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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相关出版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受权制定或

采取旨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之危险的安全标准，并规定适用这

些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借以制定标准的出版物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 

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涵盖核安全、辐射安全、运输安全和废物安全。该丛

书出版物的分类是安全基本法则、安全要求和安全导则。 

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的资料可访问以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因特

网网站： 
www.iaea.org/zh/shu-ju-ku/an-quan-biao-zhun  

该网站提供已出版安全标准和安全标准草案的英文文本。以阿拉伯文、中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印发的安全标准文本；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以

及正在制订中的安全标准状况报告也在该网站提供使用。欲求进一步的信息，

请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系（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100, 1400 Vienna, 
Austria）。 

敬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所有用户将使用这些安全标准的经验

（例如作为国家监管、安全评审和培训班课程的依据）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确保这些安全标准继续满足用户需求。资料可以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因特

网网站提供或按上述地址邮寄或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Official.Mail@iaea.org。 

相关出版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适用这些标准，并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

条和第八条 C 款之规定，提供和促进有关和平核活动的信息交流并为此目的充

任成员国的居间人。 

核活动的安全报告以《安全报告》的形式印发 ，《安全报告》提供能够用以

支持安全标准的实例和详细方法。 

国际原子能机构其他安全相关出版物以《应急准备和响应》出版物、《放射

学评定报告》、国际核安全组的《核安全组报告》、《技术报告》和《技术文件》

的形式印发。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印发放射性事故报告、培训手册和实用手册以

及其他特别安全相关出版物。 

安保相关出版物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的形式印发。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能丛书》由旨在鼓励和援助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

发展和实际应用的资料性出版物组成。它包括关于核电、核燃料循环、放射性

废物管理和退役领域技术状况和进展以及经验、良好实践和实例的报告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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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约》于1956年10月23日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原子能机构《规约》 
会议核准， 并于1957年7月29日生效。原子能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其主要目标是“加速和扩大原子能
对全世界和平、 健康及繁荣的贡献”。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69 号 
 

 

 

 

 

核装置设备鉴定 

特定安全导则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2024 年·维也纳 



 

 

版 权 说 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科学和技术出版物均受 1952 年（日内瓦）通过

并于 1971 年（巴黎）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之条款的保护。自那时以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已将版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电子形式和虚拟形

式的知识产权。可以获得许可使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印刷形式或电子形式出

版物中所载全部或部分内容。请见 www.iaea.org/publications/rights-and-
permissions 了解详情。垂询可致函： 

Publishing Section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100 
1400 Vienna, Austria 
电话：+43 1 2600 22529 或 22530 
电子信箱：sales.publications@iaea.org 
网址：https://www.iaea.org/zh/chu-ban-wu 
 
 
 
 

© 国际原子能机构，2024 年 
国际原子能机构印刷 
2024 年 6 月·奥地利 

 
 
 
 

核装置设备鉴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奥地利，2024 年 6 月 
STI/PUB/1978 

ISBN 978-92-0-521923-3（简装书：碱性纸） 
978-92-0-521723-9（pdf 格式） 

EPUB 978-92-0-521823-6 
ISSN 1020-5853  



 

 

前  言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总干事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旨

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的危险的安全标准”。这些是原子能机

构必须适用于其自身业务而且各国可以通过其国家法规来适用的标准。 

原子能机构于 1958 年开始实施其安全标准计划，此后有了许多发展。

作为总干事，我致力于确保原子能机构维护和改进这套具有综合性、全面性

和一致性的、与时俱进的、用户友好的和适合目的的高质量安全标准。在利

用核科学和技术的过程中正确地适用这些标准将为全世界的人和环境提供

高水平的保护，并为持续利用核技术造福于所有人提供必要的信心。 

安全是得到许多国际公约支持的一项国家责任。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

准奠定了这些法律文书的基础，而且是有助于各方履行各自义务的全球基

准。虽然安全标准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被广泛适用。对已在国

家法规中采用这些标准以加强核能发电、研究堆和燃料循环设施中以及医

学、工业、农业和研究领域核应用中的安全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而言，它们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基准点和共同标准。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以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并通

过国际协商一致产生。各安全标准分委员会、核安保导则委员会和安全标准

委员会成员的参与尤其重要，我向所有为这项工作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

的人表示感谢。 

原子能机构在通过评审工作组访问和咨询服务向成员国提供援助时，

也使用这些安全标准。这有助于成员国适用这些标准，并使得能够共享宝贵

经验和真知灼见。在安全标准的定期修订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些工作组访问

和服务的反馈，以及从使用和适用安全标准的事件和经历中汲取的教训。 

我相信，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及其适用将为确保在使用核技术时实现

高水平安全作出宝贵的贡献。我鼓励所有成员国宣传和适用这些安全标准，

并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在现在和将来维护其质量。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背景 

放射性是一种自然现象，因而天然辐射源的存在是环境的特征。辐射和

放射性物质具有许多有益的用途，从发电到医学、工业和农业应用不一而

足。必须就这些应用可能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造成的辐射危险进行评

定，并在必要时加以控制。 

因此，辐射的医学应用、核装置的运行、放射性物质的生产、运输和使

用以及放射性废物的管理等活动都必须服从安全标准的约束。 

对安全实施监管是国家的一项责任。然而，辐射危险有可能超越国界，

因此，国际合作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流经验和提高控制危险、预防事故、应对

紧急情况和减缓任何有害后果的能力来促进和加强全球安全。 

各国负有勤勉管理义务和谨慎行事责任，而且理应履行其各自的国家

和国际承诺与义务。 

国际安全标准为各国履行一般国际法原则规定的义务例如与环境保护

有关的义务提供支持。国际安全标准还促进和确保对安全建立信心，并为国

际商业与贸易提供便利。 

全球核安全制度已经建立，并且正在不断地加以改进。对实施有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和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提供支撑的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是这一全

球性制度的一座基石。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是缔约国根据这些国际公约评

价各缔约国遵约情况的一个有用工具。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地位源于原子能机构《规约》，其中授权原子能

机构与联合国主管机关及有关专门机构协商并在适当领域与之合作，以制

定或采取旨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之危险的安全标准，并对

其适用作出规定。 

  



 

 

为了确保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原子能机构安全

标准制定了基本安全原则、安全要求和安全措施，以控制对人类的辐射照射

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限制可能导致核反应堆堆芯、核链式反应、辐

射源或任何其他辐射源失控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发生这类事件时减

轻其后果。这些标准适用于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其中包括核装置、

辐射和辐射源利用、放射性物质运输和放射性废物管理。 

安全措施和安保措施 1 具有保护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的共同目的。

安全措施和安保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必须统筹兼顾，以便安保措施不损害安

全，以及安全措施不损害安保。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反映了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有害影

响的高水平安全在构成要素方面的国际共识。这些安全标准以原子能机构

《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分以下三类（见图 1）。 

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长期结构。 

 
1 另见以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印发的出版物。 



 

 

安全基本法则 

“安全基本法则”阐述防护和安全的基本安全目标和原则，以及为安全

要求提供依据。 

安全要求 

一套统筹兼顾和协调一致的“安全要求”确定为确保现在和将来保护人

类与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各项要求。这些要求遵循“安全基本法则”提出的目

标和原则。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则必须采取措施以达到或恢复所要求的

安全水平。这些要求的格式和类型便于其用于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制定国家

监管框架。这些要求包括带编号的“总体”要求用“必须”来表述。许多要

求并不针对某一特定方，暗示的是相关各方负责履行这些要求。 

安全导则 

“安全导则”就如何遵守安全要求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并表明需要

采取建议的措施（或等效的可替代措施）的国际共识。“安全导则”介绍国

际良好实践并且不断反映最佳实践，以帮助用户努力实现高水平安全。“安

全导则”中的建议用“应当”来表述。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适用 

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中安全标准的使用者是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国家当

局。共同发起组织及设计、建造和运行核设施的许多组织以及涉及利用辐射

源和放射源的组织也使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在相关情况下适用于为和平目的利用的一切现有

和新的设施和活动的整个寿期，并适用于为减轻现有辐射危险而采取的防

护行动。各国可以将这些安全标准作为制订有关设施和活动的国家法规的

参考。 

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这些安全标准在原子能机构实施本身的工作方

面对其有约束力，并且在实施由原子能机构援助的工作方面对国家也具有

约束力。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还是原子能机构安全评审服务的依据，原子能机

构利用这些标准支持开展能力建设，包括编写教程和开设培训班。 

国际公约中载有与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中所载相类似的要求，从而使

其对缔约国有约束力。由国际公约、行业标准和详细的国家要求作为补充的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为保护人类和环境奠定了一致的基础。还会出现一些

需要在国家一级加以评定的特殊安全问题。例如，有许多原子能机构安全标

准特别是那些涉及规划或设计中的安全问题的标准意在主要适用于新设施

和新活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中所规定的要求在一些按照早期标准建造

的现有设施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对这类设施如何适用安全标准应由

各国自己作出决定。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所依据的科学考虑因素为有关安全的决策提供了

客观依据，但决策者还须做出明智的判断，并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权衡一项

行动或活动所带来的好处与其所产生的相关辐射危险和任何其他不利影

响。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 

编写和审查安全标准的工作涉及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及分别负责应急准

备和响应（应急准备和响应标准委员会）、核安全（核安全标准委员会）、辐

射安全（辐射安全标准委员会）、放射性废物安全（废物安全标准委员会）

和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的五个安全标准分委员会以

及一个负责监督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的安全标准委员会（安全标准委

员会）（见图 2）。 

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均可指定专家参加安全标准分委员会的工作，

并可就标准草案提出意见。安全标准委员会的成员由总干事任命，并包括负

责制订国家标准的政府高级官员。 

已经为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规划、制订、审查、修订和最终确立过程

确定了一套管理系统。该系统阐明了原子能机构的任务；今后适用安全标

准、政策和战略的思路以及相应的职责。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 

在制定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过程中考虑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

委员会的结论和国际专家机构特别是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建议。一些标

准的制定是在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或其他专门机构的合作下进行的，这

些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经

合组织核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文本的解释 

安全和核安保相关术语应理解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和核安保

术语》（见 https://www.iae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iaea-nuclear-safety-and-
security-glossary）中的术语。就“安全导则”而言，英文文本系权威性文本。 

图 2.  制订新安全标准或修订现行标准的过程。 

由秘书处编写提纲并制订 
工作计划，然后由各安全 
标准分委员会和安全标准 

委员会进行审查 

由秘书处和顾问起草 

新的安全标准或修订 

现有安全标准 

由安全标准委员会核可 

由各安全标准 
分委员会审查 成员国 

草案 

草案 

终稿 
提出意见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中每一标准的背景和范畴及其目的、范围

和结构均在每一出版物第一章“导言”中加以说明。 

在正文中没有适当位置的资料（例如对正文起辅助作用或独立于正文

的资料；为支持正文中的陈述而列入的资料；或叙述计算方法、程序或限值

和条件的资料）以附录或附件的形式列出。 

如列有附录，该附录被视为安全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录

中所列资料具有与正文相同的地位，而且原子能机构承认其作者身份。正文

中如列有附件和脚注，这些附件和脚注则被用来提供实例或补充资料或解

释。附件和脚注不是正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子能机构发表的附件资料

并不一定以作者身份印发；列于其他作者名下的资料可以安全标准附件的

形式列出。必要时将摘录和改编附件中所列外来资料，以使其更具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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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背景 

1.1. 本“安全导则”就核装置中的设备鉴定 1 提出建议，以确认此类设

备在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下安全功能的可靠性，并避免由于设备的共因故

障而造成安全薄弱点。 

1.2. 相关核装置设备鉴定的要求见下列出版物：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2/1（Rev.1）号《核电厂安

全：设计》[1]；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2/2（Rev.1）号《核电厂安

全：调试和运行》[2]；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3 号《研究堆的安全》[3 ]；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4 号《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

[4]。 

1.3. 原子能机构的其他几项安全标准也与设备鉴定相关。其中包括以下

内容：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GSR Part 4（Rev.1）号《设施和

活动的安全评定》[5]；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GSR Part 2 号《安全的领导和管

理》[6]及其辅助安全导则，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GS-
G-3.1 号《设施和活动管理系统的适用》[7]和第 GS-G-3.5 号《核

装置管理系统》[8]；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30 号《核电厂结构、系统和

部件的安全分级》[9]； 

—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34 号《核电厂电力系统的设

计》[10]；第 SSG-39 号《核电厂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的设计》[11]；

 
1 “设备鉴定”是指证据的生成和维护，以确保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按要求运行，以满

足系统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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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SG-37 号《研究堆安全重要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与软件》[12]；
第 SSG-48 号《核电厂老化管理和长期运行计划制定》[13]；和第

SSG-10 号《研究堆老化管理》[14]。 

1.4. 本“安全导则”中使用的术语应按照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15]定
义和解释加以理解。本“安全导则”中使用的某些未在《安全术语》中的定

义在本出版物的末尾提供。 

目的 

1.5. 本“安全导则”的目的是对建立和维持核装置设备鉴定的结构性方法

提出建议，以满足 SSR-2/1（Rev.1）[1]、SSR-2/2（Rev.1）[2]、SSR-3[3]和
SSR-4[4]相关要求。 

1.6. 本“安全导则”供负责核装置设备鉴定的组织使用。本“安全导则”

也供监管机构使用，以支持其与设备鉴定相关的许可证和视察活动。 

范围 

1.7. 本“安全导则”中的建议适用于新的核装置，并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

适用于现有的核装置。 

1.8. 本“安全导则”主要适用于执行一项或多项安全功能的设备，但也可

根据国家要求适用于对非安全重要物项。 

1.9. 本“安全导则”适用于电气设备、仪器仪表和控制设备以及能动机械

设备，以及与该设备相关的部件（如密封件、垫圈、润滑剂、电缆、连接、

安装和锚固结构）。 

1.10. 非能动机械部件（如管道、容器）的鉴定过程不在本“安全导则”的

范围内，这些部件的安全绩效是通过按照适用的规范进行设计来保证的。 

1.11. 本“安全导则”未规定抗震鉴定的方法和过程。原子能机构《安全标

准丛书》第 SSG-67 号《核装置抗震设计》[16]提供了关于核电厂抗震鉴定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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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本“安全导则”也没有规定电磁兼容性验证的方法。IEC61000-4-1[17]
提供了电磁兼容性验证的信息和指导。 

1.13. 本“安全导则”不提供关于保护设备免受内部火灾和爆炸影响的建

议。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64 号《核电厂设计中内部危害防

护》[18]提出了关于这一专题的建议。 

1.14. 计算机软件和固件的核实与验证不在本“安全导则”范围内；关于这

些内容的建议见 SSG-39[11]和 SSG-37[12]。 

结构 

1.15. 第 2 部分提供了关于设备鉴定的概念和过程的建议；第 3 部分提供

了关于明确鉴定过程所需的设计输入的建议；第 4 部分提供了建立设备鉴

定的建议；第 5 部分提供了关于设备鉴定维持的建议；第 6 部分提供了关

于评价设备鉴定计划有效性的建议；第 7 部分提供了将设备鉴定纳入其他

安全程序和流程的建议。 

1.16. 附件提供了一份可用于设备鉴定的国际核与非核标准清单，这些标

准与本“安全导则”的主题领域有密切关系。 

2.  设备鉴定的概念与流程 

设备鉴定的基本概念 

2.1. SSR-2/1（Rev.1）[1]要求 30 规定： 

“必须采用设备鉴定程序来核实核电厂安全重要物项能够在其整个设

计寿期内满足处于需要起作用时的环境条件下执行其预期的安全功

能，这里考虑的环境条件包括核电厂的维护和试验。” 

SSR-3[3]要求 29（针对研究堆）以及 SSR-4[4]要求 30（针对核燃料循环设

施）均对设备鉴定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2.2. SSR-2/2（Rev.1）[2]第 4.48 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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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明确设备鉴定的基本概念、范围和过程，并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

来提高和维持设备的鉴定状态。应从设备设计、供应和安装的初始阶

段开始，启动建立、确认和维护所要求的设备鉴定的计划。应定期评

审设备鉴定计划的有效性。” 

2.3. SSR-2/2（Rev.1）[2]第 4.49 段指出： 

“设备鉴定过程的范围和细节，包括需要视察的区域、无损检测的方

法、可能检查到的缺陷和视察有效性需求，应形成文件，并提交监管

机构评审和批准。应依据国家法规考虑国内外相关的经验反馈。” 

2.4. SSR-2/1（Rev.1）[1]第 5.29 段指出（脚注略）： 

“用于对设计扩展工况中所考虑事件进行预防或缓解的措施，……应

能够在这些设计扩展工况（适用时包括严重事故的设计扩展工况）相

关的环境条件下执行相关的功能。” 

2.5. 如第 2.1 段所述，要求通过设备鉴定证明设备能够在核装置规定的使

用条件范围（包括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内执行其预期的安全功能。这包括

评价系统或部件在电厂运行状态和核装置设计不能排除的外部事件（例如

地震事件、电弧、闪电等电磁现象）期间的特定使用条件所造成的影响下，

履行这些安全功能的能力。相比之下，内部火灾、爆炸、内部洪水、龙卷风

和飓风通常不在设备鉴定中考虑，因为设计手段通常保护设备免受这些事

件的影响。 

2.6. 设备鉴定应考虑可能的协同效应（例如，剂量率和温度、湿度和放射

性水平同时升高），这种效应可能导致严重的老化效应和退化机制，或事故

工况下不良的设备性能。 

2.7. 设备鉴定的一个目标应该是防止因设备暴露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而

引起的共因故障。 

2.8. 设备鉴定程序应提供足够的置信度，使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运行和维护能够在必要时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并在其鉴定寿命期间履

行其预期的安全功能（见第 2.15 段），并应考虑到维护和试验期间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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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设备鉴定的范围内，设备应被视为一个或多个相互连接的部件或

子部件的集成，每个部件都具有专用功能和特定接口，以执行或有助于实现

一个或多个安全功能。 

2.10. 用于鉴定的设备应能准确代表所安装设备的类型或系列类型。 

2.11. 设备的鉴定配置应包括设备本身及其接口的设备。经鉴定的配置应

包括固件、应用软件和硬件描述语言的最终版本，以及流程、电气和机械接

口、安装和设备定位。 

2.12. 设备鉴定应被视为贯穿核装置整个寿期的一项基本程序。 

设备鉴定过程概述 

2.13. 设备鉴定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a) 建立适当的设计输入； 

(b) 建立设备鉴定过程步骤； 

(c) 维持设备鉴定状态。 

这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内活动的关系在第 3 部分、第 4 部分和第 5 部分

进行了论述。 

鉴定寿命 

2.14. 鉴定寿命 2 是指通过试验法、分析法或经验法证明结构、系统或部

件能够在特定运行工况下，在验收标准内正常运行，同时在设计基准事故或

设计基准地震的事故工况下保持执行其安全功能能力的期限[15]。 

2.15. 对于在所有运行工况下的规定使用条件范围内可能发生严重性能退

化机制的设备，应确定其鉴定寿命。 

2.16. 应指定用于确定鉴定寿命的参数和任何环境条件的模式。应开展对

已鉴定设备状态的监控（见第 5.22－5.27 段）和对环境条件的监控（见第

 
2 并非所有会员国都使用“鉴定寿命”一词。在一些成员国：“设备寿命的鉴定”一词具有同

样的目的，即表明设备在整个预定使用期间和在事故工况下履行其预定安全功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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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21 段）等活动，以确定这些参数和规定的环境条件是否保持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 

2.17. 鉴定寿命可能基于整个设备部件的性能，也可能取决于部件内的单

一部件（如垫圈、密封件）。 

鉴定方法 

2.18. 国际公认的设备鉴定方法有型式试验法、分析法、运行经验法以及这

些方法的适当组合。附件提供了一份适用的行业标准清单，在确定适当的鉴

定方法时可予以考虑。 

设备鉴定状态的维持 

2.19. 在核装置的整个寿期内都需要维持设备鉴定状态（见第 5 部分）。 

2.20. 在设备鉴定的再评定过程中，当发生改变初始设备鉴定的任何变更

时，应提供正当性解释。 

管理系统 

2.21. 负责核装置设备鉴定的组织必须根据 GSR Part 2[6]要求，建立、实

施、评定和持续改进包括质量管理在内的管理系统。 

2.22. 设备鉴定程序应服从质量保证计划，质量保证计划包括各种要素，如

设备设计控制、采购文件控制、制造质量控制、鉴定评定（如试验、分析、

综合试验和分析、运行经验）、存储、安装和调试、装置监控和维护、定期

试验和文件控制。 

2.23. 设备鉴定活动，包括对已鉴定设备状态的评定或再评定，应按照批准

的程序和控制措施进行。 

2.24. 在设备鉴定中使用的数据采集工具应根据规定的标准进行校准，并

应提供证实这种校准的文件记录。 

2.25. 应在鉴定文件、每次鉴定试验或分析的结论和已安装设备的配置之

间建立可追溯性，以确保已安装的设备配置与已鉴定的设备配置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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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 

2.26. 核装置的设备鉴定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需进行设备鉴定的安全重要物项清单。此清单应包括预期的安全功能

和每一设备的特定位置； 

(b) 设备鉴定标准； 

(c) 设备规范书（见第 2.27 段）； 

(d) 设备鉴定分析和试验的数据和报告； 

(e) 设备鉴定总结报告（见第 2.32 段和第 2.33 段）； 

(f) 在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过程中保持鉴定状态的说明。 

2.27. 设备规范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设备类型、供应商和/或制造商、型号（或系列类型）和尺寸； 

(b) 具体的设备配置和设置； 

(c) 所使用的固件、应用软件和硬件描述语言的版本； 

(d) 设备额定的机电参数范围； 

(e) 设备的机械、电气、仪器仪表和控制接口； 

(f) 设备性能要求（例如：精度、保温电阻、电缆阻抗、响应时间）； 

(g) 操作手册、说明和数据表，包括零件清单和维护、安装和试验程序； 

(h) 与行业标准和质量保证相关的证书和试验文件。 

2.28. 经鉴定的设备状态应形成适当的文件，并且在设备使用期间（或在等

待安装的存储过程中），该文件应始终处于可监查的状态。 

2.29. 设备鉴定文件应识别出鉴定寿命短于设备整体预期使用寿命的个别

部件，并在符合其预定鉴定寿命的时间间隔内更换。 

2.30. 应为每种类型的鉴定（例如，地震、环境和电磁兼容性、在特定动态

加载条件下的功能试验、通过功能循环进行的老化和磨损）编写试验规范、

试验报告和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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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在设备鉴定过程中（包括在维持设备鉴定状态期间）发现的所有不符

合和偏差都应进行分析和记录，并得出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或考虑

的结论。 

2.32. 应编写评价每类鉴定试验和/或分析结果的鉴定总结报告。鉴定总结

报告应为设备鉴定评定（也称为“适合性分析”）提供依据，用于得出设备

适合于核装置的特定应用的结论。 

2.33. 鉴定总结报告应包含适当的信息，作为长期维护和采购过程的参考，

应包括支持所相关于维持设备的鉴定状态的信息。 

设备鉴定培训 

2.34. 参与设备鉴定活动的人员（包括承包商和参与监督这些活动的人员）

应接受适当的培训，使他们具备必要的技能、知识和态度。这种培训应该是

设备鉴定程序的一部分。 

2.35. 应采用系统的培训方法来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所提供的培训。 

2.36. 参与建立和维持设备鉴定的人员要进行的主要基础培训包括： 

(a) 针对工作、任务和程序的培训； 

(b) 将设备鉴定的细节纳入每种设备类型的维护实践培训，包括对视察退

化所使用的标准的培训； 

(c)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职责的阐述。 

3.  设备鉴定设计输入 

概述 

3.1. 在技术范中应明确设备鉴定所必需的设计输入，包括： 

(a) 完成预期安全功能所必需的绩效要求； 

(b) 在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下，包括在地震条件下，预期的特定环境条件

和运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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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的安全等级（见 SSG-30[9]）和相应的补充分级（如抗震分级、质

保分级）； 

(d) 设备鉴定验收标准。 

设备性能要求的识别 

3.2. 设备的设计要求应明确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完成预期安全功能所必

需的性能要求 3。 

3.3. 在事故工况下需要执行安全功能的设备应在整个规定的任务时间内

满足性能要求。 

3.4. 设备性能要求应从设计要求和功能验收标准（例如运行特性、测量精

度、功能物理参数的上下限和响应时间）中推导出来。 

3.5. 设备性能要求应量化并形成文件。 

鉴定条件的识别 

3.6. 应首先确定设备鉴定条件边界和事件范围。 

3.7. 应界定一组规定的使用条件，以建立设备鉴定。可以通过识别包络的

鉴定参数的边界条件来执行。 

3.8. 这组规定的使用条件应包括与电厂所有状态相关的运行工况和环境

条件。运行工况一般由系统的使用条件（例如振动、电压浪涌引起的电磁干

扰）、运行参数（例如电压、电流、温度、压力、放射性水平）、流体条件

（例如压差、温度、流量、化学物质含量）和所有电厂状态下的环境条件的

定义。环境条件一般由设备安装所在的位置内与电厂状态相关的环境条件

界定，该位置也称为“区域”。应酌情考虑这些区域的局部环境条件（例如

温度和放射性水平）。还应考虑引起退化的其他应力因素（如磨损、工作循

环、温度循环）。 

 
3 性能要求的示例包括对精度、分辨率、范围、取样率和响应时间的要求。 



 

10 

3.9. 这组规定的使用条件应考虑最不利的运行状态、事故工况（包含裕

度）和设备运行模式（例如，连续通电或断电、加载或卸载）。 

3.10. 规定的使用条件和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额外的考虑来解决

（例如，通过建立屏蔽区来防止电磁干扰对设备性能的不利影响）。 

3.11. 应使用规定的使用条件的建模和/或模拟来导出必要的参数作为鉴定

过程的输入。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2（Rev.1）号《核电厂

确定性安全分析》[19]提出了进行这种建模和模拟的建议。 

为运行状态指定的使用条件  

3.12. 运行状态的相关环境条件通常包括： 

— 环境温度和压力； 

— 湿度和蒸汽； 

— 放射性水平； 

— 水淹； 

— 化学泄漏（如硼酸、蒸汽喷淋）； 

— 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例如盐雾、油气溶胶、灰尘）； 

— 邻近设备或地震事件引起的振动； 

— SL-1 地震 4； 

— 电磁场。 

在准备试验计划时应考虑季节和气候的变化。 

3.13. 运行状态的相关运行工况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 功率浪涌； 

— 运行循环（如电气、机械、水锤）； 

— 电气负载参数（如电压、频率、电流）； 

 
4 总体上，每个核装置的设计基准地震应定义为两个级别的地震，SL-1 和 SL-2。这是为了在

发生限值地震（即 SL-2）时确保核装置的安全，并确保在发生不太严重但可能性更大的地震（即

SL-1）时继续运行的可能性。在一些国家，SL-2 与经常表示为“安全关闭地震”的地震级别相对

应。在一些国家，SL-1 对应于经常表示为“运行基准地震”的地震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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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负载（例如：推力、扭矩、位移；非地震振动，包括流动诱

发振动、凝结模态振动和淬火振动）； 

— 加工流体条件（如压力、温度、化学成分、流量、水锤）； 

— 化学成分； 

— 负载和占空比； 

— 自加热； 

— 水淹； 

— 电磁干扰。 

3.14. 设备鉴定的试验条件至少应符合与设备安装位置相关的使用条件。

应考虑温度或放射性水平可能偶尔偏离规定使用条件的情况（例如热点）。 

3.15. 对设备运行状态的性能评价应包括在经历极端使用条件组合时执行

其功能的能力。 

电磁干扰 

3.16. 电磁干扰，包括射频干扰，可由电气设备、电涌（例如开关瞬变或闪

电引起的电压尖峰）和静电放电引起。 

3.17. 电磁干扰会影响电气设备，包括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及部件。电磁干

扰设备的鉴定应注重系统设计和部件设计的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

干扰源与其它电气部件之间的干扰。 

3.18. 详细的设备鉴定规范和电磁干扰验收标准应根据国际工业标准或根

据单独的系统要求确定。附件中提供了与设备鉴定相关的国际标准清单。 

3.19. 在正常运行期间，应进行电磁干扰源的现场调查，并应包括对运行和

维护活动所造成影响的监控，以建立和核实设备鉴定的基础。 

3.20. 核装置内某一特定位置的电磁场可能因该区域内设备的运行或设备

的更换而随时产生变化。因此，当一个区域内发生电力输入或电气设备的变

化时，应进行额外的电磁场现场勘查测量，以确定和量化电磁干扰源，确保

设备鉴定的状态得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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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和缓环境的设备的规定使用条件  

3.21. 对于位于和缓环境中物项的设备鉴定，应提供证据证明鉴定设备符

合规定的验收标准，包括公认的行业协会的验收标准。当使用地震试验来鉴

定位于和缓环境中的设备时，只有在存在明显老化机制的情况下，才有必要

在地震试验之前进行预老化（见第 4.23 段）。 

3.22. 位于和缓环境下的设备鉴定参数可以从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相关

的使用条件以及这些区域事故的潜在后果中得出。在估计这些设备鉴定参

数时，应包括一个裕度，以考虑供暧、通风和空调系统性能的故障和偶尔变

化，以及位于和缓环境下的物项发生事故的潜在后果。 

因设计基准事故造成的严酷环境的规定使用条件  

3.23. 严酷的环境是由设计基准事故造成的，如失水事故、高能管道断裂和

主蒸汽管道断裂。设计基准事故的事故工况的特点是温度、压力、湿度、放

射性水平、水淹和振动的变化，或者加工流体条件、化学成分和机械负载的

同时变化。如果其他假想始发事件产生的条件比失水事故或高能管道断裂

产生的条件更严重，则可能需要在设备鉴定程序中考虑这些事件。 

3.24. 与每个假想始发事件相关的包络热力环境曲线和化学效应应从核装

置的设计基准和安全分析报告中得出。 

3.25. 在设备鉴定计划中应考虑假想始发事件（如SL-2 级地震或飞机失事）

造成的使用条件。 

3.26. 设备鉴定应考虑设备在适用的事故工况下的任务时间。 

设计扩展工况引起的堆芯熔化的使用条件  

3.27. 由于设计扩展工况导致堆芯熔化而产生的使用条件应通过考虑适当

的事故序列来具体说明，这些事故序列描述了设备执行其安全功能所遭受

的严酷环境条件（例如压力、温度、湿度、严重事故各个阶段的辐射剂量和

剂量率、有毒气体泄露、水淹水位）。 

3.28. 安全壳的热力环境曲线应考虑严重事故发生前可能存在的潜在严酷

环境条件，并应使用严重事故准则通过模拟进行估计。除了确定与设计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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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相关的环境条件外，该方法还可以帮助确定事故监控仪器仪表的量程

（包括裕度）和任务时间。参考文献[20]附件 I 提供了计算严重事故期间安

全壳的环境参数的示例。 

3.29. 在设计扩展工况（包括堆芯熔化）下的设备性能，应使用适用于安全

壳内受此种工况影响的区域以及安全壳以外区域进行模式来预估。根据建

模的结果，应确定每个参数的试验曲线，以支持对设备可靠运行能力的评

定。 

3.30. 用于监控裂变产物屏障完整性的每一设备、或用于缓解严重事故后

果的每一设备以及用于监控其充分性能的每一设备的任务时间，应根据对

严重事故各个阶段的分析得出。这种设备需要在达到安全状态后仍然保持

功能，并应具有与其所需履行的功能相适应的可靠性。 

初始适用性评定 

3.31. 设备的选型最初应通过初始适用性评定进行，以表明所选设备在规

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时通常能够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 

3.32. 为进行初始适用性评定，应提供下列资料： 

(a) 用于执行安全功能的设备的说明； 

(b) 核装置安全设计中的设备设计要求、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 

(c) 评定设备适用性的标准； 

(d) 安装、电气和机械接口以及维护的标准。 

3.33. 初始适用性评定应考虑设备的功能特性、规定使用条件下的预期性

能以及其他方面，例如电气安全性能、产品标准符合性、试验和维护标准等。 

3.34. 如果初始适用性评定显示在满足规定使用条件的设计要求方面存在

不足，则需要补充鉴定步骤。应对补充的鉴定步骤的选择加以说明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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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鉴定的建立 

4.1. 设备鉴定应选择以下方法： 

(a) 型式试验法； 

(b) 分析法； 

(c) 运行经验评价法； 

(d) 在适当的情况下，评定设计扩展工况下的设备能力； 

(e) 以上方法的组合。 

所选方法的特定组合将取决于所考虑的设备、装置或部件。例如，在对预先

存在的物项 5 进行鉴定时，可能会更加强调过去的运行经验。对于不需要

在事故工况下或地震后运行的物项，可能会更加强调分析。 

4.2. 用于设备鉴定的方法或方法组合和假设应是正当的。 

型式试验鉴定法 

概述 

4.3. 型式试验鉴定法是指对设备（包括其接口）的代表性样品进行的模拟

正常运行中显著老化机理影响的试验或一系列试验。设备鉴定的型式试验

是以代表设备（包括软件）在实际运行中以代表其预期功能的状态运行。 

4.4. 如果需要在不同的环境参数下分别进行试验（例如，针对试验辐射影

响和温度影响分别进行试验），这些试验的顺序应准确地模拟设备在寿期内

由于老化而导致的最严重的退化程度，然后进行暴露在事故工况下的试验。 

4.5. 根据行业标准进行的型式试验后所获得的设备鉴定结果，应被用于

证实设备满足性能要求，并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实现预期的安全功能。 

 
5 “预先存在的项目”是指在类似或更严格的使用条件下，根据类似应用的行业标准已经鉴

定的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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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式试验进行设备鉴定的试验规范  

4.6. 型式试验应按照明确规定的试验规范进行。作为设备鉴定计划一部

分的，试验规范应涉及一个或多个试验领域（例如环境、地震、电磁干扰）

的个别试验或试验序列，并应提供用于鉴定试验执行的信息。 

4.7. 试验规范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样机的说明，包括特定的标识； 

(b) 任何可能影响样机性能的尺寸和公差； 

(c) 适用的法规要求和行业规范及标准； 

(d) 拟使用的试验设施的说明（例如，加热炉、试验失水事故影响的试验

炉、模拟地震运动的振动台）； 

(e) 拟应用的质量保证程序； 

(f) 设备鉴定的范围（如地震、环境、电磁）； 

(g) 应监控的试验参数、试验验收标准、试验数据格式和数据分析方法的

说明； 

(h) 试验部件、测量设备及其精度、安装和接口的规范； 

(i) 试验规范中需要包括的辅助设备（例如试验连接、试验设备引线、电

源）； 

(j) 试验期间的见证（例如由独立专家）或待检点（Hold point）要求； 

(k) 为纠正偏差或故障而采取的行动； 

(l) 试验期间的维护和更换（如垫片老化后的更换）； 

(m) 由试验单位和/或独立组织准备的试验文件。 

4.8. 试验规范应概述要模拟的使用条件，以及应用于每个试验步骤的裕

度。 

4.9. 试验规范应包括以下信息： 

(a) 试验设置； 

(b) 要应用的试验条件和裕度； 

(c)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要证实的设备的安全功能和性能； 

(d) 试验顺序和/或试验步骤，包括待试验设备的性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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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每个试验步骤的验收标准（如开启和关闭时间、响应时间、精度），以

证明设备性能要求已得到满足； 

(f) 设备的正常运行状态（如通电或断电）； 

(g) 每个试验步骤的设备性能要求范围，以证明在不同的电厂状态下安全

功能的执行令人满意； 

(h) 设备鉴定涉及的物项之间的边界和接口。接口应视情况根据机械和电

气设计标准进行定义； 

(i) 数据记录和试验设备精度； 

(j) 适用的任务时间； 

(k) 规定的鉴定寿命； 

(l) 对鉴定设备规定的特殊条件（如适用）。 

用型式试验法进行设备鉴定的样机  

4.10. 在电气或机械特性、几何构型、安装结构以及电气和机械接口方面，

试验样机及其组装和安装应准确地代表待鉴定设备的类型或系列。 

4.11. 应进行评价，以确定需要多少台样机进行试验，以确保设备性能鉴定

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4.12. 试验样机描述应包含足够详细的信息，以证明它与设计规范中的设

备类型或系列相符。 

4.13. 在试验假想始发事件之前，样机应该先进行老化机理试验。 

4.14. 试验设置的描述中应提供详细的信息以正确地进行试验。包括被试

验设备的装配、安装和功能试验的相关信息。 

4.15. 可以使用比例模式和分组方法来模拟设备的实际配置。比例模式应

代表需鉴定的设备的配置和材料特性。比例模式的使用应该是正当的；特别

是，应该证明使用比例模式不会对设备鉴定试验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当应

用分组方法时，应另外进行分组分析，以证明所选项目代表该组。 

4.16. 部件的试验样品可以由分别进行试验的各个模块组成。模块之间的

接口应该被正确地识别和全面地描述，且接口应重复地包含在每一模块进

行的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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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各个模块或部件可以分别进行试验，但对于某些试验，如电磁干扰，

应进行整个部件的试验（如仪控室、电气开关设备）应进行全面调查可能的

相互作用。 

4.18. 电磁干扰试验可以在不同于老化试验、地震和其他设计基准事件试

验的试样上进行。 

4.19. 在设备鉴定试验期间使用的样机不应考虑用于鉴定后的安全应用，

除非已证明该试验不会对样机在鉴定寿期内安全运行的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而且任何裕度没有显著减少。 

设备鉴定型式试验中安全功能的论证  

4.20. 应使用功能试验来证明设备在规定的全部使用条件下执行预期安全

功能的能力。 

4.21. 虽然完整的设备鉴定过程应该涵盖所有预期的安全功能，但单一功

能试验可能只用于试验执行这些功能的能力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个安全壳

贯穿件有两个安全功能—电气功能和安全壳压力边界功能，这些功能可能

被单独试验。 

4.22. 安全功能的性能也可以通过使用间接试验方法来证明，例如使用功

能验收标准对环境密封材料（如垫片压缩装置）进行试验。 

设备鉴定型式试验中老化效应（预老化）的模拟  

4.23. 任何预期的显著老化机理都应在设备鉴定试验期间进行模拟。可通

过加速老化（例如热老化、辐射老化；见第 4.25－4.30 段）来模拟运行状态

下预期的老化，以确定设备的鉴定寿命。 

4.24. 设备老化的顺序应考虑顺序、同时和协同效应，以提供最准确的老化

退化模拟。 

加速热老化 

4.25. 热老化可以通过将样机暴露在较高的温度下一段特定的时间来模拟

（加速热老化）。加速热老化的速度应记录在案并加以证明（例如，为了管控

扩散有限氧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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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Arrhenius 老化模式 6（高温等效老化）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的加速

热老化方法。所用的升高的试验温度应低于可能发生明显不同的化学或物

理反应的阈值温度。 

4.27. 加速老化过程中使用的参数应记录在案并说明正当性。例如，材料的

活化能、试验期间的温度、试验的持续时间和材料的灵敏度都应被记录在案

并证明是正当的。 

加速辐照老化 

4.28. 对辐照老化的模拟应限于材料特征随时间的逐渐永久变化，并与暴

露于辐照时可能发生的瞬态变化区分开来。 

4.29. 应模拟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下可能受到的总剂量。所使用的剂量率

应均匀分布，并低至能确保加速辐照老化实验仍可实现。 

4.30. 除非另有说明（如国家要求），辐射老化模拟应在环境温度条件下进

行。这可能包括高温（代表高温使用环境）试验。 

非地震振动和机械冲击 

4.31. 在适用的情况下，应考虑非地震振动和机械冲击（包括来自管道、泵

和运转中的马达的振动，以及流体动力负载引起的振动）产生的显著退化

（例如疲劳、磨损）。 

4.32. 如果认为非地震振动严重到足以引起机械老化，则在进行地震试验

之前，应将非地震振动包括在老化过程中。 

其他应力的模拟 

4.33. 在型式试验中应考虑引起老化退化的其他应力因素（如磨损、工作循

环、温度循环）。 

 
6 Arrhenius 老化模式是描述化学反应动力学（即降解过程）的简化模式，它预测了构件故障

所需的时间随温度的变化。它假定在高温下的短期热老化与在较低温度下的长期老化会导致相同

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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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鉴定型式试验中地震条件的模拟  

4.34. 必要时，应在事故工况试验之前，对老化试验样机（即已经历模拟运

行工况的样机）进行地震效应的模拟。 

4.35. 应用于设备鉴定方法的地震事件（例如流体动力事件）期间的机械负

载条件，应根据 SSG-67[16]规定的 SL-2 地震和相关的机械负载来制定。在

严酷环境和和缓环境的设备鉴定中都应考虑到这一点。附件提供了相关设

备抗震鉴定的国际标准清单。 

4.36. 适当时，样机应以准确地代表安装配置的方式进行约束和锚固，应通

电并承受电气和机械负载。 

设备鉴定型式试验中规定使用条件的模拟  

4.37. 在进行事故工况模拟之前，型式试验程序应将试样置于鉴定寿命期

间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最坏退化状态。 

4.38. 试验样品应受到核装置设计基准中规定的假想始发事件可能造成的

环境条件的影响。通过执行试验序列来模拟这种环境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例

如，事故工况下的放射性水平和热力学负载，视设备的任务时间而定）。 

4.39. 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造成的总辐照剂量可用于单一照射或一系列照

射，只要能最准确地模拟适用的老化效应。 

4.40. 由假想始发事件产生的条件应根据要模拟的热力环境曲线和化学效

应来定义。这些条件包括如必要任务时间的温度、压力、湿度、水淹和化学

成分。 

4.41. 试验样机应通电，并以准确代表安装配置的方式承受负载。 

4.42. 在模拟假想始发事件期间，在必要的任务时间内成功执行安全功能

应得到核实和记录。 

设备鉴定用型式试验中试验曲线的裕度  

4.43. 考虑到试验仪器的不精确度、制造变化和建模不确定性，在设备鉴定

过程中应用裕度。型式试验应包括相关规定，以核实设备鉴定的型式试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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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足够的裕度。IEC/IEEE 60780-323[21]提供了安全重要电气设备进行型式

试验的适当裕度的信息。 

4.44. 增加试验持续时间是在试验中增加裕度的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增加

试验循环的次数（例如磨损试验循环、操作循环）也可以是增加裕度的一种

可接受的方法。 

分析法鉴定 

4.45. 分析法鉴定应包括对所使用的方法、模式和假设的适用性论证。根据

试验参数、试验记录或运行经验，对用于设备鉴定的数学模式进行论证，以

说明其是正当的。在使用试验数据的情况下，试验证明应包括使用的试验方

法和参数的详细信息。 

4.46. 分析法鉴定可用于推断现有设备鉴定结果，以解决设备、材料成分、

设备使用条件、性能要求和安装方面的变化，并再评定设备的鉴定寿命。 

4.47. 如果证明被试验设备可以代表同一系列中的其他设备（例如电缆、同

一类型的系列电机、加工仪器仪表的尺寸），分析法鉴定可用于扩展设备鉴

定试验的结果，用于代表同一或类似类型的整个设备系列。 

4.48. 单独使用分析法进行鉴定，仅建议用于分析设备及其安装的结构完

整性；不建议用于分析设备功能。如果设备过大或试验设施受限，也可以例

外。 

4.49. 分析法鉴定可以用来证明，在其他设备的鉴定的基础上，一件设备可

以在同等或更严苛的条件下进行鉴定。 

运行经验法鉴定 

4.50. 运行经验可以用来帮助证明设备执行安全功能的可靠性。 

4.51. 制造商提供的任何运行经验反馈的有效性应由第三方（即具有设备

使用相关经验的另一组织）确认。还应确保可获得足够的与运行经验相关的

有效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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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从运行经验中获得的数据应基于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这些使用条

件和性能要求应与鉴定设备的条件和性能要求相当或更严苛。 

4.53. 不能仅用运行经验法对设备进行鉴定，应与其他鉴定方法相结合。 

组合方法 

4.54. 设备鉴定可通过型式试验法、分析法和运行经验法相结合来实现。例

如，在不可能对完整部件进行型式试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辅以分析法的部

件试验。在某些情况下，整个设备的鉴定取决于该设备中最具限制性的单一

部件的鉴定。 

4.55. 如果并不是设备中的所有部件都会由于特定使用条件的影响而退

化，则可以通过材料分析证明某些部件是合格的。 

4.56. 所选方法的特定组合将取决于所考虑的系统或部件。用于设备鉴定

的方法的组合应该是正当的并形成文件。 

堆芯熔化的设计扩展工况下的设备能力评定 

4.57. SSR-2/1（Rev.1）[1]第 5.29 段指出（脚注略）： 

“用于对设计扩展工况中所考虑事件进行预防或缓解的措施，……应

能够在这些设计扩展工况相关的环境条件下执行功能，（适用时）包

括严重事故下的设计扩展工况。” 

4.58. 适用时，设备应具备在严重事故工况下必要的任务时间内执行其预

期安全功能的能力。 

4.59. 在严重事故中用于缓解或监控的每件设备的任务时间应从对严重事

故各个阶段的分析中得出。例如，一些设备可能需要在设计基准事故期间执

行安全功能，并在堆芯熔化的整个设计扩展工况下保持功能。 

4.60. 应明确设备在严重事故的每个阶段所要完成的特定功能。应评定设

备在如此严重的事故工况下可靠执行这些功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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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型式试验法可以用来支持对模拟严重事故负

载下设备性能的预测。 

4.62. 参考文献[20]提供了可考虑用于评定设备在严重事故工况下执行功

能能力的技术基础。 

5.  设备鉴定状态的维持 

概述 

5.1. SSR-2/2（Rev.1）[2]要求 13 规定： 

“营运组织应确保进行系统的评定，以提供可靠的证明，证实与安全

相关的物项在所有运行状态和事故工况下都能达到所要求的性能。” 

5.2. 此外，SSR-2/2（Rev.1）[2]第 4.48 段指出： 

“应从设备的设计、供货和安装的初始阶段，启动一份计划以建立、

确认和维持所需设备鉴定状态。应定期评审设备鉴定计划的有效性。” 

5.3. 为满足上述要求，已鉴定设备的设计、制造、采购、存储、安装、调

试、视察、运行、维护和更换或变更应有助于确保设备在装置寿期内保持鉴

定状态。 

5.4. SSR-2/2（Rev.1）[2]要求 10 规定：“营运组织应建立并实施电厂技

术状态管理系统，以确保设计要求、物理配置和电厂文件之间的一致性。” 

5.5.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技术状态管理（即变更控制）应提供一个系统的

过程，以确保每当设施、设备发生变化时，或者运行、维护或更换活动发生

变化时，设备鉴定的影响都得到适当的考虑。 

5.6. 设备鉴定状态的维持包括定期更换容易老化的部件（如密封件、垫

圈、润滑剂、过滤器）。在专门为设备鉴定维持的目的而进行的维护活动中，

此类部件可能需要定期更换（即不重复使用）。 

5.7. 可对已鉴定设备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包括： 

(a) 偏离适用的安装和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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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计基准或安全分析的变更； 

(c) 监管要求或许可证条件的变化； 

(d) 核装置的改造； 

(e) 使用条件与设备鉴定中假定条件的偏差； 

(f) 对不良运行和维护经验的反馈； 

(g) 无法获得经鉴定的备件； 

(h) 鉴定设备和备件的存储条件； 

(i) 设备或备件的退化； 

(j) 最新鉴定试验或研究结果对原始假设、试验或分析结果提出了质疑或

修改。 

5.8. 在评定已鉴定设备的状态时，应评价设备鉴定计划中的所有要素。 

5.9. 一件设备的鉴定寿命应在其寿期内再评定，同时考虑到对老化机理

在认知和理解方面的进展，以及设备实际运行环境。如果要延长鉴定寿命，

应提供一份有充分依据支持的全面评价。 

5.10. 在装置寿期内，鉴定设备的每一项状态都应得到维持并形成文件。此

类文件是设备鉴定计划的一部分，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鉴定设备清单； 

(b) 鉴定设备的采购技术规范； 

(c) 支持设备鉴定的制造商数据； 

(d) 设备安装规范； 

(e) 设备所在区域环境条件的监控结果（如果相关）； 

(f) 设备状况的监控结果，包括目视检查的结果（如果相关）； 

(g)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试验报告； 

(h) 设备鉴定总结报告； 

(i) 维护活动的结果，包括零、部件或密封材料（如密封件、垫圈、润滑

剂）的更换记录，以及证实这些更换的设备经过鉴定的可追溯性证明； 

(j) 供应商、制造商和营运组织的不符合项报告； 

(k) 原始设备制造商无法提供替换部件（过时、报废）的记录以及接受用

鉴定合格的替代品进行部件更换的可接受性记录（见第 5.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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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相关运行经验报告； 

(m)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限时老化分析报告（例如，用于长期运行的评价），

或另一适当的等效分析报告； 

(n) 设备适用于每个预期的功能应用和相关安装位置的书面证明。 

5.11. 应识别与其他程序（见第 7 部分）的接口，并应建立程序控制，以保

证对维持鉴定设备的状态至关重要的活动得到正确执行，并适当地纳入安

装过程和工作实践。 

5.12. 应使用来自装置本身或其他行业的运行经验反馈来识别非预期的老

化机理或设备性能的变化。 

老化效应与鉴定寿命 

5.13. SSR-2/1（Rev.1）[1]第 5.51 段指出： 

“核电厂的设计应适当考虑到某一部件在所有运行状态下的老化和磨

损影响，包括试验、维护、大修、假想始发事件期间的电厂状态和假

想始发事件之后的电厂状态。” 

SSR-3[3]要求 37 针对研究堆和 SSR-4[4]要求 32 针对核燃料循环设施作出

了处理老化和磨损影响的类似规定。 

5.14. SSR-2/1（Rev.1）[1]第 5.49 段指出： 

“安全重要物项的鉴定计划应包括考虑环境因素（如振动、辐照、湿

度或温度等条件）安全重要物项在预期使用寿命内造成的老化影响。” 

在用于研究堆的 SSR-3[3]第 6.84 段，以及用于核燃料循环设施的 SSR-4[4]
第 6.115 段，对老化效应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5.15. 当发现新的老化机理或以前已知的老化机理的影响增加时，应评审

设备鉴定计划的相关部分，以确定是否需要改变设备的鉴定寿命或进行设

备维护。 

5.16. 为了识别和缓解在原始设备鉴定时没有考虑到的非预期的老化退

化，定期预防性维护、预测性维护、设备校准、监视、试验、状态监控、纠

正措施、设备故障趋势的分析和运行经验评审是可接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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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鉴定设备的与老化相关的故障或重大材料退化的过程结果，应被用

于评定是否需要修订与设备鉴定相关的维护、监督和更换程序。这些修订应

反映在设备鉴定文件中。 

环境条件监控 

5.18. 应该对设备安装的区域、房间和设备进行分析，以确定应该在哪里测

量环境条件。这种分析应考虑到作用在设备上的应力源（例如，运行温度、

辐照、水淹、局部振动、电磁干扰、射频干扰、有毒化学品暴露），以确定

实际环境条件是否比假设的更严重。 

5.19. 应评定使用条件的趋势，以确定对鉴定设备状况的影响，并在必要时

确定纠正措施。 

5.20. 在运行期间对核装置内环境条件的监控应核实以下情况： 

(a) 设备鉴定中的假设环境条件与设备安装位置的环境条件一致； 

(b) 不超过设备的设计限值； 

(c) 鉴定设备的状态仍然有效。 

5.21. 环境条件的监控也可用于支持剩余鉴定寿命的评价，以确定设备是

否适合继续使用。 

鉴定设备的状态监控 

5.22. 对已鉴定设备状态的监控，也称为“状态监控”，提供相关已鉴定设

备老化退化速率的信息。状态监控包括目视视察和参数测量，这些参数表明

设备的物理状态，并能够评定其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执行预定功能的能力。

状态监控对维持鉴定设备状态所必需的活动也有支持作用。 

5.23. 应定期实施适当的状态监控，以确定老化造成的实际退化率是否高

于预期，进而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纠正行动，以确保鉴定设备的状态得以保

持。状态监控的结果还应用于研究以下情况： 

(a) 使用条件是否比先前假想的更为恶劣； 

(b) 关于老化的初始假设是否包含最初未考虑到的不确定性； 



 

26 

(c) 在建立设备鉴定时，是否识别了未充分评价或模拟的老化机理。 

5.24. 应为给定类型的设备选择适当的状态指标，以帮助检测由严重老化

机理引起的变化。这些状态指标应该是可测量的，与鉴定设备的功能退化相

关联，并能够显示出连续的可观察的趋势。 

5.25. 安全重要设备的过早故障、退化和性能异常应加以识别和记录。这些

缺陷应通过纠正行动计划加以解决。 

5.26. 随着鉴定设备接近其鉴定寿命的末期，应对其状态进行额外的定期

监控，以确定实际老化的速度是否比预期的慢，这将表明有可能延长设备的

鉴定寿命。 

5.27. 应采用监控环境条件和监控设备状态相结合的方式，以支持对设备

鉴定寿命的再评定。 

鉴定设备的定期监控 

5.28. 应执行对已鉴定设备定期监控的程序，以确保： 

(a) 鉴定设备的状态不会因运行和维护活动改变设备的配置、安装方位（水

平或垂直支撑）或电气、气动或液压接口，而受到损害； 

(b) 系统和部件持续满足其性能要求； 

(c) 发现设备配置异常时，及时完成纠正措施，维持鉴定设备状态； 

(d) 规定了识别过早老化退化的标准。 

5.29. 在定期监控期间，如果观察到非预期的退化，应评价这种退化对设备

执行其预期安全功能的能力的影响。 

鉴定设备的维护 

5.30. 应根据设备鉴定计划和监控程序进行维护活动，以维持鉴定设备的

状态。 

5.31. 为了维持鉴定设备的状态，维护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维护文件：描述为维持设备鉴定状态所必要的维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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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适用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应设置维护周期，以确保设备的鉴定寿

命得到维持； 

(c) 识别与鉴定设备相关的每个状态指标的趋势，并检测设备性能下降的

任何初始迹象； 

(d) 超过鉴定寿命的设备和部件的更换； 

(e) 运行人员用以识别设备已进行鉴定的方法。 

5.32. 鉴定设备的所有维护工作都应受到适当的监督，以确保使用了经鉴

定的更换部件，遵守了适用的维护程序，并维持了鉴定设备的状态。 

鉴定设备的保护屏障 

5.33. 如果为保护鉴定设备免受可能的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提供了保护屏

障、外壳、屏蔽或密封装置，则保持这些屏障的完整性应作为设备鉴定计划

的一部分。应实施控制措施，以确保这些屏障在装置的寿期内保持有效并处

于正确的配置状态。 

5.34. 任何可以移除的保护屏障都应明确标记为设备鉴定计划的元素。 

鉴定设备的采购和存储 

5.35. 经鉴定的设备及其备件应按照所适用的设备鉴定总结报告中规定的

采购标准采购。采购标准应包含拟采购设备的规范书和规定的使用条件。 

5.36. 更换设备应与原鉴定设备相同。如果这不可能，则应对更换设备进行

评价，以确定是否可以接受，并将评价结论记录在案。必要时，应更新设备

鉴定文件，以反映改变鉴定、配置、维护或采购基准的任何替换。 

5.37. GSR Part 2[6]要求 11 规定：“组织应与供货商、承包商和供应商作出

安排，以规定、监控和管理可能影响安全的物项、产品和服务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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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与鉴定设备供应商和制造商的管控也应符合国家要求，包括任何质

量管理要求。设备也可以向通过了商品级物项专用认证过程供应商或制造

商进行采购。无论如何管控，设备都应按照设备鉴定程序 7 进行鉴定。 

5.39. 采购后，鉴定设备应在收货时进行视察，并以受控的方式存储，以确

保其鉴定状态得到维持。 

5.40. 采购文件应反映供应商和/或制造商有责任证明所提供的设备与营运

组织所订购的设备相同。采购文件应明确，当设备设计和制造发生变化时，

应通知营运组织。 

5.41. 已鉴定的设备（包括子部件、备件和材料）在存储状态中应标记为已

鉴定。 

5.42. 应控制规定了贮存期限的鉴定设备的存储，以确保在安装时设备的鉴

定状态仍得到保持。特别是，应建立可靠的措施，以确保不超过贮存期限 8 
的截止日期。 

设备鉴定寿命的再评定 

5.43. 设备的鉴定寿命应在整个装置寿命期间再评定，以考虑到实际使用

条件的变化，如温度和放射性水平，以及对退化机制的认知和理解的发展。 

5.44. 如果要延长设备的鉴定寿命，则应为此提供技术依据。此外，任何关

于鉴定设备状态的结论都应再评定，将性能要求或安装条件的任何变化考

虑在内。 

5.45. 应评价延长设备鉴定寿命的技术基础，以确定是否需要改变文件中

的材料成分和参数、假设的环境条件、负载循环和其他参数来支持该评价。 

 
7 例如，请参见参考文献[22]所述的设备鉴定程序。 

8 “贮存期限”是从制造到安装之间的最长期限，在此期间设备可以在安装前处于存储状态，

以避免重要工程属性的潜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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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再评定鉴定寿命的方法应包括：对原设备鉴定中所作假设的保守性

进行再评定；对自然老化设备进行型式试验，并进行额外的老化试验以支持

延长鉴定寿命；对设备进行更换和翻新。 

5.47. 应力源强度的变化（例如温度和放射性水平的变化）也应被评价，以

再评定鉴定寿命。因此，对环境条件和设备状态监控数据的评价可以用来再

评定设备的鉴定寿命。 

5.48. 为再评定设备的鉴定寿命而选择的方法应该是正当的，并记录在案。 

6.  设备鉴定程序有效性的评价 

6.1. 应当对设备鉴定程序的有效性进行评定。这种评定通常包括对以下

内容的评审： 

(a) 遵守政府、法律和监管方的安全框架； 

(b) 鉴定文件在程序执行和技术准确性方面是否充分； 

(c) 与其他程序接口的有效性； 

(d)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培训内容的有效性； 

(e) 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f)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维护活动； 

(g) 对供应商和制造商与设备鉴定相关的质量管理系统和过程进行的监

查。 

6.2. 对设备鉴定程序进行定期监查和持续监督的主要责任在于营运组

织。在某些国家，监管机构的安全核实活动包括对设备鉴定程序的某些要素

进行定期监查。 

6.3. 对设备鉴定程序有效性的评定应包括对下列组织开展的活动的评

价： 

(a) 营运组织； 

(b) 鉴定设备的供应商和制造商； 

(c) 设备鉴定服务的第三方供应商； 

(d) 设备鉴定试验设施（如经认可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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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应对设备鉴定程序进行下列类型的监查： 

(a) 覆盖设备鉴定程序的所有方面和活动的监查。这些监查通常在程序最

初确立时进行，并作为对核装置的定期安全评审或许可证续期评审的

一部分； 

(b) 覆盖设备鉴定程序的某些要素和活动的监查。这些监查更频繁地进行，

而且往往是针对表明特定领域可能存在薄弱点的过程进行的； 

(c) 覆盖供应商和制造商的质量管理系统和与设备鉴定相关过程的监查； 

(d) 为确保设备鉴定活动的初始许可证申请和长期的安装活动符合国家监

管框架所进行的定期监管视察。 

6.5. 对设备鉴定程序有效性的评定应是一个积极和持续的过程，应考虑

以下因素： 

(a) 是否有经鉴定且持续更新的设备清单； 

(b) 设备鉴定计划所采用的方法和标准是否反映颁发许可证条件和设计基

准； 

(c) 设备的安全性、可运行性和性能的初始假设是否合理和保持有效； 

(d) 设备鉴定文件是否以可监查和可追溯的形式提供，是否为设备鉴定清

单中的每项设备提供鉴定证据，并包括一个检索证明文件的系统； 

(e) 证明文件是否可追溯，并包括以下内容： 

(i) 试验和分析文件； 

(ii) 评价运行经验和来自经验反馈的信息； 

(iii) 采购文件； 

(iv) 来自鉴定设备制造过程的质量保证记录； 

(v) 鉴定设备的存储、运输和安装标准； 

(vi) 鉴定设备的监控和维护标准。 

(f) 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以下情况： 

(i) 鉴定寿命建模中使用的技术基准和假设（例如，活化能水平、材

料组成、假定的环境条件、其他参数）仍然有效； 

(ii) 安装的设备与鉴定设备相匹配； 

(iii) 设备安装正确（例如，安装、连接和管道密封符合鉴定配置文件，

驱动机构和液压或气压管路的连接和布置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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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设备和任何保护屏障都得到适当的维护； 

(v) 及时识别并执行纠正措施； 

(vi) 人员能够识别老化退化影响的特征。 

(g) 在鉴定设备的使用寿命期间维持设备鉴定状态的必要措施（例如，经

鉴定备件的存储和处理；安装、监控、维护和部件更换）是否在适当

的程序或说明中记录下来，并得到执行； 

(h) 相关人员是否具备适当的资质和培训，以建立和维持设备鉴定； 

(i) 是否建立了鉴定设备的维护和试验、设备状态的监督和视察以及环境

条件的监控要求，以确保鉴定设备的老化退化和功能能力保持可接受

水平，以及是否建立了反馈程序来处理已发现的任何非预期的退化； 

(j) 是否制定了程序来分析过早退化或故障，并实施适当的纠正措施，包

括修改关于鉴定设备状态的结论； 

(k) 是否建立了运行经验程序来收集和评审与鉴定设备状态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核装置和其他设施的运行经验、重大事件报告、供应商

和制造商的反馈、研究和开发结果以及监管机构的指导； 

(l) 设备鉴定程序是否反映了装置的竣工设计文件，包括最新的任何修改； 

(m) 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设备鉴定程序内实施的控制措施（如纠正措

施、配置管理）是有效的。 

7.  将设备鉴定纳入安全程序和流程 

设备鉴定程序与其他程序之间的接口 

7.1. 设备鉴定程序应与其他程序和流程有明确界定的接口，活动应协调

一致，以确保鉴定设备的状态得到维持。这些其他程序和流程包括以下内

容： 

(a) 许可证； 

(b) 管理系统（包括供应链）； 

(c) 运行，包括工作和任务规划； 

(d) 配置管理； 

(e) 运行经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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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老化管理 9 和长期运行； 

(g) 监控、试验和维护； 

(h) 辐射防护； 

(i) 化学程序； 

(j) 纠正行动计划； 

(k) 设备的包装和运输； 

(l) 设备的采购和存储； 

(m) 人员培训； 

(n) 大修计划和调度（在适当的情况下）； 

(o) 工程（如更换零件工程和设计工程）。 

安全分析报告 

7.2. 关于安全分析报告格式和内容的建议见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第 SSG-61《核电厂安全分析报告的格式和内容》[23]和第 SSG-20 号《研究

堆安全评定和安全分析报告的编写》[24]。关于设备鉴定，安全分析报告应

包括以下内容： 

(a) 需进行设备鉴定的设备的安全功能信息； 

(b) 鉴定设备所在区域的信息； 

(c) 鉴定设备在事故工况下的任务次数信息； 

(d) 确定规定使用条件的依据； 

(e) 定义设施内不同环境条件区域的依据； 

(f) 在运行中及事故工况下预期的环境条件变化（例如振动、温度、压力、

电磁干扰、放射性水平、湿度）； 

(g) 任何可以合理预估的或可由特定活动（诸如安全壳泄漏率定期试验等）

引起的异常环境条件； 

(h) 关于某一特定类型设备的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给出鉴定结果的文件

和相关鉴定结论的信息。 

 
9 SSG-48[13]第 4.23－4.31 段、SSG-10[14]第 7.8 段就老化管理程序框架内设备鉴定的整合

和评审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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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影响上述项目的变更都应在安全分析报告中更新。 

对核装置的改造 

7.3. 应确保对装置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及时更新设备鉴定文件以反映任何

设计变更。 

7.4. 任何涉及鉴定设备的改造都应在实施改造前进行仔细的计划。这包

括确保以下各项： 

(a) 所有受改造影响的文件，如安全分析报告、运行限值和条件、图纸、

运行程序和应急程序、定期维护和试验程序以及设备指数，均已更新

并能够被获取。在改造完成之前，不应释放文档供使用； 

(b) 所改造系统的已建成配置已反映在设计基准文件中。 

7.5. 只涉及对非安全重要物项的改造，但可能影响安全重要物项的，也应

评价其对鉴定设备的可能影响。这种评价的结果应记录在案。 

7.6. 关于核装置改造控制的进一步建议见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NS-G-2.3 号《核电厂改造》[25]和第 SSG-24 号《研究堆的利用和改造安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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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与设备鉴定相关的国际标准 

A-1.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2/1（Rev.1）号《核电厂安全：

设计》[A-1]要求 9 规定：“对核电厂的安全重要物项应按照相关的国家和国

际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 

A-2. 现有大量国家和国际标准，就支持遵守 SSR-2/1（Rev.1）[A-1]规定

要求的设计方法和系统特性制定了详细的标准、方法、过程和实践。预计设

计者、营运组织和监管机构将利用这类设计标准。 

A-3. 两个组织负责核装置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大部分国际使用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 45A 号小组委员会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核电工程委员会。每个组织都制定了一些设计标准，以支持 SSR-
2/1（Rev.1）[A-1]所确立的要求的共同原则和本“安全导则”中提供的建议。 

A-4. 为了避免本“安全导则”中提供的建议与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和国

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之间的冲突，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努力。国际电工委员会

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委员会的成员都参与了本“安全导则”的开

发，两个标准组织都评审了草案，以帮助识别和消除冲突。 

A-5. 国际电工委员会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之间有重要的区别。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将原子能机构的安全要求、出版物和安全导则作为其

制定的基本输入。因此，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涉及安全重要物项，并以国

际原子能机构关于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建议和指导为基础。相比之下，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主要集中在安全重要物项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标准可以使用分等级的方法应用于与安全相关物项（即安全重要但不

是安全系统的物项）。 

A-6. 表 A-1 列出了与本“安全导则”中提供的建议直接相关的国际电工

委员会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表 A-1 并不提供一个完整的列表，

但它确定了国际电工委员会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集的入口点。表

A-1 还包含一个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发布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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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设备鉴定相关的国际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IEC 60515:2007 
[A–2] 

核电厂 — 安全重要仪器仪表 — 辐射探测器 — 
特性和试验方法 

IEC 60772:2018 
[A–3] 

核电厂 — 安全重要仪器仪表系统 — 安全壳的电
气贯穿件部件 

IEC/IEEE 60980-
344:2020 
[A–4] 

核装置 — 安全重要设备 — 抗震鉴定 

IEC 61513:2011 
[A–5] 

核电厂 — 安全重要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 — 概述
要求 

IEC 62003:2020 
[A–6] 

核电厂 — 仪器仪表控制和电力系统 — 电磁兼容

性试验要求 

IEC 62342:2007 
[A–7] 

核电厂 — 安全重要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 — 老化

管理 

IEC TR 61000-4-
1:2016 
[A–8] 

电磁兼容性（EMC）— 第 4-1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
术 — IEC 61000-4 系列概述 

IEC 61000-6-1:2016 
[A–9] 

电磁兼容性（EMC）— 第 6-1 部分：通用标准 —
住宅、商业和轻工业环境的抗扰性标准 

IEC/IEEE 60780-
323:2016 
[A–10] 

核装置 — 安全重要电气设备 — 鉴定 

IEEE 308-2020 
[A–11]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用 1E 级电力系统标

准 

IEEE 334-2006 
[A–12]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用连续工作 1E 级电
动机鉴定标准 

IEEE 344-2013 
[A–13]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设备抗震鉴定标准 

IEEE 382-2019 
[A–14]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和其他核装置用安全
相关致动器鉴定标准 

IEEE 383-2015 
[A–15]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装置用电缆和接头鉴定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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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设备鉴定相关的国际标准（续） 

序号 标准名称 

IEEE 420-2013 
[A–16]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用 1E 级控制板、面
板和机架的设计和鉴定标准 

IEEE 535-2013 
[A–17]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用 1E 级排气铅酸
蓄电池鉴定标准 

IEEE 572-2019 
[A–18]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和其他核装置用 1E
级连接部件鉴定标准 

IEEE 603-2018 
[A–19]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安全系统的标准 

IEEE 627-2019 
[A–20]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装置用设备鉴定标准 

IEEE 649-2006 
[A–21]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 1E 级电机控制中
心鉴定标准 

IEEE 1205-2014 
[A–22]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评定、监控和缓解核电厂
和其他核装置中使用的电气设备老化影响标准 

IEEE 1682-2011 
[A–23]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电厂安全系统用光纤电
缆、连接和光纤接头鉴定标准 

ASME QME-1-2017 
[A–24] 

核装置中使用的能动机械设备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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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安全导则”的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词汇：核
安全和辐射防护中使用的术语：2018 年版》提供了进一步的定义： 

https://www.iaea.org/publications/11098/iaea-safety-glossary-2018-edition 

加速老化：一种设备试验方法，在短时间内模拟与长期使用条件相关的老

化。通常，加速老化试图通过应用代表使用前和使用条件的应力源来模拟自

然老化的影响，但在强度、持续时间和应用方式上有所不同。 

老化机理：随着时间或使用逐渐改变结构、系统和部件特征的过程（如固

化、磨损、疲劳、蠕变、侵蚀、微生物污染、腐蚀、脆化、化学分解）。 

状态监控：通过测量和跟踪设备状况来评定设备功能能力的活动。 

严酷环境：环境条件比运行状态所预期条件严重得多的环境条件。 

和缓环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运行状态所预期条件严重得多的环境条件。 

任务时间：设备在事故工况下需要执行其预定功能的时间长度。 

显著的老化机制：一种老化机制，在正常和非正常使用工况下导致设备退

化，容易使设备在事故工况下不能履行其安全功能。 

规定的使用条件：设备在使用寿命期间所承受的物理条件和应力源。包括正

常运行工况、加工条件、非正常运行工况、在设计基准事故期间和之后的工

况以及设计扩展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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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本本安安全全目目标标是是保保护护人人类类与与环环境境免免于于电电离离辐辐射射
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这一保护人类（个人和集体）与环境的基本安全
目标必须在对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运行或活动的开展
不存在不当限制的情况下实现。 

——《基本安全原则》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安全基本法则”第 SF-1号（2006 年） 

国际原子能机构 
维也纳 

通过国际标准促进安全 

通 过 国 际 标 准 促 进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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