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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集团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心脏”

 “整个过程坎坷，好比没有终点的跨栏，跨过一个还有下一个。”让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核工程)高级工程师、TAC1安装标段工程负责人温儆吾高兴的是，历时近两年的工作终于迎来历史性节点——中核集
团16日收到ITER组织中标通知书，由中核工程牵头，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参与，
携手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法国法马通公司等单位组成国际联合体，以工程总承包形式正式中标在法国建设的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TAC1安装标段。

 中核工程副总经理李强18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连用两个“首次”来形容事件的划时代意义——中国核能
单位首次以工程总承包形式成功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大型核科研设施建设。

 ITER是规模仅次于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联合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
共同参与建造。此计划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际聚变能和平利用的未来。

 “TAC1安装标段工程，是ITER实验堆托卡马克装置最重要的核心设备安装工程，也是ITER迄今为止金额最大合同
工程。”温儆吾告诉记者，ITER项目有很多安装包，但TAC1安装标段工程好比核电站核岛里的反应堆、人体心脏，
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工作是安装杜瓦结构及杜瓦结构和真空容器之间所有的系统。

 中核集团一直对ITER计划的安装包招标工作保持高度关注。大约在2017年，ITER计划的TAC1安装标段工程招标书
引起中核工程相关人员的注意。

 “如果是一般采购包，要和当地承包商竞争没有优势。我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主要的是这个采购包最能体现技
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综合权衡后，我们决定集中力量投这个标。”李强告诉记者，与以往不同的是，中法五家成员单
位组成中法联合体共同应标。联合体成员在工程建设、科研创新、“走出去”产业开发、设备研制等方面具有优势，
加上华龙一号海内外四台机组建设工程均按期或提前完成的成功案例，在科技部、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能源局以及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等指导和支持下，最终联合体打败全球多家竞争对手，成功中标。

 作为核心设备安装工程，TAC1难度不言而喻。

 “难就难在ITER是一个试验装置，面临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方法等多方面困难。”温儆吾向记者展示了
一张TAC1安装标段工程的示意图。从外观上看，工程是个直径30米、高30米的圆柱体。圆柱体外围是杜瓦结构，值
得一提的是，圆柱体里必须是真空环境，且满足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1.5亿摄氏度的极高温下“生活”的设备
要求。“从极低温到极高温，这是一般工程里没有的。”他说。

 吊装也面临挑战。TAC1分为4个部分，底部净重1250吨，是个闭合的圆筒，结构强度不大，吊装过程中容易发生变
形。李强说，中核工程有着丰富的核电站建设经验，但核电站建设一般都在开放空间进行吊装，TAC1的空间要狭小
得多。再比如，焊接是在常温下进行，但工作环境又在极低温，这意味着焊接需要能满足在极低温条件下稳定运行需
求。

 “我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在李强看来，中标TAC1安装标段意味着在核聚变
领域，中核集团30多年不间断进行核电建设所形成的工程总承包能力获国际核能高端市场认可，也将为我国深度参与
聚变国际合作、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聚变堆奠定坚实基础，将为实现我国聚变前沿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提供重要支撑。(记者 陈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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