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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合肥四月四日电(桑敏)记者从合肥科学岛获悉，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科研人员在刚刚结束的二00二到二00

三年度冬季HT-7超导托卡马克实验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超过一分钟的等离子体放电，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产生分

钟量级的高温等离子体实验装置。 

  

   热核聚变类似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超导托卡马克是利用巨大环形超导磁场，对等离子体进行加热、约束，创

造可以控制的产生聚变的物理条件。可控热核聚变研究是综合性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在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和环

境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热核聚变几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洁净能源，研究和探索这种新能源具有战略

意义。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建成的HT-7装置，是中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本轮实验面向国际前沿，以先

进运行模式、高参数稳态运行这两大对未来商用反应堆建设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为主线，对一些基本等离子体物理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获得许多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有可能对深入理解等离子体约束和输运这一物理难题产生重要影

响，并对未来简化聚变反应堆工程有重大意义。 

  

   本轮实验的部分重要参数是：最高电子温度超过五千万度；获得可重复的大于六十秒放电时间，最长放电时间

达到六十三秒九五；高温等离子体存在时间仅次于容积大于HT-7装置一十点五倍的法国超导托卡马克装置。这些成

果表明，HT-7的运行参数已远超出其设计指标，成为对国内外全面开放的、世界上第二个可进行高参数稳态条件下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公共实验平台。 

  

   本轮实验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行。来自欧、美、日、俄等国以及国内相关单位的数十位

科学家联手会战科学岛，使多项合作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并获得令人振奋的实验结果。  

  

  (中新社 2003年04月05日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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