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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祖盛

百科名片

 郁祖盛1965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现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核安全局），第六届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2011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访，分析日本2011年
核事故对中国的影响。

 中文名： 郁祖盛

 国籍：   中国

 职业：   环保部核专家

 毕业院校：   北京机械学院

 性别：   男

人物履历 

 郁祖盛曾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全中心副主任，第三届国家高科技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学会核能动
力学会副秘书长、理事，第三届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核能发电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研究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核安全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核安全局）第六届核安
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2011年3月15日上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
》的独家专访。

 

主要言论 

 福岛不会成为“切尔诺贝利”

 

 “福岛核电事故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本质的不同，危害性相差甚远。”郁祖盛解释说，后者是一种在反应堆高温、
高压、低功情况下突然失控的蒸汽爆炸，同时，把放射性物质都带了出来。上千吨的构筑物全部被掀掉，气团以喷射
状进入大气，到达几千公尺高度，导致放射性近程、远程全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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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祖盛表示，福岛核电站是放射性物质在屏蔽状态下，有控有序地释放。整个物理模式完全不同。据说有数十人受
到核污染，但这只是“清洗级”的。也就是说，只要把受污染的衣物全部换掉，洗过澡就没事了。

 

 “核泄漏就会导致辐射，但人类没必要害怕辐射，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被辐射的环境中，家用电器都会有或多或
少的辐射。只不过是受辐射的剂量问题，短时期内接受100毫西弗以下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对健康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如果接触到高达4000～6000毫西弗，就可能会致死。在短时期内接受了高于1000毫西弗的剂量，则需要医疗介入。
”郁祖盛说，一般核电厂员工和周边居民，每年受到的放射性物质年累积量大概在0.25个毫西弗。有数据证明，火电
厂烟囱排放的放射性物质会比核电厂高出10倍。

 

 作为一位核安全专家，郁祖盛认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原子弹爆炸结束的，导致了民
众对核的恐慌。自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人类一度迈入了长达20年核电的冬天。

 

 “要想解决能源问题，唯一能工业化规模的只有核电。其他新能源转化效率低，而且也受到地域限制。由此，全世
界迎来了核电的复苏。在能源、资源紧缺的今天，和平利用核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郁祖盛说。

中国要全力发展第三代核电从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中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郁祖盛提出了三点：第一，要辩证看待福岛核电事故，充分吸收其经验和教训，使得核电的发展更为健康，要防止
“因噎废食”，尤其决策层更要清醒。

 

 第二，要对所有已经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重新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已确定设防标准是否足够保守。“核电站安全
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代价的问题。设防标准要足够保守，必要时要考虑能防范像日本福岛
遭遇的9.0级大地震和10米高海啸甚至更高的外来威胁等。”

 

 第三，中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代核电。郁祖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要从国家利益出发，集中全力让三代核
电快一点发展。三代越多越好，二代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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