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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约束核聚变进展和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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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经国际聚变界近 )% 年的共同努力

,

在磁约束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上
,

开发聚变能源

的科学可行性已被实验证实
。

在此基础上
,

经过 #% 多年的论证
、

研发和总体设计
,

一个预

期可实现聚变功率 )% 万千瓦
,

功率增益达到 &%
,

燃烧时间 )% %一∃% %% 秒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 ∀  ! ∋ 己由七个国家和组织 ∀中
、

美
、

日
、

韩
、

印度
、

俄罗斯
、

欧盟 ∋ 正式开始合作建

造
。

 ! 项目的启动不仅反映磁约束聚变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也表明在向实用能源推

进的过程中实现稳态
、

高参数燃烧聚变等离子体是其最重要的科学目标
。

这一科学目标的实

现将为进一步建造多种实用聚变堆奠定坚实基础
。

全超导托长马克是实现这一科学目标最重

要的工程技术基础
。

在  ! 建成之前
,

中国在国际上率先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
,

它和国内

其它实验装置一起
,

将为  ! 的成功运行和实验做出重要贡献
,

也将为中国 卜一步聚变能

源的开发研究奠定人才
、

工程技术和物理基础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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