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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核能和核技术应用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在未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核电事业将得到空前的发展，到那时核电发电量在我国总发电量中的比
率将达到当前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将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
安全与防护是发展的保障，核事业的迅猛发展必将对安全、防护人才的培养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核工业研究生部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核工业系统唯一的集研究生教育、核专业人员培训和成人教育
于一体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
20多年来，已培养研究生2300余人，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人才。
研究生部现有专、兼职教师249人，其中教授193人，副教授25人。
研究生教育设有11个专业方向，96门课程，辐射防护是其中的重要课程之一。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核工业的发展，核工业研究生部特别组织了长期从事辐射防护的专家编写了本教程
。
本教程共分为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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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核工业研究生部为了适应我国核电和核技术应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专门组织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具有长期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经验的资深专家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为12章，在对电离辐射防护理论和基础体系进行介绍时，纳入了国际上近几年的最新进展
和成果；为了更好地结合工作实际，专门安排了实用辐射防护一章，着重介绍了核电厂等几种核辐射
设施的辐射安全问题。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条理清晰，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紧密结合。
主要用作相关领域研究生，以及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辐射防护、环境保护等相关领
域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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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辐射防护目标在研究堆中建立并保持对放射性危害的有效防御，以保护放射性工作人员、公
众和环境免受危害，这是研究的总的核安全目标。
总的核安全目标由辐射防护目标和技术安全目标所支持，这两个目标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辐射防护目标为保证在所有运行状态下研究堆内的辐射照射或由于该研究堆任何计划排放放射性物质
引起的辐射照射，保持低于规定限值并且合理、可行、尽量低，保证减轻任何事故的放射性后果。
辐射防护目标不排除人员受到有限的照射，也不排除法规许可数量的放射性物质从处于运行状态的研
究堆向环境的排放。
此种照射和排放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并且必须符合运行限值和辐射防护标准。
尽管采取措施后将所有运行状态下的辐射照射控制在合理、可行、尽量低，并将能导致辐射来源失控
事故的可能性减至最小，但仍然存在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采取措施以保证减轻放射性后果。
这些措施包括专设安全设施和营运单位制定的厂内事故处理规程，必要时也包括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
制定的厂外干预措施，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辐射照射。
2.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研究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要确保以下几个方面要求：（1）尽量合理可能限制
所有运行工况下的辐射照射、放射性释放和放射性废物的产生；（2）防止可能对现场人员、公众和
环境造成影响的事故；（3）一旦发生事故，限制和缓解事故的后果。
按照从安全分析推导出的一整套可确定运行安全边界的运行限值和条件来控制研究堆的运行。
在运行时，尽量减少并控制现场工作人员的辐射照射和放射性物质的释放。
要通过适当的设计措施和运行实践将放射性废物的产生（活度和体积）保持在实际可能的最低水平。
采取与安全最终处置要求相一致的方式严格控制废物的处理和中间储存。
研究堆的设计和退役计划要考虑将退役期间的照射限制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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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电离辐射防护教程》：国防特色教材·核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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