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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反应堆物理导论》系统地介绍实验反应堆物理的内容，着重介绍各类实验的物理思想和理
念，特别在相关章节加强了压水动力堆物理试验的内容。
为了加强动态测量方法的理论基础，《实验反应堆物理导论》分三个层次引入了点堆动力学模型。
全书内容共分15章，前12章按反应堆物理实验研究的课题分章，后3章分别介绍3个专题，供有关研究
工作者和现场工作者阅读。
《实验反应堆物理导论》可供核工程技术专业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作为核科学与工程及相关专业硕士
及博士研究生学位或选修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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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实验反应堆物理的研究领域和手段1.1 概述1.2 实验内容的扩展与演变1.3 反应堆中子的探测1.4 实
验方法和实验手段概述第2章 临界实验2.1 临界点及其确定2.2 实验原理、方法和误差2.3 实验仪器和设
备2.4 临界实验举例2.5 问题讨论2.6 接近临界实验过程的数学模拟第3章 中子通量密度及其测量3.1 概
述3.2 活化箔方法测量中子通量密度分布3.3 符合方法测量绝对中子通量密度3.4 固体核径迹探测器测量
中子通量密度3.5 动力堆堆芯中子通量密度分布测量第4章 点堆动力学方程和周期法测反应性4.1 反应性
的定义和单位4.2 点堆动力学方程4.3 倒时公式4.4 周期测量4.5 外中子源和各有关参数的影响4.6 消除中
子源本底和光中子效应的方法第5章 控制棒价值和次临度测量5.1 控制棒价值及其测量目的5.2 周期法测
量刻度曲线5.3 反应性系数法5.4 落棒法和跳源法5.5 数字反应性仪5.6 压水动力堆控制棒组价值测量5.7 
振荡法5.8 源倍增法5.9 问题讨论第6章 脉冲中子源方法测量反应性6.1 概述6.2 单群点堆动力学方程6.3 
实验原理6.4 脉冲中子源方法的仪器和设备6.5 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6.6 相关问题讨论6.7 应用举例第7
章 反应性系数和反应性效应测定7.1 概述7.2 温度系数和温度效应7.3 水位系数和水位效应7.4 质量系
数7.5 其他反应性系数和效应7.6 反应性漂移修正第8章 动态特征参数测量8.1 概述8.2 特征时间常数α的
测量8.3 缓发中子有效份额测量8.4 光中子有效系数及其测量8.5 传递函数的测量第9章 反应堆中子数的
统计分析9.1 概述9.2 罗西α0方法9.3 内生脉冲中子源方法9.4 方差－平均比方法9.5 零概率方法9.6 间隔
分布法9.7 有关问题讨论第10章 中子噪声分析第11章 用反应率方法研究中子能谱第12章 栅格参数测量
第13章 压水动力堆物理试验第14章 ADS次临界堆物理特性及其实验第15章 反应堆动力学方程和空间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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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裂变核反应堆是由核燃料、冷却剂、慢化剂、结构材料和中子吸收材料等组成的一个
复杂的系统，是一种宏观的大块物质的集合体。
研究中子在其中的输运过程，是反应堆物理研究的内容。
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围绕裂变核能的应用，研究设计各种核动力反应堆，以及围绕
提供中子束为目的的各种实验研究性反应堆。
反应堆物理围绕这些反应堆的设计、建造、运行，为安全性和经济性提供数据。
经历几十年的研究，反应堆物理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模型，比较齐全的核
数据库和比较完善的计算机程序系统。
但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不断有新的堆型、新的核能系统需要人们去研究、去开发，已建
成的核反应堆工程也不断有新的研究课题提出。
因此核反应堆物理作为核工程领域的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还将不断发展，不断推进。
核反应堆物理与其他物理学科一样，由于学科的特点分为理论与实验两个部分，它们相辅相成，但又
各具特色。
本书专门讲述反应堆物理实验，当然要介绍各种堆物理实验方法，但是以讲述实验中的物理问题、物
理概念、物理图像为重点。
那种认为实验工作者不需要物理知识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实验的目的、实验计划的设计、实验程序的执行、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应用等，无一不需要物理理念，
并且需要深层次地去理解中子在核反应堆里的输运过程。
反应堆物理，甚至可以说整个核工程都是外来学科，都是引进、借用已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其基础
上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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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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