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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处置与后果管理 
唐万林，熊小猛，周立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 78668 部队  四川成都  610203） 

摘要：简要介绍了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害，重点阐述了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处置机构、处置方法以及后果处理， 后对危

机管理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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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是恐怖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指国家、组织或个人通过直接使用核武器，散布

放射性物质，破坏核设施或威胁采取上述行动来达成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随着核

技术的发展和核材料进一步的扩散，以及恐怖活动的目的、手段、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核与辐射恐怖活

动向多元化发展，个人制造的核与辐射恐怖威胁将可能增加；核与辐射恐怖活动范围将向全球扩展；实施

核与辐射恐怖时的技术手段将越来越高；实施方式将向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它将导致国际局势

不稳，影响受害国的安全稳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污染环境等其它一些严重后果。为

更好地解决核恐怖问题，本文对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害、危机处置和后果处置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1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害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危害后果严重，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局势不稳，影响安全

稳定。 
1.1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危害规模大 

众所周知，核武器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脏弹”若在某个市中心爆炸，其物质上的影响虽相

对不大，也不太可能造成很大的人身伤亡。但是，它能造成普遍的放射性污染效果引起人们对暴露射线下

的普遍恐慌，这种恐慌却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核设施遭受破坏引起灾难的后果，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事故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该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的 15 万平方公里，那里居住着 694．5
万人。白俄罗斯受污染的 4．6 万平方公里内，每 5 人中就有一人遭到核辐射。恐怖分子无论是直接使用核

武器，还是利用“脏弹”散布放射性物质以及对核武器相关设施进行破坏性恐怖袭击，都可造成大规模杀伤破

坏后果。 
1.2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危害时间长 

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长，对环境和人员将构成长期危害，而且这种危害不能彻底消除。有专家统计，“脏
弹”杀死的人数并不比普通炸弹多，但可怕的是其放射物质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因

此，核武器使用或放射性物质散布后均具有长期的危害。 
①核与辐射恐怖活动能对民众的生理和心理构成伤害。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直接破坏人体机能，辐射导

致人产生恶心、呕吐和血液问题等辐射病，环境中辐射水平超过 1000 倍的话，就能将 80%的人杀死。参加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工作的 83.4 万人中就有 5.5 万人丧失，15 万人成了残废，受放射恐慌产生的残酷后

果还会在民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民众的心里恐慌，心神不宁，严重时还会引起心理疾病，使精神

崩溃。 
②核与辐射恐怖活动会造成财产重大损失，对其应急处理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对核与辐射恐怖事件

的处置严格特殊，对设备的工艺和技术性要求很高，对核沾染区人员的撤离、沾染区的隔离和洗消，对放

射的治疗药物昂贵，都要药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巨额经济损失。放射物质能在一定

范围形成长期危害，为避免对人员构成伤害，受染区在一段时间内要停止使用，在这些地区原有的设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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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丧失功能，该地区的商业、旅游等都将陷于停滞，从而使相关部门的负担增加。车臣恐怖组织在俄罗

斯莫斯科公园内放置放射性物质就使公园被迫暂时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要对其关闭，其封存

费用高达 15 亿美元。 
③核与辐射恐怖活动会破坏生态环境。核与辐射恐怖手段不仅能作用于人员，而且能作用于动植物等

有机体，造成其非正常死亡，影响生态环境。 
④核与辐射恐怖活动还会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破坏了民众正常生活，使社会处于

一种无序状态，会扰乱政府部门和公共场所的正常运行。民众的心理恐怖会导致对社会的不满，引起混乱，

严重时还会出现骚乱，破坏国家的安全稳定。 

2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处置 

2.1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处置机构 

在我国，针对核与辐射恐怖活动，主要由公安部下属的反恐局统一处置，它是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

组在公安部的常设机构。在平时，它主要行使执法职能，一旦发生核与辐射恐怖事件，国家反恐怖工作协

调小组立即启动响应程序，并成立总指挥部，由协调小组任命一名总指挥。同时事发地所在的省一级反恐

怖工作协调机构成立指挥部，事发地成立现场指挥部。 
2.2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处置方法 

①首先必须制定一个完善、具体、尽可能详细、操作性强的危机处置计划。这是核恐怖事件危机处置

中的关键和核心。 
②要建立健全危机处置的预控和报知体系，加强情报收集，力争对可能发生的核恐怖事件做出比较准

确可靠的预测，并采取各种措施以避免其发生。在核恐怖事件的前兆阶段，必须正确地预测危机，监视危

机并采取措施预防危机，还得为处理危机做好准备。 
③应正确及时地评估核恐怖威胁等级，确定恰当合理的响应行动和资源配置。根据核恐怖威胁程度和

国家对核恐怖事件处置的特点，我们可以考虑将响应行动划分为三个等级，以便于核恐怖事件发生后响应

的组织与实施。 
④合理运用各种资源配置。在核恐怖事件持续阶段，合理运用各种资源，是核恐怖事件危机处置过程

中应把握的重要方面。应根据核恐怖事件的危害大小确定资源的使用规模；应根据反核恐怖行动各个阶段

的需求对资源进行合理计划和编组；应根据反核恐怖处置力量的特点和作业环境恰当分配任务。 
2.3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后果处置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中的后果处置主要针对事件的后果，它可能需要跨越很长时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对

后果处置有如下定义：后果处置致力于研究核与辐射恐怖事件是如何影响或者如何潜在地影响公众的健康

和安全以及环境的。后果处置包括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和恢复环境的措施，恢复政府核心职能的措施，以

及对遭受恐怖事件危害的政府部门、工商团体和个人提供应急救援。 

3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机管理研究展望 

通过全面系统的危害性和脆弱性评估，针对当前核与辐射恐怖活动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核与

辐射恐怖活动危机管理的体系和应急对策。 
3.1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脆弱性研究 

在制定应急对策和应急计划时，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核事故和放射性事件的危害性和脆弱性评价，

即对核和辐射设施的潜在辐射危害和防护脆弱性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的应急

等级, 并制定与潜在辐射危害相应的应急计划。核事故和放射性事件的危害性和脆弱性评价包括潜在辐射的

性质、大小和可能发生的概率。 
3.2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过程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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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研究。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突发事件社会心理预警、定期警示制度

研究、突发事件知识系统和信息系统研究、各种等级应急预案研究。 
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对策研究。现场应急处理与控制方案、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及公示应急方

案、应急处理与控制方案、突发事件社会心理应急方案、公众预防知识教育应急方案、各种紧急强制措施

方案。 
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控制效果评估机制研究。在突发事件结束后，建立突发事件评估系统，对危机

进行分析评估;建立一个突发事件管理学习、创新系统,提高以后的应对能力。 
3.3 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危机管理体系研究 

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研究包括: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决策与指挥系

统、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计划与评估系统、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

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行动系统、核事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咨询系统、核事故和

放射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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