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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

（1991 年 7 月 27 日国家核安全局令第 1 号发布）

本规定自 1991 年 7 月 27 日起实施

本规定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1 引言

1.1 概述

1.1.1 本规定对陆上固定式热中子反应堆核电厂的质量保

证提出了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

1.1.2 本规定提出的质量保证原则，除适用于核电厂外，也

适用于其他核设施。

1.1.3 为了保证核电厂的安全，必须制定和有效地实施核电

厂质量保证总大纲和每一种工作(例如厂址选择、设计、制造，

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的质量保证分大纲。本规定对制定和

实施这些大纲提出了原则和目标。各种质量保证大纲所遵循的原

则是相同的。

1.1.4 必须指出：在完成某一特定工作中(例如在厂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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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中)，对要达到的质量负

主要责任的是该工作的承担者，而不是那些验证质量的人员。

1.1.5 质量保证大纲应包括为使物项或服务达到相应的质

量所必需的活动，验证所要求的质量已达到所必需的活动，以及

为产生上述活动的客观证据所必需的活动。

1.1.6 质量保证是“有效管理”的一个实质性的方面。通过

有效管理促进达到质量要求的途径是：对要完成的任务作透彻的

分析，确定所要求的技能，选择和培训合适的人员，使用适当的

设备和程序，创造良好的开展工作的环境，明确承担任务者的个

人责任等。概括来说，质量保证大纲必须对所有影响质量的活动

提出要求及措施，包括验证需要验证的每一种活动是否已正确地

进行，是否采取了必要的纠正措施。质量保证大纲还必须规定产

生可证明已达到质量要求的文件证据。

1.1.7 各部门执行本规定的具体方法(对于整个核电厂和各

种工作)可以有所不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本规定所

确定的原则，制定详细的执行程序。还必须指出：质量保证大纲

必须周密制定，便于实施，并保证技术性的和管理性的工作两者

充分地结合。

1.2 范围

本规定对核电厂的厂址选择、设计、制造、建造、调试、运

行和退役期间的质量保证大纲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原则和目标。



生态环境部规章

X
生态环境部发布

- 3 -

这些原则和目标适用于对安全重要物项和服务的质量具有影响

的各种工作，例如设计、采购、加工、制造、装卸、运输、贮存、

清洗、土建施工、安装、试验、调试、运行、检查、维护、修理、

换料、改进和退役。这些原则和目标适用于所有对核电厂负有责

任的人员、核电厂设计人员、设备供应厂商、工程公司、建造人

员、运行人员以及参与影响质量活动的其他组织。

附录 I 所列的安全导则是对本规定的说明和补充。

1.3 责任

1.3.1 为了履行保证公众健康和安全的责任，营运单位必须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本规定

的要求制定相应适用的核电厂质量保证总大纲，并报国家核安全

部门审核。1.3.2 对核电厂负有全面责任的营运单位必须负责制

定和实施整个核电厂的质量保证总大纲。核电厂营运单位可以委

托其他单位制定和实施大纲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但必须仍对

总大纲的有效性负责，同时又不减轻承包者的义务或法律责任。

2 质量保证大纲

2.1 概述

2.1.1 必须根据本规定提出的要求，制定质量保证总大纲，

这是核电厂工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大纲必须对核电厂有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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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厂址选择、设计、制造、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的控

制作出规定。每一种工作的控制也必须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2.1.2 整个核电厂和某项工作领域的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工

程进度有效地执行质量保证大纲(包括交货期长的物项的材料采

购)。核电厂运行管理部门必须保证在运行期间质量保证大纲的

有效执行。

2.1.3 所有大纲必须确定负责计划和执行质量保证活动的

组织结构，必须明确规定各有关组织和人员的责任和权力。

2.1.4 大纲的制定必须考虑要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技术方面。

大纲必须包括有关规定，以保证认可的工程规范、标准、技术规

格书和实践经验经过核实并得到遵守。除了管理性方面的控制之

外.质量保证要求还应包括阐述需达到的技术目标的条款。

2.1.5 必须确定质量保证大纲所适用的物项、服务和工艺。

对这些物项、服务和工艺必须规定相应的控制和验证的方法或水

平。根据已确定的物项对安全的重要性，所有大纲必须相应地制

定出控制和验证影响该物项质量活动的规定。

2.1.6 所有大纲必须为完成影响质量的活动规定合适的控

制条件。这些规定要包括为达到要求的质量所需要的适当的环境

条件、设备和技能等。

2. 1. 7 所有大纲还必须规定对从事质量活动的人员的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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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必须定期地对所有大纲进行评价和修订。

2.1.9 所有大纲必须规定文件的语种。必须采取措施保证

行使质量保证职能的人员对书写文件的语言具有足够的知识。文

件的翻译本必须由合格的人员进行审查，必须验证是否与原文件

相一致
1
。

2.2 程序、细则及图纸

2.2.1 所有大纲必须规定，凡影响核电厂质量的活动(包括

核电厂运行期间的活动)都必须按适用于该活动的书面程序、细

则或图纸来完成。为确定各种重要的活动是否已满意地完成，程

序、细则和图纸必须包括适当的定性和(或)定量的验收准则。

2.2.2 从事各项活动的单位，必须制定有计划地、系统地实

施核电厂工程各个阶段的质量保证大纲的程序并形成文件。编写

的程序必须便于使用，包括所需的专业技能，内容清楚、准确。

必须根据需要定期对程序进行审查和修订，以便保证所有影响质

量的活动都得到考虑而无遗漏。

2.3 管理部门审查

所有大纲必须规定，参与实施大纲的单位的管理部门要对其

负责的那部分质量保证大纲的状况和适用性定期进行审查。当发

现大纲有问题时，必须采取纠正措施。

1在核安全导则 HAD003/03、HAD003/06～003/10中，列有执行本规定这一部分可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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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 织

3.1 责任、权限和联络

3.1.1 为了管理、指导和实施质量保证大纲，必须建立一个

有明文规定的组织结构
2
并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等级及内外联

络渠道。在考虑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时，必须明确实施质量保证

大纲的人员既包括活动的从事者也包括验证人员，而不是单一方

面的责任范围。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必须做到：

(1)由被指定负责该工作的人员来实现其质量目标，可以包

括由完成该工作的人员所进行的检验、校核和检查；

(2)当有必要验证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时，这种验证只能由

不对该工作直接负责的人员进行。

3.1.2 必须对负责实施和验证质量保证的人员与部门的权

限及职能作出书面规定。上述人员和部门行使下列质量保证职

能：

(1)保证制定和有效地实施相应适用的质量保证大纲；

(2)验证各种活动是否正确地按规定进行。

这些人员和部门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和组织独立性，以便鉴

别质量问题，建议、推荐或提供解决办法。必要时，对不符合、

有缺陷或不满足规定要求的物项采取行动。以制止进行下一步工

2 进一步说明见安全导则 HAD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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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交货、安装或使用，直到作出适当的安排。

3.1.3 负责质量保证职能的人员和部门必须向级别足够高

的管理部门上报，以保证上述必需的权力和足够的组织独立性，

包括不受经费和进度约束的权力。由于人员数目、进行活动的类

型和场所等有所不同，因此，只要行使质量保证职能的人员和部

门已经拥有所需要的权力和组织独立性，执行质量保证大纲的组

织结构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组织结构如何，在进行

影响质量的活动的任何场所负责有效地实施质量保证大纲任何

部分的一个或几个人.都必须能直接向为有效地实施质量保证大

纲所必需的级别足够高的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3.2 单位间的工作接口

在有多个单位的情况下，必须明确规定每个单位的责任，并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各单位间工作的接口和协调。必须对参与

影响质量的活动的单位之间和小组之间的联络做出规定。主要信

息的交流必须通过相应的文件。必须规定文件的类型，并控制其

分发。

3.3 人员配备与培训

3.3.1 为了挑选和培训从事影响质量的活动的人员，必须制

定相应的计划。该计划必须反映出工作进度，以便留出充足的时

间，用以指定或挑选以及培训所需要的人员。

3.3.2 必须根据从事特定任务所要求的学历、经验和业务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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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程度，对所有从事影响质量的活动的人员进行资格考核。必须

制定培训大纲和程序，以便确保这些人员达到并保持足够的业务

熟练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酌情颁发资格证书，以证明达到

和保持的业务水平。安全导则 HAD003／02 列有执行本安全规定

这一部分要求的可行方法。

4 文件控制

4.1 文件的编制、审核和批准

必须对工作的执行和验证所需要的文件(例如程序、细则及

图纸等)的编制、审核、批准和发放进行控制。控制措施必须包

括明确负责编制、审核、批准和发放有关影响质量的活动的文件

的人员和单位。负责审核和批准的单位或个人有权查阅作为审核

和批准依据的有关背景材料。

4.2 文件的发布和分发

必须按最新的分发清单建立文件发布和分发系统。必须采取

措施，使参与活动的人员能够了解并使用完成该项活动所需的正

确合适的文件。

4.3 文件变更的控制

变更文件必须按明文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核和批准。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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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权查阅作为批准依据的有关背景材料，并必须对原文件的要

求和意图有足够的了解。变更的文件必须由审核和批准原文件的

同一单位进行审核和批准，或者由其专门指定的其他单位审核和

批准。必须把文件的修订及其实际情况迅速通知所有有关的人员

和单位，以防止使用过时的或不合适的文件。

5 设计控制

5.1 概述

5.1.1 必须制定控制措施并形成文件，以保证把规定的相应

设计要求(例如国家核安全部门的要求、设计基准、规范和标准

等)都正确地体现在技术规格书、图纸、程序或细则中。设计控

制措施还必须包括确保在设计文件中规定和叙述合适的质量标

准的条款。必须控制对规定的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的变更和偏

离。还必须制定措施，对构筑物、系统或部件的功能起重要作用

的任何材料、零件、设备和工艺进行选择，并审查其适用性。

5.1.2 必须在下列方面应用设计控制措施：辐射防护；人因；

防火；物理和应力分析；热工、水力、地震和事故分析；材料相

容性；在役检查、维护和修理的可达性以及检查和试验的验收准

则等。

5. 1.3 所有设计活动必须形成文件，使未参加原设计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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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能进行充分的评价。

5.2 设计接口的控制

必须书面规定从事设计的各单位和各组成部门间的内部和

外部接口。必须足够详细地明确规定每一单位和组成部门的责

任，包括涉及接口的文件编制、审核、批准、发布、分发和修订。

必须为设计各方规定涉及设计接口的设计资料(包括设计变更)

交流的方法。资料交流必须用文件记载并予以控制。

5.3 设计验证

5.3.1 设计控制措施必须为验证设计和设计方法是否恰当

作出规定(例如通过设计审查、使用其他的计算方法、执行适当

的试验大纲等)。设计验证必须由未参加原设计的人员或小组进

行。必须由设计单位确定验证方法，并必须按规定的范围用文件

给出设计验证结果。

5.3.2 当用一个试验大纲代替其他验证或校核方法来验证

具体设计特性是否适当时，必须包括适当的原型试验件的鉴定试

验。这个试验必须在受验证的具体设计特性的最苛刻设计工况下

进行。当不能在最苛刻设计工况下进行试验时，如果能把结果外

推到最苛刻设计工况，并且试验结果能验证具体设计特性时，则

允许在其他工况下做试验。

5.4 设计变更

必须制定设计变更(包括现场变更)的程序，并形成文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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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仔细地考虑变更所产生的技术方面的影响，所要求采取的措施

要用文件记载。对这些变更必须采用与原设计相同的设计控制措

施。除非专门指定其他单位，设计变更文件必须由审核和批准原

设计文件的同一小组或单位审核和批准。在指定其他单位时，必

须根据其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背景材料，是否已证明能胜任有关的

具体设计领域的工作，以及是否足够了解原设计的要求及意图等

条件来确定。必须把有关变更资料及时发送到所有有关人员和单

位。

6 采购控制

6.1 概述

6.1.1 必须制定措施并形成文件，以保证在采购物项和服务

的文件中包括了或引用了国家核安全部门有关的要求、设计基

准、标准、技术规格书以及为保证质量所必需的其他要求。

6.1.2 为保证质量，采购要求必须包括(但根据情况不仅限

于)下列方面：

(1)供方承担的工作范围的说明；

(2)根据条例、规范、标准、程序、细则及技术规格书等文

件(包括其修订版)对物项或服务所规定的技术要求；

(3)试验、检查和验收要求以及任何有关这些活动的专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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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要求；

(4)当需要到源地进行检查和监查时，为此目的而进入供方

设施、查阅记录的规定；

(5)确定适用于物项或服务采购的质量保证要求和质量保证

大纲条款。并不要求所有的供方都要有符合本规定所有条款的质

量保证大纲，但采购文件必须根据需要的程度，要求承包者或分

包者提出符合本规定有关条款的质量保证大纲；

(6)确定所需要的文件，例如编写并提交买方审核或认可的

程序、细则、技术规格书、检查和试验记录以及其他质量保证记

录；

(7)有控制地分发、保存、维护和处置质量保证记录的规定；

(8)对处理不符合项进行报告和批准的要求；

(9)把有关的采购文件的要求扩展到下一层次分包者和供方

的规定，包括买方便于进入设施和查阅记录的规定；

(10)提交文件限期的规定。

6.2 对供方的评价和选择

6.2.1 必须将被评价的供方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物项

或服务的能力作为选择供方的基本依据。

6.2.2 根据情况，对供方的评价包括：

(1)对供用能表明其以往类似采购活动质量的资料的评价；

(2)对供方新近的可供客观评价的、成文的、定性或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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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记录的评价；

(3)到源地评价供方的技术能力和质量保证体系；

(4)利用抽查产品进行评价。

6.3 对所购物项和服务的控制

6.3.1 必须对所购物项和服务进行控制，以保证符合采购文

件的要求。控制包括由承包者提供质量客观证据、对供方进行源

地检查和监查以及物项和服务的交货检验等措施。

6.3.2 如有必要，必须在双方同意的地点，对规定的材料样

品保存一段规定的时间并加以控制，以便提供做为进一步检验的

手段。

6.3.3 证明所购物项和服务(包括用于核电厂运行、换料和

维修的备件和更换件)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文字证据必须在安装

或使用前送到核电厂现场。这个证据必须足以证明该物项和服务

满足所有的要求。文字证据可以采用注明该物项或服务已满足各

项要求的合格证书形式，但必须能够证明这些证书的真实性。

7 物项控制

7.1 材料、零件和部件的标识

7.1.1 必须按照制造、装配、安装和使用要求，制定标识物

项(包括部分加工的组件)的措施。根据要求，通过把批号、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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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系列号或其他适用的标识方法直接标识在物项上或记载在可

以追查到物项的记录上，以保证在整个制造、装配和安装以及使

用期间保持标识。标识物项所需要的文件，必须在整个建造过程

中都能随时查阅。

7.1.2 必须最大可能地使用实体标识，在实际不可能或不满

足要求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实体分隔、程序控制或其他适用的方

法，以保证标识。这些标识措施必须能在各种场合下防止使用不

正确的或有缺陷的材料、零件和部件。

7.1.3 在使用标记的情况下，标记必须清楚，不能含混和被

擦掉。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不得影响物项的功能。标记不得被表

面处理或涂层所遮盖，否则必须用其他的标识方法代替。当把物

项分成几部分时。每一部分都必须保持原标识。

7.2 装卸、贮存和运输

7.2.1 必须制定措施并形成文件，以控制装卸、贮存和运输。

这些措施必须包括按照已制定的程序、细则或图纸对材料和设备

进行清洗、包装和保管，以防损伤、变质和丢失。当特定物项需

要时，必须规定和提供专用复盖物、专用装卸设备及特定的保护

环境，并验证是否具备这些措施。

7.3 维护

安全重要物项的维护，必须保证其质量相当于该物项原来所

规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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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艺过程控制

8.1 必须按照规定的要求，对核电厂的设计、制造、建造、

试验、调试和运行中所使用的影响质量的工艺过程予以控制。当

所达到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工艺过程，且不能通过对成品的检

查来验证时(例如在焊接、热处理和无损检验中使用的工艺)，必

须根据有关的规范、标准、技术规格书、准则的要求或其他特殊

要求，制定一些措施并形成文件，以保证这些工艺由合格的人员、

按照认可的程序和使用合格的设备，按现有标准来完成。对于现

有规范、标准、技术规格书和准则尚未包括的工艺或质量要求超

出这些文件规定的情况，必须对人员资格、程序或设备的鉴定要

求另行作出规定。

9 检查和试验控制

9.1 检查大纲

9.1.1 为了验证物项、服务和影响其质量的各项活动是否符

合已形成文件的程序、细则及图纸的要求，必须由从事这些活动

的单位或由其他单位为该单位制定并实施关于这些物项、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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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质量活动的检查大纲。必须对保证质量所必需的每一个工

作步骤都进行检查。对安全重要的检查必须由未参加被检查活动

的人员进行。

9.1.2 如果不能对已加工的物项进行检查或要求附加的工

艺监视，大纲必须规定间接控制措施，例如通过对加工方法、设

备和人员的监视等。当检查和工艺监视缺一就不能充分控制时，

必须同时进行检查和工艺监视。

9.1.3 如果要求在停工待检点进行检查或见证这种检查时，

必须在适当的文件中注明这些停工待检点。未经指定的单位批

准，不得进行停工待检点以后的工作。如果进行规定的停工待检

点以后的工作，则必须在开始该工作之前，以文件形式批准。

9.1.4 必须为已建成的构筑物、系统和部件制定和执行所需

要的在役检查大纲，必须对照基准数据评价其结果。

9.2 试验大纲

9.2.1 对于为证明构筑物、系统和部件将能满意地工作所需

的所有试验，必须制定试验大纲，以确定试验工作，保证其执行

并形成文件。试验大纲必须包括所有需要做的试验，必要时，包

括程序的鉴定试验以及设备的鉴定试验、样机鉴定试验、安装前

的复核试验、调试试验和运行阶段的监测试验。

9.2.2 必须按书面试验程序做试验。书面程序列有设计文件

中规定的要求和验收限值，并包括一些规定，以保证试验的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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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均已具备，试验是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由受过适当训练的人

员使用已正确标定的仪表来进行。试验结果必须以文件形式给出

并加以评定，以保证满足规定的试验要求。

9.3 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标定

9.3.1 为了确定是否符合验收准则，必须制定一些措施，以

保证所使用的工具、量具、仪表和其他检查、测量、试验设备和

装置都具有合适的量程、型号、准确度和精度。

9.3.2 为了使准确度保持在要求的限值内，在规定的时间间

隔或在使用之前，对影响质量的活动中所使用的试验和测量设备

必须进行标定和调整。当发现偏差超出规定限值时，必须对以前

测量和试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重新评定已试验物项的验收。

必须制定控制措施，以保证适当地装卸、贮存和使用已标定过的

设备。

9.4 检查、试验和运行状态的显示

9.4. 1 核电厂各物项的试验和检查状态，必须通过使用标

记、打印、标签、签条、工艺卡、检查记录、实体位置或其他合

适的方法予以标识，指明经过试验和检查的物项是否可验收或列

为不符合项。必须在物项的整个制造、安装和运行中按需要保持

检查和试验状态的标识，以保证只能使用、安装或运行已通过了

所要求的检查和试验的物项。

9.4.2 必须制定一些措施，以显示核电厂系统和部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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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例如在阀门和开关上挂标示牌，以防止误操作。

10 对不符合项的控制

10.1 概述

必须制定一些措施，控制不满足要求的物项，以防止误用或

误装。为了保证对不符合要求的物项的控制，在实际可行时必须

用标记、标签或实体分隔的方法来标识不符合要求的物项。必须

为不符合要求的物项或带有缺陷的物项制定控制下一步工序、交

货或安装的措施，形成文件并予以实施。

10.2 对不符合项的审查和处理

必须按文件规定的程序对不符合要求的物项进行审查，并确

定是否不加修改地接受、拒收、修理或返工。必须规定对不符合

项进行审查的责任和对不符合项进行处理的权限。对已经接受的

不符合要求(包括偏离采购要求)的物项，必须通知采购人员,必

要时，向指定的机构报告。对已接受的变更、放弃要求或偏差的

说明都必须形成文件，以指明不符合要求的物项的“竣工”状态。

必须按合适的程序，对经修理和返工的物项重新进行检查。

11 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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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大纲必须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鉴别和纠正

有损于质量的情况，例如故障、失灵、缺陷、偏差、有缺陷或不

正确的材料和设备以及其他方面的不符合项。对于严重的有损于

质量的情况，大纲必须对查明起因和采取纠正措施作出规定，以

防止其再次出现。对于严重的有损于质量的情况，必须用文件阐

明其鉴别、起因和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并向有关各级的管理部门

报告。

12 记 录

12.1 质量保证记录的编写

必须在质量保证大纲实施中编写足够使用的质量保证记录。

记录中必须有质量的客观证据，包括审查、检查、试验、监查、

工作执行情况的监视、材料分析等的结果，电厂运行日志以及密

切相关的资料，例如人员、程序和设备的鉴定资料、所作的必要

的修正和其他有关的文件。所有质量保证记录都必须字迹清楚、

完整、并与所记述的物项或服务相对应。

12.2 质量保证记录的收集、贮存和保管

12.2.1 必须按书面程序和细则建立并执行质量保证记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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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该制度必须能保存足够的记录，以便提供影响质量的活动的

证据和说明物项运行前状况的基准数据；必须为记录的鉴别、收

集、编入索引、归档、贮存、保管和处置作出规定。记录的贮存

方式必须便于检索，并将记录保存在适当的环境中，以尽量减少

变质或损坏和防止丢失。

12.2.2 必须以文件的形式对质量保证记录、有关的试验材

料和样品的保存时间做出规定。正确地标明核电厂物项“竣工”

状态的记录，必须在该物项从制造直到贮存、安装及运行的有效

寿期内，由营运单位或由其指定的部门保存。对于不需要全寿期

保存的记录，必须根据该记录的类别规定相应的保存时间。必须

根据书面程序处置记录
3
。

13 监 查

13.1 概述

必须采取措施验证质量保证大纲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必须根

据需要执行有计划的、有文件规定的内部及外部监查制度，以验

证是否符合质量保证大纲的各个方面，并确定大纲实施的有效

性。监查必须根据书面程序和监查项目表(提问单)进行。负责监

查的单位必须选择和指定合格的监查人员。参加监查的人员必须

3 进一步说明见安全导则 HAD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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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所监查的活动不负任何直接责任的。在内部监查时，对被监

查的活动的实施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不得参与挑选监查小组人员

的工作。监查人员必须用文件给出监查结果，必须由对被监查的

领域负责的机构对监查中所发现的缺陷进行审核和纠正。必须采

取后续行动，以验证纠正措施的实施。

13.2 监查的计划安排4

必须根据活动情况及其重要性来安排监查计划，在出现下列

一种或多种情况时必须进行监查：

(1)有必要对大纲实施的有效性进行系统或部分的评价时；

(2)在签订合同或发给订货单前，有必要确定承包者执行质

量保证大纲的能力时；

(3)已签定合同并在质量保证大纲执行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

之后，有必要检查有关部门在执行质量保证大纲、有关的规范、

标准和其他合同文件中是否行使所规定的职能时；

(4)对质量保证大纲中规定的职能范围进行重大变更(例如

机构的重大改组或程序的修订)时；

(5)在认为由于质量保证大纲的缺陷会危及物项或服务的质

量时；

(6)有必要验证所要求的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时。

4 进一步说明见安全导则 HAD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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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在核电厂安全规定中下列名词术语的含义为：

运行状态

正常运行或预计运行事件两类状态的统称。

正常运行

核电厂在规定运行限值和条件范围内的运行，包括停堆状

态、功率运行、停堆过程、启动、维护、试验和换料。

预计运行事件5

在核电厂运行寿期内预计可能出现一次或数次的偏离正常

运行的各种运行过程；由于设计中已采取相应措施，这类事件不

致于引起安全重要物项的严重损坏，也不致导致事故工况。事故

(事故状态)

事故工况和严重事故两类状态的统称。

事故工况

以偏离
6
运行状态的形式出现的事故，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

质的释放可由恰当设计的设施限制在可接受限值以内，严重事故

不在其列。

设计基准事故

5 属于预计运行事件的事例有：正常电源断电和汽轮机脱扣、核电厂正常运行中个别部件的误动作、控制设备中

个别元件失灵和主泵断电等。
6 偏离的例子有较大的燃料破损、冷却剂丧失事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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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按确定的设计准则在设计中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的那

些事故工况。

严重事故

严重性超过事故工况的核电厂状态，包括造成堆芯严重损坏

的状态。

事故处理

为使核电厂恢复到受控安全状态并减轻事故后果而采取的

一系列阶段性行动，行动阶段的顺序如下：

(1)事故序列在发展中，但尚未超出核电厂设计基准的阶段；

(2)发生严重事故，但堆芯尚未损坏的阶段；

(3)堆芯损坏后的阶段。

上述八个术语相互间的关系参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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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核安全（安全）

完成正确的运行工况、事故预防或缓解事故后果从而实现保

护厂区人员、公众和环境免遭过量辐射危害。

安全系统7

安全上重要的系统，用于保证反应堆安全停堆、从堆芯排出

余热或限制预计运行事件和事故工况的后果。

保护系统

有各种电器件、机械器件和线路(从传感器到执行机构的输

7 安全系统包括保护系统、安全执行系统和安全系统辅助设施。安全系统的部件可以专用于执行安全功能，亦可

在某些运行状态下执行安全功能而在另一些运行状态下执行非安全功能，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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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组成的产生与保护功能相联系的信号系统。

安全执行系统

由保护系统触发用以完成必需的安全动作的设备组合。

安全系统辅助设施

为保护系统和安全执行系统提供所需的冷却、润滑和能源等

服务的设备组合。

上述五个术语相互间的关系参见附图 2。

附图 2

可接受限值

国家核安全部门认可的限值。

能动部件8

依靠触发、机械运动或动力源等外部输入而行使功能，因而

8 能动部件的例子有：泵、风机、继电器和晶体管等。应强调指出实际上这一定义只能是比较笼统的（非能动部

件的定义也是如此），某些部件，如爆破膜、逆止阀、安全阀、喷射器和某些固态电子器件等，需要对其特性进行

专门研究后始可列属能动部件或非能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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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主动态影响系统的工作过程的部件(参见“非能动部件”)。

调试9

核电厂已安装的部件和系统投入运行并进行性能验证，以确

认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满足性能标准的过程。调试由反应堆

装载燃料前和反应堆进入临界、链式裂变反应在持续进行中两种

条件下的试验组成。

共因故障10

由特定的单一事件或起因导致若干装置或部件功能失效的

故障。

建造

包括核电厂的部件制造、组装、土建施工、部件和设备的安

装及有关联的试验在内的过程。

退役

核电厂最终退出运行的过程。

设计

制定核电厂及其组成部分的方案和详细图纸，进行支持性计

算并制订技术规格书的过程及其成果。

多样性

9 审批过程通常以厂址选择、设计、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命名的六个主要阶段组成。六个阶段中若干阶段可

交叉进行，如建造或调试和运行。
10 例如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运行和维修差错、自然事件、人为事件、信号饱和或源自其他操作、故障或环境条

件改变的意外的级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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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某一确定功能设置多重部件或系统，这些部件或系统

总起来说具有一个或几个不同属性
11
。

燃料组件

作为一个整体装入堆芯，尔后又自堆芯撤除的燃料元件组。

燃料元件

以燃料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最小独立结构件。

功能隔离

为防止线路或系统的功能受到相邻线路或系统的运行方式

或故障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检查

通过检验、观察或测量等手段，确定材料、零件、部件、系

统、构筑物及工艺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活动。

许可证(执照)

由国家核安全部门颁发的，申请单位据以确定核电厂厂址、

进行核电厂的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等特定活动的授权证书。

营运单位

持有国家核安全部门许可证(执照)，负责经营和运行核电厂

的单位。

运行

11 不同属性的例子有：不同的运行条件、大小不等的设备、不同的制造厂、不同的工作原理以及基于不同物理方

法、不同类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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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核电厂的建厂目的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包括维护、换

料、在役检查及其他有关活动。

运行限值和条件

经国家核安全部门认可的，为核电厂的安全运行列举参数限

值、设备的功能和性能及人员执行任务的水平等一整套规定。

非能动部件12

毋需依赖外部输入而执行功能的部件。非能动部件内一般没

有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功能的执行系在感受到某种参数，如压力、

温度、流量的变化后完成。然而，基于不可逆动作或变化、又十

分可靠的部件，可划为这个类别。

实体分隔

(1)几何分隔(增大间距、改变走向等)；

(2)设置适当的屏障；

(3)前两者的结合。

假设始发事件

经鉴明可能导致预计运行事件或事故工况及其后续故障效

应的事件
13
。

规定限值

12 非能动部件的例子有：热交换器、管道、容器、电缆和构筑物。应强调指出，实际上这一定义只能是比较笼统

的（能动部件的定义也是如此）。某些部件，如爆破膜、逆止阀、安全阀、喷射泵和某些固态电子器件等，需要对

其特性进行专门研究后始可列属能动部件或非能动部件。
13 假设始发事件的主要原因有：可信的设备故障和人员差错（核电厂内外）、人为事件或自然事件。核电厂假设

始发事件的清单（明细表）必须经国家核安全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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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核安全部门确定或认可的限值。

质量保证

为使物项或服务与规定的质量要求相符合并提供足够的置

信度所必需的一系列有计划的系统的活动。

多重性

通过设置数量高于最低需要的单元或系统(相同的或不同

的)，以达到任一单元或系统的失效不致于引起所需总体安全功

能丧失的措施。

余热

放射性衰变和停堆后裂变所产生的热量以及积存在反应堆

结构材料中和传热介质中的热量之总和。

安全功能

为安全着想必须完成的特定目的。

安全组合

用于完成某一特定假设始发事件下所必需的各种动作的设

备组合，其使命是防止事件的后果超过设计基准规定的限值。

安全系统整定值

为防止出现超过安全限值的状态，在发生预计运行事件和事

故工况时启动有关自动保护装置的触发点。

单一故障



生态环境部规章

X
生态环境部发布

- 30 -

导致某一部件不能执行其预定安全功能的一种随机故障。由

单一随机事件引起的各种继发故障，均视作单一故障的组成部

分。

厂址、厂区

具有确定的边界，在核电厂管理人员有效控制下的核电厂所

在领域。

厂区人员

在厂内工作的全部人员，包括在编的和临时的。

厂址选择

为核电厂选择合适厂址的过程，包括针对有关设计基准的评

定。

试验

为确定或验证物项的性能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使之置于一组

物理、化学、环境或运行条件考验之下的活动。

最终热阱

接受核电厂所排出余热的大气或水体，或两者的组合。

废物处理

有利于安全或经济的改变废物特性的处理过程，其三种基本

途径为：

(1)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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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除废物中的放射性核素；

(3)改变成分。

设计基准外部事件

与某个外部事件或几个外部事件组合有关，能表达其特征，

选定用于核电厂全部或其任何部分的设计参数值。

外围地带

直接围绕厂区、须在人口分布和密度、山地和水的利用等方

面考虑采取应急措施的可能性的地带。

区域

足以把与某一现象有关的或某一特定事件影响所及的所有

特征都包含在内的足够大的一个地理区域。

物项

材料、零件、部件、系统、构筑物以及计算机软件的通称。

客观证据

基于观察、测量或试验的、可被验证的、关于某物项或服务

质量的定量或定性资料、记录或事实说明。

合格人员

符合特定要求、具备一定条件、而且被正式指定执行规定任

务和承担责任的人员。

能动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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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表或接近地表处有可能引起明显错动的断层。

对供方的评价对某个供应单位进行评价，以确定供方是否有

能力生产或提供规定质量的物项或服务，并是否有能力提供据以

验收其物项或服务的证据。

运行人员

厂区人员当中参加核电厂运行的人员。

运行记录

记载着核电厂运行情况的历史资料，如仪表记录纸、各种证

书、运行日志、计算机打印输出和磁带等。

核电厂运行管理者

由核电厂营运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委任的负责指挥核电厂

运行，并承担直接安全责任的人员(或组织)。

安全限值

过程变量的各种限值，核电厂在这些限值范围内运行已证明

是安全的。

记录

为各种物项或服务的质量以及影响质量的各种活动提供客

观证据的文件。

技术规格书(技术条件)

一种书面规定，说明产品、服务、材料或工艺必须满足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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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指出确定这些规定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程序。

文件

对于质量保证有关的活动、要求、程序或结果加以叙述、定

义、说明、报告或证明的文字记录或图表资料。

检验

检查工作的一部分，包括对材料、部件、供应品或服务进行

调查.在只靠这种调查就能判断的范围内确定它们是符合规定的

要求
14
。

不符合项

性能、文件或程序方面的缺陷，因而使某一物项的质量变得

不可接受或不能确定。

监查

通过对客观证据的调查、检查和评价，为确定所制定的大纲、

程序、细则、技术规格书、规程、标准、行政管理计划或运行大

纲及其他文件是否齐全适用，是否得到切实遵守以及实施效果如

何而进行的审核并提出书面报告的工作。

附录 I

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导则目录

14 质量保证检验一般采用无损检验包括手动检验、计量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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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003／01 核电厂质量保证大纲的制定

HAD003／04 核电厂质量保证记录制度

HAD003／03 核电厂物项和服务采购中的质量保证

HAD003／07 核电厂建造期间的质量保证

HAD003／09 核电厂调试和运行期间的质量保证

HAD003／06 核电厂设计中的质量保证

HAD003／02 核电厂质量保证组织

HAD003／08 核电厂物项制造中的质量保证

HAD003／05 核电厂质量保证监查

HAD003／10 核燃料组件采购、设计和制造中的质量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