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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聚变盛会，共话核能，解决能源危机 

所在分类：综合新闻    发表时间：2006-10-24 

  《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23日消息（记者 韩清华 吴平华 实习生 琪玉 官雪）：环境恶化、

植被减少、化石能源过度开采……在能源问题让人类担忧的今天，研究怎样控制核聚变，令其产生稳

定连续的能量，随之加以利用，已经成为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被誉为“核聚变奥运会”的第21届世界聚变能大会近日在成都开幕，此次聚变能大会是第一次在

中国举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伯卡特、国际聚变能研究委员会主席科瓦等830位重量级科学

家，悉数现身原子能聚变盛会，共话核能，解决能源危机。 

   50年后核聚变电可能进入百姓家   在大会上，来自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潘传红院长告诉中国

经济时报记者：“可能50年以后，核聚变电能就能走入寻常百姓家。”谈起核聚变将如何改变人类生

活，潘传红坦言：“人类目前主要使用的能源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将有可能在50多年内用尽，有

没有一种等效于太阳发生核聚变原理的能量供给，为人类服务？氘氚反应的核聚变就可以模拟太

阳。”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从海水提取氘和氚，来进行核聚变的实验。”潘院长告诉记者，这种聚变产生

的能量，是目前地球上其他任何能量都无法比拟的，聚变能源是无限的、洁净的、安全的、可持续的

理想能源，它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 

   稳态运行的核聚堆产生能量的方式和太阳产生能量的方式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潘

院长表示，成都“人造太阳”目前还处在实验室试验阶段，人类要真正用上聚变能电站的电，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乐观估计，人类利用核聚变能的梦想至少还要30－50年的时间。到那时，人类也许就再

也不会为能源问题发愁了。 

   十年内中国可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是核聚变大国，但不是核聚变强国。1984年，核工业西南

物理研究院的专家依靠自已的力量研制成功“中国环流器一号”，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日本

等之后成功研制中型托卡马克装置的国家。尽管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但并没有达到顶尖水平。与

美国、法国等相比，中国的技术大约还落后10年。 

   目前参与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计划(ITER)的七方成员包括欧盟、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

本及韩国。作为ITER七方成员之一，中国将在此次计划中负责金额达40多亿元人民币的两项核心技

术——中子屏蔽技术和低温超导技术，并由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及中科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共同承

担。“这两项技术的难度就是如何找到能够承受上亿摄氏度高温和辐照的材料。”核工业西南物理研

究院专家杨青巍如是说。 

   根据初步预算，打造这个“热核聚变反应堆计划”前期投资将达46亿美元，要用8至10年的时间完

成，预计最终总投资将超过100亿美元。“这是继国际空间站之后，国际间最庞大的科研合作项目之

一。”杨教授告诉记者。而谈到四川进行核聚变研究的优势时，他说，四川省是个能源大省，人才资



源相对丰沛，在同领域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据了解，作为ITER的成员之一，中国将在此项目中担任百分之十的部件制造。与会专家认为，中

国加入ITER计划之后，将平等的享有该计划前期的背景知识产权，将使中国核聚变科研水平在十年内

提升到国际顶尖水平。 

   2016年ITER将进行首次实验,2007年敲定最终设计方案；2008至2012年为全面建设ITER实验装置时

期，并在2012年完成总安装；2012至2016年进行设备调试，并于同年进行实验……在“国际热核实验

反应堆”会议中，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官员Holtkamp．N在大会上公布了ITER的进程表，这一消息让会

场为之雀跃。 

   “这意味着经过七方成员十多年的努力，这个想象中出现过无数次的反应堆终于快要变成现实

了。”Holtkamp．N透露，虽然进程表已经出炉了，但该项目面临的挑战还很大，尤其是技术细节问

题上的攻坚，仍然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 

   据介绍，今年2月，中国最大的受控核聚变开发研究基地——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进行了一次成

功实验，中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产生的等离子体电流连续12次左右重复稳定放电，标志着我国核聚变

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不久的将来，核聚变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将缓解中国能源紧张的难题。  

上一篇:第21届世界聚变能大会完美闭幕 

下一篇:曾培炎强调加强核聚变研究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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