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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美国要不要实施全面禁试或大规模地限制目前的地下核试验，在政界和科技界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为主张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基本观点及其论据。  

  有关核试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核武器库存可靠性问题上。其实这种讨论应该检查核试验在美国威慑
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讨论范围应该更广泛些。现行的美国战略是，保持一支可靠的、有效的报复力
量，在有限的局部战争中对侵略行动作出反应，从而阻止核和常规战争。  

  核试验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威慑起支持作用：首先，要维持库存武器正常功能必须进行核试验；其
次，必须通过核试验来改进现有库存武器，加强其安全性、保安性和效果。随首苏联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非核技术的发展，必须改进美国的核武器系统，以确保其生存能力。这方面改进的实例是，美国发展
机动的小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的三叉戟Ⅱ潜射弹道导弹以及低空高速飞行的Ｂ－１Ｂ轰炸机；第
三，必须通过核试验才能检查核爆环境对美国核武器系统，以及对极其重要的指挥、控制和通迅系统的
影响；最后一点是，核试验能够使美国的决策者了解未来核武器的概念，并使美国能够和苏联在核武器
潜在发展能力方面保持一致，不致于在技主上落后。虽然所有这些核试验的理由都是极其重要的，但这
里主要探讨与库存可靠性有关问题。  

  通过核试验解决库存问题的必要性  

  由于我们目前能够进行武器物理试验、库存可靠性检验以及生产验证试验，美国核武器可靠性性是
极高的。时下争论的焦点是，对库存可靠性保持高度自信心的条件是什么？经验表明，核试验是非常重
要的。自１９５８年以来，在美国库存武器中，有三分之一都要在部署后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中
有四分之三是通过核试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武器已经过充分试验，
是可靠的。这些问题往往是老化、安全方面缺陷、环境影响所引起的，有时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对武
器物理行为认识不足。  

  我们要强调的是,尽管库存中许多核武器要用核试验来评估或纠正问题,但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数库存
问题,都是在武器变化未经核试验验证情况下确定的，所以核试验在保证美国对所有核武器自信心方面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人说,库存问题是由于部署的核武器没有经过“全面试验” 的结果。其实，在财政预算受限制
的情况下，要进行“全面试验”（例如发射环境、防御威胁能力、打击目标要求、储存历史、安全、可
靠性要求等）是不可能的。研制一种武器，我们只能进行足够的试验，来确定可靠运行的边界条件。  

  核武器的军事特性是由国防部制定的，规定了每一种核弹头的要求。这些要求按其重要性排列：核
安全、尺寸和重量、钚散落安全、作战可靠性、当量、核材料使用节省以及操作的简便性。如果在执行
这些军事要求的过程中出现设计方面的争论，须按照上述顺序先后处理，保证最优先的军事特性得到满
足，同时尽量少地削弱有争议的次要军事特性。１９８２年，提出了一份不分先后次序的有关武器库存
寿命的军事特性。在满足其他军事特性的同时，这一军事特性也是有待达到目标。  

  有人宣称，如果在其首次核试验中能够成功地预测新核装置的当量，那么表明武器性能是安全可靠
的。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判断武器库存的可靠性是错误的。首次预测的成功率的确是很高的，其中有许
多原因。首先，作出预测的这些设计人员，或者是他们自己有丰富的核试验经验，或者他们的工作经过
经验丰富的高级设计人员的审核。其次，大多数新设计都是建立在非常谨慎的原有技术基础上的。原有
技术如有变动，那么我们的设计人员在设计中考虑了安全余量。  

  武器再生产与核试验的必要性  

  美国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如航空、汽车、化学与材料、工程以及核武器设计与制造等都面临“再
生产”的困难。在所有这些工业领域里，有关再生产的尝试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对原来有武器系统进行精确的复制，特别是对于一些较早的武器系统来说是不可能的。材料
型号变了，有些材料已经搞不到，相同的材料也不尽相同，一些改进的零部件总出现新毛病，参加再生



产的人员也变了，有些厂商放弃或停止经营某些产品，新的健康和安全条例禁止采用某些材料或工艺
等。  

  第二，有关武器文件残缺不全，不能保证再生产。我们从未编写过一份完善的技术 规格书。我们
对哪些重要的方面应作具体规定，也是一知半解。生产厂的人员对技术规格边学边干。即使最完善的技
术规格也要靠个人的常识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要对所有的产品、生产程序以及其它一切与生产和使用有
关的事情作出具体规定，这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专家们认为，文件状况即使改善而依靠无经验的人
员保证再生产，也将是极端困难的。  

  第三，核试验是产品验证的最重要的步骤。它为生产和质量保证提供可靠的数据。一次试验只能给
我们提供有关一个完整核弹头的性能数据；多次核试验，即使为数有限，也能为最后进行判断和权衡提
供依据。  

  目前，一些在核试验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设计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对武器再生产充满信心，他们认
为，再生产的武器性能可以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然而，即使这些人员在预测最近生产的、进入库存的某
些武器的性能时也遇以困难，具体地说，这里指Ｗ６８海神弹头和Ｗ８４地射巡航导弹弹头（Ｗ６８是
再生产的武器）。测定的这两种武器的当量没有达到上述有试验经验的设计人员根据生产规格所作的预
测值。即使将研制硬件与库存硬件之间存在的细微变化考虑进去，我们仍不能解释这两种武器当量降低
的原因。核试验暴露了我们的知识的差距，并表明我们必须对那些很重要但仍然没有认识到的生产细节
作出具体规定。  

  科学判断和经验延续的重要性  

  核武器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物质速度达到每小时数百万英里，压力和密
度比太阳中心还高，时间短至几十亿分之一秒。由于核试验的复杂性及其试验次数有限，核武器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经验科学。因此，不管是对库存检查、最新设计或再生产来说，对武器性能的评估必须首
先依据科学的判断。  

  对设计人员来说，他们的科学判断建立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之上。这种判断必须在武器装置的设计过
程中随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核实验数据的积累而不断充实和提高。我们正在努力保持一条由经验丰
富的设计人员组成的“接力线”，让老一代设计人员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年青一代。这种经验的连续性
非常重要。  

  为进一步限制核试验作准备  

  我们为对付将来进一步的核试验限制正在不断研究对策。这样，我们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能
力和尽我们的责任来保证美国核武器的可靠性和效果。如果许多方法在严格的核试验限制实施之前得到
运用，那么它们将有助于减经限制核试验带来的影响。但是，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不作任何准备，
进一步的限制核试验将对美国库存核武器的可靠性产生消极影响。此外，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也将受到这
种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丧失这种武器可靠性的危险与接受限制试验有可能带来的潜在政治利益之间
进行慎重的权衡。  

  核试验在帮助我们保证库存武器可靠性和效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对付新的核试验限制而
必须增加核试验，这已作为扩大核试验计划（ＡＴＰ计划）的一部分在１９８０年得到确认。ＡＴＰ计
划是应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要求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制定的。制定ＡＴＰ的目的就是及早地
重视那些对库存可靠性和自信心有重要作用的科技领域，以应付全面禁试。  

  前卡特总统原则上同意ＡＴＰ计划，但他没有将这项计划递交国会，得到国会明确批准和资金。尽
管在自此以后的几年里，为核试验增加了资金，但在弗莫尔国家研究所，这些增加的资金中的大部分都
花在为“战略防御计划”（ＳＤＩ）而进行的核驱动定向能武器的研究上。仅用现在这些资金，我们无
法同时对ＳＤＩ和武器物理性能保持高水平的研究。我们认为，现在考虑实施一项等同于ＡＴＰ的计划
是可行的。要确保这项试验计划的成功免蹈１９８９年ＡＴＰ计划命运的覆辙，就必须使它得到国会的
认可和不断的支持。  

  对付更严格的核试验限制和帮助减缓由此带来的问题，措施是多方面的。核试验作为其中措施之
一，能够为目前库存武器的可靠性提供保证、核查新武器的生产质量和提高我们对武器物理性质的理
解。同时，扩建非核试验装置，比如流体动力学设施和研究聚变的高效试验装置，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和



数字模拟能力，都能提供对核试验数据有价值的补充。另外，一些研究在减当量条件下如何保证核部件
性能的计，划以及当前核武器计划中使用相同技术的非核项目，也是有帮助的。设计核武器时应当考虑
到老化可能给材料衰退带来的影响，或者给以后的改进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保证其最终性能。我们正在
筹措资金方面和国防部规定的军事特性所允许的范围内，研究所有这些措施。  

  我们想强调一下，对付将来更严格的核试验限制，这些措施的价值是有限的。非核试验以及一些低
当量的核试验能够保持武器的某些技术，但它不能用来解决武器中出现的问题。计算机运算也许永远也
不能代替核试验。总之，这些措施还远不能保证我们能够解决库存问题或满足新的军事要求，它们有助
于减缓但不可能阻止科学经验和判断的丧失。  

  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对核武器试验的审议  

  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ＳＡＡＣ）曾就利弗莫尔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的一些情况，给总统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们提过建议。今年早些时候，曾要求ＳＡＡＣ出面主持一项关于核试验和能源部
所属两个核武器研究所所起作用的研究。这个委员会在两研究所呆了许多天，并会见了一批经验丰富的
武器设计人员、物理学家和工程师。ＳＡＡＣ得出了许多支持我们上述技术观点的结论。具体地说，他
们认为，通过核试验来维持库存可靠性是历史的必要。他们还注意到，一些不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核
试验来解决，并且承认，在目前的经济水平和试验限制的条件下，对核武器进行完全彻底的试验是不可
能的。他们认为，如果对涉及弹头寿命的军事特性予以特别重视，研究所可以研制出更为坚固耐用的弹
头。他们还肯定了国家研究所为对付全面禁试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并着重指出在全面禁试期间保持有科
学预见的高质量人材的必要性。  

  结论  

  我们认为，如果需要进一步限制核试验，我们必须对减少依赖地下核试验及其影响作细致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应脱离整个军备控制环境。这种研究必须探索在核设计方面可能引起的变化，以及为发展更
坚固耐用的弹头可能要放弃的军事能力。必须弄清在更严格的核试验限制条件下哪些可能完成，哪些不
可能完成。  

  目前，我们对于大规模限制核试验还没有准备好。在我们找到保证美国核武器可靠 性和效果以及
在严格的核试验限制条件下怎样防止有关核武器的科学判断和经验衰退的办法以前，美国接受进一步限
制核试验，是轻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