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废物的安全处理处置问题一直是困扰核工业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其中高放废物的

处置尤为突出。对于高放废物的处置问题，目前国际上主要倾向采用深地质埋藏的方法，本文

根据最新资料（截止!"""年#"月）介绍世界上各主要有核国家在此方面的研究进展。目前已经

有$个候选高放废物处置库：芬兰的%&’(&)*+、美国的,)--. /+)0*.(0与德国的1+2&3430，但德国

的1+2&3430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从而存在问题［#］。

俄罗斯：俄罗斯正在进行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库的选址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场址

调查工作，希望找到能够处置大量核废物的场址。他们计划将高放废物玻璃固化体及液体废物

储存在5 """6深的地下。自从#78!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在59"6深度的岩石中注入了高放废液，

这项技术包括利用高压将废液直接注入为一定厚度黏土层所包围的砂岩中。

加拿大：加拿大准备将乏燃料处置在花岗岩中，采取的处置方法与:;<=$相类似。#7>7
年加拿大政府委任了一个独立的小组负责处置概念的设计与场址的选择。这个小组发现目

前的处置概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执行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公众的足够支持，因此他们

建议政府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改变选址程序，以便更切实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加拿大政

府认为核废物的产生者应该负责处置乏燃料，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来处理各种放射性

废物。

法国：在法国，国有公司?@AB?负责处理高放废物的处置工作，并在>"年代即开始选址

工作。#7>$年，在不同的地层中选取了$"个可能的场址，对其中的5个场址进行了调查。然而公

众的强烈抗议致使该项工作不连续，而且法律也进行了相应修改。#77#年新法律实施，指出进

一步的活动基于自愿参加的原则，在以下$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调查：黏土岩、黏土及覆盖有沉

积物的花岗岩。#777年C月，?@AB?得到政府许可在黏土岩地区建立地下实验室。同时，长期

近地表临时储存方法（监控储存）及嬗变方法也在研究中，这几种可选方法的详细背景材料将

在!""C年提交政府与国会以决定如何管理与处置高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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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芬兰电力公司$%&在&’()’*+,拥有核电站，进行地质选址研究。#--.年对/个场址

进行了场址特性调查，所有的场址都在花岗岩中，采取的处置方法建筑在0123.基础上。

#--4年，地质调查报告与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评价报告提交给政府，安全评价报告显示/个

场址均满足安全要求。#---年5月，6,7)89（芬兰核燃料与废物管理公司）与:*;9<,()市政当局签

署了一份合同，他们保证建造与&’()’*+,核电站有关的处置库，前提是得到政府与法规当局

的同意。其后6,7)89提交了关于/个场址各自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推荐&’()’*+,作为首选。

为了开始建造最终处置库，还必须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其前提是得到2$=0（芬兰辐射与核

安全当局）与当地政府同意，而后议会通过政府的决定，:*;9<,()市议会才会同意最终处置

库。2$=0发现原则上没有安全问题，这个决定原计划在!"""年某个时候要确定，但是由于

:*;9<,()市有人起诉市政当局的决定而被推迟了，最高法院发现对于这样的起诉目前没有适

用的法律。政府与议会的决定会在!""#年提出并寻求获得通过。如果获得通过，将开挖至

5"">深度，目的是验证场址调查的结果。此项工作需要.?/年，大概在!"!"年开始进行实际

的处置。

西班牙：西班牙准备将来自后处理厂的乏燃料与高放废物处置在花岗岩、黏土或盐岩中，

#-4@年开始寻找合适的处置场所，并计划在!"!5年投入运行。场址调查包括一般场址调查及可

行性研究两个阶段，选择了."个场址。但#--@年西班牙废物处置执行机构:A;B79宣布无限期地

推迟处置库投入运行的时间，:A;B79将在!"#"年以后再开展场址调查工作，主要的研究工作集

中在后处理及直接处理方面，估计最早在!".5—!"/"年地质处置库才能投入运行。

英国：场址选择工作是不连续的。#---年.月英国国会上院的一个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调查

结果，结论是现有政策太零散，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负责找到能被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

德国：早在@"年代就有政策要求所有类型的核废物都应进行深地质处置，同时寻找合适的

处置场所的工作也开始了。最初感兴趣的是盐岩，在#-CC年D,EB; 29F,AG州政府就指定H,;I
’BJBA的盐矿作为最终处置场。H,;’BJBA盐矿的地质调查工作原计划在!"".年结束，但是/个核

电站与政府之间的协议推迟了这项工作。H,;’BJBA盐矿的地质调查工作将推迟.!#"年，根据协

议一些关于将来计划与长期安全性的未回答的问题将首先澄清。

美国：美国计划在内华达州K*LL9 M,*A+9)A的凝灰岩中建造处置库，处置库位于地下水面

之上，此处包气带厚度达C""余米。如果场址合适，=2N&:将在!""#年推荐其作为最终处置库，

!""!年向OPQ申请运行的执照，根据目前的计划!"#"年会投入运行。

瑞典：瑞典对废物的地质处置工作已进行了!"余年，计划在!""!—!""@年进行场址特性调

查，!""C—!""4年申请进行场址建造，!""-—!"#.年进行详细的特性调查与建造工作，!"#.—

!"#5年进行处置的准备工作，大概在!"#5年进行初步的运行。

中国［!］：高放废物处置研究工作始于#-45年，#-45—#-4@年为全国筛选阶段，#-4@—#-4-年

为区域筛选阶段，#-4-年以来为地区筛选阶段，重点为西北干旱地区。已基本确定预选场址为

甘肃北山地区，陆续开展了相关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深部地质环境研究。

其他国家：立陶宛、比利时、瑞士等国希望建造国际处置库，一些公司也在推动这样的联合

项目，但是由于都不愿意接受别国的废物，因而是不可行的。希望建造国际处置库的国家，一般

是废物量很小，而且由于受国土的限制，很难找到合适的处置地层，通过合作可以充分利用现

有知识与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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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废物的处置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关键是保证处置库的长期安全性（至少

!8 888年），这也正是研究了这么多年至今没有建成一座处置库的直接原因。高放废物处置问

题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急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也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希望通过与高放

废物处置有关问题的研究，既丰富科学研究理论本身，又切实为高放废物处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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