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建议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建议书》

13位ISBN编号：9787502242565

10位ISBN编号：7502242562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

作者：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页数：380

译者：潘自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建议书》

内容概要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建议书》是基于经公众及内部磋商后形成的2004年早期草稿，及2006年
修改稿由主委员会制定的。在修改的过程中，增强了透明度，包括征求对放射防护有兴趣的许多组织
和个人的意见，委员会希望本建议书能够得到更多的共同理解并增强其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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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自强（1936.6.1－ ）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专家。湖南省益阳市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
核工业总公司研究员。在我国辐射防护学科发展的初期，提出了我国的实用保健物理学框架，完成了
具有国际水平的“低本低气流式测量装置”等多项监测装置和方法。参与指导和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
，为建立我国辐射防护监测和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多项军工任务和重水堆改建工程的辐射安全中
解决了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显著降低了集体剂量，为保证核工业良好的安全记录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70年代末开始，率先开展并参与指导完成了“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发展了能源-环境评
价方法学，设计了评价方案，并主持完成了“中国核工业30年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不同能源对健
康、环境和气候影响的比较研究”等多项重大项目，对推动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积极推动“辐射事故和应急体系”的建立，在我国辐射防护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立方面作了开拓
性工作，并受委托主持编制新的“国家辐射防护标准”。提出了“放射性废物管理应以处置为中心的
观点”，奠定了我国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基础。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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