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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进的安全保障技术支助

成员国的支助计划正在提供宝贵的资源

Davld Rundqulst 

核工业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重视降低燃料制造和处理 成员国的支助计划

• 成本的阶段。这种重视以及高燃懈辐射水平的日益提高，

正在导致有关的生产过程和设施提高自动化程度，从而减 1976年以来，已逐步形成了十项成员国支助计划和一

• 

少运行人员接近工厂关键区攘的机会。可拆卸和可重新组

装的燃料组件也正在投入使用E 一些远离反应堆的大型乏

燃料贮存区正接近完成。另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反应堆

和存量大的散料操作设施加入已接受原子能机构视察的设

施行列。

这些变化给安全保障带来了许多新的任务，如果机构

欲在预算零增长的情况下履行其义务，则要求整个安全保

障过程变得更有效.

所面拖的主要困难之一，是要在实际实施这些变化之

前预见到这些变化，并及时开发相应的设备和程序.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与圣经中那个在洪水灭世之

前开始建造方舟的诺亚一样。但是，与诺亚不同的是，我

们得不到上帝的恩惠。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视察人员已积累的大量经验，但

是，经验并不总是最好的老师。这使人想起了比利时的一

条谚语经验是你头发脱光之后生活给你的一把梳子"。

所以，我们力图在开发工作中，把经验成熟的设计和

创新适当地结合起来。

幸运的是，主要通过成员国自愿支助计划使有关技术

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开发体制，已在相柏发展起来.由

于有了这些自愿支助计划，我们就可以利用世界上许多最

好的核实验室的人力和物力。

鉴于这些计划在萌进技术支助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将

较详细地讨论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将讨论重点放在机

构的协调作用方面。此外，还将提到支助it划l以外的其它

开发工作。

Rundquist 先生是机构安全保障司开发和技术支助处的科长.该

司工作人员 Leona时 Watkins 先生参与本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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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合作协议(见附表)。这些联合计

划1985年的花费是14∞万美元气由此可看出其规模之大。

这些t十划的形成过程，一般也是成员国主管部门和总干事

之闹的书馆往来过程。建议信的内容包括有待实施计划的

成员国的支助计划

1984-1985 年

国家 开始日期 实际进行的任务数

澳大利亚 1980 10 

比利时 1982 12 

加拿大 1977 46 

欧洲原子能联营 1981 15 

法国 1983 1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8 34 

意大利 1985 12 

日本 1981 26 

联合王国 1980 30 

美国 1976 105 

苏联 1982 20 

注:任务教系指可数项目数，而不是工作量或所消耗资源的

多少.

·由于各项计划的业务和财务统计方式不同，仅用货币不可能精

确地表示出支助计划的工作量。所引数字仅是一种大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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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范围和各种具体考虑或特点。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已指定安全保障司发展和技术支助

处长为与成员国的支助计划协调员联系的联络员和与之交

换信息的渠道。

机构和成员国之阔定期举行双边审议会议，一般至少

每年一次，审议各项任务的进展情况，讨论问题，提出新

任务的内容。由于接受机构确定的任务是自愿的，所以每

项任务在开始之前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有时要受到一个

以上成员国的审查。在审查期闹，可获得大量有关现有相

适用工艺的宝贵建议。另外，每两年举行一次有所有支助

计划协调员参加的会议，讨论改进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并

向他们通报其它计划的进展情况。在开辟需要一个以上成

员国提供资源的项目时，举行这种联席会议特别有用。

当然，确定开发工作的要求是安全保障司的任务。这

些要求通过由安全保障司各处代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行

协调。此工作组的职权范围是调查该司目前尚未解决的问

题，并把察觉到的要求写成标准格式(包括问题的说明，

可能的解决办法、预计对机构安全保障的影响、优先次序，

执行此任务估计需要的资源〉以及列出一份不断更新的清

单。这份清单将分发给成员国支助计划协调员，每年一次，

作为确定哪些新任务可以纳入各项计划的指南。

也可利用每月召开的关于封隔、监视和无损检验的讨

论会，向安全保障司工作人员通报进展情况和昕取他们关

于要求、问题和优先次序的最新意见。

在支助计划的具体工作阶段，原子能机构指定一名项

目官员与开发者保持接触，并与各视察处进行联系。关键

是要把不同支助计划内的类似任务划归同一项目官员处

理。这可实现对工作的有效监督和指导。因此， 希望原子

能机构的这名项目官员是机构内在特定的这个发展方面技

术上见识最广的人。该官员要力图促愤该任务取得更有成

效的进展，并保证不存在不必要的重复。若情况确实需要，

他可召开专题会议，以提供直接进行技术接触的机会和概

要介绍面上的进展情况。

不管是外部关系(开发者一机构}还是内部关系(视

察员一技术支助人在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良好的协

调和互通信息，都是各种支助计划取得成功所必需的。

开发计划方面的困难

利用成员国的自愿支助计划作为改进安全保障工作的

主要手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多数困难涉及到上述的协调

和互通信息问题。在范围如此广阔的任何国际性工作中，出

现一些问题总是难免的。

对于下述带普遍性的问题来说，通常的解决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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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开发过程中恰当地提出问题，并参照视察员在现场的

实际体验对各种答案进行检验。在这方面，记住罗素就科

学的实质作出的评论是有益的亚里斯多德只要请他夫

人把口张开，就能避免认为女人牙齿比男人少的错误"。

·发展工作不在原子能机构直接控制之下.机构可以提出

包括可能的做法的任务。由于是否接受这个任务全凭自愿，

因而也许有必畏与一项以上的支助计划j打交道z 如果这个

任务没有被认为最适当的那项或那些项支助计划所接受，

则也许有必要签订由机构提供经费的合同。再者，尽管机

构能影响开发的进程，但实际工作是由支助成员国和开发

者组织租控制的，当然，如果开发出的成果有缺陷、机构

可以不予采纳。

·开发者不完全了解实施中的限制。当原子能机构和一个

国家实施它们之闹的安全保障协定时，客观上存在着许多

限制，这些限制也许是写在针对某一具体设施的专门协定

中的。开发者有可能不了解这些限制。此外，就机构实施

安全保障而言，总还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限制，诸如视察

员的特殊技能、实施安全保障所需的时间和设备资源、

以及对设施生产过程的影响等。欲使一项开发工作最终取

得成功，就必须考虑和通报所有这些限制。

·机构将开发成果转化成例行使用可能需要作出比开发工

作更大的努力。经验表明，将新设备或新技术纳入例行视

察手段是既困难又费时的事情。这通常是一项比起韧的开

发工作更困难的任务。若要使一项新技术得到成功的应用，

就必须考虑在资料成文、维护、程序编制、培训11、后勤保

障、获得其它成员国的承认以及设施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

生产出样机和对装置的能力作出评价并不能保证机构成功

地实施，因而可能使开发者的积极性受到挫折。由机构

和开发者在任务开始时(或开始后不久)共同评价整个项

目的要求，通常可使完成任务所花时间最少，资源也可得

到最佳利用。

计划的效果

成员国对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的支助计划已进行了近

10年，在这段时闹里，这些计划对机构安全保障的各个方

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包括直接用于视察的仪器和技

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以及诸如数据处理、数据评价和系

统研究等项支助活动。

这种支助可分为以下几类(括号内为 1984 - 1985 年

期间实际进行的任务数)。这些数字仅指项目数，而不是

消耗的资源。通常，培训和试验计划需要大笔开支。

·资料和专业队伍 (118) 。这包括提供免费专家、研究，

以及开发用于视察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数据处理及数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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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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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一些方法。

·仪器仪表、方法和技术 ( 163) 。 已开发了供定量和定

性评价受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的核材料的状况用的无损检

验方法、破坏性分析法、封隔监视器件，以及有关的方法和

技术(附图示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设备) 。

·培训I (23)。为使机构安全保障人员能够履行其职责，已

提供了设备、专业队伍和设施。

·试验和校准设施(10) 。许多支助计划已在不同时期提

供了各种相应的设施，它们对仪器仪表以及保障方案的开

发、试验、校准和改进是非常重要的 。

成员国也受益

参加这方面开发工作的成员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例

如，开发工作是合作性的，这些成员国就能了解到机构安

全保障视察员所面临的问题，从而能改进它们自已的设施，

以满足本国和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要求。

在这种合作开发环境中开发出的新仪器和新技术也会

被国际上很好了解。这会使那些最终闯过该项目的开发、

试验和评价等阶段，进而被机构安全保障视察员用作例行

工具的仪器和方法，都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技术支助的其它方式

对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的大部分技术支助，主要是通

过成员国的自愿支助计划进行的。但是，也还存在着其它

一些提供技术支助的方式。虽然他们的花费仅占过去10年

中开发费用总额的10-20%，但已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通过多国合作计划研究过的某些特别重要的安

全保障方面包括:

·有关后处理工厂安全保障的国际工作组

·东海村先进安全保障技术示范试验 (TASTEX)

• "远程连续核实系统" (RECOVER) 
·有六方参加的旨在改进铀- 235超离心铀浓缩厂安全保

障的项目。

后处理输入糟标定示范试验 (RICTEX) 和 IDA 一 80实

验，也可包括在这一范围内。

原子能机构还为研究某个问题或为提供培训或培训设

施，而与个别研究和发展机构，或与个别国家签订双边协

定。机构偶而还通过研究合同，为促进由某个研究所进行

的开发工作而提供少量经费。最后，另一种开发方式是依

靠机构内部的研究和发展工作。这通常只限于那些需要迅

速解决的临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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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辐照燃料元件识JJIJ和衡算的改造型切伦柯夫观测装置。

艰难而持久的任务

核工业在不断变化，安全保障赖以建立的技术也在不

断进步，因此提供可靠而有效的安全保障技术便成为机构

及其成员国的一项艰难而持久的任务。幸好，现在有许多

开发方面的渠道，这些渠道基本上是与这项任务相适应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员国的自愿支助计划。正在实施的11项

支助计划，可为研究范围广泛的问题提供所需的多种资源。

许多实验室和世界各地的专家都为应付机构以往所面临的

许多挑战而成功地进行了合作。为保持可接受的可靠性和

提高效率，今后必须继续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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