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和能源部所属生产机构  

保 军  

  ［编者按］近年来，围绕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武库保留规模问题，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三家核武器
设计研究所保留与合并问题以及全面禁试问题，在政府、国会和国防科研部门议论 纷纷。  

  这里介绍的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目前主管核武器技术的副所长Ｊ Ｄ Ｉmmele和负责惯性
约束聚变与高能量密度物理学计划的高级科学家Ｐ Ｄ Ｇoldstone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应以
“能力威慑”为基础，保留现有的核武器科研体制，缩小生产机构规 模，改进现有的核武器和继续探
索核武器发展的新技术。  

  一、洛斯阿拉莫斯：一份丰富的50年遗产  

  回顾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LASL)50年的历史，我们能够有理由为其成就而感到骄傲，这些成就
是我们的丰富遗产的基础。当国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冷战时，LASL发展 了核武器和热核武
器。  

  在这几十年间，LASL迎接了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需要的挑战。当核武器的运载系统改变和需要小而
轻的专用核弹头时，LASL研制了重量和尺寸最优的设计。当国家日益重视弹头安全和保安问题时，LASL
开发了钝感高能炸药、防火武器部件及其他加强安全的设计性能。  

  目前，国家的安全需要面临新的变化，LASL的核武器计划必须建立在自己丰富的遗产和独一无二的
科学和工程能力上，以迎接新的挑战。  

  二、美国核武器计划的重点改变  

  虽然核武器将不会消失，威慑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策略，但苏联解体导致美国已计划的核力量
规模大大的缩小，“传统”的核打击目标战略的死亡，以及威慑力量合理的收缩和转移。它的直接影响
是，在前沿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已大量撤退、战略予警放松以及所有近期核武器生产被取消。核威胁降低
还导致一部分公众对拥有核武器存在风险的认识解除，因而 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核武器安全和核武器生
产设施的环境影响。  

  由于其他几个国家继续部署核武器这一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必须继续拥有可靠的核能力。
另一方面，大量削减核武库的双边协议(目前的《第二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十分明确指明了我们
的任务，即拥有规模很小的、在环境方面比较适宜的核武器生产和维护能力。这些协议还导致生产机构
从事拆卸大量的核武器，以及大量削减未来对氚生产的需求 。  

  在冷战时结束之后，人们日益关心的是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伊拉克核 武器的
发展和朝鲜的核活动产生新的问题。种族冲突的复苏、俄罗斯经济继续崩溃及其核武器和专家流失，使
这种关心更加强烈。令人害怕的是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或集团将会 增加。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探测和
缓解这种扩散。  

  在核武器计划和核武器科研生产机构内，国家研究所和生产机构各负其责。武器研究所( 洛斯阿拉
莫斯国家研究所、利弗莫尔国家研究所及桑迪亚国家研究所)执行美国核武器的研究、发展和试验任
务，它们负责核武器的设计、工程、定型、安全和保安。它们的专家支持不扩散活动，其中包括分析和
评价国外的核技术，并支持应急响应能力。已证明，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在帮助揭示和评估伊拉克
核武器计划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核武器研 究所独有的核技术专长，对改造美国的核武器生产
机构，是有帮助的。  

  生产机构(如萨凡纳河厂、洛基弗拉茨厂、潘迪克斯厂)主要负责核武器部件和材料生产、材料加工
及核武器的维修和拆卸。核武器设计研究所和生产机构在材料管理和核武库监控方面都有相应的任务。  

  三、美国核武器计划的新目标  

  我们必须确定新的国家核武器能力，其中包括能源部核武器科研生产机构新的部署，这就 要跟长



远目标和要求协调一致。  

  随着核力量的削减和老化，保持核武器设计研究所的科研能力，以及核武器生产机构的生产、改进
和维护核武器的一定能力将很重要。这就代表一种威慑。换句话说，“能力威慑”（“存在威慑”）比
打击目标的核力量威慑在战略意义方面更具重要性。因此，美国必须保持一种技术上的核优势(指武器
系统的效能，而不是数量多)，并且必须为在役的核武库提供“管理”(Stewardship)。能源部核武器的
“管理”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核材料“管理 ”。  

  在役的核力量将建立在大大削减的核武器储备基础上，即不多于2500－5000枚核武器。因此，核武
器计划的重点将是保证这些余下的核力量充分安全、保安、可靠和灵活使用。核武器发展计划将有新的
起点(近期没有，主要从事现有核武器系统的安全改进)。从长期看，任何新核武器发展计划主要取决于
已库存的核武器的老化程度，即库存核武器的可靠性或安全性已达到不适用程度，或取决于对库存核武
器需要采取重要的安全改进措施。  

  在生产机构内，从核材料生产到核材料和废物的管理与控制这种工作重点转移将是长期性。象氚一
类易衰变核材料的需要将是有限的。所需核武器制造能力较之先前也是极其有限的 。生产机构收缩是
符合现实的。  

  四、调整的核武器计划和生产机构保持新的平衡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之后，无论对国家的核安全态势或对国家的核武器计划来说，都需要
一种新的和不同的“平衡”。如何达到这种新的平衡及其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的 看法如下：  

  ·  

  管理、安全和保安及原型装置研制。研究与发展计划必须以保留下来的核武库的妥善管理为中心任
务，对美国核武器的安全、保安、可靠性和易损性既要提供专家鉴定和评估，又要在核武库老化方面使
研究所有能力提出可能产生的问题。虽然新的核武器生产将是极少的，但核武库的武器更换需要是不可
缺少的。在预计的全面禁试条件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确保这些更换需要是不可缺少的。在预计的全面禁
试条件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确保这些更换的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性能。我们还必须在新的小型生产机构内
有能力制造这些更换的核武器。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核武器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原型装置的研制对保持在核武器设计、工程和制造
方面的积极的技术能力是一种有效方法。为使原型装置有效，原型装置的研制必须包括部件试验和总体
试验，原型装置的实际性能可以反馈给设计者和工程师们。没有核爆炸的地面试验可以提供许多所需的
标准实验项目，虽然在没有地下核试验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原型装置研制的全面好处。国防部长阿斯平
及武装部队委员会已提出建议说，应当采用在 常规武器系统方面的类似程序来保持核武器能力和技术
专长。  

  ·  

  不扩散/反扩散。90年代，安全问题将从双边军备控制条约转移到扩散的多边控制。军控、检查和
情报工作的相互配合将日益重要。美国和前苏联正在拆除大量的核武器。  

  从拆除的核武器系统移出的大量核材料必须置于安全保障之下，以确保国际信任。世界将面临新来
源的核武器使用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而导弹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扩散将使国际形势稳定问题 更加复杂
化。  

  美国调整的核武器计划应对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努力作出贡献。我们必须应用一切必要的技术手段来
帮助防止、探测和缓解核武器扩散。因此，需要大量核武器专家来保障核材料的贮存和处理，了解外国
的技术发展，核查各种条约，以及提供用于出口控制的先进的计算机方法和建议。美国的核武器研究所
拥有的在不同环境下进行复杂的物理测量的能力，将可用于探测搞扩散意图的关键性迹象。一种这样的
技术叫做LIDAR(LightDetectionandRanging)。洛斯阿拉莫斯已将这种技术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和大气
取样计划。  

  ·  



  预测能力、地面实验和核试验问题。为继续支持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维护核设计能力。而为了继
续提供这种能力，现在正在制定结束核试验的各种对策。研究所的核武器设计工作将主要依靠预测的计
算能力和“地面实验”(ADEX)，也就是说，依靠不涉及核爆炸的物理实验和材料实验。各研究所将运用
这些物理领域内的地面实验来操纵核武器设计的专门知识和武器技术。由于核爆炸的所有物理现象除地
下核试验以外不可能同时产生，所以需要考虑 一整套补充的实验项目。  

  我们已建议，最好保留最低限度的地下核试验计划，以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的质量，保持专门知
识，以及开发原型装置的技术方案或设计改型。然而，由于冷战结束和希望进一步防止扩散，美国打算
作为一种政策来结束核试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这一政策有新改变。在核试验实际结束的情况下，武器研
究所将依靠地面实验能力作为其主要试验手段来解决试验问题 ，保持专门知识，验证用于预测核武器
性能的理论模型和计算结果。  

  ·  

  加强研究、发展和试验机构。这方面的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共同地点使设计、材料研究和
实验能力一体化，以保证计划项目的质量，但应当试一试保持目前的两个核武器 设计研究所的体制，
以便在同行间进行审议。  

  核武器是一种很复杂的系统，其价值之所以高在于需要时就能发挥其性能，而不出现事故。在核武
器许多技术领域内，依靠重复的统计学上的试验是不可能的，而且出于国家的安全需要，也不可能进行
公开的技术交流。另外，在90年代后期，预计核设计的核试验将被禁止。为保证可靠性和质量，某种形
式的设计竞争和同行审议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一直保持两个独立的核武器设计研
究所和一个弹头系统工程研究所。不管未来的核 武器计划如何，设计方面的竞争和同行审议必须通过
某种适当办法保持下去。  

  ·  

  小型“生产机构 21”。“Complex 21”是已较明朗的缩小规模的核武器生产机构的代号。这一
生产机构将满足美国21世纪核武器生产方面的需要。钚和浓缩铀(无论是拆散的武器核部件或其它形态)
的安全贮存是对新生产机构的一项重要要求；另一项要求是拆卸下来的核材料加工处理。虽然密封的武
器核部件能够贮存几十年，但这些部件随其老化必须进行后处理。  

  制造适当数量的新弹头或重新加工库存中老化弹头的能力，最好同核材料贮存和处理场地 结合起
来。从这一考虑出发，估计每年大约加工制造100－200个核装置。  

  未来，在生产机构与设计研究所之间的传统的职责分工将变得更加松散。虽然核武库的武器加工生
产主要在生产和贮存设施内完成，但钚处理和加工将在研究所内进行。最新的生产加工技术将在研究所
内开发，以减少废物量和工人照射，解决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为支持国家的研究、发展和试验计划所
需的某些非核部件和少数武器原型装置的加工制造，将由国家核武器设计所承担。国家研制所这种职责
的改变，是为了使研究所能够保持其研究与发展 能力和拥有十分重要的核武器加工制造的后备能力。  

  虽然我们预计“生产机构－２１”不会生产新的钚或高浓缩，但它最终将拥有一定的、新 的氚生
产能力，以代替目前的产氚堆。  

  ·  

  环境管理。同样，“小型生产机构－21”必须考虑前40年能源部核武器生产场地那些环境问题。这
些场地环境恢复和清理已成为技术方面的难题和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在新的生产机构设计中，必须增加
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的投资，使能源部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自射的 环境问题和遵守各种规约。  

  另外，在氚生产和核材料处理方面必须考虑两个突出的问题：长寿命核废物的安全处置和现有核武
库所需的氚的安全经济的生产。氚的半衰期只有12年，它不同于其它核材料，不能无限期地贮存或重复
利用。加速器生产氚是颇具吸引力的，因为它不产生超铀元素废物或积累大量的其他废物。由于核武库
规模缩小，加速器生产氚作为一种氚来源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具吸引力。加速器技术还可把长寿命的高
放废物和锕系元素(例如钚废物)转变成较短寿命废物(约100年)提供一种有效而经济的手段。这种转化
方法将可大大降低对核废物地质处置 库的要求。  



  ·  

  核武器的研究、发展和试验计划结合技术转让和常规武器发展。核武器设计研究所任务将与广泛的
国家任务结合起来，使发展和维护核武器计划任务开发的先进技术能力获得双重利用，例如，1992年能
源部“国防关键技术计划”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研究所的计算机科学能力已使工业部门获益，例如
燃料模型计算、油井测井等等。此外，研究所开发的先进技术将可用于常规(非核)武器发展，例如炸药
的发展、装甲和反装甲研究、先进的弹药以及 常规武器性能、安全性和杀伤率的计算机模拟等等。  

  以上各方面任务是保持核武器研究与发展计划稳定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