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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强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引发核危机。
一次又一次的爆炸，一次又一次的泄漏，一次又一次地提升灾难等级，全世界人民的心都为之牵动。
恐惧的表情，迷惑的目光，坚定的脚步，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最难忘的画面。
恐惧之余，人们在问：核，你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人们不会忘记，1895年11月8日，这个平常的日子，却成为了人类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德
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著名的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在这天晚上发现了x射线。
从那一天起，原子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人类走进了核时代。
人们不会忘记，1942年12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费米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座核反
应堆，人类第一次直接从原子中获取了能量，人类首次控制了核能的释放。
核，首次被人类征服。
从此，人类在利用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们不会忘记，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人把他们研制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
崎两座城市的上空。
瞬间，城市毁灭了，人类首次成为核的牺牲品。
核显示出的巨大威力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人们不会忘记，1954年6月27日，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开始运行，它的投入使用标志着人类核电时
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核能的和平利用成为现实。
人们不会忘记，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强大的辐射迫使周围数千里的人
民背井离乡，四处飘散的粉尘使得大片土地荒芜，所有的生物深受其害。
核，露出了魔鬼的凶相。
核，就像一只野兽，曾被人类驯服得俯首帖耳，为人类服务。
但其毕竟“野性不改”，始终不肯屈服于人类，不肯被人类制造的牢笼所囚禁，只要一有机会，它就
会破笼而出，给人类带来灾难。
马绍尔人的噩梦，K-19号核潜艇船员的悲剧，巴西戈亚尼亚人的阴影⋯⋯都是它一手造成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灾难的背后也有很多的人祸，野心、失误、利益、无知⋯⋯又有多少人为
因素成为了这些灾难背后的推手。
这些，人类不应该忘记。
一百多年来，核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如今，核电在全世界的发电总量中已近
五分之一，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其他能源所不及的。
尤其是随着能源的枯竭，人类对环境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在将来，核能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而对于核电站，只要从设计、建造到运行都认真对待，并采取适当的安全防御措施，它就不会成为人
类的梦魇。
对于核，人类应该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敬，是因为它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畏，是因为它曾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敬，我们就应大胆地与之合作；畏，就应谨慎地与之相处。
相信，只要遵循这一相处之道，核就会与人类和平相处，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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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历史上的核灾难》(编者盛文林)从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众多核事故、核爆炸、核泄漏事件中，选
取其中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的七次核灾难。
按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将历次核灾难的发生时间、地点、经过、损失、后续影响等，以写实的风格
逐项呈现给读者。

具体内容包括：广岛长崎核爆炸，太平洋上的核试验、核潜艇危机、三里岛、切尔诺贝利、戈亚尼亚
以及现在仍无法估计损失程度的日本福岛核泄漏等七次人类史上遭遇的巨大核灾难。

《人类历史上的核灾难》资料翔实，许多图片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披露，真实程度震撼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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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以档案式纪录片的表现形式搜索了人类历史上遗患无穷的核灾难写实，将事件突发的前因后果、
人们遭遇的不幸场景、现场珍贵镜头及其后续影响再现于读者面前。
我们回放这些事件，是为了看清这些核灾难的发生和肆虐，是为了不忘我们面临的危险，为了彻底杜
绝这样的灾难，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能保护自己不受威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相比快乐，灾难能更多的带给人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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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60年11月29日，根据与东京电力公司达成协议，福岛县提供双叶郡大熊町作为核能
发电站的地址。
1967年7月，一号机的沸水反应堆建造完工，于1971年3月26日开.始正式进行工业发电。
1974年7月18日，二号机开始营业运转；1976年3月27日，三号机开始营业运转；1978年4月18日，五号
机开始营业运转；同年10月12日，四号机开始营业运转；1979年10月24日，六号机开始营业运转。
按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在2011年3月26日，已经运行40年的一号机组将终止运转。
但是，就离“光荣退役”还有短短十几天，一场灾祸降临到了它的头上，打碎了它的美梦。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六个机组均为沸水堆，该类型占世界所有反应堆的四分之一，从核电站的发展历程
上来说，这六个机组属于第二代。
与其他类型的反应堆相比，控制棒从堆底插入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沸水堆堆芯上部含汽量多，造成堆芯上部中子慢化不足，泄漏增多而使轴向
中子通量分布不均匀，峰值下移。
控制棒由堆芯底部插入有助于展平轴向功率分布。
二、可以空出堆芯上方空间以安装汽水分离器和干燥器，不需在堆压力容器外另设汽包。
但控制棒从堆底插入所带来的问题是其不能像压水堆那样失电后靠重力落棒，未能停堆的预期瞬态事
故概率增加，所以对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可靠性要求更高。
控制棒在正常运行时是电驱动或机械驱动，失电时由备用液压把控制棒顶上去。
每组控制棒，或者每两组控制棒有单独的液压驱动装置。
.沸水堆的功率调节除用控制棒外，还可用改变再循环流量来实现。
再循环流量提高，汽泡带出率就提高，堆芯空泡减少，使反应性增加，功率上升，汽泡增多，直至达
到新的平衡。
这种功率调节比单独用控制棒更方便灵活。
2011年3月11日下午，地震发生。
控制棒上插，反应堆安全停堆。
堆芯热功率在几分钟内由正常的1400兆瓦下降到只剩余热，但仍有约4％，虽然仍在下降，但下降速度
变慢。
核反应堆的一个特点是在停堆后仍需要对堆芯进行冷却，因为核燃料有自衰变余热，虽然比人控裂变
产生的热量小得多，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冷却，也会使得堆芯达到上千度的温度，导致核燃料棒融
化，然后是烧穿外层保护的钢壳、混凝土结构等，造成核泄漏。
而在反应堆停堆的情况下，余热冷却系统的泵所需的电力就需要从外部输入。
一般情况会准备多路外电网输入，同时每台机组一般有两台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而且同一电厂内的
其他机组的应急柴油发电机也可以互相备用，也可以使用电池系统来使设备保持运转，它们也为安全
系统提供动力（安全系统通过冷却反应堆核心来防止熔毁）。
这就是说，核电站的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安全体系——首先依靠外电。
如果外电不再可用，就使用发电机，发电机要是有问题，就启用备用电池。
而电池组通常能够在柴油发电机开始运转前保证电力供应。
但在这次强烈地震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外电网全部瘫痪了，但好在应急柴油机很争气地运转起
来了，向堆芯内注入清水。
注意是清水，不是硼水或海水，换句话说，操作员采用了比较保守的方法。
因为如果用硼水或海水，虽然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但结果就是反应堆彻底报废！
此时，核电站还算正常。
随着海啸的来临，柴油机房被淹，应急柴油机不可用。
不过幸好，还有蓄电池，虽然容量较小，但是在事故后8小时内还是为压力容器的冷却做了一些贡献
的。
电池眼看就要耗尽，传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卡车运来了移动式柴油机，坏消息是柴油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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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接口和核电站的接口不兼容！
堆芯冷却暂时停止。
一个广为流传但无法证实的说法是，当卡车最终运来了柴油发电机时，工人们却发现了另一个很严峻
的问题：发电机和冷却系统需用电源不匹配，无法供电。
不过，至于其确切的原因，日本官方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说法。
有人推测，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反应堆是美国GE公司设计的，设计电压为440伏，与柴油发电机提供
的电压不合。
福岛属于关东，而关东和关西的电力频率竟然还是不同的。
关东的频率是60赫兹，关西则是50赫兹。
夏天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关西也会支援关东，但需要先通过变电站转换频率。
震灾中关西电力转换的电不足以满足停电地区的需要。
东京电力公司供电的区域在傍晚7时暖气、电灯开着的时候，需要3800万千瓦，而关西电力只能提
供100万千瓦。
在没有电力驱动冷却系统的情况下，反应容器中的冷却水会被持续加热，水逐渐变为水蒸汽，并使容
器中的压力持续增加。
这最终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容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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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历史上的核灾难》编辑推荐：越小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威力的。
当人类发现核元素的射线能穿过厚重的金属和坚固的混凝土时，当人类打开核元素的大门，惊叹于核
子的力量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核元素会给人类带来如此大的灾难。
从被投掷过原子弹的广岛、长崎到八百年后才能重新进入的“鬼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从
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到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狰狞无比的核元素像极了从地狱出来的恶魔撒旦。
《人类历史上的核灾难》以档案式纪录片的表现形式搜索了人类历史上遗患无穷的核灾难写实，将事
件突发的前因后果、人们遭遇的不幸场景、现场珍贵镜头及其后续影响再现于读者面前。
我们回放这些事件，是为了看清核灾难的发生和肆虐，是为了不忘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为了彻底杜绝
这样的灾难，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受威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相比快乐，灾难能更多的带给人类謦醒。
核爆炸！
核泄漏！
核污染！
核辐射！
黑镜头：核辐射离我们有多远？
核泄漏来袭，我们该怎么亦？
盘点人类历史上七大核泄漏事件，震撼世界！
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漏危机，核辐射引起的核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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