，上演的是一出不折不
扣的“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闹剧。
由于放射性颗粒和人体组织直接接触其距离很小，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在此次福岛核事故中，由于日本东北部海域的洋流流向并不会经过我国海域，而在这冬春之交，我国
上空的风向主要是西北风，所以无论是水体还是大气都不会把放射性物质直接带到我国。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地球是圆的，这些含有放射性颗粒的大气和海水在环绕地球一周后还会再路过我国
，不过经过一段较长的上空旅程后，它们将会被极大程度地稀释，其危害程度亦将大幅度降低。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认知也不断拓宽深化。
当我们仰望苍穹时，我们已经扬弃老祖宗的“天圆地方”的概念。
我们知道所处的这个星球属于太阳系。
共有十个类似于地球的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
我们的地球离开太阳的距离大约为。
149597870公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整个太阳系却仅仅是浩瀚无际的宇宙中沧海一粟。
由此可见宇宙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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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福岛的核事故是一场灾难，给我们脆弱的地球村又一次的打击；是大自然对人们过度索取的又一次警
告，告诫我们再安全的措施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也不堪一击。
我们也不能心存侥幸，认为福岛的自然灾害百年一遇，历史上比福岛严重的灾害也有很多。
怎么办？
是继续加强核电站的安全设计，是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是
让那些利益集团清醒头脑，不要作出自毁家园的愚蠢举动。
都是，但是又都不够！
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驾驭自然的本领，大自然慷慨地赋予、释放出无穷力量以满足人类文明的需要。
核能利用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奇迹，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
为此我们应抱有感恩之情，并以敬畏之心来对待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
过去，我们曾为改造自然而豪情万丈，却因不懂自然规律而屡屡遭到惩罚。
面对日益远去的蓝天、白云，眼前却是核事故造成的石棺累累，是那些废弃的放射性矿井，是多少年
都无法复原的沉寂与荒芜。
难道这就是我们留给后代的礼物？
地球近50亿年才形成的宝贵资源，在我们手里几乎挥霍殆尽，留下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我们有何颜面向祖宗、向子孙后代交代呢？
核技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应该进入整合人类全部使用核技术的经验，冷静思考，科学决策
的时候了。
科学人文学者詹克明说得好：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理解自然，我们人类方可在大自然中和合万世，
颐养天年。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曹泽淳教授、陈兆熊先生、罗文芸副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同时，董圣歌、
周煦宇同学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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