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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安发〔2008〕94号)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我局对重水堆核电厂运行监管情况表明，由于重水堆核电厂在设计和运行方面均与压水

堆核电厂存在较大差别，现行《核电厂营运单位报告制度》（HAF001/02/01）中的运行事件判定准则

对重水堆核电厂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对现行运行事件判定准则进行适当的修订和补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HAF00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之二附件一—核电厂营运单位报告制度》（HAF001/02/01）的有关规定，结合重水堆核

电厂的运行经验以及我局的监管实践，我局制定了《核电厂营运单位报告制度》中的《重水堆核电厂

运行事件判定准则》(试行)，现予发布执行。 

  各重水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严格按照新发布的判定准则实施管理，确保核电厂运行安全，并根据

运行经验对其试用情况进行反馈和总结，在试行期间，每年向我局提交有关总结报告。 

附件：重水堆核电厂运行事件判定准则（试行） 

国家核安全局 

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重水堆核电厂运行事件判定准则（试行） 

  4.1 报告准则 

  在核电厂试验和运行期间，发生下列各类事件时，营运单位应该向国家核安全局和所在地区监督

站报告。 

  4.1.1 违反核电厂技术规格书的事件 

  4.1.1.1 核电厂技术规格书要求的停堆事件 

  核电厂机组运行时，必须满足核电厂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运行限制条件。如果偏离核电厂技术规格

书规定的运行限制条件，或者某个安全重要系统或设备不能使用或运行参数达不到规定值，并在规定

的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而导致停堆，应该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例如，机组运行时，一台汽动辅助给

水泵不能使用，按核电厂技术规格书的规定，必须在24小时内将其恢复正常；或者一台柴油机带动的

辅助给水泵不能运行，按核电厂技术规格书的规定，必须在72小时内将其恢复正常。如果在上述规定

的时间内尚未恢复正常而导致停堆，这样的停堆事件就应该报告。停堆包括热备用、热停堆、中间停



堆和冷停堆。 

  4.1.1.2 违反技术规格书的运行事件。 

  这类事件包括： 

  （1）运行参数超过安全限值； 

  （2）监督试验或监测周期超过规定的期限； 

  （3）出现了技术规格书中不允许出现的运行工况等。 

  监督试验是指核电机组运行期间所进行的定期试验，它是为了验证安全有关的构筑物、系统或部

件是否能继续执行其功能或者是在执行其功能的备用状态。如果两次监督试验或监测之间的间隔时间

超过核电厂技术规格书允许的限值，应该报告。核电机组在运行时出现了核电厂技术规格书中禁止的

运行工况，例如，在某种停堆工况下，应该维持两台停堆冷却泵处在运行状态，由于某种原因只有一

台泵在运行，从而导致堆芯和主回路温度偏高。 

  4.1.2 导致核电厂安全屏障或重要设备的性能受到严重损害或出现下列工况的事件 

  （1）明显危害安全的没有分析过的工况； 

  （2）超出核电厂设计基准的工况； 

  （3）在核电厂运行规程或应急规程中没有考虑过的工况。 

  “核电厂安全屏障或重要设备的性能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是指这些设备出现故障或不能执行其

功能或它们的机械或化学性能受到严重损伤，降低其对3类或4类工况的承受能力。这类事件的事例

有：（1）堆芯或贮存水池内燃料包壳破损率超过允许范围；（2）一回路的放射性超过规定限值；

（3）压力壳或一回路的其他重要设备（蒸汽发生器、主泵、稳压器、安全阀和卸压阀）出故障和主管

道破损；（4）主冷却剂系统的焊缝或材料有重大缺陷；（5）在试验或运行期间，卸压阀或安全阀丧

失操作能力或可用的数量不足；（6）安全壳泄漏超过规定限值。 

  “可能导致明显危害安全的没有分析过的工况，超出核电厂设计基准的工况或在核电厂规程或应

急规程中没有考虑的工况的事件”主要是指一些对核电机组安全运行有全局性影响的事件，而不仅是

个别运行参数的偏离或个别零件出故障。这类事件的事例有： 

  （1）堆芯传热管道内出现过量的汽泡，妨碍从燃料元件内导出热量，特别是在自然循环条件下，

导致传热效率急剧下降，并可能引起元件或堆熔化； 

  （2）测量信号管路内出现汽泡，使仪表误显示，从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 

  （3）在试验监督中，一个单一故障或人的误操作导致多台设备中断运行； 

  （4）在例行检查时发现高能管道的支撑构件的螺丝松动。 

  4.1.3 对核电厂安全有现实威胁或明显妨碍核电厂值班人员完成安全运行的自然事件和其他外部

事件 

  核电厂附近发生这类事件时，将直接威胁核电厂的安全，并使核电厂值班人员难以继续维持反应

堆的安全运行或按规定程序停堆或保持安全停堆状态。这类事件的事例有：雪崩、地震、洪水、雾、

湖水或河水高水位或低水位、高温、高潮位、滑坡、雷电、地面沉降或塌陷、龙卷风、海啸及潮涌、



地面隆起、火山爆发、飞机撞击、化学物质释放、森林火灾、工业或军事设施事故、蓄水或挡水工程

事故、地面交通工具爆炸或撞击、有毒气体释放和使用爆炸物等。但是，这类事件对核电厂安全的威

胁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分析判断，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报告。 

  其他外部事件主要指来自核电厂外部的某些人为事件，例如，经过核实的可能影响核电厂安全的

敌意举动或有这种企图的行为。 

  4.1.4 导致专设安全设施和反应堆保护系统自动或手动触发的事件（预先安排的这类试验，以及

反应堆处于保证停堆状况时因干扰信号引起停堆系统触发的事件除外） 

  专设安全系统和反应堆保护系统在需要时应能及时地正确投入运行。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些设施或

系统误启动。尤其是安全注入系统和紧急停堆系统，因为它们突然投入运行后，将使燃料包壳和一回

路设备出现剧烈的温度和压力瞬变过程，使其机械性能受到严重损伤，从而对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产

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出现这类触发事件时应该报告。如果在一个事件过程中，为了缓解事件的

后果，自动或手动触发反应堆保护系统或专设安全设施将不单独作为一个事件提交报告。 

  反应堆处于保证停堆状态时因干扰信号引起停堆系统触发的事件包括：在启动仪表系统所在区域

使用电气设备，如吸尘器、电焊机、切割机、对讲机，反应堆厂房内设备启动等引起的电磁信号导致

停堆系统触发的事件。 

  4.1.5 任何可能妨碍构筑物或系统实现下列安全功能的事件 

  （1）停堆和保持安全停堆状态； 

  （2）排出堆芯余热； 

  （3）控制放射性物质释放； 

  （4）缓解事故后果。 

  这里不包括在同一个系统中冗余或备用设备能够完成所要求功能而个别部件出故障。 

  这里包括任何可能妨碍安全系统正确执行安全功能的事件，而不管这些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或

发现的，或当时是否需要该系统完成相应的功能，也不管其他系统是否可以完成同样的安全功能。

“可能妨碍安全系统正确执行安全功能的事件”是指在启用有隐患的安全系统之前发现并排除了故障

或采取了纠正措施，从而没有造成实际后果。这类事件的事例包括下列系统所发生的故障：反应堆保

护系统或紧急停堆系统、专设安全设施、专设安全设施触发系统、事故监测系统、反应堆冷却剂系

统、卸压阀或安全阀、设备冷却水系统、应急供水系统（重要负荷公用系统）、最终热阱系统、交流

和直流应急供电系统等。在同一个系统中冗余的或备用设备能完成所要求的安全功能时，个别部件出

故障不在此例。例如，两台泵各开到额定容量的50%完成某一功能，如果其中一台因故停运，则另一台

可以开到额定容量的100%完成同样的功能。 

  妨碍这些构筑物或系统实现其安全功能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人的失误、设备故障、设计、分

析、制造和安装不正确或程序（如监测、维修、鉴定、质保、等程序）错误。 

  4.1.6 导致多个独立的具有下列功能的系统、序列或通道同时失效的共因事件 

  （1）停堆和保持安全停堆状态； 

  （2）排出堆芯余热； 

  （3）控制放射性物质释放； 



  （4）缓解事故后果。 

  这里包括由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独立的安全重要系统、序列或通道同时失效的并发故障或断发故

障的事件。出现这类事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应系统或部件所处的环境相同，使得对诸如火灾、洪

水、高温或放射性物质释放这类影响不能隔离；或者是由于在这些系统或部件之间原来就存在相互影

响的因素；或者是由于这些系统或部件的设计、制造、安装、运行或维修过程中类似的失误。这类共

因事件对核电厂的安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而要给予特别注意。 

  4.1.7 放射性释放失去控制的事件 

  4.1.7.1 对工作人员和电厂附近公众成员造成的有效剂量当量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 

  4.1.7.2 在非限制区，空气中气载放射性物质在一小时内平均浓度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导出空气

浓度（DAC）限值的两倍； 

  4.1.7.3 在非限制区，饮用水中所含放射性核素，除氚和溶解的惰性气体外，在一小时内平均浓

度超过国家规定的导出食入（DIC）限值的两倍； 

  4.1.7.4 放射性物质贮存及放射性废物的排放管理违反了国家标准或有关部门的相应规定。 

  这类事件的事例有： 

  （1）在一次事件中，工作人员个人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当量超过了50mSv； 

  （2）在非限制区内，公众成员在一个日历年内受到的有效剂量当量超过5 mSv； 

  （3）导致人员伤亡或需要送医院治疗的核起因事件； 

  （4）放射性物质包装不合格或不密封，以致表面剂量超过规定值或有放射性物质泄漏； 

  （5）放射性物质在限制区或非限制区内丢失，并可能危害公众的健康； 

  （6）放射性器材被盗或遭破坏等重大事故； 

  （7）意外放射性释放； 

  （8）意外临界。 

  4.1.8 对核电厂安全有现实威胁或明显妨碍值班人员安全运行的内部事件 

  在核电厂出现这类异常事件时，例如火灾，可能需要值班人员撤离或不能进入安全有关系统或设

备的场所，从而妨碍安全运行，这类事件应该报告。这类事件的事例还包括化学物质、有毒气体和放

射性物质释放以及使用爆炸物等。 

  4.1.9 其他事件 

  4.1.9.1 一次事件中重水损失超过100Kg； 

  4.1.9.2 主热传输系统与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之间的隔离阀失效或误操作，导致堆芯冷却剂流量被

旁通的事件； 

  4.1.9.3 装换料错误事件。这类事件包括在装换料过程中将燃料棒束装入错误的燃料通道，或装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入燃料通道的燃料棒束富集度不正确，或燃料通道换料方式错误； 

  4.1.9.4 上述各类所不包括的，由国家核安全局或营运单位根据事件的性质及其后果确定为对安

全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以及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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