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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核辐射探测器作为实验核物理的技术分支，对核物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在1896年借助于径迹探测器——乳胶，首先发现了天然放射性现象；美籍中国
物理学家吴剑雄借助NaI（T1）、蒽晶体，用实验验证了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核辐射探测器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核辐射能开始被发现的时期，当时主要使用了空气电离室、硫化锌闪烁体和照相
底片等。
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了与核物理实验相关的加速器，从此开始研制了线性放大器、脉冲计数器、
（G-M）计数器、正比计数、云雾室和磁谱仪等。
20世纪40年代主要研制了与发光现象有关的闪烁计数器和光电倍增管，20世纪50年代初NaI（T1）闪烁
计数器商品化，7射线能量测量成为一般实验室中均能做的常规实验。
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设计了火花室，特别是流光室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出现了利用Ge、Si反向P-N
结探测带电粒子的半导体探测器。
20世纪60年代以后半导体探测器的发展使探测系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在轻粒子谱仪x、y射线能谱
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另外在气体探测器方面设计了多丝正比室，研究了闪烁正比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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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著者在几十年半导体辐射探测器的研究开发和给研究生讲授核辐射探测器的基础上编写成的
。
本书首先介绍了核辐射探测器的发展和近十几年来的新进展，介绍了辐射源、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等
基础知识；重点介绍了核辐射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工艺原理和工艺、探测器特性、结构及其应用；然
后介绍了核辐射探测器在实验核物理、粒子物理、堆物理中的应用，能量测量和在不同能量范围如何
正确选择和使用核辐射探测器；以及在核辐射强度和辐射剂量测量中的应用，阵列探测器构成的核成
像探测器及其应用，脉冲辐射探测器和脉冲辐射的探测，核辐射探测器在工业自动化控制、核燃耗测
量、核保障和对特殊核素监控中的应用，在x射线荧光分析、环保生态学中的应用，在探测空间辐射
、空间物理、天体物理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在核废物处理和核医学中的应用等。
    本书主要作为与核相关的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核物理和有关放射性测量等专业的学生学习和参
考，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生产、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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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核探测技术从核能开始被发现时起，就使用了气体电离室、照相底片和晶体探测器，到现在已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随着核物理实验和核科学研究的深入，核探测技术（核探测器和核电子学）成为促进核科学技术和核
武器的发展、核技术应用不断扩大的一门新型科学技术。
1964年我国成功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在此之前我国老一辈核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研制成功镭铍中子源和中子计数管，为开展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条件，成功研制了对质子
灵敏、对电子灵敏的核乳胶；与此同时还分别研制成G-M（盖革一弥勒）计数管、卤素计数管、碘化
钠NaI（11）闪烁晶体和光电倍增管，以及相应的核电子学，如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线性脉冲放大
器、高压稳压电源、64位进位定标器、计数率仪、单道脉冲分析器等核电子学仪器；开展了对带电粒
子能谱测量分析，7射线能谱测量分析，脉冲中子测量，临界试验物理实验装置等研究工作。
多方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经验，为我国首次核试验及其核试验测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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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辐射探测器》：国防特色教材·核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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