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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已提出了未来8 年中对支持国家安全目标至关重要的技术需求要点。这些
技术需求是广泛的、意义深远的, 要求在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上取得进展, 并且需要建设新的研究设
施。  

  与克林顿政府2 月提交国会的预算文件一致,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的这一“战
略计划文件”强调, 这些目标必须在资源受限制的形势下达到。因此,该报告认为, 承受能力是先进技
术系统应用的关键。此外, 同工业界建立密切伙伴关系可能是以可接受的价格获得尖端技术的最好办
法。  

  该报告说, “一个强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和健全的工业基础是这一防御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冷战后的世界上, 重要的是把这两者更紧密地结合到更广泛的美国经济中, 以便将更广泛的技术能力应
用来满足我们的国防需要。”  

  应当得到高度注意的技术领域有: 信息科学和技术、建模和模拟工具以及传感器。信息技术被认为
是改善对情报、分析和战场形势的响应能力的关键技术领域; 建模和模拟被看作是训练、计划和决策极
为重要的工具, 尤其是它们都被看作是改善战场上的部队和指挥官的生产力的一项关键技术; 传感器的
进步对提高反应时间、改进武器性能、分析作战形势很重要。  

  交付支持国家安全使命所必须的技术、能力和设施的时机在1996～2004年之间分为三段。  

  近期, 1996～1999年, 围绕以下技术群形成能力:  

  ·信息系统: 提高计算速度和记忆能力, 数据库和信息网管理, 高通过量通信能力。  

  ·导弹探测: 改进弹道导弹目标捕获能力, 发展接近无漏洞的陆基防御雷达系统,提高摧毁浅地下
目标的能力。  

  ·设施: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双轴X射线照相流体试验设施的竣工和交付使用; 建设下一
代脉冲电源设施(ATLAS) 。  

  对1999～2002年这一时期,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强调要加强成像、运算、武器控制和通信技术等。
优先的技术包括:  

  ·计算和通信: 利用计算技术和资源共享演示高性能的分布式应用; 生产能综合各种推理方法和知
识基础的先进决策辅助系统;发展可跨军种互用的多媒体通信系统。  

  ·核扩散和核武器: 增强对大规模毁伤武器及相关材料进行定位和使其失效的手段; 增强监视地下
核试验的能力; 将主要核武器改进的周期时间缩短为24个月。  

  ·化学/ 生物战: 改进检测和识别化学和生物战武器的技术; 改进迅速生产战胜生物战不良后果的
疫苗的能力。  

  对于下一世纪的最初几年,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期盼在计算、核武器研究、制造和维修保养等方面
形成新的能力。目标是:  

  ·计算: 推广应用数据处理速度为1000万亿次/ 秒的计算系统; 改进合作设计环境; 实现在虚拟环
境中运行的分布式规划和计划技术。  

  ·核武器/ 扩散: 发展新的生产设施以支持向武器储备; 论证不进行地下试验而保持国家核武器的
可靠性; 推广应用未来无废料钚生产工厂; 完成价值十亿美元的国家点火试验设施; 演示在武器试验之
前测定核扩散的可能性。  



  ·对抗措施: 增强探测、定位和拆除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能力、演示摧毁深层坚固地下战略目标的
能力; 发展将导弹拦截于其助推段的方法。  

  这些是应当集中使用联邦研究和发展经费以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相应广泛的一些技术领域。它
们是与国防采购局和三军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两周前所提出的技术课题紧密衔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