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论坛 博客 分类信息 论文 实名举报 科学时报系列 | 电子杂志订阅 | English | RSS | 直播 

 
   

科学网首页>新闻中心>正文 生命科学 医药健康 基础科学 工程技术 信息科学 资源环境 前沿交叉 政策管理 

 

作者：元元 来源：搜狐科学 发布时间：2008-9-17 10:19:10

画家描绘的月球核反应系统  

据美国探索频道报道，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努力实现打造长期的月球基地的计划，如今想到了

一个解决此基地的供电办法，就是在月球上建造迷你核电站系统。本周，美国宇航局宣布他们正在建造

一个迷你核电站样品，准备在2012年或2013年进行测试。 

 

当美国宇航局的星群计划――即人类于2020年前重返月球的计划越来越近时，他们忙于考虑一些实

际细节，比如，如何让发电机连续运转，如何让电灯长久不熄。 

 

在准备时期，科学家认为太阳能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解决办法，但重要能源的最终供应方案还处于

考虑之中。毕竟月球上有些地方的黑夜可以持续334个小时，而月球南极更是长夜漫漫，在那里太阳从

来没有升高过。而月球核裂变电站系统将可以为这些月球区域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不需使用太阳能。 

 

此月球核电站系统将在核子裂变的通用法则上实施，但得有几个方面的改进以适应太空环境。此系

统将在反应堆中分裂铀原子以产生热量，之后再利用这些热量来发电。由于月球基地的核反应堆只需满

足少数人的用电需要，因此美国宇航局表示他们能将它压缩成一个办公室垃圾桶那么大的构造。此月球

核电站系统可以埋在月球地面下，根本不需要标志性的冷却塔，任何残余的热量都可以通过巨大的辐射

散发到太空中。 

 

此样品月球核电站将在太空模拟设备下进行测试，美国宇航局表示，在最初的测试中，它将不会使

用铀充当能源，而是由更安全的热能――液态金属冷却剂来代替。美国宇航局工程师李·梅森说：“我

们的目标是建造一个技术示范的核电站，具有月球核电站系统的全部重大组件，再利用非核能完整系统

在太空模拟设备下进行测试。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下一个十年证实这种技术是可行的。届时，美国宇航

局会决定月球基地是否采用这种供电系统。” 

 

美国宇航局工程师正在探究这种核电站的可行性，他们估计月球上的一个迷你核电站系统可以产生

稳定的40千瓦电力，这足以供应地球上大约8户人家的用电需求。美国宇航局目前已经签定了二份合

同，以制造二种不同的核电站系统，希望能将核能转化为电能。由美国太阳能公司设计的第一种核电站

系统是利用二个相反的活塞发动机将交流发电机连在一起，每一个可产生6千瓦的电力，一共可以产生

12千瓦电力。第二个核电站系统是由巴伯—尼古尔斯公司设计的，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密封式的布雷顿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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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发动机，利用高速涡轮机和压缩机与一个旋转的交流发电机连在一起，也可以产生12千瓦的电力。 

 

美国宇航局表示测试此电力转换系统将是决定是否采用月球核电站的关键。经过一年的设计和分析

之后，美国宇航局将选择这二家签约单位中的一家来建造一个电力转换系统样机。此样机还要配备由美

国宇航局格伦中心开发的热量反射系统。与此同时，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正在研制一个非核

能反应堆仿真器，利用液态金属冷却剂充当热量源，进行模拟测试。此模拟测试可望在2012年或2013年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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