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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制订早期报警程序有助于及时采取措施，

使公众免受自然和人为灾害和事故的损害。台风、水坝破

裂和大量有毒气态物质的贮存，均是典型的潜在灾害，许

多国家对这些都有预先制订的报警和应急措施。对设备严

重失效、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等事件可能造成危害的任

何一个核设施或核活动，也应该制订相似的规定。正如处

理其他的工业或自然灾害一样，在计划一个适宜的响应和

通报系统时，也必须考虑这个事件在距其起始点不同距离

处的各种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对邻国或其他国家的

影响。通报系统的范围和形式，均决定于事件潜在危害的

性质及其传播速度。

在核事故响应计划方面，及时通报的概念包括有关信

息的提供，决不是新的，不管是否涉及超越国界的影响。

同样，事故后相互紧急援助的概念也不是新的。一起严重

核事故发生后，人们可能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恢复核电厂

和厂址周围的环境。这种努力可能成为发生事故国家沉重

的财政命扭，而有些国家则无力进行有效的恢复工作。即

使是有许多核电设施和雄厚的技术基础的高度发达国家，

也可能感到难以有效应付这样一种事故，尤其在它涉及到

严重的厂外辐射后果的时候。困此，从具有必要专门知识

的其他国家取得咨询、技术和物质方面援助，以增强国家

应付能力的种种安排，看来是非常可取的。

查阅一下原子能机构的出版物，便可知道人们讨论这

些概念已经有很长时闹;以它们为基础的导~IJ早已在1969

年机构安全丛书、第32册《辐射事故处理计划》中提出。在

1981年安全丛书第55册《对核设施中辐射事故现场外响应

计划》中，这个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最近，分别在1984

和 1985年出版的两份《情况通报》中，更得到了发展。这

两份 4怕出通报》的出版，是机构理事会1982年安排的一

系列工作的结果。.过去15年中，许多成员国通过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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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参与了应急计划和准备方面有关建议和导刷的制订工

作。

这样→个由机构发起的培训班和应急响应计划与准备

方面的咨询专家组支持的导则，己促进人们认识和熟悉与

有效应急响应系统实施有关的各种要求，特别是那些适用

于有潜在厂外后果其中包括超越事故发生国家国界的显著

辐射效应的核事故的几个起始阶段的要求。

使导则%律化 t

因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许多可能从一次核事故事

件中迅速通报和情报交流结构安排，或相互的应急援助的

结构安排中获益的国家，为什么不愿意参与在双边或多边

基础上为此目的而作的正式安排。尽管这个问题相当简单，

但许多感性因素已使答案复杂化。这些因素涉及向人们及

有关研究所和机构传播情报和概念的问题，也普及为他们

寻找最佳应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常有这样一

种看法，即"导刷归明IJ 一一使用归使用\ "如果我

们难得一回要用它，我们知道它还是有用的一一不过，也

许我们永远用不着它"。因此，许多人往往倾向于把导则

材料放到图书馆、办公室和贮藏室布满灰尘的书架上了事。

这并不意味着机构的技术导则从未被履行过。导则中的各

种建议，已被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许多方面，不过，

履行的范围不同。 t
在诸如核事故或辐射紧急事件中的情报交流(包括及

早通报)和相互紧急援助等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通过法

律正式文件使导则法律化，将提高某些类塑的导则的"明

视度并以一些最重要的文件使所涉各方受到约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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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已有许多先例，例如，美国在1979年 3 月三里岛核

电厂事故后采取的立法行动。其他国家也已开始使技术导

则合法化的工作，并已采取有关应急响应和准备的立法行

动、或双边和多边协定。

1963年北欧相互紧急援助协定是第一个这类塑文件，

也是迄今机构和成员国缔结的唯一协定。在1964年举行的

第 8 次常会上，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理事

会"采取必要措施促进两个或多个成员国和机构闽达成紧

急援助协定，作为确保更有效的国际相互紧急援助的一种

手段"。为了响应这个决议，在1965年由一个专家委员会

为这种协定准备草案条款，并在1966年由理事会全体委员

会审议。 1967年 2 月，一些双边和多边协定草案范本提交

理事会。在它的要求下， 1967年 6 月这些范本作为导 oolJ材

料分发给成员国。-

1977年，机构与联合国救援办公室<UNDRD)达成

一项关于在提供与核事故有关的援助方面的活动进行密切

协作的协定。最近一些年来，欧洲的邻国阅已签订许多双

• 边协定，这些协定主要对在发生核事故或具有可能的超越
国境影响的辐射紧急情况下的及早通报、情报交换和相互

援助间题作了规定。...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

所有这些协定都涉及了和平利用核能活动中发生的紧急情

况，但由法国(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与瑞士及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分别在1979和 1981年签定的那些协定，也对任何

可能带有超越国界辐射效应的事件的情报的提供问题作了

规定， f又将由于军事原因而属于秘密的情报作为例外。…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协定

随着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在1986年 5 月 21 日召开

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理事会向机构总干事提出的要求之

一，是召开不加限制的政府专家小组会议，抓紧时闹

起草两个考虑了机构分别在文件 INFCIRC/321 和 INF

• ~I~C~~时陈述的那些准刷的国际协定。一个协定将涉及
有关可能超越国界影响的核事故的及早通报和综合情报提

*北欧协定已转载于文件INFCIRC/49中。协定于1964年在丹麦、

挪威和瑞典生效 1965年在芬兰生效。原子能机构1964年决议为

GC (Vm )/RES/177 o 这些草案范本已转载于文件 GüV/INF/

392的附件中。

"在1977-1982年期阔，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

1:签汀了若干双边协定。

…法国与瑞 1:阙 1979年 10 月 18日签订关于交换有关可能具有辐
射后果事故情报协定和法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阳1]1981年 1 月 28

日鉴iT内容刷上协定中的第 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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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问题，另-个协定将涉及应急响应和应急援助的协调l可

题。为此目的，从1986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8 日，由机构召

开了向所有成员国开放的政府专家会议。有关各国际和地

区组织均受到邀请。(有关两个协定的要点，见..简明新闻'

栏。)

虽然，并不需要将机构提出的所有技术导则都正式化。

但是，为了对处于正式范围以外和补充这个范围的技术导

则有较好的认识和得到较好的实施，需要增加机构已开展

的，特别是那些在最近几年中开始的一些活动。在核安全

方面，这些活动可分为两个基本类刑:

·应成员国的要求提供电日1王df安全检查小组 COSART>

和辐射防护咨询小组 CRAPATl 特别援助专家组。

·各个技术领域的培训计划。

这两类活动，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可能有助于

使有时被放入贮藏室的机构的内容广泛的技术导自IJ得到应

用。从根本上说，这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

·成员国全都参加有关的援助和培训计划的意愿。

·提供财力使机构能扩充和实施其旨在加强核安全方面国

际合作的计划c

成功地实施机构技术导刷的关键是，提供与有关培训

计划相配合的特别援助专家组，而这些又是和有关技术合

作计划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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