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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队放射源卫生防护与安全》包含放射源在军队非军事领域应用过程中有关辐射损伤防护、安
全管理以及应急救援等基础知识。
《军队放射源卫生防护与安全》作为军队放射源安全管理与防护以及应急救援培训教材，可供从事放
射诊疗、环境监管、辐射防护与应急救援等相关专业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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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放射性物质的吸收　　同位素进入体内的基本途径是吸入、摄入和经由皮肤吸收。
其他进入体内的途径可以是外源异体注入和从开放性伤口进入。
吸入和摄入的放射性可能被吸收入血，能否被吸收、吸收量多少与放射性物质的可溶性有关。
不可溶性物质不会被吸收，即使小量的吸入和摄入也可能很快直接从呼吸道和消化道排出。
但在某些情况下，不可溶性放射性物质可能滞留沉积在某些部位，如肺部或伤口附近，也可能转移到
附近的淋巴结，并在那里进一步造成内照射危害。
直径10μm或更小的放射性颗粒会沉积在肺泡内。
　　1.吸入　　气溶胶形式的不可溶放射性颗粒吸入后将沿支气管树沉积。
多数颗粒将会由于呼吸系统黏膜内层的纤毛运动而排出，但取决于大小、形状和颗粒的密度，也有一
部分会渗透进肺泡并停留在那里。
仅非常小的颗粒能穿透并移动到很远的距离。
因此，吸入并停留在肺部的小颗粒占整个吸入落下灰的百分比是比较小的，通常低于25％。
但这25％的颗粒若长时间停留在肺部则可对肺脏造成很大的危害。
这些颗粒的一部分可由淋巴系统摄取，再送到肺部不同的部位。
通过淋巴结浓集并停留在肺淋巴结的微小放射性颗粒继续对肺部造成长期危害。
小部分到达血流的微小颗粒最终由身体不同部位的网状内皮系统捕获。
某些同位素，如钚和锶也可沉积在骨中。
吸入的可溶性放射性物质会很快2.摄取　　食人的不可溶性颗粒会停留在消化道并与大肠内的排泄物
混合后被排出体外，包括通过上呼吸道清除和支气管系统纤毛运动而吞咽的颗粒。
就像在肺和软组织内一样，不可溶性放射性颗粒不会在肠道停留太久，几个小时内便会在肠内转移或
排出，除非摄人的放射性物质中γ射线的活性很高，否则不会对肠道造成太大的辐射危害。
通常含α和β辐射的不可溶性放射性物质由于不能被吸收不会对肠道造成很大的危害。
少量黏膜细胞会因为辐射而损伤脱落，但很快被新细胞替换。
如果不慎摄入被落下灰污染的食物和含有高放射性活性的β和γ裂变产物的水可造成某种程度的胃肠
道损伤。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该地区全身受到的γ射线外照射可能是造成危害的关键因素。
由于可溶性放射性物质吸收非常快，摄人是可溶性放射性物质进入体内最重要的方式，尤其是在食用
被落下灰污染的食物和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许多裂变产物可渗进植被进入复杂的食物链。
有些情况下，某种放射性物质可在这些链的某个环节被浓缩，最终增加对人类的危害。
　　3.皮肤吸收　　如果受沾染的皮肤完好，沾染物中的一些不可溶性核素的中子、γ或β辐射，可
能仅造成一些外部损伤。
若人员遭受严重落下灰沾染，大量γ放射性物质沾染皮肤也能导致严重的全身照射。
此时若脱去沾染的衣服，清洗沾染的皮肤便可达到预防发生严重损伤的目的。
如果伤口被沾染，不可溶性物质一般只积累在局部组织，只有通过清创术才能将其去除。
某些不可溶性物质可能留存在焦痂内，除非这些物质具有很高的放射活性，一般这类沾染不会引起严
重问题。
可溶性物质将通过伤口部位逐渐被吸收，并和稳定核素的代谢规律一样在体内组织和器官分布。
某些可溶性物质，特别是氚，可透过完整皮肤被很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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