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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能是当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日本福岛核事故危害巨大并再次将核能利用推向风口浪尖。本

文从世界核能发展及中国能源需求出发, 阐述了发展核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对日本福岛核事故基本情况进行

了简单介绍, 并对事故原因作深入分析;从福岛核事故对世界核电发展的影响、中国核电发展规划、核电站选址、

核电站设计运行、核电技术研发、核安全文化及核电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思考, 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切实

把核安全摆在核电发展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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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clear ener gy is indispensable and impo rtant energ y to hum an society. Fukushim a nuclear

accident produced g reat harm and w 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dev elo pm ent of nuclear energy . In this paper,

the im por tance and necessity o f the develo pment of nuclear energ y ar e int roduc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 f w o rld nuclear energy and the energ y dem and in China. T he basic situat ion of Fukushim a

nuclear accident is int roduced and the reasons of the accident are also analyzed. T he inf luence of

Fukushim a nuclear accident on the dev elo pm ent of w orld nuclear pow er, the nuclear pow er dev elo pment

plan of China, the nuclear po wer plant sit ing , the desig n and operation o f nuclear pow er plant , and the

research of nuclear pow er technolog y, nuclear safety culture and per sonnel tr aining of nuclear major are

analy zed and discussed. Nuclear safety is the mo 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development o f nuclear po 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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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是当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

能源

　　19世纪末,天然放射性的发现开创了人类认

识物质世界的新篇章, 揭开了核科学技术的序幕。

20 世纪初叶,核科学技术在理论和实验研究上均

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获重大突破, 其中核裂变现象的

发现让人们认识到物质质量亏损将转变成以往任

何化石及其他能源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能量,这就是

核能。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最新成

果往往首先被应用于当时的军事斗争,核科学技术

也不例外。二战期间,基于核裂变原理的原子弹就

被成功研制生产,并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

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事实证明其巨大杀伤力是任

何冷兵器和热兵器所不能比拟的。迄今为止, 核武

器仍然是国际军事竞争中不可替代的杀手锏。



二战结束后, 科学家们开始转向核能和平利用

的研究和实践,以期让核能造福人类。20世纪五六

十年代,以前苏联奥布涅斯克实验型核电站、美国

希平港核电站和英第安角1号核电站、法国舒兹核

电站、德国奥珀利海姆核电站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核

电站先后被建造, 用于验证核电在工程上的可行性

并证明是成功的。第一代核电站功率均比较小,商

业利用价值不大, 但它们却为后期核电站的开发建

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程

经验并建立了可供参考的一整套设计、运行和管理

规程。随后, 核电站在世界范围内被大规模兴建,

1970年达到167台, 1990年达到328台, 2000年达

到 438 台。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 Internat io nal

atomic energ y agency , IAEA)公布的数据
[ 1]

,截至

2010年底全世界在运行核电机组共计441台(总装

机容量达3. 75亿千瓦)、在建核电机组67台(装机

容量0. 64亿千瓦) ,核电年发电量约占世界发电总

量的15%。表1给出了全世界在运行和在建核电站

基本情况。核电比例超过30%的国家和地区共12

个,核电比例占1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达21个。法

国在运行核电机组58台, 2010年核电总量为4 101

亿千瓦时,核电比例高达 70%以上;美国拥有世界

近1/ 4的核电机组, 2010年核电总量为8 071亿千

瓦时,其核电比例约为20%。核能已成为当今人类

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 核电是目前世界电力供

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 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对

能源有较大需求,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化石能源,

其占中国能源结构的70%左右。煤炭、石油资源已

日趋枯竭,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也不容忽视。大力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

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等,逐步改变

能源结构已势在必行。核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具

有其他能源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

个拥有比较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20世纪

70年代, 国务院做出了发展核电的决定, 经过三十

多年的努力,中国核电从无到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截至2012年3月, 中国在运行核电机组16台, 总装机

容量1 182万千瓦, 2011年核电比例仅为1. 85% ,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 2]
。中国人

均能源资源占有率较低, 分布也不均匀,为保证中

国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 有效节能减排, 核能将成

为必不可少的替代能源。2007年, 国务院颁布的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 2020)》中提出: 到

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 000万千瓦;

表 1　全世界正在运行和在建的核动力反应堆(核电站)情

况(截至2010 年12 月31日) [1]

国家

在运行

反应堆

(机组数)

在建

反应堆

(机组数)

2010 年

核电总量/

( T W ( e)

·h)

2010年

核电占全

国总发电

量比例/ %

阿根廷 2 1 6. 69 5. 91

亚美尼亚 1 2. 29 39. 42

比利时 7 45. 73 51. 16

巴西 2 1 13. 90 3. 06

保加利亚 2 2 14. 24 33. 13

加拿大 18 85. 50 15. 07

中国 13 28 70. 96 1. 82

捷克共和国 6 26. 44 33. 27

芬兰 4 1 21. 89 28. 43

法国 58 1 410. 09 74. 12

德国 17 133. 01 28. 38

匈牙利 4 14. 66 42. 10

印度 19 6 20. 48 2. 8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日本 54 2 280. 25 29. 21

大韩民国 21 5 141. 89 32. 18

墨西哥 2 5. 59 3. 59

荷兰 1 3. 75 3. 38

巴基斯坦 2 1 2. 56 2. 60

罗马尼亚 2 10. 70 19. 48

俄罗斯联邦 32 11 159. 41 17. 09

斯洛伐克 4 2 13. 54 51. 80

斯洛文尼亚 1 5. 38 37. 30

南非 2 12. 90 5. 18

西班牙 8 59. 26 20. 09

瑞典 10 55. 73 38. 13

瑞士 5 25. 34 38. 01

乌克兰 15 2 83. 95 48. 11

英国 19 56. 85 15. 66

美国 104 1 807. 06 19. 59

总计 441 67 2 629. 95 N A

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 600～2 800亿千瓦时;考虑核

电的后续发展, 2020年末在建核电容量应保持在

1 800万千瓦左右[ 3]。后来又计划将2020年的目标

调整为7 000万千瓦。中国在役、在建以及拟建核电

站规划布局如图1所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保障

能源供应与安全, 保护环境,实现电力工业结构优

化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能源建设的一项重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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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在役、在建以及拟建核电站规划布局

2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基本情况

分析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福岛县双叶群大熊町

沿海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核电机组群,由福岛第一

核电站6台机组(表2)和福岛第二核电站4台机组

组成。福岛核电机组均采用只有一条冷却回路的单

循环沸水堆, 高温高压蒸气直接从堆芯中产生, 推

动汽轮机发电, 蒸汽压力约7 M Pa, 干燥度不小于

99. 75%。目前, 全球400余台机组中大约1/ 4是沸

水堆,但多数已不采用这种单层循环沸水堆。福岛

核电站设计寿期是40年,已快接近退役。但运营单

位——东京电力公司, 基于经济利益考虑, 用现行

60年寿期设计标准来申请延长服役,即延至2031年

退役。核电机组许多地方出现老化迹象,包括反应堆

容器中子氢脆、压力容器腐蚀、热交换器核废料处理

系统出现腐蚀等, 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隐患。

表2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基本情况[ 2]

机组 堆型 建造时间
首次

临界时间

商业

运行时间

(电/热功率) /

M W

1号 BWR-3 1967. 07. 25 1970. 10. 10 1971. 03. 26 460/ 1 380

2号 BWR-4 1969. 06. 09 1973. 05. 10 1974. 07. 18 784/ 2 381

3号 BWR-4 1970. 12. 28 1974. 09. 06 1976. 03. 27 784/ 2 381

4号 BWR-4 1973. 02. 12 1978. 01. 28 1978. 10. 12 784/ 2 381

5号 BWR-4 1972. 05. 22 1977. 08. 26 1978. 04. 18 784/ 2 381

6号 BWR-5 1973. 10. 26 1979. 03. 09 1979. 10. 24 1 100/ 3 293

　　2011年3月 11日,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发生里

氏9. 0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运行中的福岛第

一核电站1, 2, 3号机组和第二核电站全部4个机组

均通过液压系统将位于堆芯下部的控制棒插入堆

芯,成功实现自动“停堆”,这表明该核电站达到了

超基准地震事故设计标准。地震导致核电厂外部电

源和厂用电丧失, 立即启动紧急柴油发电机供电,

以冷却堆芯燃料组件。全厂共设有13台紧急柴油

发电机, 其中水冷式发电机 9台,空冷式发电机4

台,地震发生前12台备用, 1台待修。地震发生后,

2台空冷式发电机无法使用, 1台空冷式发电机和

全部水冷式发电机组均正常运作。柴油发电机供电

一个多小时后, 高度达 14 m 以上的强海啸将位于

海拔13 m 高处的柴油发电机全部淹没, 导致其无

法继续供电。只能依靠备用电池组供电,但供电时

间非常有限。随后,调入3台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但

因接口不匹配,无法引入。在导热冷却系统断电停

运情况下,整个反应堆处于高温蒸发状态, 金属元

件与水反应生成氢气,在适当浓度和高温条件下发

生化学爆炸并起火,安全防护设施严重受损,厂房

面目全非, 致使大量放射性物质向外界泄露。

福岛核事故一方面归因于突如其来的特大地

震和海啸双重自然灾害,另一方面也有人为因素存

在,是“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造成的恶果。福岛

核电站已接近寿期,部分部件出现老化现象,存在

安全隐患。运营单位对核电机组设备、部件检查维

护不到位,事故发生后部分关键设备无法发挥作

用。早期单一回路的沸水堆设计存在缺陷,全厂失

去电力后,核反应堆无法注水冷却,紧急情况下只

能排放蒸气回路中含放射性的蒸气来减压,造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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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对堆芯融化事故估计不足,安全壳设计中

未考虑氢氧复合系统, 更未考虑堆芯融化物穿透压

力容器而外泄的严重后果。福岛核电站遭自然灾害

袭击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对其可能产生危及人类

社会和公众安全的后果估计不足甚至考虑甚少,仅

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 采取保守冷却方式,千方百

计考虑如何保住核电站以减少损失, 而未采取更有

利于公众安全的果断处置措施, 最终造成堆芯融

化,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发生后, 2011年 3月14

日,日本政府宣布为4级核事故, 3月18日升级为5

级核事故,经过25天后亦即4月12日宣布为7级顶

级事故。核事故的划分, IAEA 有基本规范,不同级

别核事故的发生和出现需要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

和应急行动, 以把危害和影响降到最低。福岛事故

25 天后,日本政府才突然将其升至7级核事故,而

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和泄露不是跳跃式的,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测试数据的混乱和不一致,管理不到

位,影响和贻误政府决策, 致使无法开展有效控制

和补救措施, 加重了事态发展。事故发生后,日本政

府向外界公布事故发展动态和应对处置措施等方

面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有待商榷。

3　福岛核事故引发的几点思考

3. 1　再度引起人们对核电的担忧与恐惧,对世界

核电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986年4月27日凌晨的切尔诺贝利7级核事

故给全球带来很大危害,并导致核能利用和核电站

建设进入低潮期。事故后, 人们思考如何降低堆芯

融化率和放射性向大气释放率等问题。美国核电用

户要 求 文 件 ( Ut ility requirements document ,

URD)和欧洲核电用户要求文件( Euro pean utility

requir em ent , EU R)提出了第三代核电站的安全

和设计技术要求,以提高核电站安全性和可靠性。

自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促使各国相继出台积极

的核电发展规划, 世界核电发展开始复苏。切尔诺

贝利事故阴影尚未挥去,日本福岛核电站又发生了

7级核事故, 再度引起人们对核电的担忧和恐惧。

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世界拥有核电的国家纷纷

采取应对策略,并重新审视本国核电发展政策。德

国政府宣布, 2022年关闭现有全部核电站; 瑞士政

府也决定逐步退出核能发电; 韩国、印度、意大利、

巴西等国对核电发展持谨慎态度;美国、法国、俄罗

斯等国则基本保持原有核电发展政策;中国将在保

证安全前提下继续发展核电,但核电发展节奏可能

会有所调整。福岛核事故对各国核电发展政策包括

发展速度、技术路线、堆型选择等产生重要影响,但

世界核电事业仍将向前发展,并将促使在核电安全

设计、预防不可抗力因素、核电厂选址条件及事故

应急响应等方面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和标准的提高。

核安全将被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再发生重大核

事故, 核电发展恐怕会陷入绝境。

3. 2　中国核电建设应立足实际稳步推进, 不能进

行跳跃式发展

　　从中国能源需求和能源结构来看,核能仍是不

可或缺的能源,积极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长期重大

战略选择。福岛核事故基本不会改变中国核电发展

政策, 但重新审视和完善核电长远规划仍是必要

的。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 2005- 2020)》中提出: 到 2020 年, 核电运行装机

容量争取达到 4 000万千瓦。《中国能源中长期

( 2030, 2050)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核电发展的中

长期发展目标为: “2020 年核电总装机规模达到

7 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占电力总装机的4. 6% ,核

发电量将占总电量的7. 0%左右。2030年达到2亿

千瓦, 核电装机占电力总装机的10% ,核发电量占

总电量的15%。2050年达到4亿千瓦,核电装机占

电力总装机的16%,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

24%。”[ 4] 2020—2030年,装机容量由7 000万千瓦

增长至2亿千瓦,若按每台机组100万千瓦计算,需

要建130台机组;若按每台机组150万千瓦计算,则

需建87台机组;平均以100台机组计算,则每年需

建10台机组,且必须是连续建设,压力太大。核能

绝不仅仅是核电站,而是包括核资源、核燃料循环、

设计、建造、运行、管理及核废物处置等在内的产业

链,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是需要长期积累

的。从目前情况看,估计难以满足这个发展速度的

需求。核能发展非常必要,但不能进行跳跃式发展

而一步到位,应该把核安全放在首位,立足实际,循

序渐进,稳步推进。

3. 3　核电站选址应慎之又慎, 提高对极端气候和

自然灾害等因素的预期

　　核电站建造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如地震、海啸、

飓风、冰雪、水文、地质、气象、空中飞行器的坠落撞

击事故、周边环境(如易燃易爆仓库)、人口、交通

等。最近, 世界范围内极端气候愈发频繁。核电站

选址应慎之又慎,提高对灾难性天气和毁灭性自然

灾害所造成核事故的预想,提升对超设计基准事故

的应对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中国在役

和在建核电站均以沿海地区为主。从能源分布考

虑,中国核电规划中拟建核电站有部分在内陆(图

1)。目前, 对于能否将核电站建造在中国内陆还存

在不同看法和一些争论。核电站需要有充足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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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 内陆核电站一般需 10亿立方米以上水库容

量,且该部分水量不能进入城市管网作为生活用水

和工业用水。从中国地理人文情况来看,不难规划

出合适、合理可行的内陆核电场址。目前,世界在役

和在建核电站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内陆核电站(图

2)。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核电站大部

分建在内陆。与沿海核电站相比,内陆核电站选址

及规划设计更应该反复论证,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

和极端气候对水源的影响、核事故发生后对内陆和

河湖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及核事故应急措施的有效

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不能受利益驱动而降低选址

标准、忽视选址细节。从目前情况来看,核电站场址

一旦被批准选定、建成电站并运行后,对周围环境

参数的变化及影响考虑甚少。2011年日本发生3级

以上地震1. 9万余次,在3月11日之前的一个多月

中,福岛附近地震不断, 频度加大,震级上升,应该

引起核电站管理运行部门关注。虽不能判断大地震

何时出现, 但可对服役近 40年来设备的抗震能力

进行全面检查评估,以保证核电站的电、水正常供

应。核电站建成后,应密切关注其周围环境参数的

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核电站对极端气

候和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

图 2　全世界正在运行和在建的核动力反应堆(核电站)分布图[2] (截至 2012 年3 月)

3. 4　充分考虑缓解措施, 提高核电站超设计基准

事故应对能力

　　核电站的周密设计是保证其安全运行的基础,

也是事故灾难发生时消除或降低危害的保证。核电

站设计中均需充分考虑正常概率情况下的设计基

准事故, 如断电、失水、燃料元件破损等, 并作全面

分析评价,然后予以设防解决。对于千年一遇或千

年不遇的极小概率超设计基准事故, 充分考虑并作

全面分析,但不需要设防。因为过多的冗余设计不

但会使核电站建造成本大幅提高,也会带来一系列

工程上的问题,必要性不大。对于核电站超基准事

故并叠加,应增加相应的缓解措施,以将危害降到

最低。

3. 5　加大对核电站的检查维护力度, 严格审核核

电站延期退役

　　核电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长期运行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小故障。运营单位应加大对核电机组及

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力度, 确保核电站高效安全运

行,确保事故发生时关键设备能发挥效能。目前,世

界范围内正在运行的400余台核电机组中大约1/ 3

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约1/ 2建造于20世纪80年

代(图3) ,部分机组已接近退役。受当时核电理论水

平和工程实践经验及制造控制能力的局限,早期核

电站的安全水平与后来建造的核电站存在一定差

距,且经过三四十年的持续运行,其性能较初始状

图3　全世界正在运行核动力反应堆(核电站)服

役时间分布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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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要差得多。因此, 应该加倍重视在役早期核电

站的检查维护力度,性能达不到现行新标准的, 应

予以整治或关闭。要严格控制达到寿期的核电站退

役,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标准, 批准其延

长寿期。

3. 6　加快先进核电技术的自主研发, 注重技术

整合

　　先进核电技术是核电站安全的基础,应加快更

安全堆型的研发并掌握关键技术。中国核电发展的

技术路线为: 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受控

核聚变堆。目前, 中国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多为二代

堆, 在建的核电机组以中国自主研发的 CPR1000

和CNP1000二代加压水堆和引进的AP1000、EPR

等三代堆为主, 在研的四代堆有钠冷快堆、高温气

冷堆、熔盐堆、超临界水冷堆。中国所涉及的核电站

反应堆类型繁多、过于分散,实施起来五花八门,建

议在一定阶段对相关技术和研发力量进行有效整

合,要齐心协力,以尽快形成自主研发能力,不能为

部门利益所驱而坚持各自为战。

3. 7　提倡核安全文化,始终将核安全摆在核电发

展首位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三哩岛核事故完全是由

人为因素引起,福岛核事故的直接起因是多重小概

率自然灾害的叠加,但事故应对过程中也存在一定

人因问题。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着力提高核电站

从业人员包括决策层、管理层、技术层以及监督部

门的核安全知识、核安全技能和核安全意识,进一

步完善运行规程、应急响应和培训体系, 保障核电

站日常运行安全, 增强核事故安全处置能力。提高

政府对核电发展的调控和介入力度, 加强对设计、

施工和运营企业的监督和控制, 以确保将核安全落

实到核电发展的每一个环节。福岛核事故再次使人

们对核电安全产生担忧。积极通过多种渠道,提高

公众对核电的认识和认同, 为核电发展营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

3. 8　加快核电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

　　核电发展亟需设计研发、运行维护、管理监督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核专业人才。核专业人

才紧缺将成为制约未来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一大

障碍。根据国防科工局以前的统计, 按照一座百万

千瓦级核电站需要 400人计算,到 2020 年新增 30

座百万千瓦核电站需要核电人才超过1. 2万人 [ 4]。

以上数据仅是在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 4 000

万千瓦基础上估算出来的。如果核电建设目标再度

提高, 核专业人才需求缺口将更大。核工业人才队

伍的成长周期较长,人才培养需从长计议。除清华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已有核专业

高校外, 2007年全国9所高校申请开设的核专业通

过教育部审批,并于2008年开始招生,这些高校包

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等
[ 5]
。后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

校也相继新增与核技术有关的专业。从核专业人才

需求形势出发,国家把核专业作为特色紧缺专业和

学科给予重点扶植,无疑是合适的决策, 但力度还

有待加强, 以支持高校搭建更为完善的人才培养软

硬件平台并探索多模式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核专业

毕业生的质量和素质, 以满足核电发展的人才需

求。

日本福岛核事故给全球带来了巨大危害和严

重影响,也再次为人们敲响了核安全警钟。人们需

深刻反思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让“安全第一”切实

落实到核电站设计、运行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以

确保核电事业安全健康发展。发展核能为人类社会

服务毋庸置疑,但核安全是首位,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 1]　 Internat ional A to mic Energ y Ag ency ( IA EA ) .

N uclear pow er r eact or s in the wo rld [ R ] . I AEA -

RDS-2/ 31. Vienna , A ustr ia: Inter natio na l A tomic

Ener g y A gency , 2011.

[ 2]　 International At omic Energ y A g ency ( I AEA ) . T he

po w er rea ct or info rm atio n system [ EB/ OL ] . ( 2012-

03-01) . http: / / w w w . iaea. or g / pr is.

[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 2005—2020) [ R] . 2007.

Na tio nal Dev elo pment and Refo rm Co mmission. M id

lo ng ter m development plan o f the state′s nuclear

po w er o f China ( 2005—2020) [ R] . 2007.

[ 4]　中国工程院. 中国能源中长期( 2030, 2050)发展战

略研究: 电力,油气, 核能, 环境卷[ M ] .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2011.

Chinese A cademic o f Engineer ing . Study of t he

natio nal development st rateg y o n medium-a nd lo ng-

ter m pro gr am fo r ener gy : electr ical pow er , o il and

gas, nuclear po wer and envir o nment [ M ] . Beijing :

Science P ress, 2011.

[ 5]　李新玲. 报志愿选择核专业投身世界朝阳产业[ N ] .

中国青年报, 2009-05-26.

L i Xinling . V olunteer cho ice for nuclear m ajo r and

dev oted to pr ospero us industr y [ N ] . China Yo ut h

Daily , 2009-05-26.

602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第 4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