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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Bà g L a

!

G0''06̀ 'Y;

!

6F; '̀66G

h

!

2,7%&;H$1378.$

4

37

O

:

5

$T%73

4

2.18HQ,3.7%

Q,3H/,H32Q

*

G

+

&'H/%F1Q,3H- ;2,:$8Qa

!

())Z

!

(>"

"

*

#'

"*ZC"*D&

*

"

+

!

a0'099̀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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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反应堆燃料元件成像的尝试性模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