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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题为 "以色列的核军备" 的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曰第3 4 X 8 9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表示它深信以色列核能力的发展t 将 

进一步使该区域原已危险的局势更形恶化，并进一步威脉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又请 

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 就以色列的核军备问题编写，一份报告，

2 . 秘书长按照该决议规定，委任了一小以色列核军备研究报告编写专家小组, 
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了关于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A / 3 5 / 4 5 8 )。 大会 

在该届会议上通过了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H第 3 5 /1 5 7等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注意到进度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向大会禁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报告。

3 . 专家小组现在完成了研究报告，今随文提交大会审议。

4 . 核武器的可能引入中东是联合国长期以来所关切的问题。 这种关切反映 

在 1 9 7 4 年以来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决议， 最 

近:大会通过了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5 /1 4 7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促请所有有关各方考虑采取实际步骤在该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并请他们遵守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

5 . 核扩散的危险，特别是在局势紧张地区，是世界上最令人忧虎的问题之一， 

如要想控制住这个问题，就迫切需要制定各种安徘可在该地区的所有核活动都接受 

有效和可靠的国际保障制度。 希望本报告通过帮助国际社会认识这个问题的迫切 

性，从而有助于促成上述目标，

6 . 秘书长要为他们一致通过的这份研究报告感谢各位专家。 应当指出，其 

中的意见：̂0建议是专家们的。 在此，秘书长要指出，在这复杂的裁军问题领城 

内，在许多情形下，他是不宜对专家们完成的工作的所有方面作出判断。

秘书长的前言



1 9  8 1 年 6 月 1 9 日

阁下；

谨随函递上你按照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大会第3 4 / 8 9 等决议第6 段规定 

所任命的以色列核军备研究报告编写的研究报告4

你任命的专家如下：

阿索克•卡普尔先生 

加拿大 

滑缓卢大学 

政治系别教授

马克，哈罗斯塔列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阿里•马斯鲁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密执安大学

政治系教授兼美籍非洲人和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乔 治 ，圭斯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康奈尔大学 

政治系系主任

阿萨德，萨卜博士 

黎巴嫩

高级研究工程师

这份研究报告是在1 9 8 0 年 7 月至 1 9 8  1年 6 月间编写的，在这段期间小 

组举行四届会议： 1 9 8 0 年 7 月 2 1 日至8 月 1 日、 1 9 8 1年 1 月 1 9 日至30

递 文 困



日加4 月 2 0 B 至5 月 4 曰在组约，邪 1 9 8 1 年 6 月 1 5 B 至 1 9 曰在日内瓦，

专家小级要向联合国秘书处的成员为他们提供的宝责援助表示缴意.他们特 

别要向裁军中心的松本宏士先生（他在头两届会议期间坦任小组的秘书）加傘拉沃 

斯拉夫•达维尼克先生《他在第三届会议期间坦任秘书），裁军中心资料及研究科 

科长本杰明•桑德斯先生Î 裁军中心的改文，保弗布利先生Î 国际原子後机构( 原 

子能机构 ) 联合国总郁联络处主任波里斯•科沃辛尼科夫先生；和 0 内瓦原子能机 

构联络处默尔•佩尔遂夫人致谢.

我受专家小组之请代表小组向你提出其一致通过的这份研究报告.

« 向闻下致最崇高的敬意.

以色列核军备研究报告 

编写专家小组

阿里，马斯♦ 伊 ( 签名）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闻下

vil



—, 导言：研究的范围

A. 联合国对以色列核军务问题的忧虑

1 . 多年来，联合国会员国日益忧虑把核武器引入中东的危险,特别是由以色 

判可能已发展了核暴炸能力的报导所引起。这种忧虑是从普遍关注中东的象张政治 

局势和军备竞赛以及从一般希望抑止核军备竞赛两方面所产生的，

2 . 使以色列的核发展引起注目的一领因素是该区城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这 

种状态已有四次嚴发:为全面规模的战争。

3 . 反映各会员国的忧虑在中东有可能扩散核武器的危险，大会自1 9 7 4 年 

以来通过了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的1 9 7 4 年 1 2 月 9 日第3 2 6 3 

(XX工X；)、1 975年 12月 11 日第 3474(x：o ；)、 1976年 1 2 月 1 0 第 3 1 / 7 1 、

1977 年 1 2  月 1 2 日第32 /82^  197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 6 4 、 1979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4 / 7 7 和 1980年 1 2 月 1 2 日第3 5 /1 4 7号决议，其中大会除 

其他事项外，數促所有有关各方考虑采取实薛的步骤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并请 

它们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大，会第2 3 7 3 ( X X I I )号决议，附件），

4 . 大会在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 6 0 至 6 3 (d)段 （第 S—10 / 2 号决议）内，吁请认真考虑采取为 

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提案所需的实际步驟。它又请该区域各国在相互基础上不 

生产、取得、或以任何方式拥有核武器和核寒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 

上部署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5 .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中东地区的国家促请大会注意一些会员国同以 

色列的军♦ 勾结和核匆结问题，并发起通过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 7 1 号 

决议，其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安全理♦会呼吁所有国家停止转移给以色列任何 

核设备或可襄变物质或技术，



6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其座伊拉克之请列入议程的题为"以色列的核军 

备 ，，的项目下通过了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H第 3 4 / 8 9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项 

外，表示 " 对于有关以色列旨在取得和发展核武器的活动的新闻和Æ据日盤增多 " 
感到惊恐，表示深信" 以色列核能力的发展势将进一步使该区域原已危险的局势更 

形恶化，并进一步威脉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就以色 

列的核军备问题编写一份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

7 . 按照该决议的要求，秘书长任命了以色列核军备研究报告编写专家小姐协 

助他编写报告》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了关于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U /  
3 5 / 4 5 8 ) . 大会在该届会议上通过了第3 5 /1 5 7号决议，其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 

的进度报告，并请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和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8 . 以色列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 /C .1 / /3 5 Z  
1 - 8 ) , 据此大会将呼吁所有中东国家和邻近的无核武器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以期商 

订一项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多进条约。该坂提议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强烈批评, 

特别是对于它为建立无核武器区规定一项令人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1 . 以色列后来 

撤消该决议革案，以色列随后宣布，它将支持埃及倡议的关于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 

议，其内容类似大会在以前几年通过的决议（参看前文第3 段 ），这次决议（大会 

第 3 5 / 1 4 7 号决议）由大会不经表决通过，

9 . 后来，埃及在1 9 8 1年 4 月 2 0 日给秘书长的信（A /3 6 / /2 2 0 )中指出， 

它最近批准了不扩散条约，又说鉴于这一步戰，同时也为了保持因此而产生的冲势， 

" 似乎座考虑进行一项研究• 以便在顾及中东地区兵体特点的情况下，探讨在中东 

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各种模式

即，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应以" 谈判的区域安排" 为基础。见 1 9 8 0 年 1 1月 

1 8 日第一委员会上约旦代表的发言( A /C .1 / 3 5 /P V .3 3 ) .



1 0 . 以色列在1 9 8 1 年 6 月 9 日给秘书长的信（A / 3 6 / 3 1 5 )中重申在其以 

前决议革案中所载的提案，呼吁所有中东国家和邻近的无核武器国家，尽早召开一 

次会议，以期商订一项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多达条约，此外，它正式向所有中 

东国家和邻近的国家提出紧急呼吁，请它们在1 9 8 1年内都表示同意举行筹备会 

议，讨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方式。以色列也欢迎1 9 8 1年 4 月 2 0 日埃及的信 

中的建议，就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方式编写一份研究报告，以色列这方面提议  

'‘ 由来自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各国的合格专家进行此项研究" 。

1 1 . 在以色列轰炸伊拉克在圏瓦沙的核研究中心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 

能机拘 ) 总干事于1 9 8 1年 6 月 9 曰向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讲话，除其他事项外， 

他说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是不扩散条约的基本要素，又说从原则上来看我们只能 

得出结论，即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也受到了攻击。 1 9 S 1年 6 月 1 2 日原子能 

机构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建议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其即将举行的常会中审议这 

次攻击引起的一切问题，包括停止以色列行使成员国的特权和权利，提醒原子能机 

构各成员国记住联合国大会第3 3 / 7 1 号决议，其中要求停止一切可裂变物质和核 

技术的转移给以色列，并建议原子能机构大会应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原子能机构技术 

援助方案规定的任何援助（参看 S /1 4 5 3 2和 Add . 1 )*

12. 1 9 8 1年 6 月 1 9 日安全理♦ 会海过了第4 8 7 (1 9 8 1 )号决议，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强烈遗责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军事攻击，并说以色列一直没有加 

入 《不 r 散条约》，伊拉克则自该《条约》 1 9 7 0 年生效时起即为其缔约国，指 

称这次袭击是对作力不扩散条约的基础的整个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一个严重威脉, 
并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备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l a 会员国对以色列核发展的忧虑在一段期间以来已经反映在它们在大会关于 

报导的以色列同南非核合作的讨论上。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非洲的会员国提 

议通过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34^ 60号决议，其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秘



书长在合适专家的协助下，就南非核领城内的计划和能力编制一份综合报告，这份 

报告后来完成了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关于南非和以色列可能进行核勾结 

的问题，报告第3 7 段指出，在能够举出实际进行的核交流或交易的具体♦例作为 

这項合作的明确证振以前，这# 个问题仍厲悬案，

B o 以色列在区城范围内的核活动

1 4 上文第2 段提到该地区存在已久的紧张局势，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这种紧 

张局势可能对以色列的军事愿想（包括核政策在内）起一定作用， 对于该地区局 

势的关注，使得大家注意以色列核政策及其过去和现在的核活动的军事意义以 

色列高级官员的发言• 也使得阿拉伯国家愈觉警急. ^

1 5 . 以色列已经签署并批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条约 》 （ 1 9 6 3 年 和 《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 

活动原则的条约》（大会第2222 (XX工》号决议）并屡次表示不首先将核武器引进 

中东地区（参看下文第四市）• 但是• 至今以色列仍然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缔约国，也没有把其大部分核设施置于国蹄保障制度的替制:下 .由 于 以 色 判没  

有法定义务向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本国所有核设施如核燃料的清单，因此对于以色 

列核方案的性质和范围就报乘确定• 另一方面，在这个地区从事核活动的几个国 

家，例如埃瓦伊網• 伊拉克，利比亚民众国和土耳其，都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因此，承诺将所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管制之下> 此外，约旦，黎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1 .工. 1 0 . 该报告原以A / 3 5 / 4 0 2 和 Corr.  

编号印发，

举例说》 1 9 7 4 年 1 2月 3 B 《卫报》引述报导的卡齐尔总统的发言："我 

们一向有意发展核潜力，现在我们已拥有这个潜力报纸还说 Î " 总统说， 

如有需要，以色列可在，短期内，甚至在几天之内，将核能力转变为事实， "

联告国， 《条约汇编》，第 4 8 0 卷，贫 6 9 6 4 号》第4 3 页 （英文本），

- i l - -



& 嫩和阿拉仏叙利亚共和国等没有大事进行核活动的国家也是《不扩散条约》的缔 

约国， >

1 & 在这个背棄下，自1 9 6 0 年代以来发表的关于以色列可能发展核爆作能 

力的一些报道，m了广泛的忧虑• 这些报道一方面是关于以色列据称获得了核 

设族，由此有能力制造必要的核武器燃料；另一方面，据报国外有多处t 经失去大 

量核燃料，并有推侧其中有些燃料可能落到以色列手上（参，下文第4 4  一4 5 段I 

各种报纸和期刊，专门论述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的杂志，科技及专门的军♦期 

刊，以及专门论述有关间题的专缀文章和特别.'研.究报告，曾经刊登并讨论过这盛 

m .但是P 这样广泛的刊物的可，程度有很大的不闻，

该地区另有一è 没有大♦进行核活动的国家不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其中包 

括阿尔及肩亚， 阿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翁长国， 科 

威特和也门已签署，但未批准该条约，

5



二.以色列的核发展

A. 核武器加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

1 7 . 由于本节讨论的主要题材涉及评价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先对制 

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问题略加解释，似乎有益* 6

1 8 . 制造核煤装置的主要条件是 Ï

( a ) 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一级的核燃料；

C b)拥有具备为设计和研制核爆装置所必需的资料加知识的技术人员;

( C ) 拥有必要的技术和设务，

1 9 . 核武券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原子核力部变化劲涯的副产品，就襄变式原子薄来 

说，其过種是轴或坏的原子核分襄成较轻碎物，称为襄变产物• 7

20. 用以制造核爆装置的可藥变核燃料有而大类非常浓集的抽蚀的浓集 

过程是在特别的工厂中进行，利用各种物理和化学流程使天然轴（袖一2 3 8 ) 中的 

蚀一 ̂ 5 含量从百分之0*7提高到9 0(虽也可用含量较低的）， 杯是袖一2 3 8 在 

核反应堆的照封过程中吸收中子后所发生报长的核转化链的产物. 为此目的，使 

用特别 " 专门 " 生产的反应堆效果最大，但必须指出，动力反应堆也生产相当数*

本节内容主要是从1 9 6 8 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改写. 该报告题为《可 

能使用核武器的影响, 各® 取得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武器所涉的安全和经济问题》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Ï 具 6 a 工 1;转载于《裁军的基本问题》，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0. Ï. 1 4 ) . 又参看《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联 

合国出版物，出 售 品 编 号 81. I l l 在本报告中， " 核武器 " ， " 核3T 

和 " 核装置 " 等词可交替使用•

在较复杂的热核弹或塞弹中，在由蚀或坏襄变过程产生的极高温度下，把重 

襄同位素 ( % 如％ ) 的原子核擦合起来，

•  6



的都 ( 质* 可能较低）， 用化学方法将坏从被照射过的核燃料中分海出来后，可 

以把它转变为金厲形式，这样最适合用来制造嚴炸装览

2 1 . 所谓为了维持襄变爆炸过程中的链锁反应，必须有超过某一最低定量的可 

殺变物质，临界质* 这一质量的大小视可幾变物质的纯度和密度，其几何形状，可 

反射中子的物质是否存在和其他因素而定• 如果要使武器以巨★ 的威力爆炸，必 

须以极快的速度将可幾变物质聚集一起• 力此目的可使用常规爆炸物》聚集起来 

的可襄变物质，不论有无经过压缩。以坏弹来说。其体积不需要大过一人的拳头， 

此时即开始链锁反应• 1 9 6 8 年联合国核武器研究报告指出，要达到相当于2

万纯梯恩梯炸药的廉炸威力，所需之量为8 公斤杯或2 5 公斤高度浓集的袖一235L®

2 2 . 就以色列来说，第一项需要即关于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级核燃料的条件, 
将在下文B节论迷  ̂ 关于制造核武器的第二项需要一 人才，目前公开可得的在 

自然科学及核技术领械内的资料水平可使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获得必要的知识。所 

有为设计和制造裂变嚴炸所需的基本资料都已发表在公开的技术文献中，或可由有 

相当才能的专家从中导出。 在反应堆技术、富集和回收等核技术领域的科学家的 

广泛国除交流，已使得今日~•些不是核武器国家的国家也有具备所需资格的人才，

« • 假如娱变装置含有貧的重同位素，则爆炸产生的高温和压力可使这些同位素聚 

变成较重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巨大的能量，即使一个聚变反应所放出的能:t 比 

- 个裂变反应释放出来的要少，但以每公斤核煤炸物质所释放的能i t计，聚变 

装置可为幾变装置的四倍以上•

热核（聚变）武器的设计详情较不为大众所知，所释改的能量是兼来自裂变" 引嚴" ‘ 
和聚变物质. 如在聚变武器周围包上一层轴一2 3 &也可增加相当的襄变能章• 

娱变反应所产生的放射* 要 th聚变反应所产生的大得多， 因此热核武器有时 

被称为 " 干净，，或 " 航脏 "武器• 视其所释放的总能* 中有多大一部分是来自 

装变而定  ̂ 但是* " 干净 " 的武器甚至也会发出一■些放射线，它是来自裂变 

别煤和靠的残骸以及来自煤炸产生的大:t 中子外流所造成的“ 引发活性 " •

- 7 -



2 3 L 所需的核设备，有些可从圆外购买，另外的可在本国生产。 国际赞制 

和保障制度虽然对于防止暗地使用这些科学设备起重大作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 

时这种科学设备也会用于公开目的的可能性，制造藥变嚴炸物所需的辅助设备和设 

族，其开放的程度和复杂性可有很大的差异，视所需的爆炸特性、重视有关人员安 

全的程度、完成整个流程可用的时间及其他因素而定，。

2 4  最后必须考虑到，核武器能力也意味着制造可以发射到目标的核嚴装置 

的能力，以及拥有这种发射的工具。 此外，一个国家要取得核武器地位，就必须 

有能力制造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可使其从政治和军事的观点来看会有份量，

B. 以色列的核发展起源和历史

1 . ï i .
2 5 . 以色列自立国以来就从夢核研究和发展，早于 1 9 4 9 年就在雷霍沃特

的韦茨曼研究所成立了同位素研究系。《° 振称这个系设有四个实艘室, 分别从事核 

物理、光谱、电子和核磁共振方面的研究" ，

26L 1 9 4 9 年在内格夫沙漠展开大规模的地质勘採工作，以确定诱败盆矿

藏愈和其中含轴的浓度U。 约在同时，韦茨曼研究所开始进行关于重水生产的

研究，并经官方宣布，以色列已取得自己小规模生产重水的能力。 口

制造较先进的核嚴装置，特别是利用聚变反应的氣武器，需要的条件比制造 

较为着通的核爆装置高很多。

1954年 11月15日埃班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上的发言'载于会正式记秀第九届 

会议，第一委员会》，第7 1 6 次会议g 第 335—3 3 7页，

米兰《时代报》， 1 9 7 4 年 1 2 月 1 5 日，

埃班，见前，和杰伯《以色列和核武器》（伦换 Chat t o和 Wi  n d u s )第 

2 3 页 （内容提到Micüel  B a r — Z 0 h a ‘r 《苏伊士一极高秘密》，巴 

黎；Payard , 1 9 6 4 年 ）。

挨班，见前

- 8  -



2 7 . 早于 1 9 5 3 年，原子能机构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就签订了一项合作协 

定》 振称，同年两国开始按照协定展开合作。"合作的重要内容从来没有正式 

公布，但据悉法国.政府于1 9 5 7 年同意供给以色列一座核设施（ 2 5 兆瓦热中子 

研究反应堆，使用天然袖和重水），设在内格夫沙漠的迪莫纳，’。 振称后来1 9 
6 1 年，法国总统已向以色列官员申明，这项援助只限于反应堆的建造和操作方 

面，" 迪莫纳设施从来没有受到国际的管制或检査。 从 1 9 6 3 至 1 9 6 9 年 , 
美国有代表团前往参观。 据报 1 9 6 9 年美国官员说，他们的参观不足以保证该 

反应堆是专用于和平用途。 从 1 9 6 9 年以后，显然未再有过这种性质的参观，7。

281 1 9 5 5 年7 月 1 2 日，根据文森豪威尔执政时通过的美国《原子能和 

平用途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协定。 根振该项协定，美国供给了以色 

列一座1 兆瓦能* 的池式研究反应堆（IRR-1号 ）

《耶路撒冷邮报》 ， 1 9 5 4 年 1 1 月 1 6 日；杰伯，见前，第 2 0  — 2 1 页 , 

伯特兰，戈德旅米特，《核挑战》巴黎Ï I 'ayard , 1 9 8 0 年 ），第 205— 

206 页。

戈德旅米特，同上，第 2 0 5 更。 又参看戴高乐，《希望之回忆》（巴黎： 

Pi on ,  1 9 7 0 年 ）。 戴高乐自己描述有关等件说； 。我伴止了 

特拉维夫与G黎之间在军事领域已经有的不合常规的关系.。. 特别是法国 

为在贝尔缴巴附近建造一间将袖转'变为杯 ( 有一天就会由此诞生原子彈) 的 

工厂的合作已经结束。 " ( 《希望之回忆》，級约：西索和舒斯特第2 6 6 页 ） 

" 有好几年，美国技术专家曾去iè莫纳反应堆进行检查。 掘称，他们每年 

都感不满，因为检査得很匆忙，并受限制，但是他们从未报告发现任何与武 

器研究的有关的证据。 1 9 6 9 年检查团写出不满对他们的检査加以限制， 

振称曾写道，为此原因，不能保证在迪莫纳没有进行与武器有关的工作， "  
( 《纽约时报》， 1 9 7 0 年 7 月 1 8 日）。

协议全文见《美国条约和其他国际协议》，第 6 卷，第二部分， 1 9 5 5  
年，第 2641 - 2 6 4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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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个研究反应堆设在索雷克河边》 直至 1 9 6 5 年，索雷克河反应堆 

仍然接受美国的检查。 这时按照1 9 6 5 年 6 月 1 8 日美国、’以色列和原子能机 

构三方签署的协定（工AEA — lUIPC IRC/84  ) ,将这个反应堆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制度之下。 这项协定于1 9 7 5 年 4 月 4 日为另外一项类似的协定所取代，其有 

效曰期又经1 9 7 7 年 4 月 7 日的一项议定书予以延长（IAEA—工îî：p c ir g /2 4 9  

和 1)0

30。 据称，起初以色列在世界市场上从某些来源( 主要从西方和非洲）获得天 

然 袖 供 应 。 后来，振说以色列自己也设计出方法，从内格夫沙漠的碟矿中提 

取 袖 20。

31。 1 9 6 0 年代中期，以色列核研究方案推广到核子科学和工艺的所有主 

要领域，包括核燃料生产的各个方面。

2。 核设施、活动和资源

(a) 核研究活动

s a  以色列核基础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和全国研究和 

开发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几个核子研究所和中心，包括雷霍沃特 

的韦茨曼研究所的核子科学系、海法的工艺（Teolm ion)研究所、索雷克河的核 

研究中心和迪莫纳中心。 据悉，国防部还进行了另外的研究活动。 "

20

戈養施米特，见前，第2 0 6 页。

凯津内尔， " 以色列的轴来源、生产和需求" ， 《第四次国际和平利用原 

子能会议记录汇编》，日内瓦， 1 9 7 1 年 9 月 6 — 1 9 日，第 8 卷，第 

1 1 3 - 1  1 9 页 Î " 轉矿生产的较好前景，，，核子工程国际， 1 9  8 0  
年 6 月 ，

杰伯，见前，第 5 1 — 5 3 页。



33。 以色列核科学家同许多其他国家的核科学家有广泛的科学接触。 以色

列在核物理、核化学及与核能有关的其他领械都拥有相当多的专家。 其中许多专 

家在其他国家进行过长时间的研究学习，并有许多在核工业方面有优秀的资历和长 

期的工作经验。

(切 反应堆

H 索雷克河工R R - 1 号反座维

3 4 索雷克河工R R - 1 号研究反应堆是一小由美国提供的池式轻水反应难0 
这个反应堆使用9 0 %的液集轴，于 1 9 6 0 年 6 月投入使用，能量达1兆瓦。到

1 9 6 9 年 ，能量增至5 兆瓦。22

( = ) 迪莫纳 I R R - 2 号反应堆

3 5 „ 迪莫纳反应堆是一个用重水慢化的天然袖研究用反座堆- 初步热容量约有

2 5 兆瓦。该反应堆是在法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下建成的，于 1 9 6 3 年 1 2 
月投入使用。为了给这小反应堆提供燃料，初次供应需要2 0 — 2 5 吨轴。这种规 

模的应堆每年生产的坏可能有8 — 1 0 公斤，如经过回收，和他计制造一枚部原 

子样^ 需的数* 根接近（参看上文第1 7 — 2 4 段 ，和下文第5 1 段 ）。

36。 最近有人指出，该反座堆的能* 可能已经横加到7 0 兆瓦"。如果这小资 

料正确无误 , 则每年的杯产量就会增加到2 5 公斤，足够制造3颗原子弹。

(C) 轴萃取和生产

37。 振说在 1 9 5 0 年代切期，以色列国防部的一个研究规划部门已对内格夫 

沙漠的袖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并进行研究回牧低等级的袖矿石，如含袖在0. 0 1 -

2 2 《各会员国的动力和研究反应堆》， 1 9 6 9 年 9 月份版 > ( 维也纳：原子能 

机构 1 9 6 9 年 ）

" 《中东的核竞泰》，外国报导，《经济学家》伦數， 1 9 8 0年 8 月 1 3 日。



0. 02%的诱鼓盐播报以色列正在设计自己的萃取工序，这种工序对不宜于通 

常用作肥料生产的那类裤盐岩特别适用。 2»根振同一资料, 以色列目前有三个捧跋 

厂。在海法的两小小厂每年各可全力生产约15, 00摊 裤 酸 （IVO, ) ,第三个厂设 

在以色列南部，于 1 9 7 2 年投产，每年约可生产1 6 万纯 ft0 , . 每年从这三个 

厂可得到的销约为1 百>>4。 1 9 7 5 年中期有人係计内格夫的裤鼓盆矿藏约含有3— 

6 万纯天然抽2%

(d) 重水的可得性和生产

3 8 . 如上文第2 6 段所说，在 1 9 5 4 年 1 1月 ，当时的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 

表阿巴，埃班曾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上正式声明，一座生产重水的中间试验性工厂已 

经在以色列投产。 27斯德寄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国际和平研究所）在 1 9 7 9 年 

报导说，以色列已经有一小小规模设施，其承包商与何年投产f ■不明
%

39。 根据正式消患来源 " ，" 重水反应堆方案所需要的重水中，最大比例部份 

是用于新反应堆的初步装料。相对说来 , 补充的需要量很小。 " 考虑到这点可得出

26

28

Z9

埃班，《同上》。

落族奈尔，《同上》。

佩莱格，"以色列海岸只容得下两小发电站" ， 《晚报》， 1 9 7 5 年 7 月 2 

曰0
埃班，见前。

《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1 9 7 9 年 》，第 3 1 5 — 3 1 6 页。该研究所指出， 

" 该设族可能建于1 9 7 0 年代初，当时各国对重水出口的管制变得更严。不 

知道在挪威于1 9 7 0 年拒绝提供重水以后，其生产能力是否足以维持迪莫纳 

反应堆运转• "

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燃料与重水的可得性》，核循环评价第1 工作组的报 

告 ，（维也纳：原子能机构， 1 9 8 0 年 ）。



结论，由于潘失和其他可能损失所造成的捕耗都可以从国际市场采购或当地生产的 

少《重水来补足

40. 以色列还从美国获得一些重水，供研究用并受保障制度的管制

(e) 浓集轴

4 1 推说以色列象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正在进行有关用激光束分离同位素以取 

得浓集袖的新方法" 。这种方法可能有很经济的优点，包括它可能有的效率和比>其 

他袖浪集技术營电0 看来这项研究还在实验室阶段"。

( f ) 蒋分，

4 2 . 普遍认为以色列的科学性核方案包括某些对矫萃取技术的研究。原子能机 

构与国际和平研究所曾报导说，以色列有一座回收废燃料的中间试验性工厂"。根 

推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该工厂的主要设备是由一家法国公司提供关于该工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1 9 6 6 年年度报告》，见杰伯尔一文 , 《同上》，第 

2 3 页。

吉勒特，罗伯特，“ 袖液集 : 以色列激光技术取得进展的传闻" , 《科学》杂 

志第 1 8 3 期 1 9 7 4 年 3 月。

《核动力的问题和选择》，核能政策研究组的报告，剑桥， 1 9 7 7 年；亚新 

斯基，" 核扩散 " ， 《核能文搞》1 9 7 6 年第 4 期 （威斯汀豪斯期刊）；又 

参看耶格尔编《不扩散和美国外交政策》，布♦ 金斯学会， 1 9 8 0年 ， 第 

2 0 9 页。

参看《国际原子能机构公报》，第 1 9 卷 ，第 5 期 ，第 2 页；和 《国阵和平研 

究所年鉴， 1 9 7 9 年 》，第 3 1 4 页。

《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 1 9 7 9 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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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生产能力没有官方证实，虽然振报导，它能够每年处理3, 4 0 0 公斤的箱照燃 

料 ，可以中萃取4 至 5 公斤的银 " 。也有可能在放射化学实验，室 （所谓 " 热 室 "） 

分海出小量的杯。实际上，许多先进大学都有放射化学实验室，可以小规模地进行 

这种工作。为制造核武器，在技术上最好能使可襄变的杯含责尽可能高（即同位素 

2 3 9 的含量在9 0 % 以上）M。

(g) 商业方案

4 3 . 在 1 9 7 4 年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关于美国帮助建造 

- ^ 6  0 0 兆瓦的反应堆^ 但是，从未达成最后协议。 以色列科学家们曾说，他们 

仍有兴趣进行这项计划" 。自从1 9 6 0 年代以来，曾为建造一个大规模海水淡化 

工厂与一座核发电反座堆相配，提出过各种提案0 在这种计划方面没有实际进展。

( h )輪的可得性

4 4 除了据报导以色列公开从西方和非洲来源获得天然袖以外（参看上文第13 
和 3 0 段 ），还有可能是南非向以色列提供了另外的天然袖，而对这种交易不作任 

何公告。 逐有未经证实的报导和指控说，迪莫纳反库堆的燃料有2 百吨轴是上卡 

坦加矿业公司在1 9 6 8 年卖给一家意大利公司的，它们原是从安特卫普运往热内亚，

76

《国际军事评论》（莫斯科） ， 1 9 8 0 年 ，第 6 期 ，第 2 . 0 页。

西奥多 . 泰勒，" 核保障制度 " ， 《核科学年报》，第 2 5 期 ， 1 9 7  5 年；又 

参看德跃尔皮，《扩散、4F和政策》，球盖蒙出版社， 1 9 7 9 年。

阿达尔，《以色列的核能》，为以色列工科研究所尼曼基金会编写；《走向核化 

的以色列》，《核子工程国际》 ， 1 9 8 0 年 7 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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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途中改变了目的地 '

4 5 . 此外，还有未经证实的报导说，美国可能有高浪集的抽去向不明。 这些 

报导指说这种物质被转送到以色列"。

C. 国际保障側度对以色列核设施和核燃料的适用范围

4 6 t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对以色列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根据美国同以色列的 

合作协定由美国提供的研究用反应堆( 参看上文第2 9 段 ）以及其中包括的核燃料。 

这包括一些附厲设备（如果它们装有来自反应堆的核燃料）以及美国提供的某些其 

他项目。 保障制度的适用是按照最初在1 9 6 5 年签订的以色列政府、美国政府 

系1原子能机构间的三进协定（工ira 'CiRC/84) ;该协定于1 9 7 5 年期满，并在该 

年签订一个新协定（工U：F C ir C /2 4 9 )以取代，然后又通过1 9 7 7 年的议定书 

(工FFClRC/249/Add» 1 ) 而将其延长。

4 7 . 据报导以仓列拥有的其他核设施，全不受国际保障制度的管制。 .因为以 

色列不是承诺要将新的这类核设施通知原子能机构有任何协定的签字国，所以缺乏 

有关大部分以色列现行核方案的正式资料。 在这个情况下，不可能具权威性地指

38 参看保罗 . 利文撒尔 " 国际和各国对核能及核武器扩展的反应" ，经济合作处 

期刊， 1 9 7 7 年 5 月 2 曰，萨尔茨， （提交萨尔茨，争取将来无核武器会议 

( 1 9 7 7 年4 月 2 9 日至5 月 1 B ) 的文章）；达文波尔特，艾迪加吉尔曼， 

《普卢姆已特事件》，多伊希，伦敦；雅希阿， 《普卢姆巴特行动计划》，迪 * 
瑟于尔编辑，巴黎。 以色列对这些报导加以否认（《洛杉机时报》， 1979 

年 4 月 2 9 日）。

大卫 . 伯恩翰姆： " 轴失踪案 " ， 《大西洋》月刊， 1243 ,  4 ,  1 9 7 9 年。 

美国官方否认这种转运，参看《华盛顿明星晚报》1 9 7 7 车 3 月 2 3 日，又 

参看下文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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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色列不在保障制度之下的核设施，特别包括迪莫纳反应堆及其附属装置在内, 

有多少程度（假如有的话）是用来生产武器一级材料的。

4 S I 专家小组认为，以色列不仅来将其所有的核设施置于国际视察之下，并且 

还采取行动，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在该区域其他地方的信誉r 以色列破

坏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信举的最激烈的打击就是1 9 8 1 年 6 月对伊拉克核设族 

的轰炸，尽管原子能机构保证说它已检查了伊拉克的反应堆，来发现有任何不遵守 

不散条约的证据。 正如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所说， " 从原则观点看，结论只能是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也遭到攻击"
4 9l 专家小組认为，以色列未向世界社会就其利用核能力提出令人满意的保证, 

在以色列空军轰炸巴格达核设施以后，看来ifr界社会不大可能会满意于接受以色列 

对中东各国的核意图所作的单方面判断，而却让它自己在这方面免于提出更大的可 

靠性。 专家小组认为，对伊拉克反应堆的袭击等于是单方面否决为以色列特别不 

信任的国家获取核能力的权利，即使该国已经接受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原子能机我新闻稿， PR81 /a  1 9 8  1 年 6 月 9 0 。 此外，正如上文第11 

段指出，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接着（ 1 9 8 1年 6 月 1 2 日）以2 9 票对2 票、

3 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一部分说,以色列的军秦行动清楚地表明它寒 

视该机构的保障制度和不扩散条约，并重申其深信该机构的保障制度作为核查 

和平利用核设施的一种冗靠办法的有效性（安全理，会第S /1 4 5 3 2号文件)。

M



H 以色列的核武器潜力 

A 必需的核爆燃料的可得性

5 0 . 根据迪莫纳反应堆的原有能力（可能已有增加）计算，它每车能够生产8 

- 1 0 公斤杯，含有 7 0 务的可幾变同位素239L 因此，从 1 9 6 3 年至目前这 

段期间，可能大约生产了 10(VA斤 （假定每年开工6 -  8 月 ）。 按照上文第4 2 

段所列的回牧絲的各种可能性来看，现在以色列在物质条件上可能拥有足够制造10 
-1 5牧核弹头的分商的斜。

5 1 . 在佑计以色列可能有的核武器能力时，还必须考虑到有关从美国的核设族 

遗失并可能已被转移到以色列的相当数量高浓集袖的指担（参看上文第4 5 段， ^  

第五节 ),佳计可能转移的核燃料的数量高达2 0 0 # , 足够生产好几枚原子弹。

s a 以色列获得浪集袖的另一个方法是自己对从外国得到的或从据报它拥有的 

抽矿中苹取天然袖进行富集的工序。 将来这小可能性会更重要, 因为较小规模^̂  

比较便宜的浪集工序系统可能易行。 为全 世界核 担 忧 的 一 点 是 ，先进的浓集 

技术的散布可能使得在许多地方制造原子弹更为容身。

5 3 . 街心法愈喷赞的使用已知在别处采用，但还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在建造这 

类设族。 如上文第4 1 段中指出，据报以色列研究人员已在进行关于激光浓集的 

IE作，但是看来还处在实验室阶段。 以色列实臉室规模的激光浓集设施可能有能 

力生产小* 的高浓集轴，也 许 每 年 斤 " 。 考虑到以七年时间（ 1 9 7 4 -

为生产含有同位素235^  9 0 %以上的武器一级高浓集袖，所需的分海功约为 

每公斤200^ 海功单位，参考托德•佛里德曼, “ 以色列的核选择，’， 《廉子 

科学家通讯》， 1 9 7 4 车 9 月以及《袖的同位素》，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振 

告， 1 9 8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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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 东 ），以色列在物质条件上可能已经有了制造一小原子禅所需数量的浓集 

袖。 如果这小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潜力将会更快增加。

5 4 随着浓集技术在外国的传开，所以由外国提供浓集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对于以色列可能同外国进行核合作的担忧，尤其以南非为最突出，该国公开宣布,

她正发展本国用" 喷嘴" 法的浓集轴的能力。

B . 设计和生产核爆■炸装置的能力

5 5 . 技术专家普遍同意一点，就以色列进行的核活动及其拥有的专门知识水平 

来说，它是有制造核嚴炸装置的能力的。 这些专家中，有些认为以色列有能力在 

几个星期或甚至几天内装配几个核爆炸装置

5 6 . 到现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至今仍未有迹象显示以色列曾经进行过 

核试嚴* 有些分析家认为靠不住的假设是，象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还需要这种试缘 

来确知其拥有可用的核武器。 他们说，甚至就是第一种在战♦ 中使用的核武器-  
美国投在广岛的袖原子弹也没有经过这种试， (美国在阿拉莫戈多试嚴的涉及一个 

样装置，与投在长崎的相似）。 而且，这些专家认为，此后又过去了3 5 年，在 

核爆妹设计的领城内无疑已经研究出一些方法，包括使用计算机模拟，可以保证某 

类核捧不需预先实际试煤，就知一定能用V'其他的分析者则认为这种假设不可靠

见亚力山大，德汰尔皮著：《扩散、4不和政策》，轴盖蒙出版社， 1 9 7 9 年 ; 
耶格尔编：《不扩散与美国对外政策》，布鲁金斯学会， 1 9 8 0 年。

参看杰伯，见前，第 7 9 -  8 0 页；弗里振曼，见前，第 3 3 页，

参看爱波斯坦, 《无核武器区》， 《基，教科学禁言报》 ， 1 9 8 1年 8 月 5 
日，第 2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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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投射工具

5 7 . 以色列拥有可将核武器投射到目标的多种方法。 从以色列到该地区可想 

见的目标的距海都相当近，因此，设计投射常规弹头的新式飞机和飞弹也足可投射 

核禅。 故以色列空军拥有的诸如A -  4 、鬼怪式、幻景式；、幼鯽式等战机，都可 

以用来将核禅投射到目标。

58. 1 9 6 0 年代末期，以色列也自行设计了一种导弹，名叫杰里科,射程约

■里，可运载5 -  T公斤重的弹头。"

《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集， 1 9 7 3 年》，第 371页。



四、影响以色列核政策的因素

A. 以色列的核态度

5 9 . 各国要不要生产核武器，取决于其能力，以及生产利择。 以下的讨论并 

不意味着某一项度展将来必会发生。

6 0 . 以色列同其他可能具有核能力或接近这种能力的国家一•样，可在多种核政 

策中选其一。 它可以完全不搞核武器；可嚴炸一次核装置或宣布它挟有核武器而 

公开跨入核武器门播；可制出核武器而不承认；或可具备制造一种核武器的能力， 

只没有实际制造，并保持陵昧态度。

6 1 . 查看一下以色列决策人士就以色列的核政策所发表的正武或非正武言论， 

可知以色列的核态度适合上述的最后两种情况。 1 9 6 5 年 1 2 月 2 4 日有人引 

述以色列劳工部长阿隆:先生的话说： " 以色列不会是第一个把核武器引进中东的， 

但也不会是第二个 " 据 《华盛顿邮报》（ 1 9 7 4 年 1 2 月 3 日 > 报导A974 

年以色列总统卡齐尔说, 以色列有制造核武赛的“ 潜力 " ，并能在 " 合理的时间内 " 
制成。 1 9 7 5 年 9 月 7 曰，拉宾总理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的电视节 

目中说，以色列是 " 非核国家 " 和 " 它不会第一个把核武器引进该地区"。 1980 
年 9 月 2 9 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先生在联大上说， " 以色列不会是第一个把 

核武器引进阿以♦ 端 " （A/35 /PV.  15 ,第 2 7 页 ）

6 2 . 因此，在其过去2 0 年宣布的政策中，以色列没有断然宣布放弃核武器， 

但它也既没有显示过其核缴炸能力，也 没 有 发 展 出 一 支 可见的核军备力此外 ,

《犹太观察家》周刊， 1 9 6 5 年 1 2 月 2 4 日。

不过，应当指出，以往以色列官员曾间或断然否认拥有核武器或意图使用核武 

器。 例如，总理果达，梅厄# 人在 1 9 6 9 年 5 月说： " 以色列没有核子薄, 
也无意使用核子弹。 " （《国际先驱论坛报》， 1 9 6  9 年 5 月 1 0 - 1 1 日），



以色列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首次加入了关于大会题为"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  
的第3 5 /1 4 7号决议的协商一致的投票。 大会在该决议第2 段中请直接有关的中 

东国家 " 在中东无核武器区建立以前和建立过程中，庄严宣布它们将在相互的基础 

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 。48

6 3 . 在关于不扩散条约以及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上，以色列的态度一直是以先与 

阿拉伯国家达致和平为基础。 换句话说，按照这个办法，只要这个地区一旦达致 

积平，它就可以宣布放弃核武器，因为已不再需要它们。

B. 拥有核武器的坏处

64. 一些专家认为，可能促使以色列不要拥有核武器的考虑因素有以下几项：

( a ) 核武器对以色列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适宜的军事用途。 对阿拉伯军事和非 

军事目标施用核武器能够达到的军事目的，没有不是能用常规部队也可以达到的；

0 » 如果以色列放弃其目前的核暖昧立场，转向宣布或显示拥有核武器的地位, 

将会振失很大。 这项行动可能导致它夫去极其重要的外界支持，如军备供应、道 

义和外交的支持、经济接助等；

( 0 以色列可能因此而在中东地区引发一场核军备竞赛，并使自身受到阿拉伯 

国家和可想见的其他国家的外交、经济，和可能的军事方面的报复的威胁。

C. 拥有核武器的好处

6 5 . - 些专家认为，可能促使以色列想拥有核武器的考虑因素有以下几项：

( a ) 以色列可能视拥有核武器为最终的威慑手段，以防止别国对其进行可能威

应当指出，截至 1 9 8 1年 6 月，还没有作出过此种_/ 布。

振振，贝京总理曾于1 9 8 1年 6 月这样说，只要阿拉伯国家讲和，以色列甚 

至愿意签署不扩散条约。 （《国际先驱论坛报》， 1 9 8 1 年 6 月 9 日）。



胁到其国家存在的常规军事攻击，或视其为一种假定的防卫手段，以防日后阿拉伯 

在常规军备方面占优势时的可能性；

( b ) 以色列可能感到不能永远想当然地可以有充足的国外常规武器的供应，感 

到它可能需要最后靠自己的武器；

( C ) 它敌对的邻国中可能有一而个国家取得核武器，面对这种可能性，它可能 

视拥有核武蓉为其安全的唯一有力保证；

( a ) 有些人也说，以色列是在推行对其阿拉伯邻国的侵略政策，它在占领区施 

行的土地政策包括建立犹大殖民点的政策，是一种 " 香食并吞" 。 取得相当的核 

军备水平可能被认为是领土扩张这种态度的-^个必要组成部份；

(e) 以色列可能认为拥有核武器是对该地区部国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一种手

段。

D. 采取含糊态度的好处

6 6 . 可能促使以色列采取含糊态度的因素有以下几项：

( a ) 以色列可能把至今还未利用过的核武器能力的‘‘ 谈判筹码 " 看 作 种 工 具 , 

可用来从国外的支持者招致更多的经济援助或常规军事接助；

( b ) 以色列可能认为核武器门撒的跨入是能进不能退的，而不获取核武器却可 

以让它保留以上各种选择。

6 7 . 以色列没有宣布过任何核武暴计划，其政府也没有倡言过需有核武器的好 

处。也没有证据显示有部署的以色列核部队的存在0 但是，以色列通过其核活动、 

通过其暖昧的核政策声明、通过其既不否认也不证实关于其核活动的报导、通过其 

拒绝遵守不扩散条约、又不使其全部核活动接受保障管制，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 

认为以色列具备核武器潜力。以色列很可能认为这是具有威慑力的姿态。

6 a 最后一点，以色列的含糊态度产生了足够的怀疑，使大会感到需要进行这 

项研究。



五.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国际报告

6 a 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中，在报刊、其他新闻工具^学术杂志和书本中有许 

多报导，说以色列已经有了核武器。早在 1 9 7 0 年 7 月 1 7 曰，《纽约时报》在 

篇谈到美国的国家情报佑计的文章中说，美国政府傻定以色列"已拥有原子弹或 

已有可以迅速装配成原子薄的各项配件自此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类似的报 

导出现，特别是在美国传播工具上，其中有些报导弓I述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爲发出 

的文件。" 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报导，例如： 1 9 6 8年 5 月 5 日《明镜》周刊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7 7 年 9 月第3 9 号 《新时代》周刊（莫斯科) , 1980  
年 8 月 1 3 日《外♦ 报导》（伦敦）。

7 ( X 虽然不能够忽略这些报导，但也很难对其可靠性作一全盘的评价。因此， 

有一些专家认为从这些报导作不出定论。

90 1 9 7 8 年 1 月 2 6 H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了曰期为1 9 7 4 年 9 月 4 日的备

忘录，题为《核 武 器 进 步 IT散的前棄》，其中说："我们相信以色列已经制

造了核武器 " （《组约时报》， 1978年 1月 2 8 日）。最近，中夹情报局一

位前任商级官员1 9 81年 4 月 2 7 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再说，他和

他的同♦ 们在 1968年时就相信 " 可能的情况" ，以色列正在制造核武器。另

外参看《时代杂志》， 1976年 4 月 1 2 曰和《华盛顿邮报》，1976年 3 月 15 
日第A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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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7 1 . 专家小组在执行其研究以色列核军备问题的职责时，一直设法根据已有的 

资料作出尽可能最符合实情、倚明的评价。但是，由于可靠的资料不合，某些具体 

的评价可能含有不能肯定的成分。

1 Z 以色列自立国以来一直积极从♦ 各方面的核研究。据报它已发展了自己的 

轴来源，并具备了构成核燃料循环的各小流程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在1 9 5 0 年代 

和 1 9 6 0 年代的数十年中，以色列在核领域同若干国家保持了密切合作，那些国 

家帮助了它取得核专门知识，并供座了核设备、燃料和技术。

7 3 . 中东各国境内所有已知的核设施都接受国际保障制度，例外的是埃及的一 

个小型研究反应堆和以色列迪莫纳的研究反座堆及其有关设施0 "

74. 以色列当局没有提供关于其核计划和核活动的主要资料；尤其是，关于不 

在保障制度之下的迪莫纳核中心的一些紧要细资料都被保密。这就使得很难准确 

地评价以色列真正的核发展性质和核能力。

7 5 . 根据已知的关于姆莫纳核设施的资料， （有一个生产能力约2 5 兆瓦（小 

时 ）的天然袖研究反应權^ 试验性的回收工厂、 " 热 " 实验室），以色列可能已有 

有足够的武器级燃料可以制造数枚相当于投掷在长崎的核子弹，这在物质条件上是 

可能的。

7 6 . 据报以色列在进行轴富集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激光分海同位素技术。

7 7 . 在以色列同该地区可想见的目标的短距离情况下，投封系统不会成为大间 

题，以色列现有的飞机和导洋能够投射核薄头。

1 9 8 1年 6 月 3 0 日有新闻（工AEAPR/81/15 )宣布：埃及同原子能机构 

关于保障制度适用于埃及反应堆的谈判已经园满完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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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因此，毫无疑问，以色列有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并有投射此种武器到 

该地区的目标的工具。扼要重述一遍：以色列有一个不在保障制度之下的反应堆， 

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杯, 并有把杯从经照射过的袖燃料中分海出来的设备。它有制 

造核武器所必需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知识，以及必需的技术性基础结构。由于以色列 

的核计划大部分不接受保障制度，而关于该计划的详细技术资料被公开的甚少，因 

此很难对以色列的真正核活动的整个范围作出评价。不过，从 1 9 6 4 年迪莫纳反 

应堆正式作业以来，以色列能够已生产足够的武器级杯可制造相当数量的核炸装置。

7 9 , 以色列官方关于其在拥有核武器的计划和意图方面的发言，常常摸艘两可， 

没有提供什么肯定的资料。它屡再使用一种讲法： "以色列不会是第一个把核武器 

引进中东。" 但是，同时以色列也拒绝签署和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不将其 

全部核设族置于国际保障制度之下。以色列不但没有让它的核设施接受国际梭查，

而且看来它还在破坏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在该地区的信誉，特别是轰炸一座接受 

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伊拉克核反应堆。

80。 同时，在好些国家中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声明和报导，说以色列已经跨入了 

核武器的门播0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环境。 

一方面， 以色列固然可能被一些有力的理由说服，不去获取核武器，但也有各种考 

虑因素会促使它去这样做。事实上， 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是故意采取陵昧态度， 

这是使得该地区惊恐和世界社会忧虑的重要因素。

8 1 . 专家小组认为，这种故意的暖昧态度是或可能是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的一个 

因素，也可能哩碍在中东达成政治解决所必需的信心的建立0

s a 根据现有的权威性资料，专家小姐不能肯定以色列目前是否拥有核武器》 

但是，有重要的迹象显示，以色列至少在十年前已经达到可以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水 

平《考虑到以色列的核设族，维持其作业所需的核燃料的可得性，有必要的科技知 

识和足够的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员，专家小组要强调指出，他们并不怀疑，以色 

列即使现在仍未跨入核武器国家的门播，它也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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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专家小组认为，如果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则除了一般是对不扩散理想的严 

重危宰之外，更将是对已经十分紧张的中东局势再增添严重破坏稳定的因素。不过 , 
他们要补充最后一頂意见：他们认为，如果以色列肯立即宣布放弃拥有和无意拥有 

核武器》通过遵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S -  
1 0 / 2 号决议）第 6 0 — 6 3 段和大会第3 5 /1 4 7号决议的规定，而赞成无核武暴 

区，《 通过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其全部核活动置于国际保库制度之下， 

或单方面地接受这种保障制度，则将有助于避免在中东地区出现核军备竞秦的危险。

关于这一点，专家小组感兴趣地注意到.埃及在其1 9 8 1年 4 月 2 0 日給秘书 

长的信（A / 3 6 / 2 2 0 ) 中所作的建议。参看上文第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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