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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核能的发展与和平利用是20 世纪最杰出的科技成就之一。
在核能利用中，核电的发展相当迅速，已被公认为一种安全、经济、可靠、清洁的能源。
我国核电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
　　本书主要阐述压水堆核电厂的基本原理。
鉴于我国已确定发展压水堆核电技术，本书以我国已运行的1000?MW级电功率的压水堆核电厂为背景
，对压水堆核电厂总体及主要系统设备进行了论述。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绪论，介绍世界及我国核电的发展成就、我国发展核电的方针政策；第2章介绍压水堆核电厂；
第3章介绍反应堆本体结构、一回路系统及主要设备，对反应堆冷却剂泵、稳压器和蒸汽发生器的作
用、工作原理、结构、设计计算作了重点阐述；第4章介绍核岛主要辅助系统；第5章介绍专设安全设
施；第6章阐述核电厂热力学基础；第7章介绍核汽轮发电机组，在阐述一般汽轮机的工作原理、结构
的同时，重点讨论核电厂汽轮机组的特点；第8章介绍核电厂二回路热力系统；第9章扼要介绍压水堆
核电厂的正常运行，本章使上述分门别类介绍的系统、设备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对核电厂系统及设备
进行了动态展示，力求给读者展现一座核电厂的总体图像；第10章介绍轻水堆核电技术的发展与改进
。
　　本书是为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编写的，力求结合我国核电实际对核电厂系统设备进行阐
述。
在对已运行核电厂进行介绍的同时，也对在建的二代改进型及第三代核电厂进行了介绍。
本书注重对国际上压水堆核电厂系统及设备不同风格的设计予以比较，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
比较中深化认识。
教材还注意跟踪世界新一代轻水堆核电厂设计的发展，反映国内外轻水堆核电厂新的设计思想和设计
成果。
　　本书是一本工程性强、适应面广的基础性教材。
它不仅适用于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还适用于到核电厂工作的非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人员，可作为核电厂运行和技术人员培训的参考教材，作为从事核电厂设计、运行、管理及安全分
析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
限于编者学识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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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电厂系统及设备（第2版）》主要阐述压水堆核电厂的基本原理。
以我国已运行的1GW级电功率的压水堆核电厂为背景，对压水堆核电厂总体及主要系统设备进行了论
述。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绪论；第2章介绍压水堆核电厂；第3章介绍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设备；第4章介绍核岛主要辅助
系统；第5章介绍专设安全设施；第6章阐述核电厂热力学基础；第7章介绍核汽轮发电机组；第8章介
绍核电厂二回路热力系统；第9章扼要介绍压水堆核电厂的正常运行；第10章介绍轻水堆核电技术的发
展与改进。
　　《核电厂系统及设备（第2版）》不仅适用于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还适用于到
核电厂工作的非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员，可作为核电厂运行和技术人员培训的参考教材，作为从
事核电厂设计、运行、管理及安全分析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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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设备和管道的布置以反应堆压力容器为中心，力求紧凑、简单对称。
为了补偿主管道的热膨胀应力，蒸汽发生器和主泵采用摆动的支撑结构，以允许横向位移。
 　　蒸汽发生器的位置高于反应堆压力容器管嘴所在的平面，以便使系统具有足够的自然循环能力。
　　冷却剂中存在裂变产物和腐蚀产物，对系统设备和管道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因此，在设备周围设有隔墙，它们与安全壳墙构成了二次屏蔽。
　　为了防止管道破裂后由于流体喷射导致的管道甩击对周围设备的危害，在高能管道上装有限制器
，对设备、管道进行实体隔离。
主要设备（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反应堆冷却剂泵、稳压器等）和反应堆冷却剂管道安装在
二次屏蔽墙内。
　　3.1.5 系统的参数测量1. 温度测量 反应堆冷却剂冷热管段温度是重要的热工参数，温度测量的一次
元件是电阻温度计。
宽量程的温度测量由装在套管内的电阻温度计监测。
每条环路的冷热管段各装一支宽量程电阻温度计，将它们置于伸入冷却剂的套管内。
由于不与冷却剂直接接触，测得的冷却剂温度有一定的滞后，仅用于指示。
其量程为0～350℃. 　　用于电厂控制保护的温度测量要求精确、响应快，采用浸入式的窄量程电阻温
度计。
显然，这种精密仪表不能直接插入主管道的高速流体中，因此在每个环路设置了测温旁路管线。
从冷、热管段分别引一股流体到测温旁路进行测量。
图3.2所示为测温旁路示意图。
　　图3.2 一回路的测温旁路　　从主管道引来的采样水应具有代表性，热管段上的取样点是用三个互
成120. 的取样管嘴在管道同一截面上伸入主管道中。
三个管嘴的采样水混合在一起汇入测温旁路，这样的采样水代表热管段水。
　　冷管段的水从主泵的下游取样，由于泵的搅拌作用使水得以混合，仅需一根取样管就可得到代表
性的冷端水温。
　　从冷热管段引来的采样水，合并到一条公共返回管线，在过渡段汇入主管道。
返回管线上设有流量计，以监测旁路管线是否有足够的流量。
若流量低则发出报警，说明此环路的温度测量信号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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