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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厂区里的!碉堡"

“秦山”在哪里？
两千年前，这座并不巍峨的小山丘，因秦

始皇“登以望东海”而得名。而今，驱车从浙江
海盐县城出发，沿杭州湾东南行 !公里，蜿蜒
的海堤向前舒展，秦山核电基地依山临海而
建。
“我们的环境都是花园式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吧？”工作人员
开玩笑道。确实，提到核电站，很容易联想到
三叶形辐射标志、反应堆爆炸等画面。远至
"#!$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近及 %&""年日
本福岛，都给世界核电事业蒙上浓重的阴影。
眼前，却是一派宁静。满目苍翠，白色楼群

在绿色掩映中错落有致，身着蓝工服、头戴安
全帽的核电人步履匆忙。“安全，是核电站的生
命线”“安全第一，质量第一”，随处可见醒目标
语。秦山核电基地管控严格，进厂前需经过安
全检查、刷扫证件、输入密码三道关卡。

“那是一期 '&万千瓦级的机组！”随指尖
望去，是一座乳白色的混凝土圆柱体，嵌在周
围的建筑群中并不显眼。呵，原来这就是神秘
的核岛呀！

如果从制高点俯瞰秦山，共有 # 座这
样的“碉堡”点缀在墨绿山群，外观平静，能
量巨大。这些质朴的外壳，有一个形象的称
呼“安全壳”：用一米厚的钢筋水泥和 ( 毫
米的钢板制造，密封耐压，能承受地震、飓
风、飞机撞坠等各种冲击。
不仅如此，安全壳内还筑起三道防线：陶

瓷状的二氧化铀燃料芯块，可保留 #!)以上
的放射性物质；高强锆合金制造的燃料包壳，
把燃料芯块密封在套管内；压力容器和一回
路压力边界，将放射性物质锁入耐高压的钢
质冷却系统。

四道安全屏障，或直观或隐匿，将核电
站的“能量心脏”和“辐射源头”———反应堆
包裹其中，确保堆内的放射性物质不会逸
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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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量同!吸一支烟"

从环境应急处的办公楼向外望去，一边
是方家山两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另一边就是
杭州湾的水面与沙洲。距核电基地仅 *&&米
的绿色小岛，是鸥鹭的栖息胜地，种群足以和
厦门鹭岛相媲美。
以鸟群证实秦山核电基地的环境情况尚

属间接，最直观和科学的证明方法，莫过于多
年来的辐射监测数据比对。
“一座百万级核电厂周围的居民，一年受

到的辐照量只有 &+&"毫西弗，相当于吸一支
烟的辐射量。”处长朱月龙的电脑上，显示着
周边 "&公里范围内，",个环境监测点的实
时数据。在核电站 *&公里范围内，还设有多
个取样点，定期对土壤、蔬菜、地表水、牛奶等
样品取样监测。
核辐射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从我国核

电发展初期起，即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保护人民健康不受损害、保护国土不

受污染”是核电站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原则。
朱月龙就与之打了 '&年交道。-#!,年

从清华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毕业后，他分配到
秦山核电厂工作。头两年，他每天下乡调查周
围环境状况，记录人口、交通、食谱等数据，研
究秦山地区水、气扩散模式，用五年时间完成
“秦山核电厂运行前环境放射性本底调查”。

核电站建成运行后，监测日益常态化，朱
月龙电脑上的数据每 *分钟刷新一次，如有异
常立刻报警。此外，人工监测频率有每天、每月
和每季一测，也有年度一测。“.&多年来的监测
结果表明，秦山核电基地的运行，未给周边环
境造成可察觉的影响。相比在日常生活中天然
本底的辐射比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秦山核电站实行政府与企业的“双轨制”

监测，除基地自身设置的 -,个连续监测点，
国家环保部门也有 #个连续监测点，相关数
据实时传输给国家环保部和浙江省环保厅。
“环境监测起到‘报平安’的作用，相互校核和
监督，‘双保险’确保客观真实。”

! !调试就像!化结除淤"

.月 -.日，凌晨 -时 .&分，方家山核电
工程 .号机组主控室灯火通明，巨大的仪表
盘铺满一整面墙，信号灯不时闪烁。
经过 -&&小时连续满功率工作，这座百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具备投入商运条件，意味

着正式并入华东电网，开始向长三角地区输
送清洁安全的电力能源。
方家山核电工程共两台机组，是目前我

国自主化、国产化程度最高的核电站之一。-

号机组于去年 -.月 -*日具备商运条件，实
现我国核电“从 '&万千瓦到 -&&万千瓦”自
主发展的历史跨越。 #下转 !"#版$

“什么是核电厂？”“核电厂安全吗？”“福岛核事故会发生在中国吗？”
“核电厂会泄漏吗？”“核电厂对健康有影响吗？”“万一发生核事故怎么办？”

上海以南120公里，走进秦山核电基地，围墙上新绘的图文科普率先
跃入视野。围墙之内，乳白色圆形核岛错落矗立，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30年前，大陆首台核电机组在杭州湾畔开工建设；30年后，9台机组
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30年间，这座我国最大的核电基地，没有发生
任何核安全事故，没有发生任何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事件。

本报记者 范洁

! ! !千年大计"的防潮堤
今年 -月，#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分别

坐落在秦山及其支脉杨柳山、螳螂山和方家
山，秦山核电基地跃升为国内机组最多、堆型
最丰富、装机容量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
然而，回溯秦山与核电的缘分，却并非一

帆风顺。出于安全考虑，核电站对厂址的要求
较高，包括地质、水文、气象、交通、环保等一
系列要素。

发现秦山，即是如此。选址勘察从 -#/'

年即开始，-#!.年选定浙江秦山，#年间曾先
后几易厂址，浙江富阳、江苏江阴、上海奉
贤，都曾纳入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建地
考虑。年届耄耋的陈曝之和谢恩吉是秦山核
电工程筹建的亲历者。-#!&年 (月，两人途
经双龙岗，回来后查看地图发现，这个山岗
向大海延伸，形成一个天然半岛。“如果把核
电站建在这个海湾里，秦山就是一个天然的
屏障。”

随后，地质勘察发现，秦山地质结构稳
定，基岩属溶解凝灰岩，适合建造核电站厂
房，且周边人口稀少。同时，发生地震频率低、
烈度小。据史料记载，近千年来鲜有高强度地
震，最大的一次是在 -(/!年的清朝初年，结
果是“屋瓦倾斜”，无人员伤亡记载。加之海陆
交通便利，淡水资源充分，真是难得一见的好
厂址！
安全的焦点，最后落在“水”。对秦山核电

站而言，风暴潮、天文潮与强降雨是自然界最
大的敌人。随后，设计师查阅了杭州湾千年以
来海潮与风浪的数据，确定了防洪堤高度，后
来又参照了千年一遇的水文险情资料，再次
提升。真正做到了千年大计，慎之又慎。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 -!&&米长堤，则

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重新改建与加固，将
堤坝又升高 -+/米至 -&+.米，拓宽 ,米至 -,

米，可抵御千年一遇的风暴潮、天文潮、强降
雨的潮位叠加，为核电安全运行披上更坚固
的“防护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