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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强烈地震、海啸、核电站爆炸接踵而至，一连串的灾难引发的“复合危机”，残酷无情地吞噬着日本
的生命和财富，核泄漏的阴影无情笼罩着日本狭长的国土，福岛民众在核辐射的恐慌中接受考验。
一时间，世界其他各国的民众谈核色变，核泄漏牵动着无数人们敏感的神经。
    福岛核电站爆炸是如何酿成悲剧的？
核危机又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
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强烈地震引发海啸，进而引发核电站爆炸，导致核泄漏事故的连锁效应，全面解
析核泄漏事故引发出的核危机。
日本核电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日本在核危机的浓雾中将何去何从？
灾难之后，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之路将走向何方？
    灾难带来的记忆总是痛苦的，日本的核危机再次唤醒人们对过去核泄漏事故的惨痛记忆。
回顾历史，每一起核事故都是沉甸甸的教训，受害的人们生活在灾难的噩梦中，受核辐射的美丽家园
被迫废弃，成为无人区。
切尔诺贝利、三里岛、东海村等核事故如今仍然是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自从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核武器的阴影就始终伴随着人类；在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日益
恶化的大背景下，人类一度以为核电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新能源的曙光，但是，这次日本福岛的核危机
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历史的教训让我们更清醒地面对灾难。
直到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爆炸和核泄漏，才让许多人意识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
的核辐射隐患原来已经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边。
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面对严重的核泄漏危机，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对策。
什么是核辐射？
核辐射对人体有哪些影响？
应对核辐射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
这次日本的核危机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核辐射的阴霾会不会飘至中国？
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许许多多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民众，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解析，为广大读者提供预防、应对
核辐射的参考和建议。
    日本发生的核泄漏让日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让世界各国对于核电的发展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估，
更让人们重新思考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
在不可控制的天灾面前，我们是否有这样一种意识：如果灾难明天就突然降临，我们准备好了吗？
灾难终会成为历史，但我们绝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度重演。
核泄漏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却有必要思考，从这次日本的核危机中我们学到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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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严重的核泄漏危机，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对策。

 什么是核辐射？
核辐射对人体有哪些影响？
应对核辐射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

在不可控制的天灾面前，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如果灾难明天就突然降临，我们准备好了吗
？

《核患无穷(核泄漏危机的应对之策)》为此而作！
 《核患无穷(核泄漏危机的应对之策)》的作者为韦元波、吕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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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核患无穷(核泄漏危机的应对之策)》的作者为韦元波、吕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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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的来看，对外排泄的水蒸气，是放射性的主要来源。
这一点，与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相似，不过，由于福岛失事反应堆有3个，持续时间长，所对外排放的
放射性水气早已远远超过了美国三里岛事故，又全部发生了毁坏外厂房的氢气爆炸，此外还有大量外
泄到海里的微量辐射的冷却水，完全是属于7级事故，性质比较严重，公众也极为关注。
    实际上，福岛事故对环境和人类，总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说从实质上没有影响，与切尔诺贝
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在核电站业主东京电力公司的网站上，一直按日本的核灾应对法律，在持续
更新公布着排放辐射量的变化情况(在电站大门以半小时甚至10分钟的间隔测定)。
在大部分时间，辐射量都停留在对人体没有实质性危害的水平上。
    目前看来，海水冷却对堆芯的降温是有效的。
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几天，一般是3～5天。
再过2～3天，这3％的衰变热量得到控制恢复正常，事故抢险就可告一段落，进入后续处理阶段了。
    可以说这次核泄漏，是一次“有计划”的泄漏，是丢卒保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会有少量放射性物质扩散到空气中，但比起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当然是好得多了。
    三、氢气爆炸会炸出多少核燃料？
    (一)氢气爆炸的原因    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是沸水反应堆，反应堆的最里面是核燃料，核燃料装在陶瓷
芯块中，陶瓷芯块又装在锆合金中，锆合金外面就是水，水装在一个大容器中，容器的外面是钢筋混
凝土做成的安全壳。
    核燃料发生裂变，产生的热量传导给水，水变成蒸汽，从蒸汽管流出去，其中的液态水被过滤掉后
，就进入发电机组，发完电后，气体冷却为液态水，又通过水管流回容器，如此形成循环。
    氢气爆炸的条件是在密闭的容器里，氢气和空气相混合时，当氢气含量在4％-76％的范围内，且有
火花式温度在7000℃以上时，就会发生爆炸。
    日本此次地震发生后，供电系统中断，此时应该启用核电站自有的柴油发电机发电，但是地震引起
的海啸又把柴油发电装置淹没了，核反应堆失去了电力供应。
此时，由于没有动力驱动，水循环不能完成，核反应堆中的热量带不出去，热量的聚集导致容器中更
多的液态水变成蒸汽，容器内气压变大，对容器外壳形成威胁。
    为了降低容器内的气压，工作人员选择把蒸汽排出核反应堆，但是容器内的高温使得水蒸气与锆合
金反应产生氢气，含有氢气的蒸汽排出去之后，与厂房里的氧气混合发生了爆炸。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号、三号和二号反应堆分别在当地时间12日15时36分、14日11时01分和15日6时10
分发生氢气爆炸。
另外的四、五、六号反应堆在地震之时恰好处于停机检修状态，反应堆危险不大。
    从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排放辐射量检测值看，前两次爆炸前后，辐射值都没有大的变动。
这说明了这两次爆炸并没有炸出核物质，也说明了一号和三号反应堆的密闭安全壳是完好的。
    但是，在15日的早上，最后一台工作机组二号反应堆爆炸之后，警报拉响了。
从数值上看，检测值从70微希／小时左右迅即上升到8217微希／小时，中间短暂下降，接着又爬升
到11930微希／小时的空前高点。
反应堆安全壳是否已在爆炸中损毁？
所有关注的专家们立刻揪紧了心。
这将是一座要喷发的火山么？
传媒和公众也都绷紧了神经。
所幸，这一数值在下午降低到1000左右，然后又缓慢地下降到500左右。
    (二)突发的新风险——四号反应堆乏燃料池    另外的风险在于四号反应堆的核燃料废料(乏燃料)存储
池。
四号反应堆所在建筑的五层有一个冷却池，有783根使用完毕的核燃料棒，当被称为乏燃料的燃料棒从
反应堆中卸出，它带有大量的放射性，并且还会继续释放出自衰变热量，所以会被立刻装进反应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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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开放式的冷却池里，用水来屏蔽乏燃料的放射性并吸收它放出的热量。
    按各国核电惯例，用完的核燃料棒会直接放在厂房里的乏燃料水池放置几年，让其进一步自衰变达
到冷却。
一般设计乏燃料水池能够容纳20年的乏燃料，常常累积了十几年才一并运出到永久核废料库。
这个深达1l米的池内硼酸水温度通常保持在40℃，但是在15日早上10点左右四号反应堆发生外部火灾
后，池内的温度上升到了80℃，而且水位也下降了不少。
    15日晚仍无法向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号机组的核废料存储池注水，也没能掌握水温和水位。
    乏燃料的放射性水池没有特别防护，平时人也可以抵达边上，水就足够屏蔽其短程核辐射了。
对于乏燃料的处理，只需保持冷却，防止临界就行了。
现在的风险是注水和冷却不及时导致乏燃料露出水面并破损，那粉尘的辐射及伤害还是很强的，核裂
变反应产生的新放射性元素既有化学毒性又有辐射毒性，如果飘散在环境中，又被人体吸收，形成无
法排除的内辐射，会造成极大的、接近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环境麻烦。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当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只能保持密切观察，虽然其常规设备(“常规岛”)因地震和海啸的损毁麻烦不断，但是，其核部
件安全结构(“核岛”)决定了其很难发展成为切尔诺贝利式的洲际核事故。
即使出现最坏情况，影响依然非常有限，核心受灾区，依然在半径二三十公里的范围里面。
距离一远影响就很小。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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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岛核电站爆炸是如何酿成悲剧的？
核危机又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
日本核电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日本在核危机的浓雾中将何去何从？
灾难之后，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之路将走向何方？
《核患无穷(核泄漏危机的应对之策)》(作者韦元波、吕熹元)解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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