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10- 01- 26

[基金项目 ]  湖南省学院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资助 (编号: JG2009A016)及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 (编号: 2008D063)

[作者简介 ]  邹祝英 ( 1974- ),女, 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¹ 南华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º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第 11卷第 3期
2010年 6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 fUn iversity o f South China( Socia l Sc ience Ed ition)

Vo .l 11 No. 3
Jun. 2010

大学生核通识教育的探讨

邹祝英,罗清海
¹
,陈桂芬

º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文章简要分析了我国核开发利用与核安全的新形势, 核武器、核恐怖之外, 核反应堆事故、放射源失控是和平

时期主要核事故。伴随中国核工业进入 /积极发展0时期,核教育体系显得欠缺与不足。为了确保中国核事业持续、高效、和

谐发展,有必要对相关的非核类工程专业加强核通识教育,包括核基础技术、核安全、核伦理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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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武器、核电力之外, 核物质和核技术的开发利用已经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扩大和强化

的趋势,人们面临新的核安全形势 [ 1, 2]。伴随我国核电事业

步入 /积极发展 0轨道, 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急剧增长。核事

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高技术密集集成的特点, 而我国高校教

育体系显得欠缺。以往核安全教育主要针对核机构工作人

员和核工程专业学生, 对非核工程专业学生、普通民众的核

教育十分缺乏。同时,由于认知偏差, 公众不理解、不支持已

经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加强非核类工程学生

核通识技术教育,强化对民众核安全教育, 对于建立高效的

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

推进核事业持续、和谐、高效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  核开发利用与核安全的新形势

核物质和核技术的开发利用、应用除了核武器、核电站

外,还具有更为广阔的和平用途。除核战争、核恐怖威胁外,

平时核事故主要有核反应堆事故、放射源失控等等。

(一 )平时核利用与辐射事故

40多年来,我国核开发利用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所

瞩目,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核开发利用体系。在农业方面, 利

用核技术培育了 513种农作物, 占世界总数量的四分之一。

在医学领域,我国有 800余家医院设立了核医疗科, 有 1200

余家己利用同位素进行诊断和治疗, 并能用放射性射线处理

十几种化学药品,消毒 20多种医疗设备。核技术在其它工

矿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如矿藏勘探、油田开发、环境治理、食

品储藏、材料加工等等 [ 1, 2]。但是, 放射性物质的天然放射

性既可以在有效控制下发挥巨大用途,也可能在失控状态下

成为祸害, 甚至在有效控制下也可能成为祸害。

(二 )核能开发利用

目前少数可行的、对煤炭资源具有替代能力的能源, 发

达国家核电比例都在 15%以上, 而目前我国核电比例不到

2%。在节能减排和扩大内需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国家正在

调整核电中长期计划, 力争到 2020年实现核电占电力总装

机的 5%以上。目前中国已建 11台机组, 装机 910万千瓦;

在建 24台核电机组,装机 2540万千瓦;到 2020年核电装机

规模将达到 6000万千瓦; 在建规模全球第一。人们最关心

核电安全的是两个问题: ( 1)核电站事故, ( 2)放射核废料处

置 [ 3]。

(三 )核威胁与恐怖主义

核袭击, 包括使用核武器和对民用核动力设施发动的袭

击。我国正面临着比冷战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核形势。我

国周边的核武器国家主要有: 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另

外, 朝鲜也宣布拥有核武器,日本实际上具备研制核武器的

能力, 韩国和新加坡等国虽然是无核国家,但可成为美国核

武器的存储、转运和发射基地。

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自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国际核走私、核材料以及核技术资料的流失十

分严重。一旦应用于恐怖袭击 ,可产生相当程度的核杀伤作

用, 同时还可造成严重的放射性污染。此外, 恐怖分子还可

以通过袭击已有的核设施 (如核电站、核反应堆等 )而达到

其核恐怖袭击的目的。



二  人才需求与核通识教育的欠缺

伴随我国核电事业步入 /积极发展0轨道, 核物质、其它

核相关技术对生产、生活的广泛渗透,以及核恐怖、核讹诈阴

影的持续,很多非核专业人员、甚至普通民众都面临核安全

问题的教育。经历了 20余年的 /萎缩0后,我国目前高等教

育体系不能满足核事业多元化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 对非核

专业的核通识教育尤其显得欠缺和不足。

(一 ) 核事业发展与多元化的人才需求

目前,全球 439个核反应堆,总装机容量 3. 8亿千瓦,核

电年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 17%。国际能源署预期, 从

2005年到 2030年间 ,全球核电站总装机容量将增长到 5. 8

亿千瓦。 IEA报告认为, 核电装机增长最快的预计在中国、

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俄罗斯 [ 4]。然而, 前苏联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之后,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核电发展

和核教育发展, 这个 /低迷期0长达 20多年。未来十几年,

我国核工业发展任务艰巨, 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人才紧缺。根

据国防科工局统计, 2020年核科技工业需要核专业本科以

上人才约 1. 3万人, 其中, /十一五0期间 6000人左右, 按照

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需要 400人计算, 到 2020年新增 30

座百万千瓦核电站需要核电人才在 1. 2万人以上。

任何现代工程都是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 每个核电站核

反应堆工程的技术人员, 一般占核电站专业人员的 10% ~

20% ,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涉及力学、土木、机械、热能、电

气、自动控制、精密仪器、材料工程等 60多个相关专业。目

前多达 20个省份纷纷上马核电项目, 但最终能否实现各自

的核电之梦,还是个未知数 ,最大的瓶颈就在于人才匮乏,未

来若干年内,核专业人才以及具备核通识教育基础的非核专

业人才需求都将以几何级数增长。

(二 )高等教育体系的核通识教育欠缺

核教育经历长时期的 /萎缩0后,由于人才补充 /断层 0,

高校核专业教师以及企业核专业技术人员都呈现老龄化局

面。一些高校为满足社会核类人才需求, 仓促开设核类专

业,不仅核专业人员的培养与现代核工程技术发展不相适

应,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同时,非核工程专业人员的核通

识教育也难以满足核事业的发展要求。

我国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专才教育0人才培养模式弊端

日益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l)专业口径狭窄。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常常仅限于狭窄

的领域,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在面临着日益综合化、多样

化的现实问题时,学生的实践能力显得不足。

( 2)适应性较差。不能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以及工作

岗位和职业变更的需要;在工作岗位上不断自我发展和不断

创新的能力较弱,缺乏后劲。

( 3)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降低。相当部分学生在处理

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相当的困难, 部分学生在

思想品格、审美情趣等方面离社会需求、师长期望甚远。

另外,核物质和核技术的开发利用、应用除了核武器、核

电站外,还具有更为广阔的和平用途,在现代材料科学、信息

科学、生命科学、医疗卫生等科学领域的某些应用已经不可

替代。任何一位从事与核物质、核技术相关的非核工程专业

人员都不同程度面临着核安全问题 ,因此,加强非核工程专

业人员的核通识教育,对于核事业的安全、和谐、高效、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

三  非核类工程专业核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对于促进学生在智力、道德、情感诸方面的全

面发展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核开发利用与核安全的新形

势, 对非核类工程专业实施核通识教育, 既是通识教育理念

的具体实践, 也是保障核工程建设持续、和谐发展的必要。

(一 ) 核伦理文化教育

核开发利用既可以有益于人类, 也可以毁灭人类,其安

全发展不仅要受到科学规律制约,还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约

束和控制, 同时也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持与肯定。调查统计表

明, 20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 ,世界上所有工业事故中的人

因失误从 20%扩大到了 80% , 核电站的平均人因事故率为

70% , 最高的达 85%。必须对全体参与人员实施核伦理教

育, 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核开发利用中的辩护、保障、约束和

导向作用, 才可能确保核开发、利用、发展的安全性 [1]。

核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 ( responsib ility ethic)。核

开发利用巨大利益与毁灭性风险共存的特性决定了在核开

发利用中要强化一种高度的安全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在

选择行为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可能的后果 ) ) ) 不可逆转的核

伤害或核毁灭。安全是实现核开发利用价值的前提,伦理道

德因其直接作用于人性, 因而始终是核 /安全文化0中最重

要、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核安全的核心文化要素。

核伦理是核开发利用活动的精神动力,它对行为主体发

挥其导向、调节、激励和教化作用,使人们形成一种强大的道

德责任感和克服困难的伦理意志,从而激发出强大的工作热

情和创造性, 提高核开发利用的安全和效益。

基于核安全的核伦理原则包括: ( 1)和平人道原则; ( 2)

安全无害原则; ( 3)信息诚实与透明原则; ( 4 )知情同意原

则; ( 5)利益与风险均衡原则 [ 1]。

(二 ) 核科学技术基础教育

核工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核开发利用离不开核技术专

业与非核专业的协调与合作,因而,对非核专业学生实施适

当的核科学基础技术教育是必要的。比如,一座典型的压水

堆核电厂拥有 300多个相对完整的子系统, 在技术上涉及几

十个专业, 许多关键设备都有特殊的性能要求。工程量巨

大, 技术要求极高, 接口管理复杂也是核电工程项目的显著

特点。

拓展核教育体系 ,包括: ( 1 )结合各专业的培养目标, 课

程体系中增加基础性核科学技术课程,比如: 核安全文化、核

能经济、核工程管理、人因工程、安全工程、辐射防护技术, 等

等; ( 2)大学物理等公共课程中加重与核相关内容的比例,

比如核监测、核反应基本原理等; ( 3)流体力学、传热学等课

程的基础理论结合核工程案例 ,比如核电站设备系统中的传

热传质问题等; ( 4)聘请工程专家对高年级学生做专题演讲

或讲座, 实现课堂和书本知识与工程实际的直接对接; ( 5)

核技术应用教育, 核技术应用已在国防、工业、农业、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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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环境保护和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三 )核安全文化教育

二次大战核武器阴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一些媒

体的片面报道造成了民众对核技术和设施的认知障碍, 对核

工程、核设施的发展产生恐怖心里和抵触思想, 并形成了很

多反核组织或禁核组织。中国启动新一轮核电发展规划,

核电安全越来越引起国内公众的关注, 已经有部分省市的居

民向核安全局写信反对在当地建造核电站。核工业在整体

上还是缺乏系统、全面以及大范围的核能科普计划, 中国核

电是安全、清洁、经济的能源还没有成为 13亿公众的共识。

可以说, 公众不理解、不支持已经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一

道障碍 [ 3, 4]。实施核科普教育, 避免民众及非核工程专业人

士对核工程、核设施的片面认识, 对核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促

进作用。

开展核安全文化教育也是核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联

系核安全运行事件,将安全文化教育与安全生产活动结合起

来,增强安全、责任意识, 弘扬团结、协作精神, 培养严谨、规

范的工作习惯。安全文化是价值观、标准、道德观以及可接

受的行为准则的综合体现,它旨在培养一种除按法规程序要

求外能自觉加强安全的努力。安全文化应根植于组织或单

位中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使从事任何与核安全活动相

关的个人都具有奉献安全的精神和重视安全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现代核工程都是技术高密度集成的系统工程, 伴随核工

业进入 /积极发展0时期, 多元化、综合性、创新型的人才需

求急剧增长, 我国高校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专才教育0人才

培养模式, 而且经历了 20余年的核教育 /萎缩 0期, 难以满

足核事业人才发展的需要。

核工程项目往往工程规模庞大,技术集成程度高, 接口

管理复杂, 因此,需要对不同层次的非核专业人士实施适当

的核技术、核管理、核安全、核文化教育, 明确辐射防护工作

的安全责任, 掌握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响应程序, 确保系统安

全高效运行。

核物质和核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

公众对其安全期望值高。普及核基础知识,打破公众对核物

质、核技术发展的认知障碍,对于建立高效的核事故和放射

性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推进核事业的

和谐、健康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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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s ituations w ere ana lyzed for nuc lear deve lopm ent and security. Except nuc lear w ars and te rror ism, reactor

acc ident and un- ruled radioactive source are the ma in nuclear accidents in peacetim e. W ith the active deve lopm en t o f the nuc lear in-

dustry in Ch ina, the nuc lear education system appears to be deficient o r defectiv e. In o rder to ensure the susta inab le and e ffic ient de-

velopm ent o f nuclear industry, genera l nuc lear education is necessa ry fo r corre la tive non- nuc lear pro fessiona ls, such as techno log ies,

sa fety, eth ic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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