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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生物学》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40403Z5 

课程名称：《放射生物学》（radiation biology） 

课程性质：考试课 

学    分：3 学分 

总 学 时：54 学时 

理论学时：42 学时 

实验学时：12 学时 

先修课程：内科学、外科学、影像诊断学 

适用专业：生物医学工程学专业 

参考教材：龚守良主编 《放射生物学》（第四版），科学技术出版社，201（五） 

 

一、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目的和任务 

放射生物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主要研究放射线对生物体的作用，观察不同质的放射线照射后

的各种生物效应以及不同内、外因素对生物效应的影响。范围涉及放射线对生物体作用的原初反

应及其以后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改变，临床放射生物学或肿瘤放射生物学是放射

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又是放射肿瘤学(放射治疗学)的四大支柱(肿瘤学、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

学和放射治疗学)之一。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对放射治疗医生进行培训、资格考核或晋级

都要求有临床放射生物学的内容。 

临床放射生物学是在辐射生物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临床放射治疗时肿瘤及正常组织

的放射生物特性以及治疗中和以后诸因素发生变化的研究，以及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利用结合

放射生物行为特点从分子、细胞、组织直至整体水平实验研究的独特手段，探讨提高放疗疗效的

办法或手段，以达到不断提高肿瘤治疗效果和病人生存质量的目的。 

随着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临床放射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和技术也不断的得到发展、充实和更

新。毫无疑问，深入理解临床放射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概念，掌握临床放射生物学研究动态并加

以运用，对肿瘤放射治疗的改进和提高肿瘤治疗效果有极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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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放射生物学的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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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6945033-71673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45033-71673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11699-65252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11699-65252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6916-10645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15557-7575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43215-61561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81969-61949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43215-61561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6916-10645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6916-10645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43215-61561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45404-64588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45404-64588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6916-10645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6916-10645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2286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43215-6156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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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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辐射生物学作用的理化基础和基本规律 2 实验  3 

电离辐射的分子生物学效应 2 实验  3 

电离辐射对细胞基本结构及染色体的作用 4 实验  3 

电离辐射的细胞效应 2 实验  3 

电离辐射对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作用 2    

电离辐射对造血系统的作用 2    

电离辐射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2    

电离辐射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2    

电离辐射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2    

电离辐射对其他系统的作用 2    

放射肿瘤学基础 2    

外照射放射病 2    

放射性核素内污染和内照射放射病 2    

放射性皮肤病 2    

局部放射性疾病 2    

小剂量外照射和放射性核素内照射放射病 2    

放射性复合效应与放射性复合伤 2    

电离辐射诱发肿瘤 2    

远后效应 2    

核事故应急处理 2    

合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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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辐射生物学作用的理化基础和基本规律 

（一）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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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电离辐射的定义以及电离辐射的种类。综合理解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中的原发作用与

继发作用，电离作用与激发作用及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这几对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熟悉氧效应，稀释效应和“靶”理论； 

3.掌握 LET 和BBE 以及自由基的定义；剂量一效应关系，LD50 以及放射敏感性的含义，影

响辐射生物效应的主要因素、不同组织放射敏感性差异。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电离辐射的种类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1）电磁辐射与粒子辐射的异同点 

    （2）不同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特点 

    （3）射程与径迹的定义 

    2.电离和激发、传能线密度与相对生物效应 

    （1）水分子的电离和激发及水合电子形成的特点和G 值 

    （2）传能线密度 LET、RBE 和自由基的定义 

    （3）抗氧化剂的种类及其特点 

    3.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氧效应与氧增强比 

    （1）直接与间接作用的概念 

    （2）稀释效应、防护效应、温度效应和氧效应 

    （3）氧效应与氧增强比及氧效应的发生机制 

    （4）靶学说的概念 

    4.辐射增敏与辐射防护 

    （1）辐射增敏剂的概念及分类 

    （2）辐射防护剂的定义 

   5.影响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的主要因素 

    （1）两种类型的剂量——效应曲线及其特点 

    （2）LD50 的引出及其作用 

    （3）与辐射及机体有关的因素 

（4）放射敏感性概念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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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放射治疗增敏剂和防护剂的药物名称。 

第二章  电离辐射的分子生物学效应 

（一）目的要求: 

1.了解电离辐射对RNA、蛋白质和酶的影响，辐射致癌的分子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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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熟悉电离辐射对能量代谢的影响以及辐射所致能量代谢的障碍后果； 

    3.掌握DNA 分子损伤与修复的类型及其机制，细胞膜的辐射生物效应。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辐射所致DNA 损伤及其生物学意义 

    （1）辐射所致DNA 硷基损伤、链断裂、交联的特点和分子机制 

    （2）DNA 二级和三级结构的变化 

    （3）DNA 损伤的生物学意义 

    2.辐射引起DNA 复制及其代谢功能变化 

    （1）DNA 复制及其代谢功能变化 

    （2）染色质的辐射生物学效应 

    3.DNA 损伤修复及其遗传学控制 

    （1）DNA 修复功能的概念 

    （2）DNA 损伤修复机制 

    （3）DNA 回复、切除修复、重组修复和 SOS 修复 

    （4）基因组内修复的不均一性 

    4.辐射所致RNA 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5.辐射对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1）蛋白质和酶的生物效应 

    （2）辐射对膜结构及其功能的影响 

    6.辐射致能量代谢障碍及其致癌的分子基础 

    （1）辐射对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影响特点及机理 

    （2）辐射致癌的分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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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损伤的生物学意义。 

第三章    电离辐射对细胞基本结构及染色体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正常人染色体的基本知识； 

2.掌握电离辐射诱发染色体畸变的类型和机理； 

3.掌握畸变机制和生物学意义； 

4.掌握剂量效应模式的建立和原则； 

5.掌握生物剂量测定的方法步骤和应用； 

6.掌握适应性反应的概念，影响因素和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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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时数：4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染色体的化学组成、数目、形态、结构、命名和核型 

2.染色体结构畸变和数量畸变 

3.辐射诱发染色体畸变的机制、染色体畸变的生物学意义 

4.急性照射的剂量效应关系、局部照射的剂量效应关系、延时或分隔照射 

5.生物剂量计、 生物剂量测定及常见的其他生物剂量测定方法 

6.适应性反应、影响适应性反应的因素、低水平电离辐射诱导的细胞适应性反应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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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畸变的意义。 

第四章  电离辐射的细胞效应 

（一）目的要求: 

1.了解细胞周期调控机制； 

2. 熟悉细胞损伤与修复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电离辐射的细胞效应 

    （1）了解调节因素对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2）细胞放射敏感性探讨 

    （3）细胞周期的调控 

    （4）细胞周期不同时相放射敏感性特点 

    （5）细胞死亡的类型及凋亡的调控 

    2.辐射诱导的细胞损伤及其修复 

    （1）细胞存活的剂量——效应曲线及参数的含义 

    （2）辐射诱导的细胞损伤及其修复的特点 

    （3）辐射对细胞功能的影响及突变 

    3.辐射所致细胞功能的影响 

    4.辐射致突变、畸变及细胞恶化和癌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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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对细胞的影响。 

第五章  电离辐射对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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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不同剂量的电离辐射引起神经系统机能及形态结构的改变和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2.熟悉辐射所致垂体、肾上腺、甲状腺的变化特点； 

    3.掌握急、慢性放射病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及生物学意义。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 神经系统的变化 

    （1）神经系统的放射敏感性 

    （2）低剂量、大剂量、分次照射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2.内分泌系统的变化 

    （1）高剂量急性放射损伤时肾上腺皮质功能变化的规律 

    （2）辐射所致甲状腺功能变化的发病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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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解剖 

第六章  电离辐射对造血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急、慢性损伤时造血血液系统的变化及外周血细胞的变化规律。急性放射造血综合征

及造血细胞的移植； 

    2.了解造血器官的正常结构和功能 3 急、慢性损伤时造血器官的变化； 

    3.熟悉急、慢性放射损伤时造血干细胞的修复特点。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造血于细胞及造血微环境的概念 

    （1）造血干细胞的正常结构和功能 

    （2）造血干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2.急性全身照射对造血系统的影响 

    （1）造血器官损伤的三项基本变化 

    （2）各系造血细胞的辐射敏感性及造血干细胞损伤与修复特点 

    （3）外周血细胞的变化规律 

    3.慢放对造血血液系统的影响 

    （1）造血干细胞的慢性放射损伤与修复特点 

    （2）辐射后效应的概念 

    （3）慢放外周血有形成份的变化 

    （4）局部照射对造血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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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辐射造血综合征及骨髓移植 

    （1）辐射造血综合征的近期效应及远期后果 

    （2）骨髓移植的适应症 

    （3）骨髓移植主要的并发症(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及宿主抗移植物反应) 

    （4）避免两种免疫反应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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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 

第七章  电离辐射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辐射所致特异性机体生理防御自身稳定功能及免疫监视功能的变化、慢性及低水平辐

射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低剂量辐射免疫增强效应； 

2.了解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免疫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3.熟悉急性照射机体所致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改变。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其放射敏感性 

    2.机体三大免疫功能的辐射敏感性 

    3.急性全身照射的免疫效应 

    （1）辐射致先天免疫功能的改变 

    （2）辐射致获得性免疫功能的变化 

    （3）免疫监视功能的改变——辐射致癌 

    （4）事故性照射(核爆)对人体晚期的免疫效应 

    4.慢性低剂量照射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1）高本底地区的辐射效应 

    （2）慢性低剂量辐射的近期和远期效应 

    5.局部照射的免疫效应 

    6.局部放疗效果与机体免疫功能的关系 

    7.低水平辐射的免疫效应 

    （1）低剂量辐射增强免疫的表观 

    （2）低剂量辐射可提高机体抗肿瘤和抗感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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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辐射增强免疫的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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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电离辐射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消化道各部分放射敏感性的差异，肠型放射病时小肠的基本病变及其死因；  

2.了解肝和胰腺的放射损伤效应； 

3.熟悉放射病时口腔粘膜的变化，食管和胃的变化。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放射病时口腔、食管、胃的变化 

    （1）口腔的变化 

    （2）食管的变化 

    （3）胃的变化 

    2.放射病时肠的变化 

    （1）肠的结构、功能及其放射敏感性； 

    （2）急性放射病时的小肠变化 

    （3）肠型放射病时小肠的变化 

    （4）慢性放射病时小肠的变化 

    （5）放射病时结肠的变化 

    3.放射病时肝脏和胰腺的变化 

    （1）肝脏的变化 

    （2）胰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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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引起的消化道不良反应有哪些。 

第九章  电离辐射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典型放射性肺炎的特点，放射性白内障症状及发生机理； 

2.了解急性放射损伤时各期肺的变化，慢性放射病时肺的变化。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急性放射损伤时肺的变化 

2.慢性放射损伤时肺的变化 

3.局部照射后的肺的变化 

（四）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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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学内容：放射性肺炎都有哪些影像学表现。 

第十章  电离辐射对其他系统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1.放射病极期心脏的病变；泌尿系统的变化及骨的病变； 

2.熟悉心血管型放射病诊断的依据及基本病变化皮肤的四度放射损伤。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急性照射后心血管的变化 

    （1）心脏的变化 

    （2）血管的变化 

    （3）血压的变化 

    2.胸部照射后心脏的变化 

    （1）变性渗出型 

    （2）坏死型 

    （3）纤维化型 

    3.泌尿系统的变化 

    4.眼晶体的变化 

    5.皮肤及其附属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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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导致的皮肤粘膜的不良反应有哪些。 

第十一章  放射肿瘤学基础 

（一）目的要求: 

1.掌握移植性实体瘤动物模型参数设计及测定(肿瘤生长速率、TCD50)、肿瘤细胞群的增殖动

力学三个因素及其辐射效应的观察； 

2.了解乏氧细胞及再氧合，肿瘤组织的放射敏感性，放疗与其它(手术、增温、 免疫)疗法的

联合应用； 

3.熟悉放射治疗中的分次照射，“4R”、放射治疗与化学药物治疗联合应用。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肿瘤模型体系 

   （1）移植性实体瘤动物模型 

   （2）人类肿瘤异种移植模型 

   （3）体外肿瘤模型系统——多细胞球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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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低氧及再氧合 

    （1）乏氧细胞 

    （2）组织氧合 

    （3）乏氧细胞再免合 

    3.肿瘤细胞动力学 

    （1）细胞动力学参数及其测定 

    （2）正常组织和肿瘤细胞群增殖动力学 

    （3）人类肿瘤的生长动力学 

   4.肿瘤细胞的辐射效应 

    （1）辐射对肿瘤细胞群的影响； 

    （2）肿瘤的剂量——效应曲线； 

    （3）肿瘤细胞体内照射的存活曲线 

    （4）肿瘤组织的放射敏感性 

    5.放射治疗中的分次照射 

    （1）分次照射的生物因素 

    （2）多分次照射存活曲线 

    （3）分次照射类型及临床应用 

    6.放疗与其它疗法的联合应用 

    （1）放射治疗与手术联合应用 

    （2）放射治疗与化学药物治疗、联合应用 

    （3）放射治疗与增温治疗联合应用 

    （4）放射治疗与肿瘤生物疗法联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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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分次照射的肿瘤生物学基础。 

第十二章  外照射放射病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亚急性外照射放射病的临床表现； 

2.熟悉急性、亚急性外照射放射病的诊断； 

3.了解急性、亚急性外照射放射病治疗原则。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1）分型及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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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诊断 

    （3）治疗 

2.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1）发病情况 

    （2）临床特点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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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某些局部症状的最小照射剂量或剂量范围  

第十三章  放射性核素内污染和内照射放射病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放射性核素内污染人员的医学处理、内照射放射病的临床表现； 

2.熟悉放射性核素内照射损伤的特点、内照射放射病的实验室检查和处理原则； 

3.了解放射性核素内污染发生概况及内照射损伤特点。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放射性核素内污染发生概况及内照射损伤特点   

（1）放射性核素内污染来源 

（2）放射性核素内污染与内照射损伤发生概况 

    （3）放射性核素内照射损伤特点 

2.放射性核素内污染人员的医学处理   

（1）放射性核素内污染量的确定和受照剂量的估算 

    （2）减少放射性核素的吸收 

（3）加速排出体内放射性核素 

3.内照射放射病 

（1）受照史及核素摄入量 

（2）临床表现 

（3）实验室检查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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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内污染量的确定和受照剂量的估算 

第十四章  放射性皮肤病 

（一）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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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放射性皮肤病的分类、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及慢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放射性皮肤病的预防； 

2.熟悉放射性皮肤病的分类、影响因素、剂量估算； 

3.了解放射性皮肤癌、放射性皮肤病的治疗及护理。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概述  

（1）放射性皮肤疾病的致病原因 

    （2）放射性皮肤疾病的分类 

2.放射性皮肤疾病的影响因素    

（1）射线的种类与能量 

    （2）剂量、剂量率与间隔时间 

（3）受照面积 

（4）生物和理化因素 

（5）影响落下灰损伤皮肤因素 

3.临床表现 

（1）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 

（2）慢性放射性皮肤损伤 

（3）β射线皮肤损伤的临床特点 

（4）特殊类型放射性皮肤损伤 

（5）放射性皮肤癌 

4.诊断与鉴别诊断 

（1）射线接触史及剂量估算 

（2）症状与体征 

（3）特殊检查 

（4）鉴别诊断 

5.治疗与预防 

（1）早期综合治疗及护理 

（2）局部损伤的保守治疗 

（3）手术治疗 

（4）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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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皮肤病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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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局部放射性疾病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放射性脑病、放射性脊髓病、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肠炎的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

断、处理原则； 

2.熟悉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膀胱疾病、放射性口腔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3.了解放射性甲状腺、放射性肾炎、放射性骨损伤及其他器官放射性损伤。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放射性脑病 

（1）病因及病理 

（2）影响因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预防与治疗 

2.放射性脊髓病   

（1）病因及病理 

（2）影响因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预防与治疗 

3.放射性口腔疾病 

（1）放射性口腔炎 

（2）放射性涎腺炎 

    （3）放射性龋齿及放射性骨坏死 

    （4）放射性颞下颌关节强直    

4.放射性肺炎 

（1）病理与发病机制 

（2）临床表现 

    （3）特殊检查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预防与治疗 

5.放射性心脏病 

（1）病理改变 

（2）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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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预防与治疗 

6.放射性食管炎 

（1）分类及临床表现 

（2）诊断标准 

（3）鉴别诊断 

（4）预防与治疗 

7.放射性肠炎 

（1）病理与影响因素 

（2）临床表现 

（3）诊断及处理原则 

（4）治疗 

8.放射性膀胱疾病 

（1）病理与影响因素 

（2）临床表现 

（3）特殊检查 

（4）诊断标准与鉴别诊断 

（5）治疗 

9.放射性肾炎 

（1）急性放射性肾炎 

（2）慢性放射性肾炎 

10.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1）急性放射性甲状腺炎 

（2）慢性放射性甲状腺炎 

（3）放射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4）放射性甲状腺良性结节 

11.放射性骨损伤 

（1）病因与病理 

（2）临床表现 

（3）诊断原则及分类诊断标准 

（4）处理原则 

12.其他器官放射性损伤 

（1）放射性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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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性肝炎 

（3）放射性子宫、阴道及输尿管、尿道狭窄 

（4）放射性外周神经及肌肉损伤 

（5）放射性眼损伤 

（6）放射性中耳炎和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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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器官放射性损伤 

第十六章  小剂量外照射生物效应及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小剂量外照射急、慢性生物效应、外照射曼性放射病的病因、临床表现； 

2.熟悉放射性工作人员的医学检查、过量受照人员的医学检查； 

3.了解外照射曼性放射病的治疗。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小剂量外照射生物效应 

（1）急性照射效应 

    （2）慢性照射效应 

2.受照人员的医学观察   

（1）放射性工作人员的医学检查 

    （2）过量受照人员的医学检查 

3.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1）概述 

（2）病因 

（3）临床表现  

（4）诊断 

（5）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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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照射慢性放射病的治疗 

第十七章  放射性复合效应与放射性复合伤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放射性复合效应的相互作用模型、放射性复合伤的分类、病情特点及病理基础、临床

分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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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放射性复合伤的分类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急救和治疗原则； 

3.了解电离辐射与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复合效应。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放射性复合效应  

（1）相互作用模型 

（2）电离辐射与物理因素的复合效应 

（3）电离辐射与化学因素的复合效应 

（4）电离辐射与生物因素的复合效应 

2.放射性复合伤  

（1）病因 

（2）分类 

（3）病情特点及病理基础 

（4）临床分期 

（5）诊断 

（6）分类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7）急救和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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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复合伤的急救和治疗原则 

第十八章  电离辐射诱发肿瘤 

（一）目的要求: 

1.掌握电离辐射致癌机制、辐射致癌的剂量-效应关系、辐射致癌的潜伏期、电离辐射致癌危

险估计、辐射诱发白血病的临床特征； 

2.熟悉辐射诱发甲状腺癌、乳腺癌及肺癌； 

3.了解电离辐射致癌病因概率推算。 

（二）教学时数：2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概述 

（1）辐射致人类恶性肿瘤资料的来源 

（2）辐射致癌的剂量效应关系 

（3）辐射致癌的潜伏期 

2.电离辐射致癌机制及影响因素 

（1）电离辐射致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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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离辐射影响因素 

3.电离辐射致癌危险估计 

（1）概念 

（2）辐射诱发癌症危险的估计 

（3）危险估计的不确定因素 

4.电离辐射致癌病因概率推算 

（1）病因概率的定义 

（2）PC 法在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中应用  

（3）PC 的计算程序 

（4）PC 方法的不确定性 

5.白血病 

（1）辐射诱发白血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2）辐射诱发白血病的临床特征 

（3）辐射诱发白血病病因概率的参数 

6.辐射诱发甲状腺癌和乳腺癌 

（1）辐射诱发甲状腺癌 

（2）辐射诱发乳腺癌 

7.辐射诱发肺癌及其他癌症 

（1）辐射诱发肺癌 

（2）辐射诱发其他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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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法的计算程序及不确定性、在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中的应用  

第十九章  远后效应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放射性白内障的临床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胎内照射的致癌效应； 

2.熟悉胎内照射诱发的疾病。电离辐射的遗传效应； 

3.了解辐射诱发血液和性腺系统疾病。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放射性白内障 

（1）临床特点 

（2）诊断与鉴别诊断 

（3）治疗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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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胎内照射效应及诱发的疾病 

（1）引言 

（2）小头症及智力发育障碍 

（3）发育延迟 

（4）胎内受照的致癌效应 

（5）癫痫 

3.辐射诱发血液和性腺系统疾病 

（1）辐射诱发血液系统疾病 

（2）辐射诱发性腺系统疾病 

（3）电离辐射诱发寿命缩短 

4.电离辐射的遗传效应 

（1）遗传物质突变 

（2）遗传性缺陷和遗传疾病自然发病率  

（3）实验动物辐射遗传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4）人类辐射遗传学调查 

（5）辐射诱发多因素疾病 

（6）辐射遗传危害的危险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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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辐射遗传学调查、辐射诱发多因素疾病、辐射遗传危害的危险估计。  

第二十章  核事故应急处理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核事故的分级、基本特点和防护措施； 

2.熟悉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核辐射事故的分级救治； 

3.了解核辐射事故的干预水平、导出干预水平和应急照射。 

（二）教学时数：2 学时 

（三）教学内容： 

1.核辐射事故的分级、基本特点和防护措施 

（1）核事故的分级 

（2）核辐射事故的基本特点 

（3）防护措施 

（4）核辐射事故的干预水平、导出干预水平和应急照射 

2.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与分级救治 

（1）我国的核应急医学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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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 

（3）核辐射事故的分级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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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核应急医学救援体系  

 

【实验课部分】  

 

     实验一  剂量测量与验证 

（一）目的要求： 

1.掌握临床常见肿瘤放射治疗方案； 

2.熟悉照射技术和射野设计原理； 

3.了解放疗临床对剂量学的要求。 

（二）实验内容： 

1.放疗临床对剂量学的要求； 

2.照射技术和射野设计原理； 

3.临床常见肿瘤放射治疗方案。  

实验二  TPS的设计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治疗计划设计过程，近距离和外照射剂量计算算法； 

2.熟悉外照射靶区剂量学规定。TPS 中的图像和图像处理技术。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和质量

保证； 

3.了解治疗计划系统概念和历史简介。 

（二）实验内容： 

1.治疗计划系统概念和历史简介； 

2.外照射靶区剂量学规定； 

3.TPS 中的图像和图像处理技术； 

4.治疗计划设计过程； 

5.近距离放射治疗剂量算法； 

6.外照射剂量计算算法； 

7.治疗计划系统的设计和体系结构； 

8.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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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治疗计划系统的质量保证。 

实验三  了解放射生物实验仪器 

（一）目的要求： 

1.掌握正常及肿瘤细胞的培养条件及方法、直线加速器下细胞、器官的照射方法； 

2.熟悉明视野显微镜、暗视野显微镜及倒置显微镜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3.了解超净台的使用、实验动物房的构造。 

（二）实验内容： 

1.正常细胞复苏及冻藏技术； 

2.正常细胞传代； 

3.直线加速器下照射细胞及器官的方法； 

4.参观无菌间； 

5.了解超净台的使用； 

6.各显微镜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7.参观实验动物房。 

  实验四  放射治疗流程 

（一）目的要求： 

1.掌握适形调强放射治疗一般流程； 

2.熟悉患者固定技术及定位方法； 

3.了解放疗靶区的验证方法。 

（二）实验内容： 

1.介绍计划室、物理室及直线加速器机房； 

2.讲解适形调强放射治疗的一般流程； 

3.讲解放疗前定位、放疗时摆位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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