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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

第九届全国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术研讨会在赤峰隆重召开

")*)

年
J

月
"!

$

"?

日&由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主办'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承办的

.第九届全国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隆重召开(

来自瑞典斯杜斯维克核能中心'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核集团总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

家单位'

"))

余位代表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内

容主要涉及核燃料循环'核化学与放射分析化学'核药物化学与标记化合物'环境放射化学'放射性三废

处理与处置技术及放射化学应用等研究领域&会议共收集论文
*>)

余篇&组织大会邀请报告
*#

篇&分会

场口头报告
<?

篇(会议内容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会议评选出了
*"

篇

优秀青年报告&并给予了表彰(

会议期间召开了七届二次全体委员会和0核化学与放射化学1编辑委员会&对学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年工作做了部署(

随着我国核能的快速发展&核化学与放射化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在新形势下&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分会正在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致力于为核科技工作者搭建

学术交流的平台和窗口(

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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