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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实验快堆系列丛书：堆主热传说系统及辅助系统》根据《中国实验快堆基础理论培训教材
》中的主热传输系统教材大纲编写的。
书中介绍了世界钠冷快堆主热传输系统的组成和特点，结合中国实验快堆的实际情况，主要介绍一回
路主冷却系统、二回路主冷却系统等主热传输系统及其辅助系统的流程、原理、组成、工艺参数，主
要设备结构、尺寸、主要特点等。
使读者能够全面掌握快堆主热传输系统及其辅助系统主要功能和原理。
《中国实验快堆系列丛书：堆主热传说系统及辅助系统》适合即将从事快中子反应堆工作人员基础理
论培训选用，同时也适合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及以上的读者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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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堆核岛主工艺系统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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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选择换热管中心距、介质流速和入口方式以及换热管支持板设计时，充分考
虑了尽量减轻钠水反应后果和流致振动等问题。
 （4）蒸汽发生器的常规强度计算结果证明，设计满足了要求。
壳体的设计压力考虑了设计基准事故引起的压力峰值。
 换热管强度计算中对壁厚附加量的选择时，除了考虑厚度负偏差、腐蚀裕量等因素外，还考虑了钠水
反应的耗蚀率。
根据给水水质，运行工况和运行参数值，换热管的耐腐蚀性是有保障的。
 换热管的设计壁厚为1.62 mm，实际选用的换热管规格为ψ16 mm×2.5 mm。
 蒸发器和过热器的换热管材料为俄罗斯材料牌号10×2M。
壳体材料也均为10×2M。
俄罗斯的材料10×2M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与国产材料牌号12Gr2M0比较接近。
 （5）蒸汽发生器采用换热管与管板连接的结构形式，这是俄罗斯BH—600蒸汽发生器已经具有反应堆
运行实践经验的结构形式。
 用胀焊方式连接换热管与管板的结构形式的主要问题是： ①相互连接件的厚度差别大，在过渡工况
下，部件中的应力大； ②连接处存在缝隙，使应力集中增大； ③管板应力分布复杂，容易产生裂缝
。
 因此，它们之间的连接接头是个薄弱环节，在该处容易发生泄漏事件。
如果管板出现裂纹，检修问题就更为复杂化了。
为避免这些问题，BH—600的运行经验，在CEFR蒸汽发生器结构设计和制造中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如果蒸汽发生器采用立式直换热管设计，以换热管直接穿过壳体（取消上管板和下管皈）并在该处以
温度补偿套管使两者连接的结构，从而提高蒸汽发生器的结构完整性和设备拘可靠性，也便于维修和
检查，但是设计和加工制造都较困难，造价提高。
 因为换热管为整根无缝钢管，没有焊缝，而焊缝是发生泄漏的潜在源，从而减少了发生世漏的可能性
。
 换热管束中间有支持板，使管束避免了超过允许的流致振动，也改善了水力和热力睁性。
 （6）蒸汽发生器的布置设计中贯彻实体分隔的原则，立式布置，以便于蒸汽发生器的清先和排放介
质。
 设计了热屏蔽和膨胀节，使蒸汽发生器能经受过渡工况和钠水反应所引起的温度急剧变化和热膨胀差
。
蒸发器和过热器之间有连接装置，以确保两者只有相对的纵向位移。
 （7）水和钠的纯度控制在所要求的允许范围内，使换热管的腐蚀速率低于允许值。
 （8）设计了高度可靠，动作迅速和灵敏度好的CEFR蒸汽发生器事故保护系统，能确保在事故工况下
蒸汽发生器和二回路主冷却系统的压力不超过允许值。
蒸汽发生器事故保护蘸统将详细论述，见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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