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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聚变研究成为全球热点和大国科技角力点，美国、英

国、日本等大国均将聚变研究提升至空前高度，我国聚变研究同样

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正在建设的紧凑

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环流三号”装

置，均计划开展氘氚聚变实验。除科研院所、大学外，陕西星环聚

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能量奇点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等创业企业，已建成数个磁约束聚变研究装置。若干

高校也在建、拟建磁约束聚变研究装置，筹建惯性约束研究装置。 

当前国内已有和拟建的聚变研究装置中，技术路线不同、工作

介质不同，辐射安全风险也不同。原主要针对小型托卡马克装置的

《关于磁约束聚变实验装置辐射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环办辐

射函〔2016〕1670 号）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求。 

因此，应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员和公众的前提下，建

立一种分级分类的监管方法，基于不同装置的辐射安全风险，规定

相应的辐射安全要求。 

二、起草过程 

（一）2023 年下半年，启动研究拟订聚变装置监管政策，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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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主要大国监管政策进行跟踪研究，与国内聚变行业内部分具

有代表性的研究院所和初创公司加强沟通。基于最大中子产生率、

年累计中子产生量，形成《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初稿）》，

并初步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二）2024 年 4 月 10 日，组织召开聚变监管座谈会，12 家单位

31 名代表参会，一致认可该监管要求（初稿），建议将第一阶段的物

理实验装置“一事一议”原则调整为更加明确的分类方式。针对第

一阶段——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研究提出《等离子体物理实验

装置分类方案（讨论稿）》，并个别征求意见。 

（三）2024 年 7 月 19 日，召开聚变监管分级分类监管方案专家

咨询会，就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分类、聚变装置三阶段划分等进

行咨询。修改形成了《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征求意见稿）》。 

三、分级分类监管的主要原则和内容 

（一）主要原则 

参考国际上现有的聚变监管政策，综合聚变风险、行业内意见

等因素，起草《聚变装置分级分类监管要求》的主要原则如下： 

1.前瞻性。不只针对现有的聚变科研装置，更着眼于近五年内

可能会开展的氘氚聚变实验装置、惯性约束聚变装置、新型磁约束

聚变装置等监管需求，同时也兼顾未来的聚变能应用装置。 

2.科学性。不套用裂变监管体系，建立与聚变风险相适应，技

术中性，能为行业内广泛接受的监管框架。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为宗旨，以合理可行的安全要求和监

管制度促进聚变行业的健康发展。 

3.一致性。与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目标、体系相统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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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效衔接对聚变研究装置的现行辐射安全要求。 

4.国际性。紧跟国际最新动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二）主要内容 

方案将聚变装置分为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氘氚聚变实验装

置和聚变能应用装置三个阶段。 

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按照射线装置进行监管，氘氚聚变实验

装置按“射线装置+”模式进行监管。以是否使用放射性物质氚作为

工作介质划分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和氘氚聚变实验装置，以最大

中子产生率和年累计中子产生量划分氘氚聚变实验装置和聚变能应

用装置。 

考虑到聚变商业化技术路线不唯一，不同聚变路线风险特征区

别较大，且何种路线率先实现聚变发电暂无定论，近期暂不对聚变

能应用装置做出具体安全要求。同时，生态环境部将充分发挥各方

力量，基于“前瞻性、科学性、一致性、国际性”原则，根据聚变

发展形势，适时制定相应监管政策。在监管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将

积极听取聚变研发单位、专家学者、公众等利益相关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