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电站 
核电站是利用核分裂(Nuclear Fission)

或核融合(Nuclear Fusion)反应所释放

的的能量产生电能的发电厂。目前商业

运转中的核能发电厂都是利用核分裂反

应而发电。 

核电站一般分为两部分：利用原子核裂

变生产蒸汽的核岛（包括反应堆装置和

一回路系统）和利用蒸汽发电的常规岛

（包括汽轮发电机系统）。核电站使用

的燃料一般是放射性重金属：铀、钚。 

现在使用 普遍的民用核电站大都是压

水反应堆核电站，它的工作原理是：用

铀制成的核燃料在反应堆内进行裂变并释放出大量热能；高压下的循环冷却水把热能带出，

在蒸汽发生器内生成蒸汽，推动发电机旋转。 

 

核电站-发电原理及结构 

核电站以核反应堆来代替火电站的锅炉，以核燃料在核反应堆中发生特殊形式的“燃烧”产

生热量，来加热水使之变成蒸汽。蒸汽通过管路进入汽轮机，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一般说

来，核电站的汽轮发电机及电器设备与普通火电站大同小异，其奥妙主要在于核反应堆。 

核电站除了关键设备——核反应堆外，还有许多与之配合的重要设备。以压水堆核电站为例，

它们是主泵，稳压器，蒸汽发生器，安全壳，汽轮发电机和危急冷却系统等。它们在核电站

中有各自的特殊功能。 

主泵 如果把反应堆中的冷却剂比做人体血液的话，那主泵则是心脏。它的功用是把冷却剂

送进堆内，然后流过蒸汽发生器，以保证裂变反应产生的热量及时传递出来。 

稳压器 又称压力平衡器，是用来控制反应堆系统压力变化的设备。在正常运行时，起保持

压力的作用；在发生事故时，提供超压保护。稳压器里设有加热器和喷淋系统，当反应堆里

压力过高时，喷洒冷水降压；当堆内压力太低时，加热器自动通电加热使水蒸发以增加压力。 

蒸汽发生器 它的作用是把通过反应堆的冷却剂的热量传给二次回路水，并使之变成蒸汽，

再通入汽轮发电机的汽缸作功。 

安全壳 用来控制和限制放射性物质从反应堆扩散出去，以保护公众免遭放射性物质的伤害。

万一发生罕见的反应堆一回路水外逸的失水事故时，安全壳是防止裂变产物释放到周围的

后一道屏障。安全壳一般是内衬钢板的预应力混凝土厚壁容器。 

汽轮机 核电站用的汽轮发电机在构造上与常规火电站用的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由于蒸汽

压力和温度都较低，所以同等功率机组的汽轮机体积比常规火电站的大。 



危急冷却系统  为了应付核电站一回路主管道

破裂的极端失水事故的发生，近代核电站都设有

危急冷却系统。它是由注射系统和安全壳喷淋系

统组成。一旦接到极端失水事故的信号后，安全

注射系统向反应堆内注射高压含硼水，喷淋系统

向安全壳喷水和化学药剂。便可缓解事故后果，

限制事故蔓延。  

 

核电站-分类 

压水堆核电站 

以压水堆为热源的核电站。它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压水堆核电站核岛中的四大部件是

蒸汽发生器、稳压器、主泵和堆芯。在核岛中的系统设备主要有压水堆本体，一回路系统，

以及为支持一回路系统正常运行和保证反应堆安全而设置的辅助系统。常规岛主要包括汽轮

机组及二回等系统，其形式与常规火电厂类似。 

沸水堆核电站 

以沸水堆为热源的核电站。沸水堆是以沸腾轻水为慢化剂和冷却剂并在反应堆压力容器内直

接产生饱和蒸汽的动力堆。沸水堆与压水堆同属轻水堆，都具有结构紧凑、安全可靠、建造

费用低和负荷跟随能力强等优点。它们都需使用低富集铀作燃料。沸水堆核电站系统有：主

系统（包括反应堆）；蒸汽-给水系统；反应堆辅助系统等。 

重水堆核电站 

以重水堆为热源的核电站。重水堆是以重水作慢化剂的反应堆，可以直接利用天然铀作为核

燃料。重水堆可用轻水或重水作冷却剂，重水堆分压力容器式和压力管式两类。重水堆核电

站是发展较早的核电站，有各种类别，但已实现工业规模推广的只有加拿大发展起来的坎杜

型压力管式重水堆核电站。 

快堆核电站 

由快中子引起链式裂变反应所释放出来的热能转换为电能的核电站。快堆在运行中既消耗裂

变材料，又生产新裂变材料，而且所产可多于所耗，能实现核裂变材料的增殖。 

目前，世界上已商业运行的核电站堆型，如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石墨气冷堆等都是非

增殖堆型，主要利用核裂变燃料，即使再利用转换出来的钚-239 等易裂变材料，它对铀资

源的利用率也只有 1％—2％，但在快堆中，铀-238 原则上都能转换成钚-239 而得以使用，

但考虑到各种损耗，快堆可将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到 60％—70％。 

 

核电站-安全保障系统 



为了保护核电站工作人员和核电站周围居民的健康，核

电站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则。 

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行均采用纵深防御的原则，从

设备、措施上提供多等级的重迭保护，以确保核电站对

功率能有效控制，对燃料组件能充分冷却，对放射性物

质不发生泄漏。纵深防御原则一般包括五层防线，即第

一层防线:精心设计、制造、施工，确保核电站有精良

的硬件环境。建立周密的程序，严格的制度，对核电站工作人员有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人

人注意和关心安全，有完备的软件环境.第二层防线:加强运行管理和监督，及时正确处理异

常情况，排除故障。第三层防线在严重异常情况下反应堆正常的控制和保护系统动作，防止

设备故障和人为差错造成事故。第四层防线:发生事故情况时，启用核电站安全系统包括各

外设安全系统加强事故中的电站管理，防止事故扩大保护反应堆厂房安全壳。第五层防线万

一发生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故并伴有放射性外泄启用厂内外应急响应计划努力减轻事故对周

围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按照纵深防御的原则，目前的设计在核燃料和环境外部空气之间设置了四道屏障。即第一道

屏障燃料芯块核然料放在氧化铀陶瓷芯块中，并使得大部分裂变产物和气体产物 9s%以上保

存在芯块内。第二道屏障：嫌料包壳，燃料芯块密封在铅合金制造的包壳中构成核燃料芯棒

错合金，具有足够的强度且在高温下不与水发生反应。第三道屏障：压力管道和容器冷却剂

系统将核燃料芯棒封闭在 20cm 以上的钢质耐高压系统中避免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反应堆厂房

内。第四道屏障：反应堆安全壳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构筑壁厚近 100cm，内表面加有 0.6cm

的钢衬，可以抗御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飞出物，防止放射性物质进入环境。 

核电站配置的外设安全系统包括：①隔离系统，用来将反应堆厂房隔离开来，主要有自动关

闭穿过厂房的各条运行管道的阀门收集厂房内泄漏物质将其过滤后再排出厂外。 

②注水系统在反应堆可能“失水时，向堆芯注水，以冷却燃料组件避免包壳破 裂，注入

水中含有硼，用以制止核链式反应。注水系统使用压力氮气，在无电流和无人操作情况下在

一定压力下可自动注水。 

③事故冷却器和喷淋系统，用来冷却厂房以降低厂房的压力。在厂房压力上升时先启动空气

冷却(风机— 换热器)的事故冷却器;再进一步可以启动厂房喷淋系统将冷水或含翻水喷入

厂房，以降热和降压。 

以上所有安全保护系统均采用独立设备和冗余布置， 均备有事故电源，安全系统可以抗地

展和在蒸汽— 空气及放射性物质的恶劣环境中运行。核电站运行人员须经严格的技术和管

理培训，通过国家核安全局主持的资格考试，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运行值岗操作员或高

级操作员执照才能上岗，无照不得上岗。执照在规定期内有效， 过期后必须申请核发机关

再次审查。 

万一发生了核外泄事故， 应启动应急计划。应急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疏散人员，封闭核污

染区(核反应堆及核电站)，清除核污染，以保证人身安全和环境清洁。 



核电站-建造情况 

全世界超过 438 座核电站在运行 美国数量 多  

2002 年 6 月 16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 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截止 2001 年年底全世界正在

运行的核电站共有 438 座。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14 日在结束为期 5 天的理事会

例会之际，核准了将提交这一机构第 46 届大会审议的“2001 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在介绍“世

界范围的核能”时指出，核能仍然是许多国家能源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报告说，到 2001 年

年底，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共有 438 座，总发电量为 353 千兆瓦，占全世界发电量的 16％，

累计运行时间已超过 1万堆年，1 个堆年相当于核电站中的 1 个反应堆运行 1年。 
据报告说，尽管迄今核电站主要分布在工业化国家，但是目前正在建设的 32 个核电站中有 31

座分布在亚洲、中欧和东欧地区。此外，现有核电站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了发电成本并提高了

安全性。其中，阿根廷、巴西、捷克、德国、印度、韩国、西班牙、俄罗斯、瑞士、乌克兰和美

国都增加了各自的核电发电量并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在 2001 年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中，美国 多，达 104 座；法国 59

座，英国和俄罗斯也都在 30 座以上。2001 年核发电量在国内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超过 20％的有

19 个国家，比 2000 年增加了两个。其中，立陶宛比例 高，达到 78％，比利时和斯洛伐克超过

50％，乌克兰、瑞典和保加利亚３国则都在 49％以上，韩国等 8个国家也占到３１％到 39 之多。 

 

核电站-中国现有的核电站 

中国有 4 座核电站 11 台机组运行。在建的不少。  

一、秦山核电站    位于杭州湾畔，一期工程是中国第一

座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 30 万千瓦压

水堆核电站。1985 年 3 月浇灌第一罐核岛底板混凝土，

1991 年 12 月首次并网发电，1994 年 4 月设入商业运行，

1995 年 7 月通过国家验收。  

 

二期工程，是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

的首座 2× 60 万千瓦商用压水堆核电站，于 1996 年 6 月 2 日

开工，经过近 6 年的建设，第一台机组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比计划提前 47 天投入商业运行。 

 

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采用加拿大成熟的坎杜 6 重水堆核电技术，建造两台 70 万千瓦

级核电机组。1 号机组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首次并网发电，并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投入商

业运行。2 号机组于 2003 年 6 月 12 日首次并网发电，并于 2003 年 7 月 24 日投入商业运行。  

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1987 年 8 月 7 日工程正式开工，1994 年 2 月 1日和 5 月 6日两

台单机容量为 984MWe 压水堆反应堆机组先后投入商业营运。  

 大亚湾核电站 



三、田湾核电站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田湾，厂区按 4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规划，

并留有再建 2 至 4 台的余地。一期建设 2 台单机容量 106 万千瓦的俄罗斯 AES-91 型压水堆

核电机组，设计寿命 40 年，年平均负荷因子不低于 80％，年发电量为 140 亿千瓦时。工程

于 1999 年 10 月 20 日正式开工，单台机组的建设工期为 62 个月,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5 年

建成投产。  

四、岭澳核电站    一期工程于 1997 年 5 月开工建设。它位于广东大亚湾西海岸大鹏半岛

东南侧。岭澳核电站是“九五”期间我国开工建设的基本建设项目中 大的能源项目之一。

岭澳核电站（一期）拥有两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2003 年 1 月全面建成投入商业

运行，2004 年 7 月 16 日通过国家竣工验收。目前正展开二期工程建设。 

 

核电站-中国在建和规划中的核电站 

一、2004 年，经 10 多年筹备的广东的阳江核电站项目也有望在年底通过国家核准，这个规划投

资达 80 亿美元、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机组的全国 大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将于 2006 年正式动

工。 

二、2004 年 7 月，位于浙江南部的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建设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继中国第一

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之后，获准在浙江省境内建设的第二座核电站。三门

核电站总占地面积 740 万立方米，可分别安装 6台 100 万千瓦核电机组。全面建成后，装机总容

量将达到 1200 万千瓦以上，超过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一期工程总投资 250 亿元，将首先建设

两台目前国内 先进的 100 万千瓦级压水堆技术机组。三门核电站 快将在 2010 年前后发挥作

用。 

三、2004 年 11 月 5 日，辽宁核电瓦房店市东岗镇温坨子的一片工地上礼炮轰鸣。随着专用道路

工程的竣工，辽宁省第一座核电厂——辽宁红沿河核电厂的前期工程完成了“第一战役”。 其

中，一期工程计划投资 260 亿元，规划建设 2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后，年

发电量可满足两个中等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工程建设工期为 6年。 

四、江西省计划投资人民币 400 亿元建造一座发电能力约为 400 万千瓦的核电厂。根据规划，核

电厂将建于九江市东部、长江南岸的彭泽县境内，该项目将于 2008 年开工。 

五、重庆争建核电站(2003-9-18)重庆市将在涪陵建设一座总装机容量为 180 万千瓦的核电站。

而重庆市和四川省均已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核电站的立项报告，双方都想让内陆首座核电站落

户本地区。不过，结果尚未揭晓。重庆市规划中的核电站将选址涪陵区白涛镇重庆建峰化工总厂

（原 816 厂），初步规划总投资 200 亿元，年发电量达 85 亿千瓦小时。如果审批手续顺利，将

于 2007 年动工建设，2013 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项目业主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六,湖南省

核电发展规划中的核电项目有望完成"破冰"之旅，目前，省政府已经委托湖南五凌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就核电项目开展前期的研究规划选址等工作，岳阳的华容县和常德的桃源县有望成为规

划中的核电站厂址。桃江核电站拟建的核电项目规划装机 600 万千瓦，一期装机 200 万千瓦，目



前已完成水文等 8 个外围专题的合同谈判。预计明年可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工作，上报项目建议

书。 

七、2005 年在中国 大的电力公司华能牵头组建下，一个合资能源企业集团已在山东的威海选

定一座 195 兆瓦气冷式核电站的建造地点，这将是全球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球床”核反应堆。

烟台海阳核电厂位于胶东半岛上的海阳市东南部，总投资 600 亿元人民币，分三期实施，一期将

建设 2台 10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海阳核电站厂的规划容量为 60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并留有扩建条件，拟于 2010 年开始发电。据相关资料显示，海阳核电站建

成之后将成为迄今为止我国 大的核能发电项目。 

八、浙西核电站，正在选址浙西的龙游、兰溪、建德等地。目前龙游可能比较大，浙西核电站是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规划建设 4台 100 万千瓦级

核电机组规模，一期工程拟建设 2台 10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继秦山、

三门后第三大核电站。近日，浙西核电站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国家

核安全局、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国家环保总局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国家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浙江省政府相关部门、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及相关单位的代表共 120 余人参加了审查，与会专家对初步可行性研究报

告评审后，推荐龙游团石为该核电项目的优选厂址，建德市洋尾为备选厂址。九、 福建宁德核

电站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辖福鼎市秦屿镇的备湾村，距福鼎市区南约 32km，东临东海，北临晴川

湾。规划建设六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一次规划，分期建设，一期工程拟采用中广核集

团具有自主品牌的 CPR1000 技术，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2006 年 9 月 1 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宁德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展前期工作。主体工程计划于 2008 年开工，两台机组

预计于 2013 年左右建成投入商业运行。 

十、安徽芜湖核电站芭茅山 厂址位于繁昌县狄港镇，2008 年年底动工。 

 

核电站-台湾现有的核能发电厂 

核能一厂：台北县金山乡 - 2 部沸水式核子反应炉  

核能二厂：台北县万里乡国圣 - 2 部沸水式核子反应炉  

核能三厂：屏东县恒春镇马山 - 2 部压水式核子反应炉 

核能四厂：台北县贡寮乡龙门 - 兴建中，2部先进沸水式核子反应炉  

以上四部均由台湾电力公司操作。 

 

核电站-核电站事故世界重大核电站安全事故 



1979 年 3 月 28 日：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核泄漏。 

1986 年 4 月 26 日，世界上 严重的核事故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 

1988 年 1 月 6 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座核电站，由于对核材料筒加热不当引起爆炸，造成 1

名工人死亡，100 人受伤。 

1992 年 11 月，法国发生了 严重的核事故：三名工作人员未穿防护服进入一座核粒子加速器后

受到污染。  

1999 年，东京附近的一座核反应堆曾发生辐射泄漏，造成 2 名工人死亡。  

1998 年到 2002 年：印度在四年间核电站共发生了 6 次核泄漏事故。  

2003 年 12 月 29 日：韩国荣光核电厂 5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  

2004 年 8 月 9 日，日本中部福井县美滨核电站再次发生蒸汽泄漏事故，导致 4 人死亡，7 人受伤。  

2005 年 5 月，英国塞拉菲尔德核电站的热氧再处理电厂因发生放射性液体泄漏事件被迫关闭。 

 

核电站-中国核废料放在哪里 

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投产发电以来，中 国核电事业

在十几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根据来自核工业部门的 新资料，2002 年 中国核电总装机容

量已达 540 万千瓦，预计到 2005 年，中国核电发电量将占全国总 发电量的 3%左右。  

随着我国核电站数量的增加，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短缺的巨大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但这些核电站在发电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核废料。目前我国核电站 每年产生 150 吨具有

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预计到 2010 年这些核废料的积存量将达到 1000 吨。由于高度放射性

核废料对环境与人体都有极大的危害性，中国百姓对于 核电安全性的关注也日益增强。为

了全面了解中国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理的详细情况 ，记者来到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环保

中心，对中国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理项目负 责人王驹博士进行了专访。  

中国核废料处置库将建在哪儿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对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理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经过对各 种方法评估

比较后，深地质处置法成为 佳选择，即将高放射性核废料保存在深入 地下几百米处的特

殊处置库内。由于核废料的高度危险性，一旦处置库选址不当， 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因此核废料处置库选址必须非常慎重，需要综合考虑整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布局、人口分布、

交通设施、候选地的地质、水文和气候条件等因 素。王驹博士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世界

各国的核废料处置库都建在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  

那么中国的核废料处置库 终将建在哪里呢？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王驹博 士起身走到

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旁边，手指指向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叫北山，

是我国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库的重点候选地之一”。  

谈到为什么选在这里，王驹博士用略带兴奋的语气说道，“北山的条件实在是 太好了，这



里是一片与海南省面积相当的戈壁滩，人烟非常稀少，整个地区人口不 到 1.2 万人，可以

说除了沙砾和枯黄的骆驼草以外，寂寞得连回声都没有。北山经 济发展很落后，周围也没

有什么矿产资源，建设核废料库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小。这 里气候条件也很理想，全年降雨

量只有 70 毫米，而蒸发量却达 3000 毫米，因此地下 水位很低，也就减少了放射性元素随

地下水扩散的危险。北山还拥有便利的交通运 输条件，库址距离铁路也就七八十公里。此

外北山的地质条件非常优越，这里地处 地壳运动稳定区，库址所在地有着完整的花岗岩体，

而花岗岩是对付辐射的 好的‘防护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在北山进行考察之后称，

北山是世界上 理 想的核废料库址之一”。  

保障十万年安全，不会对当地造成污染  

当记者问到核废料处置库是否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时，王驹博士信心十足地 表示处置库

绝不会对当地造成不良影响。他向记者介绍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处理过程。  

这些核废料首先要被制成玻璃化的固体，然后被装入可屏蔽辐射的金属罐中， 后人们将

这些金属罐放入位于地下 500—1000 米的处置库内。由于核废料的半衰期从数万年到 10 万

年不等，在选择处置库时必须确保其地质条件能够保障处置库至 少能在 10 万年内安全。  

为了更好地消除记者的顾虑，王驹博士做了一个形象的对比，“为核电站提供 核燃料的铀

矿矿藏一般都蕴藏在断层较多、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地区，但是只要我们不开采它们，这些铀

矿床并不会对地表环境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的核废料处置库建设在一个没有地质断层，地壳

运动稳定的地方，深度比铀矿床要深很多，周围又设有防护辐射的工程屏障，使其与外部环

境相隔离。既然与地表隔离条件不好的铀矿 床都不会对地表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那么我们

专门建设的核废料处置库必然比天然的铀矿床更加安全”。  

运输核废料绝对安全  

由于建设在东南沿海的核电站与位于西北的核废料处置库之间相隔数千公里， 核废料的运

输过程需耗时一周左右，沿途还要经过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核废 料的运输安全问题

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谈到这个问题，王驹博士告诉记者完全不用担心。他介绍说，中国核废料主要 通过陆路运

输，长途使用火车运输，短途使用汽车运输，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核废 料运输的主要方式。

这种运输方式经过几十年发展，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从其他国 家的经验看，这种方式有着

长期的安全记录。中国在核废料的运输方面也有一套严 格的运输程序和保障体系。  

首先，核废料将被装入特殊的罐状运输容器，这种容器可以有效屏蔽辐射，运 输核废料的

火车车厢和汽车也必须经过特殊改装。其次，在选择运输路线时，有关 部门将对沿途的道

路、桥梁和沿线的地形、环境等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比较，选择出 安全的线路。在运送过

程中，武警部队将对运输核废料的车队进行全程武装押运 ，车队还配备有专门的导引车、

保卫车以及其他一些保障车辆。先进的设备可以确 保前后方通讯顺畅，有关部门还将通过

卫星全程监控运输车队，随时掌握车队位置 。车队启程前还要通知沿途各地公安、交通部

门做好各项配合工作，所有这些措施 将保证核废料的运输过程万无一失。  

建设核废料处置库的时间不多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核废料处置库建成之前，所有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只能暂存在核电站



的硼水池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建成核废料处置库，中国核工业将面临着核废料无处存放的

境地。  

在这方面，美国曾有过惨痛的教训。美国原计划在 1998 年建成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库，但

由于技术难度过高，尽管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进行研究， 终还是不得不将建成

时间延长至 2010 年。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美国 40 多个核电站储存核废料的水池全部爆满，

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并使核电站业主状告美国能源部。  

我国计划在 2030—2040 年完成处置库的建设，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同时，高放射性

核废料处置库又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以美国为例，其尤卡山核废料处置库工程预算达

437 亿美元，北欧国家瑞典为了建设核废料处置库也花费了 200 多 亿人民币。  

根据中国核电未来规模，王驹博士估计中国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库将耗资数百亿人民币。他

告诉记者，“由于建设成本过于昂贵，我们只能建设一个核废料处置库，但是中国核废料处

置库的容量足以容纳中国核工业未来产生的所有高放射性核废料。我们的处置库将把核废料

这个‘恶魔’永远地禁锢在地下深处”。  

国外高放射性废物处置时间 国家 选址开始时间 选址完成时间 处置库开始运行时间 从选

址到运行所需时间  

美国 1957 2010 53  

日本 1976 2040 64  

加拿大 1973 2004 ≥2025 ≥62  

德国 1965 2008 43  

瑞典 1976 2004,2008 2020 32, 44  

芬兰 1987 2020 33  

比利时 1974 2035, 2050 61 76  

英国 1976 2035 59  

法国 2005  

瑞士 1980 2000 ＞2020 ＞40  

西班牙 1986 ＞2015 ＞34  

阿根廷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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