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平先生为我国辐射防护事业奉献的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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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 � 日是我国辐射物理
、

辐射防护

与核安全专家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辐射防护

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德平先生 %� 寿辰
&

作为李

先生的学生
,

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

李德平先生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

系
,

毕业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和孟

昭英教授
,

留校任助教
&

在这期间
,

他迎来了北

平的解放
&

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
,

成立了 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所
&

虽然
,

一开始还不到数十

名科技人员
,

但它几乎包括 了所有当时国内的

著名核物理学家
,

如吴有训
、

赵忠尧
、

王淦昌
、

钱

三强
、

何泽慧
、

杨澄中等
,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核科技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

∋(∗∋ 年初李德平

先生调人近代物理所
,

在钱三强教授指导 下从

事辐射探测器研究
,

为中国未来的核巨人准备
“

眼睛
” &

∋ (∗∗ 年当中共中央决定建设我国的核

工业
,

铀矿勘探和开采急需辐射探测仪器时
,

李

德平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研制出卤素

计数管等多种盖革计数管移交工厂批量生产
,

并在气体放电机制的深人探讨方面取得了突出

成就
&

为此
,

他和戴传曾先生共同以《卤素计数

管和强流管的制备及放电机制的研究》获得

∋( ∗∀ 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三等奖
&

正当李先生在辐射物理方面准备大展宏图

的时候
,

我国核工业起步了
&

按照 中央
“

生产未

动
,

防护先行
”

的方针
,

李德平先生受命开创辐

射防护工作
&

先在刚建立 了我国第一个反应堆

的原子能所开创急需的辐射防护工作
,

包括抢

制了犬量防护仪表
&

∋( ∀+ 年他毅然放弃已初具

规模的工作条件
,

拖家带 口来到太原
,

参与创建

我国的辐射防护基地一一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

 即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前身#
&

在此期间

他除了组织队伍
,

培训干部以外
,

还指导科研工

作
&

他一开始就建议采用国际公认的防护原则

和标准
,

避免有 的核大国曾经走过的弯路
,

创建

一个符合国情和具备国际先进经验的我国核工

业辐射防护研究和监测体系
,

协助计量院建立

我国第一个放射性计量实验室
,

解决我国核工

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辐射防护科技问题
,

成为

我国核工业辐射防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

辐射防护在有些国家又称保健物理
,

其基

本目的是在各种有关辐射的活动中有效地保护

人类而不过分限制有益 的照射
。

一个世纪 以

来
,

辐射和辐射所伴随的核能与同位素技术给

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

然而
,

这些有益的活

动 在辐射防护领域统称
“

实践
”

#又都不可避免

地引起对人类的有害照射
&

辐射防护的 目的不

是为减少照射而取消这些有益的实践  无益的

或得不偿失的实践当然在取消之列 #
,

而是借助

于有效的防护来支持这些实践
,

或至少是不过

分限制这些有益的实践
&

自然界无时无处不存在辐射
&

任何人体内

都存在着钾
、

镭
、

碳等的放射性同位素
&

千百年

来
,

人类就是在天然辐射的环境中进化繁衍起

来的
,

但受过量辐射确有危害
&

人类实际面临

辐射危险起源于 , 射线和镭的发现
,

至今约有

∋�� 年
&

∋ )( ∗ 年仑琴发现了 , 射线
&

这一伟大

发现
,

带来了一个核能与辐射应 用的新时代
&

但几乎在发现的同时
,

也出现了 , 射线对人体

的健康危害
&

由于对 , 射线的健康危害缺乏认

识与防备
,

早期的 , 射线装置大都在裸露的条

件下 工作
,

有的操作者用自己的手作试验品来

调节机器工作状态
,

结果造成皮肤烧伤
,

甚至不

得不截去 手或手指
,

有的还患皮癌而死
&

∋)( )

年居里夫妇发现镭以后
,

出现了镭工业  如表盘

发光涂料等#
,

使得除了外部照射危险外
,

还出

现 了镭被摄人体内引起的内照射危险
&

居里夫

人在长期研究工作中
,

因受过量照射患再生障

现代物理知识



碍性贫血而死 她的女儿埃
·

居里—人工放

射性同位素发现者
,

也因射线照射引起的白血

病而死
&

现己知到 ∋( ++ 年约有 ∋�� 名放射学家

因辐射照射而死
&

这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辐

射防护的必要性
,

导致了 ∋(+) 年国际放射防护

委员会  当时称
“

国际 , 射线与镭防护委员

会
”

#的成立
&

∋( � + 年反应堆首次被启动
,

人类开始可以

大量制造放射性物质
&

人们所操作的放射性物

质比过去成百万
、

成千万倍地增加
&

由于充分

吸取了放射科和镭工业的教训
,

开始成立相应

的防护部门
,

推行积极主动的防护 − 在美国出现

了保健物理
,

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综合性

的多学科的应用科学
&

李德平先生曾对这门科

学有以下精辟阐述 .
“

它一方面要掌握放射性物

质和辐射的性质及其对机体的作用
,

另一方面

必须充分运用过去防护其他有害物质
、

细菌等

的技术及一般行业的安全技术 − 为了追踪放射

性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去向和向人体的转移
,

还

要运 用气象学
、

水文学
、

气溶胶力学和生物学

等 −还要发展如辐射屏蔽学等过去没有的学科
&

事实上
,

有些学科已经通过在辐射防护中的应

用而得到了飞速发展
” &

由于对辐射防护的重

视
,

总的来讲
,

人类进人核时代并未付出惨重代

价  除战争外 #
&

特别是
,

与人类学会用火所付

出的代价相比
,

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
&

李德平先生数理基础坚实
,

知识渊博
,

既长

于理论发展
,

又精于实验技巧
,

既长于务实
,

又

富于创见
,

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

他从事

辐射防护四十年的生涯
,

闪烁着一个成功的辐

射防护科学家的一切必要的品格
&

近代辐射防护着眼于限制物理量
,

即通过

限制人们所受到的辐射剂量以及与之相关的放

射性浓度和摄人量等物理量来控制辐射的健康

危害
&

因为只有用这些物理量才便于预计和控

制将要受到的照射
,

而不必等到发生了健康危

害效应之后再来补救
&

事实上
,

由于辐射防护

的目标是一种相当高的安全标准
,

在正常的防

护条件
一

下运行一般是检测不到不 良健康影响

的
,

故不能直接用健康效应来衡量防护的优劣
&

) 卷 ∀ 期吟总 � ) 期#

确定和测量这些物理量是辐射防护的科学

基础
,

李德平先生在辐射探测和各种辐射量的

计曼学方面有着突‘七的成就
·

辐射剂量是指受体内单位物质所得到的辐

射能量
&

再按辐射种类
一

与器官敏感程度加权而

得到的
“

有效剂量
”

可以较好地反映辐射的生物

效应一种基本的测量方法是在受照介质内设

置一个小的充以探测介质的空腔
,

由带电粒子

传给后者的能量推算出壁介质所吸收的能量
&

这里用到了空腔电离原理
&

由于空腔对带电粒

子注量能谱的干扰
,

修正这种干扰缺少好的办

法
,

计算方法十分复杂
&

李德平先生在与学生

罗正明  现四川联合大学教授#讨论中得出基于

等效均匀介质加
“

虚源
”

概念的新的空腔电离理

论
,

把空腔的干扰看作一个虚源在腔内产生的
“

附加
”

电离
,

大大简化了计算
&

罗正明对此作

了严格推导
,

并用他 自己的电子剂量计算方法

计算
,

得出的结果与已知实验相当符合
&

这项

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
&

电离室是测量剂量的经典探测器
&

在测量

精度要求较高或特殊的现场条件下
,

需要知道

探测器对不均匀辐射场的响应 − 如果测量对象

是 下辐射场
,

按其机制当按面积加权积分求取

均值
&

∋ (∀� 年近滕和仑道尔夫提出了各面积元

射出的电子的电离能力服从余弦分布的假设
,

但李德平先生发现它与当时的一些资料不符
,

他用独创的准直束照射法测出各面积元的贡献

与人射角及位置的关系
&

结果表明比余弦分布

复杂得多
,

进一步近似可以将次级电子分解为

余弦成分和基本上沿射线人射方向的前向成

分
,

他还证明了球形电离室的电离电流是距离

的偶函数
,

因而在 下辐射场定度时不存在因反

平方律产生的有效中心前移问题
&

这一工作曾

有助于平息国际
/

0关于球形电离室有效中心前

移的争论
&

李德平先生具有极高的科学敏感性
&

他的

研究选题从不无的放矢
&

他没有个人的追求
,

而只是着眼于事业 的发展 −他似乎没有个人的

研究方向
,

思考的总是国际国内辐射防护实践

中发生的问题
&

他对问题的解决又总是那么巧



妙
、

简洁
,

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那样透着灵气
,

然而
,

他总是谦逊地说
,

我只是起了点
“

填平补

缺
”

的作用 − 并常告诫我们
,

作为专家就应有找

 本专业 #间题的
“

职业病
”

和能力
&

他关 于环境
1 测量中能量响应要求的几篇文章的撰写如

《镭针 下射线的有效能量》
、

《地面 下辐射监测中

对能量响应的要求》和《环境辐射场监测 中的儿

个问题》等
,

目的在于劝阻一些部门使用不适于

作剂量测量的探矿辐射仪作环境测量
&

这些对

环保系统的全国环境 下辐射水平调查起了决定

性作用
&

在他精心指导下
,

调查结果已被联合

国原子辐射效应与科学委员会  2 3 456 7 8 #

∋(( ! 年报告所采用
&

他的《电子束和 刀射线的

吸收剂量估算方法》一文
,

澄清了 ∗� 年代末期

国内外文献出现的一些错误概念
,

提出了按深

度剂量降为最大值一半处的射程来计算吸收剂

量的近似方法
,

使理论计算工作大为简化
&

他

的计算结果
,

已成为制定当时我国《辐射防护规

程》中 口或电子束外照射标准的依据
&

他在 ∀�

年代所撰写的关于氧子体的一系列论文
,

着眼

于在国内推行子体监测
,

借以改变早期在矿山

防护实践中只测氛而不测子体
,

因而测量结果

不能正确反映对矿工健康影响的状况
&

他根据

国内测量氧子体 +∋ �9� 的 , 效率时常发生的错

误
,

发表《受到射程限制时探测器几何因子之计

算》一文
,

并组织专门研究组
,

较完整地解决了

氨测量中的问题
&

李德平先生在 ∀� 年代就己

对氛高度重视
,

一直到 %� 年代后期全世界才进

一步认识到氧对居民健康危害的重要性因而掀

起氛的研究热潮
&

由这点来看李德全先生堪称

独具慧眼的科学家
&

李德平先生学术基础坚实
,

知识渊博
,

治学

严谨
,

又十分重视学术刊物
,

故除任《辐射防护》

杂志主编外
,

还曾分别在《核电子学与探测技

术》
、

《原子核物理》
、

《核科学与工程》
、

《仪器 与

仪表学报》等杂志任副主编和编委
&

改革开放

后
,

他的学识和贡献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

誉
&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5 8 9# 是辐射防护

领域内 国际上最有权威的非官方学术团体
&

∋()∗ 年
,

李德平先生 以物理学
、

辐射防护学科

的专家被聘任为 :58 9 主委员会委员
,

至今 已

连任 ! 届
&

在此期间
,

与 :5 8 9 同事们共同完成

; 对 :5 8 9 ∋( % % 年建议书的更新—通过了

:5 8 9 ∋( ( � 建议书
,

这是 :5 8 9 自 ∋(+) 年成立

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重要工作
&

李德平先

生在我国仅有核工业而无核电实践情况 下
,

步

入了国际上著名的辐射防护专家行列
,

参与指

导和完善国际辐射防护的原则和实践
&

∋ () % 年

至 ∋( ( + 年
,

李德平先生被任命为联合国原子辐

射效应委员会  2 3 45 6 7 8 #中国代表团成员
,

∋() ( 年后担任主代表 − ∋( )) 年
,

他被聘为国际

原 子能 机 构  :7 67 # 国 际 核 安 全 咨 询 组

 : 3 47< #成员
&

他还常被其他国际机构聘请参
一

与文件起草
,

审评和咨询等工作而活跃于国际

辐射防护界
&

李德平先生对辐射防护原理和哲学有很多

独到的深刻见解
,

)� 年代初他就指出 . 辐射防

护中为防患于未然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和资料
,

或辐射对人的效应的直接资料
,

大多来自人类

的疏忽
、

无知或错误而作的蠢事
,

是付出了惨痛

代价而换到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

为此
,

我们必
‘

须十分重视国际
、

国内同行的信息
、

经验和建

议
&

尤其要从国外重大事故和交了学费的国丙

事故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事故后
,

他更加强调
,

经验反馈是人类自我

保护的重要环节
,

辐射防护更是如此 他不仅

亲自组织翻译或介绍国际上对重大事故的经验

总结资料 − 还亲自制作大型辐照装置安全设计

和管理的录象教材
,

传播国际
、

国内的经验反

馈
&

近年来
,

他反复强调
,

搞辐射防护切忌 自

满
,

要警笛长鸣
,

要有作祀人之忧的职业病
&

他

的这些意见
,

曾使一些人断然改变了原来考虑

不周全的设计
&

我们在李先生的指导和带领下工作 !� 多

年了
,

从李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是受益无穷的
&

李先生十分珍惜和重视培养人才
,

知人善任
,

严

格要求
,

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

现在我国核工

业辐射防护系统许多科研和技术管理骨干以及

后调人其他有关单位的科研骨干
,

都是在李德

平先生亲自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

他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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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第一篇论文或最主要的论文
,

都倾注着李

先生的智慧
、

关注和帮助
&

至今他仍常把从国

外获得的最新资料连同自己钻研的心得
,

及时

地转送给有关人员参考一位已退休的同志听
说我们要写这篇文章

,

特地捎来一信
,

信里的话

很能代表我们的心情
&

他写道 . “

李先生是我的

终身恩师
&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戴传曾

先生告诉我
,

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李公
&

如今我已退休
,

有着研究员的职称
,

仍然在遇到

难题时请教李先生
” &

如今李先生可以说是桃

李满天下 了
&

但谁是 . “

桃李
” ,

李先生自己却从

来没有计较过
,

因为只要有人请教他
,

不管是

谁
,

来 自何方
,

甚至也不管什么时候和什么场

合
,

他都乐于接待
&

话匣子一开
,

滔滔不绝
,

从

无保留
&

有人在受了他的启发作出成果后
,

又

拿回米征求意见
&

他经常把别人提出的问题放

在心上
,

经过反复琢磨后给出精辟而又富于创

见的解答
。

他每年为各种杂志审改上百篇稿

件
,

有时还为作者推导公式
、

计算数据
,

有时他

写的意见 比作者原文还长
,

常使作者感动不已
&

李先生是国家环保局顾问与核环境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中国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勘主席
&

每年要主持审查十余项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核安

全分析报告
,

他每次都那样认真
,

深人和热情
,

大家都把参加这样的审评会作为向李先生学习

新知识的课堂
&

李德平先生常说
,

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给

予 了别人而 自己不会减少的
,

那就是知识
&

他

的这种坦荡的风格
,

远在年轻时代就给同事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

至今还有人回忆起在清华大

学当助教时的情景 . 那时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

封锁
,

器材无来源
,

而学生人数急增
,

全靠实验

室人员
,

共伺出主意
,

自己动手
,

尽量利用废旧

物资或一物多用
,

大力充实普通物理实验
&

有

一段
,

他在孟昭英先生实验室学习
&

孟先生要

求实验室每个成员焊好的电路都必须经另一个

人检查后才能通电
,

孟先生 自己也不例外
&

孟

先生还经常鼓励大家讨论
&

李先生回忆说 .
“

那

时连我三个助教  后均被选为学部委员 #
,

有空

就去干
,

略有
‘

新得
’

就随时到黑板前讨论一

番
& ”

如今
,

李先生 己经成了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了
,

但他风格依旧
,

每当自己有了
“

新得
” ,

还是

爱主动找人说说
,

讨论讨论
&

纵然对方是他的

晚辈
,

对他所说的内容知之不多
,

他也谈得十分

认真
&

他的思想常充满创造的火花
,

而他又从

不吝惜用这种火花去点燃别人的智慧之火
&

正

是李先生点燃的智慧之火
,

为中国的核工业与

辐射应用技术
,

铸造了金灿灿的辐射防护之

盾
&

祝李德平先生智慧之火长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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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飞航导弹

飞航导弹 西方统称巡航导弹#
,

是一种以火箭发动机或吸气式发动机为动力
,

装有战斗部
、

自

控飞行的作战武器
& “

飞航
”

是指导弹在大气层内升力与重力
、

推力与阻力大致平衡的条件下
,

以某

一较经济或特定的高度和速度进行飞行的方式
&

飞航导弹的外型颇像飞机
&

弹翼和操纵面的安排多采用单翼
、

士字翼或 , 型翼一飞行航迹大部

分为等高
、

等速
、

巡航飞行弹道
&

当从飞机上发射时
,

导弹先下滑后转人平飞
&

如从地面或舰面发

射
,

导弹先爬行  助推段 #
,

然后转人平飞  自控段 #捕捉到目标后
,

自动导向目标  自导段 #
&

攻击陆

上 目标的现代巡航导弹还有地物回避
、

地形跟踪和末端机动飞行弹道
&

) 卷 ∀ 期  总 �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