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合肥研究院研究生因公出国（境）事后公示表 

姓    名 孟令义 部  门 等离子体所 9 室 

学    号 BA19168010 
在读 

学位 
博士 

出访 

国家 
日本 

计划出 

访任务 
参加第五届亚太等离子体会议（AAPPS-DPP，线上会议），做邀请报告 

计划日程 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参加 AAPPS-DPP 会议 

计划往 

返路线 
线上会议，无需出境 

邀请单位 

介    绍 

日本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创立于 1903 年，是一所位于日本

福冈市的世界一流、日本顶尖的综合研究型国立大学，也是日本磁约束核

聚变领域的一流大学。 

费用来源 

课题经费 

预算经 

费支出 

国际旅费 交通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 

无 无 无 无 会议注册费 

实际费用 

来源及支 

付金额 

□课题组     10000 日元/590 人民币    □学校                 

□国外资助单位                □其他资助单位                 

实际开 

始日期 
  2021 年 9 月 26 日 实际结束日期 2021 年 10 月 1 日 

实际往 

返路线 
线上会议，无需出境 



实际经 

费支出 

国际旅费 交通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 

无 无 无 无 

会议注册

费 10000

日元/590

人民币 

实际出访单位名称及主要日程安排： 

9 月 26 日-27 日：远程参与大会全体报告 

9 月 28 日：远程参与大会磁约束聚变分场报告，并做邀请报告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远程参与分场报告 

 

出访总结 

出访主要学习、工作、生活内容、取得成果等（体裁不限，1500 字以上，可另附页） 

亚太等离子体会议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等离子体学术会议，会期 4 天，涵盖

了等离子体中众多领域。我主要是参加磁约束聚变部分。大会第一天，几个全体报告，

介绍了很多装置的发展状况，我认真聆听报告。虽然报告因为英语问题，有一些内容

听不太懂，但是还是收获很多。尤其是韩国 KSTAR 全超导托卡马克的一些内容，对我

们的工作有很多借鉴之处。对于日本的 JT-60SA 装置也做了介绍。JT-60SA 项目的主

要目标是为 ITER 开展支持性和补充性工作，在更广泛的框架下迈向 DEMO 欧盟和日本

的接近协议。该项目转移到综合调试阶段。这等离子操作的任务在集成调试是为了获

得稳定的排放等离子体击穿电流斜降以检查等离子体位置/形状/平衡的可控性和使用

可能的等离子体进行等离子体性能测试电流、环形场、放电持续时间和加热力量。等

离子操作场景和操作区域由高级计算代码模拟随着控制逻辑的发展，例如预磁优化方

案，等离子体平衡使用 ISO-FLUX 方案控制，控制增益访问稳定的优化方法和策略操

作制度。先进的 ISO-FLUX 平衡控制计划在 JT-60SA 中开发和实施平衡控制器。对于

未来的聚变反应堆，主动超导垂直失稳控制由于没有容器内线圈，线圈是必不可少的

稳定板之间存在大间隙一个等离子体和一个真空容器，其中壁稳定效果会很弱。在这

种情况下，平衡控制器应实现等离子体位置/形状控制和等离子体电流控制有限电源内

的超导线圈电压，其中等离子体电流控制影响等离子体位置/形状控制，反之亦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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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托卡马克边界/偏滤器等离子体（MF2）的分会场，我更是努力学习，认

真推敲报告人的研究成果。我的报告主要是针对 EAST 上长脉冲脱靶研究，介绍了近年

来 EAST 在脱靶及其反馈控制，边界-芯部兼容性等一些研究进展。对于偏滤器热通量

过高的问题，通过实施活性杂质注入来辐射到达偏滤器的等离子体能量或实现偏滤器

脱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根据目前对许多设备的研究，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辐射杂质，

也被认为可以应用于 ITER。在 EAST 2019 实验中，通过将氖和氘的混合物 (Ne-D2) 注

入到高约束模（H-mode）等离子体中进行了等离子体芯部-边缘-偏转器集成，进行了

大量实验。通过使用类似 ITER 的钨偏滤器在 EAST 中使用 Ne-D2注入，已经成功实现

了高约束核等离子体的偏滤器部分脱离。与杂质注入前的等离子体参数相比，等离子

体储能和 H98,y2>1.1 均保持良好，偏滤器电子温度、热通量和偏滤器打击点附近的红外

热成像测量表面温度均显着减少。此外，还详细研究了 SOL 上游和下游的 Ne-D2 注入

之间的差异。发现在 SOL 下游注入杂质更有利于降低靶板偏滤器电子温度和峰值热通

量。通过使用 D2 燃料的对比实验，进一步证明在 SOL 下游的气体注入将在打击点周

围富集更多的粒子，而在 SOL 上游的注入将更均匀地影响整个外部目标。此外，在大

多数实验中，气体引种不会在偏滤器等离子体中引起明显的环形不对称性。然而，当 D2 

在偏滤器处以非常高的速度注入时，它可能会导致靠近气体的粒子通量在环形方向上

比远离气体的位置增加得多。此外，杂质辐射能力对打击点和喷气之间的相对位置非

常敏感。根据实验和模拟结果，在打击点附近的杂质晶种将更有利于氖电离和能量辐

射。这些结果对其他托卡马克的脱靶操作具有参考意义。 

公示情况：                     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