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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 

（征求意见稿） 

 

根据辐射安全风险，将聚变装置分为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

氘氚聚变实验装置、聚变能应用装置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 

将不使用放射性物质作为工作介质的聚变研究装置，称为等离

子体物理实验装置。 

（一）下列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参照Ⅰ类射线装置进行监管： 

中子产生率大于等于 1E+12/秒的装置。 

（二）下列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参照Ⅱ类射线装置进行监管： 

1.有聚变中子产生，且中子产生率小于 1E+12/秒的装置； 

2.无聚变中子产生，且等离子体电流大于等于 600kA 的托卡马

克装置； 

3.无聚变中子产生的惯性约束聚变装置。 

（三）下列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参照Ⅲ类射线装置进行监管： 

1.无聚变中子产生，且等离子体电流小于 600kA 的托卡马克

装置； 

2.无聚变中子产生的反场箍缩装置、仿星器装置。 

Ⅰ类、Ⅱ类、Ⅲ类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建设前应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环评文件等级分别为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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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装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生态环境部负责审批，辐

射安全许可由生态环境部颁发。 

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与辐射安全许可接续

办理，并探索开展环评与辐射安全许可“审评合一”。 

二、第二阶段：氘氚聚变实验装置 

将使用氚作聚变燃料，且最大中子产生率低于 1E+20/秒或年累

计中子产生量低于 1E+25 的装置，称为氘氚聚变实验装置。 

氘氚聚变实验装置按照“射线装置+”模式进行监管。环评文件

等级为报告书，由生态环境部进行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由生态环

境部颁发。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材料中，需要重点描

述氚包容、去除系统设计及相应部件质量保证情况、通排风情况，

氚防护、“三废”情况，中子辐射、中子导致的材料活化情况，辐射

监测方案等。 

应按照《核材料管制条例》及其配套文件要求，根据氚的持有

量的多少（0.1—1 克、1—10 克、10 克以上），相应落实Ⅲ级、Ⅱ级

或Ⅰ级核材料实物保护责任。 

三、第三阶段：聚变能应用装置 

将最大中子产生率大于等于 1E+20/秒且年累计中子产生量大于

等于 1E+25 的装置，划分为聚变能应用装置。 

聚变能应用装置根据技术发展可进一步细分为聚变实验堆、聚

变能示范装置、聚变电站三个步骤。 

聚变实验堆，是指设计用于研究和实验目的的聚变反应堆。作

为科学实验和技术开发的平台，探索聚变反应的物理过程、测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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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关的技术、开发聚变材料和组件以及验证聚变控制方法等，不

以产生能源为主要目的。 

聚变能示范装置，是指用来展示聚变技术商业化潜力的装置。

主要目的是展示聚变技术在商用规模上运行的可行性，包括安全性、

经济性和环境影响等。特点是：聚变等离子体长时间稳定运行，具

备能量导出发电功能，可实现稳态输出。 

在聚变能示范装置基础上提高各部件和系统的可靠性之后，可

建设聚变电站。聚变电站将实现稳态运行和稳态热电输出。聚变电

站核心功能和特点包括：聚变能量稳态导出和发电，并入电网；年

正常运行率优于聚变能示范装置（通常应不低于 70%）。 

生态环境部将充分发挥各方力量，紧跟聚变行业发展，对聚变

能应用装置的监管要求开展前瞻性研究，适时出台监管政策。 

各聚变开发利用单位要充分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安全和发展并

重，在聚变装置设计、运行等各阶段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降低辐

射安全风险，保障人员、公众和环境安全。 

在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正式发布前，已经批准或者备案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继续有效，已经持有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继续有

效，有效期届满时向我部申请换发；尚未申请环评文件审批或辐射

安全许可证的，应当向我部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