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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电厂事故分析》主要内容为核电厂设计基准事故分析的基本知识和典型事故的分析方法和案
例，其中包括各个事故的过程特点，事故缓解手段和对操纵人员的要求等。
在分析案例中，本书引入了二代和三代核电机组设计基准事故的分析，并进行了比较。

　　《核电厂事故分析》是清华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核电厂事故分析使用的教材，也
可供从事核电工程的相关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核工程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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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6 事故分析的基本假设 2.6.1 初始条件及各项参数 事故分析采用的初始条件及各项
参数均取保守值，即取值对后果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究竟取正不确定性还是取负不确定性，常常需要经过仔细考虑，甚至必须经过敏感性分析才能确定
。
为决定如何取保守值，有三个方面是必须虑及的：①所分析的事故的过程特征；②事故分析所针对哪
一项验收准则；③在事故分析中，采用的是哪一种停堆信号。
在以后各章中，将针对各种事故讨论保守值的选取。
 下面列举一些需考虑取保守值的项目及通用的不确定性值： （1）运行参数需考虑不确定性（控制系
统死区，仪表误差及波动）。
例如，初始功率+2％，初始温度±2.2℃（40F），稳压器压力土2.1bar（30psi）。
稳压器水位取±2％，SG二次侧水位取±5％等。
主冷却剂流量，一般取设计值。
这实际上已加上了保守性，因实际流量往往会大于设计流量，而且如取较小的保守值会影响到冷却剂
温度的决定。
SG二次侧的压力往住由热平衡决定，不必预先规定正负不确定性。
 （2）堆物理参数：慢化剂温度（密度）反应性系数取后果最大的寿期的数值，甚至取为零值。
如对于确定寿期的分析，则取±10％不确定性，燃料多普勒反应性系数取±15％，控制棒价值计算
取15％不确定性。
 （3）停堆信号应取安全级信号。
法国的分析中不取第一个到达的停堆信号，可参考执行。
停堆设定值需带上保守性。
停堆信号至控制棒开始自由下落的延迟时间，应按实验结果加上保守性，控制棒负反应性引入曲线，
应取趋底型（下凸型）曲线。
 （4）金属结构热容量及传热面积，一般取±10％不确定性。
 （5）稳压器及SG安全阀开启压力，也应取保守值。
 1.AP1000事故分析采用的初始条件 因为大多数的事故都是由偏离泡核沸腾准则所限制的，所以初始条
件假设为名义值。
功率、温度、压力的容许值是由统计方法得到的，由此引起的偏离泡核沸腾比（DNBR）的不确定性
，已包括在内。
这就是改进的热工设计方法（和传统的保守性假设不同）。
 对于不是由DNB设计准则限制的事故，或者对于没有使用改进的热工设计方法的事故，初始条件用的
是名义值加上最大的不利的稳态误差的值。
在分析中假想了下列的保守性误差。
 ①反应堆功率由于热量测量误差有+2％的误差；②由于系统的温度测量误差和控制器的死区间，平均
冷却剂温度有+6.5～—7.0°F的误差；③由于稳态的波动和测量误差，稳压器压力有+3.5bar（+50psi）
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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