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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７６８０《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分为１２个部分：

———第１部分：应急计划区的划分；

———第２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职能与组织机构；

———第３部分：场外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第４部分：场外应急计划与执行程序；

———第５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第６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职能与组织机构；

———第７部分：场内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第８部分：场内应急计划与执行程序；

———第９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第１０部分：核电厂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析准则；

———第１１部分：应急响应期间场外放射评价实施准则；

———第１２部分：核应急练习与演习的计划、准备、实施与评估。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７６８０的第５部分。本部分参考了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关于核应急计划与准

备的相关要求。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７６８０．５—１９９９《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本

部分与ＧＢ／Ｔ１７６８０．５—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应急计划（预案）、监控员、评估员（见第２章）；

———增加了核能与核安全基本知识、电离辐射危害与辐射防护基本知识、核应急基本概念、公众与

媒体沟通、经验及教训（见３．５．１）；

———删除了原标准４．３．２．２“演习前的情况介绍”。

本部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本部分起草人：曲静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６８０．５—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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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５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７６８０的本部分规定了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准则，主要包括

应急计划与执行程序的保持、应急资源的保持、人员培训和应急演习等活动应遵循的准则。

本部分适用于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活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７６８０的本部分。

２．１　

应急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核电厂核事故的发生或缓解事故可能产生的后

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是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２．２　

应急计划（预案）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犾犪狀

经过审批的文件，它描述其编制和实施单位的应急职能、组织、设施和设备，以及和外部应急组织间

的协调与相互支持关系。应急计划需通过应急执行程序来实施。

２．３　

应急响应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为控制或减轻核事故或辐射应急状态的后果而采取的紧急行动。

２．４　

应急演习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狓犲狉犮犻狊犲

为检验和改进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

所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练习（单项演习）、

综合演习和联合演习。

２．５　

演习情景　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狊犮犲狀犪狉犻狅

为实现演习的预定目标，以实际可能发生的事件和（或）事故情景为基础所编制的练习或演习控制

文件，它对事故情景的事件、事件序列和时间进程进行适当剪裁或压缩，详细说明剪裁或压缩后事件的

特征与进程，并标明相应的预期响应行动。

２．６　

练习（单项演习）　犱狉犻犾犾

为保持应急响应的能力，对某种具体操作技能或者对应急响应的某项实施程序的运作而进行的有

组织的训练，通常也称作单项演习。

２．７

综合演习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狓犲狉犮犻狊犲

为提高应急响应能力、检查应急计划与程序，以及加强各应急组织的协调配合，全部或部分应急响

应组织所进行的应急演习。

１

犌犅／犜１７６８０．５—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