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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剂量学》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90409Z7 

课程名称：《放射治疗剂量学》 

课程性质：考试课 

学    分：2 学分 

总 学 时：32 学时 

理论学时：20 学时 

实验学时：12 学时 

先修课程：放射物理与防护、肿瘤放射物理学、核医学 

适用专业：生物医学工程 

参考教材：孙亮、李士骏主编电离辐射剂量学（第三版），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四） 

 

一、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目的和任务 

放射治疗剂量学是研究放射剂量与人体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制的学科，并为物理师合理

设计计划提供基本理论的一门基础学科。 

本门课程的任务是掌握肿瘤放射治疗剂量学计算的基本概念，熟悉影响辐射剂量分布的因

素，了解肿瘤放射治疗的基本概念及肿瘤放射治疗的基本方法。开展这门课程是为了让学生确定

放射治疗的剂量学精度，根据临床需要设计合理的治疗计划，并根据临床需要研究和改进放射治

疗技术。 

放射治疗作为肿瘤治疗常用手段之一，在治疗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约 70%的肿瘤病人需

要放射治疗。剂量计算的精确度是保证放射治疗质量的基础。为保证放射治疗的疗效，通常剂量

计算精确度必须控制在 5%以内。欲达到此目的，开展放射治疗剂量学这门课程十分重要，快速

准确的剂量计算是放疗的前提，掌握放疗治疗剂量的计算是放疗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理论课教学要求使用多媒体和板书结合起来，讲授放射治疗剂量学的理论知识；实验课教学

要求教师提前进行预实验，保证实验结果的可行性和准确性，让学生掌握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

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课程学时分配 

理论部分 实验部分 

讲授内容 学时 实验内容 类型 学时 

引言 2 实验  3 

电离辐射场 2 实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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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能量在物质中的转移过程 3 实验  3 

基本的剂量学量 3 实验  3 

放射防护量 3    

外照射情况下的监测量 2    

肿瘤放射治疗中外照射剂量计算的基本方法 3    

放射性药物内照射剂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2    

合计 20   12 

四、考  核 

1.考核方式：考试 

2.成绩构成：理论考试成绩 100% 

五、课程基本内容 

 

【理论课部分】 

第一章  引言 

（一）目的要求: 

1.了解什么是“电离”； 

2.了解电离辐射是什么； 

3.了解电离辐射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电离辐射的定义和分类、电离辐射的来源 

2.电离辐射剂量学的意义和用途 

3.电离辐射剂量学的意义和用途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电离辐射剂量学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第二章  电离辐射场 

（一）目的要求: 

1.能够完整描述电离辐射场性质； 

2.能够准确的对辐射场量进行解释。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粒子注量、能量注量 

2.粒子注量率、能量注量率 



 3 

3.粒子辐射度、能量辐射度 

4.谱分布 

5.平均值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简述辐射场量的含义。 

第三章  电离辐射能量在物质中的转移过程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其能量及物质原子序数的依赖关系； 

2.掌握带光子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其能量及物质原子序数的依赖关系； 

3.掌握中子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其能量及物质原子序数的依赖关系。 

（二）教学时数：3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带电粒子能量在物质中的转移 

2.X、γ射线的光子能量在物质中的转移 

3.中子能量在物质中的转移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为什么相互作用系数值，都是与特定辐射类型，特定辐射能量和特定物质关联

的。 

第四章    基本的剂量学量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微剂量学的用途； 

2.了解受照射物质中，为什么一种电离粒子达到平衡，另一种电离粒子未必会平衡。 

（二）教学时数：3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物质中电离辐射能量的递减过程 

2.与能量转移关联的剂量学量 

3.与能量吸收关联的剂量学量 

4.微剂量学和微剂量学量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线能和比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第五章    放射防护量 



 4 

（一）目的要求: 

1.掌握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有害效应； 

2.了解什么是“确定性效应”，“随机性效应”； 

3.了解辐射事故中，关心的是哪一种剂量指标。 

（二）教学时数：3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有害效应 

2.器官剂量DT 

3.当量剂量HT 

4.有效剂量E 

5.待积量HT（τ）和 E（τ） 

6.集体量 ST和 SE 

7.剂量负担HC，T和EC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放射防护目的。 

第六章  外照射情况下的监测量 

（一）目的要求: 

1.掌握辐射检测仪的原理； 

2.了解辐射响应、能量响应。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辐射监测仪的响应 

2.强贯穿辐射和弱贯穿辐射 

3.品质因子Q 和剂量当量H 

4.扩展场和齐向扩展场 

5.用于场所监测的实用量 

6.用于个人监测的实用量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放射防护有那些基本原则； 

第七章  肿瘤放射治疗中外照射剂量计算的基本方法 

（一）目的要求: 

1.掌握辐射场的概念； 



 5 

2.了解辐射源。 

（二）教学时数：3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辐射场 

2.辐射和弱贯穿辐射 

3.X、γ辐射人体组织吸收剂量的计算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外照射的剂量水平，取决于那些因素？ 

第八章  放射性药物内照射剂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放射性药物内照射剂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2.了解放射性药物。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摄入物质体内滞留的描述方法 

2.摄入物质体内转移的描述方法 

3.参考人 

4.内照射剂量估算的基本公式 

5.内照射剂量估算中用到的一些剂量学模型 

6.核医学诊断检查中放射性药物的指导水平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六）自学内容：什么是药物放射性活度的指导水平？ 

 

【实验课部分】  

实验一  对医科达加速器的简单操作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加速器的简单操作； 

2.学会给病人进行摆位； 

3.了解加速器的基本知识。 

（二）教学内容： 

1.加速器简单操作的讲解； 

2.对放疗病人进行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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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速器辐射剂量防护。  

实验二  MONACA 系统的初步了解 

（一）目的要求： 

1.掌握MONACA 系统的一些简单操作。 

（二）教学内容： 

1.MONACA 界面的系统性介绍 

2.MONACA 界面的操作讲解以及操作步骤 

3.学生上机进行实际操作  

实验三  简单放疗计划的设计 

（一）目的要求： 

1.能够设计简单的放疗计划 

（二）教学内容： 

1.如何做一个完整的放疗计划？ 

2.放疗计划用到的一些基本函数的概念以及意义？ 

3.学生进行简单放疗计划的设计以及计划完成后进行验证。 

实验四  加速器的的设计 

（一）目的要求： 

1.了解加速器的质控流程 

（二）教学内容： 

1.为什么要对加速器进行质控？ 

2.加速器质控的意义？ 

3.加速器质控的流程？ 

 

 

 

 

. 

 

执笔：陆亚光(课程负责人或任课教师签字) 

审阅：武建军(系或教研室主任签字)  

审定：      (教学院长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