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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其他全球性影响的研究 

秘书长的报告 

1 ‧ 大会 1 9 8 5 年 1 2月 1 6日第 4 0 / 1 5 2 G 号和 1 9 8 6 年 1 2月 4日第 

4 1/86H号决议请秘书长在考虑到宜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和广泛的科学资历的情况 

下由他选出的专家顾问小组的协助下，对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核冬 

夭进行研究，除其他外，审查其社会经济后果，并将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A/40/ 

449和Corr . 2)和编纂该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文件以及任何其他可能有关的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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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书长按照上述要求，谨向大会呈交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其他全球性影响 

的研究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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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前言 

一些科学工作者1 9 8 2年认识刭大规模核战争可能产生严重的气候影响，招 

致全球性的后果，于是大会在1 9 8 5年1 2月 1 6日第40/152G号决议中请秘 

书长进行一项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核冬天的研究，并审查其社 

会经济后果。但由于1 9 8 6年发生财政危机，此项工作推迟了一年。 

大会1 9 8 6年 1 2月4日第41/86H号决议重申对秘书长的上述要求，并请 

他及时向大会擭出研究报告以供1988年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 

按照大会在第41/86H号决议中的要求，秘书长所委派的专家顾问小组由各不 

同闺家属于广泛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组成。其中一些已参加过这方面的研究，另 

一些则是首次处理这个问题。 

专家组损告的结论是，大规模核战争导致高度危险的全球性环境破坏。危险性 

最大的是北半球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在夏季月份遭到核攻击的情况。专家组认为，剩 

余的科学不确定性不大可能推翻以上结论。专家组指出，农业生产所受严重影响导 

致的粮食供应竭尽不论是目标囤家或非目标国家都可能遭遇到，从而发生广泛饥荒， 

经济社会后果极为严重。 

我们所居住的行星表面看来牢固，实而存在于脆弱的平衡状态。人类在历史上 

首欢采取着行动，可在^仅一代人的时期内对全球环境产生损.本性的影响。酸雨和 

森林滥伐的影响十分明显。全球加温和臭氧层耗尽的未来影响逐渐得到普遍认识。 

核战争产生的情况是人类可能对自身作出的有害行为的一个极端。专家组的报 

告确认了核战争中没有莸胜者的决不应进行此种战争。这也是必须大量削减并最终 

销毁核武器的强大理由。 

秘书长感谢专家组成员编写报告，报告全文载于本文件锈交大会审议。应指出 

的是，报告内的各项*见和结论是专家组成员所擭，秘书长对专家组研究结果的所 

有各方面均不能作任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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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8 年 4月 5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阁下， 

谨随函附上阁下按照大会1 9 8 6年1 2月4日第41/8 6H号决议第3段所选 

派专家顾问组提出的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核冬天的研究报告。 

按大会决议选派的专家顾问名单如下： 

Professor Sum K.D. Bergstrëa 
Karolinska Insbitutet 
Nob«l4vd«lnlngen 

瑞典，斯德哥尔摩 

Or. Gyula Bora 
Vice R«efcor 
University of Beonoaics 

匈牙利，布达佩斯 

P^ot9980v Hassan L. Gnininvi 
Direcjbor of the Sol&r Energy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Benin 

多哥，洛美' 

Professor 6. S. Golitsyn 
Institute for Atmospheric Physics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 

Professor Rafael Kerrera 

C«otro d« Beologfa y Cienci«s Ambientale« 

Inttituto Venezolan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tffcas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Professor Mohammed Kassas 
Faculty of Science 
Cairo University 

埃及，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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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Thomas F, Malone 
St, Joseph College 

美利坚合众国，康涅狄格，西哈特福德 

Professor Henry A. Nix 
Director ‧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堪培拉 

Dr. D.V. Seshu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菲镡宾，马尼拉 

Professor Yasumasa Tanaka 
Faculty of Law 
Gakushin University 

曰本，东京‧ 

.Professor Ye Duzhens 
Academia Sinica 

中国，北京' 

报告的编写自1 9 8 7年3月至19 8 8年4月为止，期间专家组举行了三届 

会议：第一届于1 9 8 7 年 3月 2 3日至2 7日在纽约举行；第二届于1 9 8 7年 

1 1月 1 8日至2 7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三届于19 8 8年3月2 8日至4月1日 

在纽约举行。 

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研究工作如果不靠其他来源的大 量协助和专门知识是无法在 

这样短时间内完成的。专家组的成员为增长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而与其他专家举行 

了两次讲习会，他们认为这样的交流大有助益。在这一点上，专家组要特别感谢以 

下人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Dr . T u 噴 s C.HutcHinson;美利坚合众国科 

罗拉多州博尔德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Dr . S t e p h e n Schneider;和獒利坚合众 

国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Dr. J o y c e Pennen,他们 

参加了 1 9 8 7年3月为期一天在纽约举行的讲习会。 

关于第二个讲习会，特别安排了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核战争的环境影响科学小 

组（核战环境后果研究)科学人员于1 9 8 7年1 1月在日内瓦与联合国专家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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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举行会议。专家组的成员出席了核战环境后果研究讨论会的前两天会议，接着 

就开始进行与一些科学家之间为期一天的联合讲习会，专家组特别要感谢以下人士: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指导委员会主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埃塞克斯大学 

的Sir F r e d e r i c k Warne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因茨Max ：Planck化学研 

究所的Dr .Paul J, Crutgen;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伊萨卡康乃尔大学生态系统 

研究中心的Dr. M a r k A ,Harwell;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 

尔实验室的Dr.Michael C.Mac C r a k e n;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 D r . y u r i M.Svireghev;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 

R r D A s s o c i a t e s M a r i n a Del R e y的 D r * . R i c h a r d D.Turco。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在联合国专家组工作期间提供的密切合作和支援，专家组要向国 

际科学协会理事会表示感谢。 

专家组还要感谢许多联合囯机构提供的咨询意见和协助。专家组一名成员Smie 

Bergstrom教授是世界卫生组织管理组组长，该管理组就核战争对健康和保健 

服务的影响问题提出过两份报告；除Bergefrom教授外，以下人士也提供了大 

量支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顾问Dr. F r a n c es co Sella;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 

候研究方案主任!‧ierre Morel^授；和世界气象组织顾问C . C ‧ W a l l e n教授。 

最后，专家组成员肝联合国秘书处的协助表示感谢，特别是裁军事务副秘书 

长 Y a s u s h i A k a s h i先生,担任专家组秘书的 D e r e k Boo thby先生和担任 

专家组顾问作家的Dart si de C o n s u l t i n g和多伦多大学 A n d r e w ：Fores— 

如本报告所述，一旦发生大规模核战争时，地球的前景不详。因此，我谨代表 

专家组全体成员，忧虑地通知阁下，本报告经协商一致通过。 

谨致最崇高的敬意。 

负责对核战争的气候和其他全球性 

影响进行研究的专家顾问小组主席 

H . A . N I X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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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大规模核战争会造成引起全球气候紊乱的情况的可能性于1 9 8 2年首次提出。 

1 9 8 4年，大会以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 笫 号 决 议 请 秘 书 长 编 纂 有 

关核战争的气候影响，包括核冬天的科学研究的摘要。摘要于1 9 8 5年作为大会 

文 件 印 发 （ C o r r .2)。 

1985年12月16日，大会通过笫40/152G号决议，其中认识到有必要 

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请秘书长对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冬 

天进行研究，并提交报告，供大会1 9 8 7年笫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伹由于1986 

年发生财政危机，上述工作不得不推迟一年。 

大会1 9 8 6年1 2月4日第41/86H号决议再次请秘书长在考虑到宜有广泛 

的地域代表性和广泛的科学资历的情况下由他选出的专家顾问小组的协助下进行此 

项研究。大会要求这项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核冬天的研究，除 

其他外，审査其社会经济后果，并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和编纂该报告所依据的资料 

文件以及任何其他有关的科学研究报告。 

大会请秘书长及时提交研究报告以供大会1 9 8 8年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 

本报告是按照上述决议编写的。专家顾问小组对于有关这一复杂问题已进行和 

继续进行的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慎重的评价。为确保专家组的评价尽可能反映最 

新的科学资料，专家组广泛搜取了各种科学机构和科学专家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参 

与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USU)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核战争的环境影响研究工傳 

为（核战环境后果研究)的科学人员。 

专家组的任务性质广泛。大会第41/86 H号决议要求进行有关核战争的气候 

和潜在物质影响，包括核冬天的研究；专家组考虑到决议整体，对上述任务作了广 

泛意义的解释，而把生物影响也考虑在内。在此种解释之下才可能按大会要求，对 

潜在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评价。 

专家组尽量不使用核冬天这个用语，因为它不能正确反映所涉情况的性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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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复杂性，当核战争爆发时，温度的下降不会使地球表面大多数地区出现冰冻情 

况，伹如大规模核战争涉及大都市和工业中心，且发生在北半球的夏季，则在全球 

造成的影响将是严重而广泛的。 

基于上述理由，专家组将本报告的标题订为"关于核战争的气候和其他全球性 

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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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的情况：调査结果和结论 

A . 一个新问题的演变 

1. 核战争与任何以往的战争形式完全不同，它的毁灭力要大得多了. 广岛 

和长崎所用的原子弹将爆炸威力从相当于几吨的三硝基甲苯（梯恩梯）提高到了几 

千吨梯恩梯.大约十年后发展出来的氢弹又将爆炸威力从几千吨提到了高达几百 

万吨的水平.现在全世界有超过50, 00叶核武器，估计总威力大约为15， 000 

百万吨（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爆炸威力的5, 0 0 0 倍 ） . 

2 . 由Crutzen和Birks所著《核战争的大气层：中午的黄昏》一书的出 

版（1 9 8 2年）是人们考虑大规模核战争的间接影响方面的一个转捩点.他们 

认识到，核爆炸引起的大火将把大量吸收光线的烟粒注入大气层.使地球表面暖 

和并提供能量，推动大气层运作和生物界的生产的入射阳光将被烟粒和烟炱所减少, 

使天气因而改变，气候受到影响，对于可燃物质的数量，烟粒的发射和烟粒辐射性 

质的进一步计算证实了这项假说，人们确认到了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渔业和农业 

的巨大的可能影响.将会危害到直接影响后的幸存者的农业供应. 

3 , î\ T u r c o , 。 • To on, T, Ac.German, J, P o l l a o k 和 C , S a g a n 

等 人 ， 按 姓 名 第 一 个 字 母 简 称 为 小 组 的 论 文 ( 1 9 8 3年）对大量烟粒注 

入的基本气候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按烟粒和矿物粒产生和性质的各种情况假 

设，以及经修改的气候模型，TTAPS小组预测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包括北半球地 

块上的温度下降摄氏2 5到3 0度，高层对流层大量加热并转为稳定，并加速将烟 

粒运往南半球，黑暗，陆地冷却和放射—作用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因此想出了 

"核冬天"一词来比喻一场有几千百万吨爆炸威力（现有核武库的一大部分)的核战 

争后的情况.TTAPS小组并没有预测会出现永久或长期的破坏，但由于意味着 

发生大规模的破坏，T T A P S的作者们表示希望"这理提出的问题将受到严格的批 

判性的审査 " .另一篇论文（ E h r l i c h等， 1 9 8 3年）与TTAPSfe论文同时 

发表，其中若干生物学家考虑了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的可能广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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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9 8 3 年 1 0 月 3 1日和11月1日在华盛 顿特区举行的核战争长期全 

球生物后果会议审査了对于大气层和生物圈的影响，会议是天文学家Carl 

S u g a n和生物学家 P a u l Ehrlich联同由自然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组成的咨询 

委员会组织的.会上还提出了结果类似的苏联研究工作，通过卫星联结进行的华 

盛顿和英斯科之间的电话会议使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有机会可以交换意见.有人 

向与会者报告了核战争可能会造成的环境压力,包括地面温度巨幅下降，强烈的辐 

射沉降，以及对社会基础结构的直接摧毁，会议还听取了矢于新预测内大量不确 

定因素以及需要对此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讨论. 

5 . 1 9 8 7年初美国国防部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进行了一项 

重大研究，在强调了各项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限制后，该报告提出了以下的结论： 

"‧‧‧‧‧‧‧‧委员会发现，除非一项或多项影响是在不确定范围中比较温和的一 

端,或某些缓和的因素被忽略了，北半球温带，大部分陆地地区（也许地球的 

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影响是很有可能的.可能的影响包括持续几个星期的 

温度巨幅下降（特别是夏季发生的交战），温度将持续几个月低于正常温度. 

这些温度下降以及联带发生的气象改变对于幸存的人口，以及对于支持这些幸 

存者的生物圈的影响，会是很严重的，应该对它进行伃细的，独立的研究." 

(《重大核交战对大气层的影嘀 

国家科学院，1 9 8 5年，第6页> 

苏联科学院也对总燫炸力达5, 400百万吨的核战争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后果作了 

审査，并指出，"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即使是核冲突后果的"最乐观"情况假 

设(如果在此可以说乐观的话）也将必然会导致全球的生态和人口方面的危机" 

(《核战争的生态和人口后果》, S v i r e z h e嗜，1 9 8 5年；英文版, 1 9 8 7 

年第1 0 8页），加拿大皇家学会(1 9 8 5#)和新西兰规划理事会（1987 

牟)在分别讨论了对于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影响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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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9 8 3年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科协理事会）的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环境科委会）受托对核战争环境后果进行研究，其题目为环境科委会一核战环境 

后 果 研 究 . 来 自 3 0个国家的3 0 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个分为两期共8 8 2页 

的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于1 9 8 6年出版，它至今仍是最权威性的研究• 分析 

工作包括对生物影响作了广泛研究，同时证实了有关物理作用的全面结论.简言 

之，报告的结论是，"一⋯‧大规模核战争对人口的间接影响，特别是由烟粒对天气 

造成的影响要比直接影响更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后果，非交战国和交战国一样都有很 

大的危险受到空前重大影响"(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核战争的环境后果, 

：Pittock等，1 9 8 6年，前言，第XXV工页）‧ 

7. 后来利用更切合实际的三维模型作的研究显示，温度下降会比最初设想的 

为少.但是，它们仍然大得足以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对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 

造成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8 •监督科协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气象组织）的世界气候研究方案的联合科 

学委员会于1 9 8 6年（ G o l i s t s y n和 P h i l l i p s ) 和 于 1 9 8 7 年 

( G o l i t s y n Mac C r u c k e n )对假设进行了审査,曾两次作出结论认为, 

"不管在改进大气层计算中和许多不确定因素的重大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也不会 

改变（除了细节之外一)；核战争引起大火，产生i亿至2亿吨烟粒后的几个ïiï 

温^/ 2重变化的预测（着重号是后加的）（Golitsyn ^ P h i l l i p s , 1986 

年,并得到 G o l i t s y n M a c C r a c k en , 1 9 8 7 年 隨 实 ） ‧ 

9.环境科委会一核战寒境后果研究项目于1 9 8 7年2月在雙谷，19 8 7 

年1 1月在日内瓦，1 9 8 8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讲习班，审议1新的结果，它 

们支持了较早时环境科委会一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对于核战争的气候彩响的评价，这 

些讲习班发起了新的研究阶段，即核战争对于特定国家的农业糸统的^响的个案研 

究，更详细的分析大气层中烟粒的来源和行为，以及根据切尔诺贝利经验更详细的 

研究电离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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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 自 1 9 8 2 年以来就在研究核战争对于保健和 

保 健 服 务 的 彩 响 ， 并 出 版 了 两 份 报 告 （ 1 9 8 4 年 ， 1 9 8 7 车）世界卫生大会曾 

建 议 卫 生 组 织 ， 同 ^ 合 国 各 机 构 合 作 ， 继 续 收 集 、 分 析 和 定 期 发 表 各 项 活 劫 的 报 告 

并进一步研究核战争对于保健和保健服务的影响，并定期通知卫生大会。 

B . 主 要 枓 学 问 遝 上 的 进 展 

11. 较早时对于燃烧材料（燃科密度）数重的估计已经由后来对于生产和贮量 

的分析而变得更为精细，例如，对美国一组代表性目标的详细调査（ S m a l l等，19 8 8 

车 ) . 虽 然 可 能 逬 入 大 气 层 的 烟 粒 量 会 * 达 1 亿 5 千 万 吨 的 估 计 一 般 来 说 仍 然 是 

可 信 的 ， 但 最 近 的 研 究 显 示 ， 这 个 数 量 属 于 较 高 的 范 围 。 而 另 一 方 面 ， 烟 粒 都 分 

中由大火中石油和塑嵙等燃烧物质所释放出来的估计量却大量增高了， 此外，田 

于最近在实验室相小型火灾中的测量数字，颯市火灾产生的烟粒的吸收阳光能力的 

估 计 数 比 某 些 较 早 时 的 计 算 高 出 了 三 倍 以 上 ， 释 放 出 的 烟 粒 中 鸟 黑 的 烟 炱 鄧 分 现 

在被认为是影响大气层相气候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大部分最近的研究是以烟炱粒子 

的性质为焦点的， 

12. 大 量 烟 粒 相 烟 荩 会 吸 收 大 都 北 半 球 的 入 射 阳 光 的 辐 射 。 按 情 况 假 设 的 不 

同，对于日照减少的估计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在烟粒集中的情况下，有几天的时间 

地面的阳光可能只有正常的百分之 1，而在几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则低于正常 

的 , - 分之2 0—,一 

13. 大火发射出的烟粒最初可以达到 1 5 公 里 的 高 度 ， 虽 然 大 郗 分 将 含 在 5 至 

1 0 公 里 的 范 围 内 。 上 升 的 烟 粒 最 后 会 稳 定 下 来 ， 烟 粒 将 在 稳 定 的 高 度 上 横 向 扩 

散 . 烟 粒 在 吸 收 了 太 阳 辐 射 后 可 能 会 再 度 上 升 . 最 近 的 模 型 研 究 显 示 ， 北 半 球 

夏 季 中 这 种 大 规 模 从 中 等 高 度 " 因 日 照 而 上 升 " 可 能 会 把 烟 粒 中 的 大 部 分 带 到 3 0 

公 里 的 高 度 上 . 这 种 核 战 争 烟 粒 自 我 引 发 的 上 升 显 示 它 停 留 在 平 流 层 中 的 时 间 可 

能会大大地增加，大量烟粒会转移到南半球，而平流层中臭氧层的完整性将会受到 

蔌M»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15 

14. 云和降雨将烟粒除去率（称为"清除"和"消除"）的效率目前估计在产 

生烟粒的头几天中大约在百分之30到5 0之间，虽然十分不确定，而且实际的数 

值可能高过这个数值也可能低于这个数值.消除的过 程包括在核交战后在大火之 

上直接下"黑雨"而"迅遝"清除，以及在后来大火下风区降雨加以清除。烟粒 

清除可以降低阳光减损的可能性，而清除的不均匀性将会产生较亮和较暗的地区， 

最近对烟粒的实验室和实地测量显示，对于囊黑最浓的烟的滑除效率可能比目前偎 

设的为低.因此需要对烟粒（烟炱）清除得到更精确的估计. 

15. 新的实验室研究显示，到达平流层（田直接射入或自我提升）的烟.炱不大 

可能同臭氧发生作用而迅迷分觯，这个过程可舱騫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这项重要 

的结果蕙味着，烟炱云在高层大气中会相当稳定，它们因此会散布全球，而可能对 

全球气候遣成长期彩响. 

16. 虽然仍旧是高度简化的，但在模拟大气层对大童烟粒射入的反应的模型上 

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以教学^式写出了有关大气层各种过程的定理，并以高迷 

计算机觯出了各方程式，利用先进的一般循环模型逬行的这种计算现在可以详细 

地表现出太阳和热红外辐射转移，水文周期和大气层循环和动力学上的变化，这 

些配合模拟"核冬天"情况的模型是在美国的洛斯阿拉厚国家实验室，II家大气层 

研究中心和劳罗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苏联的苏联枓学院计算中心，联合王国气 

象局以及澳大利亚的英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等发展起来的。这些模型的工作大 

大地提高了制定气候模型的能力.这些模型证实了即使在夏天，—局部地区也可能 

会出现冰点以下的温度.它们还显示出，即使是比较小量的烟粒也会大量减少降 

雨量和压抑夏天的雨季.此外，人们确认到气候可能会产生长至一年或更久的变 

化，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下降好几度，这对农业会产生重大的彩响， 

17. 现在有大量观察证据显示，自然森林火灾产生的烟粒和矿物尘，如果其数 

量够大的话，将会使日间气温在几小时内或几天的时间里降好几度，这些模型 

能好地计算出了降低的温度，这显尔出人们对于基本的物理过程已有了充分的了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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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人们对模型显示出在一场核交战后引发的大火注入大气层大量烟粒而使得温 

度降低好几度的结果更增了信心. 

18. 对于核火球中产生的氧化氮以及将臭氧含量低的低层大气的空气注入平流 

层，代替了臭氧含量高的低平流层空气，以及化学反应遝率随着平流层温度预计会 

升高而$化的情况也进行了研究，以了觯它们对减少平流层臭氧含重的可能影响. 

臭氧减少将意味着核交战后的几年中具有损害力的大阳紫外辐射将会增强.目前 

的据计认为臭氧将会大量减少，大约减少百分之5 0左右，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十 

分重要，因此急箫进行进一步研究。 

19. 高空核引爆造成的电磁脉冲会干扰和损害广泛的电气和电子零件和设备， 

导致几千公里内失去电力、通讯和其他服务，还是对幸存者必需俊赖的基础结构的 

另一种重大的干扰. 

20. 早期蒱射，联同冲击和热将会杀死爆炸附近地区的许多人，将会摧毁住房、 

卫生、运输和医疗设施.在破坏区之外，爆炸本身引起的核沉降以及被毀核设施 

引起的核沉降将散布全球，而成为多年持续辐射的来源.最初辐射爆发的幸存者 

及遭受到沉降辖射的人的长期后果(例如癌症、畸型和可能的遗传影响)将是很大 

的，伹这些后果将比初期影响和由于基本结构的破坏而产生的影响，包括核爆炸后 

几个月或几年内医疗和粮食分配服务的破坏的影响要小得多. 

C .研究结果和结论 

21. 专家们对于核战争全球环境后果的科学思想的演变的审査显示出它们显然 

趋于一致意见。本专家组和其他专家组（例如联‧学委员会，见Golilsyn 

和 M a c G r a c k e n , 1 9 8 7年）对不时有人提出的批评和反对—一大部分是关于 

早期模型的不确定性和限制——进行了审査，它们并没有驳倒大规模核战争会对全 

球气侯产生重大影响的结论。 

22. 现在取得了决定性的科学证据，即大规模核战争将对全球环境造成高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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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破坏.如果北半球大狨市和工业中心在夏季成为攻击目标的活危险性将是最 

高的。在头一个月里，到达北半球中繂庹地面的太阳辐射将会减少百分之八十以 

上。这将使得在夏季中烟粒注入大气层后的两个星期里，中纬庹大陆平均温庹低 

于正常温度摄氏5度到2 0度，大陆中央地区个别温庹下降的蟠度可能还会大得 

多。详细^现出各种物理过程的三维大气层循环模型显示出即使在夏天，也会出 

现区域性低于冰点温度的情况.这些温庹下降的情况比以前比较不复杂的大气层 

模型提出的数字为低，伹对于农业和生态的破坏力是同样严重的，1 9 8 8年在 

莫斯科举行的环境枓委会一核战环，后果研究f习^中提出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由于温带和热带地面降雨量会减少达百分之八十，这些影响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 

至今评价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科学上氽下来的不确定因素不大可能会推翻这些 

一般性的结论。 

23. 一个月之后，农业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持将会受到了日光大量减少， 

温度低于正常温几度，降雨量和夏季雨季受到压抑而受到威胁。此外，这些影嘀 

会由于化学污染剂，由臭氧减少而紫外辐射增强以及籀射"热点"持续不散而变得 

更为严重， 

24. 根裾农业系统和生态系统对于温度、降雨量和日光变化的敏感性，人们得 

出的结论认为，孩交战对气候的广泛影响将对世界稂食生产构成为严重烕胁。目 

标画家和非目标国家都将面临核战争^起普遍饥荒的前景.粮食生产日益依赖能 

量和肥科的投入以及稂食分配和莸得日益依赖通讯、运输、贸易和商业等社会系统 

的流畅作业将使得饥荒的情况更加严重。目标国家内的保健服务将几乎完全停顿, 

而具有伤害力的紫外辐射有可能增加将使得人体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重大核交 

战的直接影嘀可能会杀死几亿的人，而间接的影哬则可能杀死几十亿的人。 

25. 对于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上密切相关的世界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将是 

严重的，现在社会经济系统内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作业将完全被破坏.对于 

目标阖家里田于爆炸威力，大火和辐射等造成的严重物质损坏将无法进行第二次世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18 

界大战后复元所依赖的那类支助.生活支助系统、通讯、运瑜、世界金融和其他 

系统的破坏将使得非目标国内粮食短缺所引起的困难更加 严重.长期复原将是没 

有把握的， 

26. 核战争的立即直接影嘀和重大核战争全环性环境后果形成了一个连续谱。 

彼此互相加强.此外，在每一个方面里以及在彼此之间也会发生协作的作用，使 

得火灾、爆炸和蒱射的综合作用比它们的总合还要大.同样地，温度下降，短期 

出现冰点以下的温度，降雨量减少，夏季雨季被压抑，紫外辐射增强将相互作用， 

产生比它们单独的作 用更加复杂的影响.重大核战争的全球环境干扰是同它的直 

接和局部作用分不开的.在觯决核武器问题应该对两者都加以考虑，它们都应该 

是所有国家所关心的问题. 

27. 重大核交战可能还有其他全球环境后果没有被发现，专家组相信，确认 

出核战争这个新方面的合作国际科学努力应该继续改进目前的研究结果，并试探新 

的可能情况.例如，有需要觯决由于大型核战争可能引起臭氧大量减少，因而使 

紫外辐射增强而对受到輻照的生物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个新问题。 

28. 应该在国际上推展科学的进步，使人们对主要核战争的全球后果取得更清 

楚的了觯.它们应该同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共政策决定的分析密切地相互作用，那 

些决定对于非交战国和可能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都是可能有影响的.这些事项的 

讨论突出了世界科学界和公共决策人员之间的对话的重要性——这种对话阐明了 

1 9 8 0年代期间这个一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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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大气和气候的影响 

A •导言 

29. 一场核战争在其难以衡量的^强大的毁^方面，与以往的任何战争形式都 

将绝然不同‧ 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那种原子弹，在爆炸力方面相当于从数吨升髙 

到数千吨的三硝基甲苯(梯恩梯），较后十车发展出的氣弹代表着从数千吨升高 

到达数百万吨，如今全世界存有5万枚以上的核武器，估计共达约1 5 0 亿 吨 

(约5千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全部炸药）‧ 

3 0 . 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可从爆炸地点传送到远处，远离爆炸点的人们也 

会曝露于电离辐射.后者的遗传影响淞畸胎彩响甚至会在后代中显示， 

3 1 . 从一场大核战争的地面与低空爆炸和火焰喷入大气中的尘埃和烟雾，不仅 

会在各交战国，而且会在远离纠纷的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气侯改变‧ 本报告评 

述一些关于多次核爆炸可能产生的气候影响的研究结果， 

32. 美国国岌科学院1 9 7 5年关于核战争的大气影响的报告结论说，核爆炸 

产生的许多化学物质，特别是氮的氧化物，会影响到大气中的臭氧层，该层掩护了 

地球荥面，使不遭受过量的有害的紫外线辐射，并是维持大气的正南温度、结构和 

循环工具，该报告也考虑了爆炸产生的尘埃的影响，与火山籐发放出的尘粒的彩 

响相比，结论说，由于减少了到达地面的阳光，会使得地球温度约降低摄氏1度， 

33. 核武器发展后数年釆，正在出现一场大核战争的新的间接环境影响，在 

1 9 4 5年，注意力集中于放射线疾病，在1 9 5 0车代集中于放射性降落物的远 

距离传送，1 9 6 0年代初集中于电磁脉冲，而1 9 7 0年代则集中于因氮氧化物 

的喷入平流层造成的臭氧层损耗，在1 9 8 2— 1 9 83车，核战争的可能引起 

重大气候改变已很明显‧可能还有其他未嵙到的影响有待发现，例如，有人褒示 

臭氢损耗可能比如今估计的更为严重.可可能有近地面的温度转化，这将使许多 

毒性物质停留于较低的大气中而不能扩散逸出，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动植物和特别是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20 

人类的毒性曝露， 

34. 1 9 8 1 — 1 9 8 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了一项关于核战争对全球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的全面审视，在其1 9 8 2年的《Ambio》期刊上发彔一 

系列专题研究的结果（其后集结成书，名为《劫后》出版，1 9 83年，彼得森）， 

此中包括！*aui C r u t z e n和 J o H n Biffes作的关于核爆炸对大气影响的论文, 

他们证实：类氧层有可能受到危害，而对气候与天气有影响，两位佑者更考虑到 

一种可能性，即一场强大核攻击会点燃广面积的大火，并且"许多大火会在对流层 

产生并弥漫着大量阳光吸收性强的黑色尘粒，大火将开始在城市和工业地区、油田 

和煤气田、农地和林区‧‧‧‧‧‧‧‧燃烧，••••••••这种大火会强烈地限制阳光的穿透到地面并 

改变地球大气层的物理性质"（Crutzen^Birks, 1 9 8 2车）‧他们的报告 

《核战后的大气层》，有一个副题《中午无光》。 

3 5 . 关于对地球的能量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渔业、农业和社会的影响，他们 

作了暂时的提法，宣称大规模的核冲突可能改变气候，继这份讨论会论文发袠之 

后，美苏开始了研究大量黑烟喷射入大气对气候的影响及其引起环境后果. 

36. 1 9 83年秋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举行的两天会议，首次公开审议了对 

大气层和生物豳的彩响.其后不久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两份主要报告（Tur C 0 

絲的号称： T T A I » S论文，1 9 8 3年），Enriicli等著的论文，19 8 3 年 ） , 

在会议的首日提出• A i e k s a n d r 0 v % S c h n e i d e r ^tfïolitsyn佑了关于温 

度下降的类似陈述（他们还论辩说，降水与季风会受到压抑)• 这两份主要报告， 

连同会上提出的其它论文和会议中的讨论，其后发荥在《核战后的世界：寒冷和黑 

暗》（：Ehriicii等，1 9 84年）的书中.会议以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电视 

联接为压轴，其中由苏美的领导科学象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37. TTAPS论文很稳重，结论如下： 

"我们的估计一⋯.必然是无把握的，因为我们是使用一维的模式，数据库 

不全，而所涉问题是不易进行实验调査的‧ 我们也无法预报在大气劫力学和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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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方面所起变化的详细性质‧‧‧‧‧‧‧‧或是这种变化对于引发的尘埃云和烟雾云 

的维持及扩散的影响，不过，第一级次的影响强度是如此巨大，后果如此严 

重，我们希望在此提出的这些科学问题，将会得到大力和严谨的考査，" 

( T u r c o 等 , 1 9 8 3年） 

38. 对此有根据各种科学理由的批评：举例，不曾考虑海洋的缓和影响，这 

是受到所使用的一维模式方法的限制，佑者们也很同意这点，在这个问题上，一 

维模式虽不能胜任替代更精密些的模拟方法，但它却是走向更全面处理这一问题的 

一个有用而且必需的步骤，还只在模拟自然气候现象中使用过的在三维模式中加 

入粒状物质和气悬物的方法，需要在技术方面佑出重大发展， 

39 . Crutzen^pBirks及TTAPS论文佑者们侬出的挑战为科学界所接受， 

许多科学家们开始了试验这些假想及后果，如Schneider和iondern 9 8 4 

年）评道，"好些物理学体尽力寻找TTAPS分析中的漏洞想知道有无任何 

被忽略的因素可使强大的地面变冷的效果消失一一不是要推翻TTAPS小组的成缋， 

而只是想确保其结果的可信性"。 

40 . 这导致美国H家研究委员会（1 9 8 5车）、医药研究所（1 9 8 6车） 

和加拿大皇象学会（1 9 8 5车）的关于本主题的重要报告，苏联的工佑见于 

《一夕之后：核战争的气候与生物方面的影响》（Velikhov, 1 9 8 5车）、《核 

战争的生态与人口方面的影响》（Svir ezhev等，1 9 8 5车）、《全球性气候 

灾难》 (Budyko等，19 8 6年）、和《核战争关于大气和气候的可能生态影响》 

( K o n d r a t y e v ^ i H i k o l s k y , 1 9 8 6年）诸书‧ I C SU通过其核战环境后 

杲研究方案，已进行了最全面性的研究，参加这项工佑的约有釆自菌际社会的3 7 

百位学者，代衮了广大范围的学科，提供了关于本主题的广泛参考釆源，这项工 

佑《核战争的环境问题》分两卷出版：《卷一：自然和大气的影响》（Pittock 

等 ， 1 9 8 6年）和《卷二：生态淞农业的影响》Harwell和Hut c h i n s on, 

1 9 8 6车），及一本附带为非专家而写的摘要书《危难的地球行星》(D 0t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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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年 ） ‧ 卫生组织修订了其1 9 8 4年度报告，在《核战争对于健康和保 

健服务的影响》（卫生组织,1 9 8 7年），加入对气候影响的评价从南半球的 

角度釆讨论的最近有新西兰规划理事会的《核战后的新西兰》（Gr e e n等，1987) 

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核冬天：黑暗之外》（Pittoek, 1 9 8 7 车 ） . 与 

这些研究同一方向的，有一些H家政府，特别是美苏，赞助了广大基础的研究工侬, 

特别是关于烟雾在大气层中的性质以及在大气层循环模式中的大气悬浮物的数字模 

拟， 

B.技术问题 

1.尘埃 

41*尘埃是因地面或近地面的核爆炸也上升入大气层。《核战环境后果研究》 

( P i t t o c l ^ , 1 9 86年）估计。‧高达数千万吨的次微米（即直径不到一微米） 

的尘粒可上升到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持续一个月或更A«尘埃使阳光散射的效果 

强，将一部分进入的太阳箱射反射回空间。 

4 2 . 在大气层高处使阳光散射（反射）和被吸收的过程，减少能达到地球表面 

的太阳照射t密集的尘团使到达尘团下地面的阳光剧處假如尘埃是均匀地分布 

在北半球，仍可使地面接受到的阳光减少10 %或以上。 

2.燃烧与燃料 

43. 象煤、油和天然气等燃料，或在此所用较广义的在一场城市工业区大火中 

燃烧（木建筑材料、纸、塑料、沥青屋顶、柏油路面）或在旷野大火中燃烧（树木、 

农作物和其他植被的任何物质，大部分是主要含氣氣的复杂化学物质组成。 

4 4 . 在理想情况下，当烃分子在无限制供应的氧中被氧化（燃烧）时，会起完 

全反应，产品将是二氧化碳和水气不过，这种理想情况极少见，在通常的火烧中， 

氧化往往只进行到不同阶段的完全程it视环境的条件而定，并在这些气体之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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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些号称烟夂或浓烟的粒状残存物。在火焰的高温中，燃料中有些氢和碳可 

被释放出来而不被氧化（热分解),产生一种象石墨或灯烟的纯锬质煤;fâo在较低 

温度的燜烧中，氧化不完全，余下大量的未氧化完全的残存物。这些通常包括烃类， 

虽然比原来的燃嵙在化学性方面较简单。 

4 5 . 这相当纯粹的碳元素煤烟，与含烃量高的产物，其化学和物理结构有极大 

的差别。它们在大气层中有不同的性能，比含碳量低的烟团能吸收远为多量的阳^ 

这»还可能含有其他化学物质，它们没有被氧化，或是氧化到生成各种有不同性 

质的分子。 

4 6 . 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办法来估计在核战争中燃烧的物质的数量和性质。Turco 

等（1 9 8 3年）和国家研究委员会（1 9 8 5年）的研究，估计了各种目标每单 

位面积上存在的燃烧物质平均含有量，于是对于一个假定的目标分布，只要将会暴 

露在热流中而能着火的面积乘上平均数而得出总*>暴露与可着火的热情的面积视 

气象的条件（湿度、浑浊度）、爆炸高度和核弹头的产能量而^p —次1百万吨的 

爆炸会使50—100评方公里面积上的许多物质着火，但由于多次爆炸可能有重迭 

之处，城市地区有限面积以及其他因素，通常被认为有代表性的是1百万吨能着 

火m面积在250-500平方公里之间（随产能量的平方根而变）。Penner(1986 

年）显示出：对燃料含有量的原来估计偏高，确值尚未完全明了。由于这个目标模 

式（因而其造成各目标大火之间的重迭情况）永远难以确知，这种计算方法就相当 

不 准 ^ 

4 7 . C r u t z e n ^ C 1 9 8 4年）与？ i tto 等（1 9 86年）使用的另一 

种方法，是求得在各个可能的目标地区内可燃烧物质存量，并假设这些燃料有多少 

会 被 燃 ^ 

4 8 . 第三种方法是基于详尽地分析有代表性的各种目标（Small等，1988 

年I这种估计指出：对美国的一次大袭击之后会产生4千万吨的浓烟，此中三分之 

一将是来自石油、煤气和煤的燃烧，而浓烟所含的煤烟（髙含碳量）颗粒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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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太阳的辐射。 

4 9 . 两项独立的对燃料存量的估计，表示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和华沙 

条约组织诸国所包括的地区内，存有60 — 170亿吨的纤维素-物质（木、纸等）和 

13-15亿吨石油和塑料。对纤维素物质的估计的差距是主要由于对下列各因 

素所作假设的差异：在欧洲和苏联的建筑中使用木质的数量，木质的使用情况和平 

均有效寿命,以及环境中的木质产物。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诸国内可供燃烧的燃 

料总量，估计有1百亿吨，鯀约5 0 %。 

5 0 . 由于石油化学的提炼工厂和齡存地点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是极可能的 

目标，在绝大多数的战情假想中都如此考虑。Turco ( 1987年）提出的数据显 

示：全球石油化学物质存量（约5亿吨）的三分之二位于约20(H相互隔离的地区， 

在理想情况下，可仅由数百枚中小型、总产能量数百万吨之谱的弹头点燃。这将产 

生足够的黑煤烟（参看下文）来造成显著的气候影响。 

51 •对核战争的可能气候影响的初步考虑是关于燃烧的林区所释放的烟雾的估 

计（ C u r t z e n和 B r i k s , 1 9 8 2年）。诸如飞弹发射井、机场和指挥中心等 

可能目标，位于燃料载荷量低的草原或农区，只会产生数百万吨的烟雾（Small 

和;Bush, 1 9 8 5年）。核战环境后果研究（：Pittock等，1 9 8 6年）讨论 

了可能提高这些估计数ÈlJ各因素,但似乎活着的植物不会被点燃（Bus咪small, 

1 9 87年）。煤烟可由有机物质受火球的热脉冲而直接气化（热分解）产生，也 

许释放出约2千万Pifefâ元素碳（Gostinteer^, 1 9 8 6年î G o l i t s y n , 

1 9 8 6 年 ） A 如 果 被 火 球 送 上 对 流 层 上 部 或 平 流 层 下 部 ， 单 是 

这样就能造成显著的气候影瓶不过，关于在爆炸热流影响下因热分解反应而释放 

碳的过程，以及其后碳与周围空气所起的反应，如今所知不详。 

3 • 丝 

52.大火的广度、性质和数目有赖于核冲突的强度、弹头的选择和选定的目标。 

核武器的巨大燃烧潜力与目标地区的环境条件，能导致超级大火或火风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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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广大地区的燃料烧if和全成废歡 

53 ‧广岛和长崎的亊例证明，在7 — 2 0个卡路里每平方厘米（Cal c m - ' ) 

范围内热流可点燃大规模的火&较高的数值可能估计过高，许多的着火发生在7 

- 1 0 C a l C m "的范围内。使用2 0 Cal Cm"这个尿守的数值，有两个独 

立的研究说，每一百万吨的产能量可引起250—375平方公里的中级着火（如用较 

低的热流值计算，则着^—面积远大于此）。如考虑到各着火点的蔓延，则燃烧面积 

将大为增加：在低产能量的广岛爆炸中，大火达到了 1 2 0 0平方公里每百万吨 

( P i t t o c l ^ , 1 9 86年）。最近的模拟将大火联系到武器产能量、斜距、大 

气状况、燃料特性、地形、断火地带的存在及其他因素(Woodie等，1984年） 

5 4 . 在旷野里，很多有机物质都能燃烧，自然可想象爆炸波会使燃科扩散飞溅 

开来，甚至更易着)^在市郊或市区就不一定如此，因为有大量不能燃烧的物质， 

如石膏和水I爆炸可能摧毁不能燃烧的结构，使它们开裂让更多的燃嵙暴露于火 

中。另一种情况是，它可能将能燃烧的物质埋入耐火的砾粒中。可能两种情况都存 

在，•任一点的具体当地环境而^0 

5 5 . 极细粒的财火物和不能燃烧的矿物（水泥、砖灰、石膏、土壤等）会被火 

流带起这种燃烧过程的影响，特别是火焰中的辎射能回送情况，今尚不明。 

56 :冒烟系数（燃料转变成浮动在空间的物质如烟炱和烟粒的数量）是以 

比例数或百分数来表示的，如5%的烟粒产生系数就表示每公斤的燃料制造了5 0 

公克的烟& 烟粒的系数和它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对审査它对大气层的彩响都很 

重要。 

57.冒烟系数和烟粒的含碳量并不能够准确测知，并且，即使在实验室的 

状况下来加以衡量，估计数的差别也至少是百分之分（：Pittock等，1 9 8 6; 

4 .产生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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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er, 1 9 8 6 )。 最近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研究（日内瓦核战环境后果研 

究讲习班的报告，1 9 8 7年 1 1月 1 6至 2 0日）显示，火越大，冒烟系数 

也就越大。系数的数量也会因为空气流通不足而增;k 在遭受到一场核攻击的 

时候，可以想见，环境的变化非常大，所以:冒烟系数和含烟量是很难确知的。 

58 .两项主要研究作出了估计，在城市中失火的情况底下， 冒 烟 系 数 为 

3. 3%到4,含烟量的保守估计大约是2 0 %， 一般可能达到3 3 %至 8 0 % ( ? i — 

t t o c k 等 , ， 1 9 8 6 ) 。 这些估计数包括对燃烧物质种类的假设，因为不同的 

物质会产生不同的冒烟系数，例如，木料大约是1. 5-..a%,塑料大约是5 %, 

而柴油为 6 — 1 0 % ( P i t t o c k 等 ， 1 9 8 6; C r u t z e n , 1 9 8 7 )。 

5 9 . 根据不同的全面估计（ T u r c 0等， 1 9 8 3; C r u t z e n , 1 9 8 4； 

国家研究理事会，1 9 8 5 ) ， 一场主要的核战可能产生的爆炸力大约在5， 0 0 0 -

6» 500万哞左右，在经过雨水清除以后，可能产生5千万至1亿5千万吨的烟& 

虽然这些估计对冒烟系数和燃料混合状态的估计各不相同，可是它们都大体上 

同意，在一次械市和工业地区的大火之后，大气层中会增加3千万吨左右的碳元素 

( P i t t o c k # , 1 9 8 6 )<, 

60 . 一些研究单位进行了小规模的失火研究，衡量各种燃烧物质产生的烟量。 

虽然有人怀疑这种失火的情况是否能够充分地反映一个核攻击下所造成的大规模火 

灾的实际燃烧情况，可;K些实验增加了大家对燃烧过程的亍觚例如，潮湿的 

木料会产生1. 5%的烟粒，干燥的木料会产生4%的烟粒；塑料产生的烟粒可高 

到1 1%( A n d r o n o v a # , 1 9 8 6 ),不过，如果在空气非常流通的情况下， 

最后一个数字可能賺 3 % ( M v i l h o l l a n d ， 1 9 8 6; P a t t e r s o i # , 1 9 

8 6 ) 。 

6 1 . 在一次都市的大火中，被烧掉的物质的种类必然是很杂的。在一次比较典 

型的都市的火灾中，燃料的组成大概如下：木材，6 0 % ; 纸 张 ， 2 0 % ;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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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塑料，5%;它们总共造成的烟粒系数为5%至6 ( Andronova 等， 

1 9 8 6 )。石油化学燃料会产生黑烟，在一次小型火灾中可能产生3 — 5 %的烟 

粒（ A n d r c m o v a等，1 9 8 6 ),在一场大火中可造成1 0%以上的烟粒（Zak， 

1 9 8 7 )。这些数据同:Penner (1 9 8 6 )所审査的数据大致相同，不过比国 

家研究理事会1 9 8 5年研究报告中的数据高出5 0 %。 

6 2 .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小组的结论是，如果一个^藏了 2 7亿吨的燃料的仓库 

失火，而其中四分之一的燃料被烧掉的话，它们将会产生8千吨的烟粒，其中包括 

4 500万吨的碳元素会进入大气层。这种情况相当于少于1 0 0个的大都市以及 

它们所贮存的燃料全部被烧毁，但是不考虑农村地区可能也因为遭受反攻而产生的 

烟粒。 

5.烟粒在光学方面的特质 

63 . 火灾产生的烟粒的光学特质受到火的大小、结构和烟粒组成的影响，而这 

些又取决于燃烧的物质和情& 对于烟粒的特质的广泛研究还是最近的事，主要 

是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在进行。 

64 . 烟粒能吸收和放射光芒。在吸收力大于放射力时，就会产生比较黑的烟；发 

射力大于吸收力时，烟粒就呈白色。这两个^程是紧密结合的。光线减弱的程度同 

大气层中的含烟量存在着一个几何比的关系。光的光波长i—以"^烟粒的物理和化学 

性质也会产生影响。 

65 . 由于石油产品燃烧产生的烟粒具有连锁形的结构，它的吸收力会随着含烟 

量的增加而增加。最近的计量显示，碳粒的吸收力可能比从前的研究中所估计的数 

值（如国家研究理事会，1 9 8 5 )至少高出一倍。现在普遍认为，在一次主要 

核战争中所产生的烟量大概会少于当初的估计。但是，光线的减弱仍然是一个主要 

问题，因为烟粒中的碳含量以及它吸收阳光的能力比早先的研究所显示的要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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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对于日光的吸收率和地球表面与大气的热发射率之间的比例的最新计算 

( A n d r o n o v a , 1 9 8 6； Q o l i t s y n和 M a c c r a c l c e n 1 9 8 7 )显示, 

在多种烟中，向太空发出长波的烟不致于受到太大的阻挠.这可以使地球表面上 

方面的情况以及它对大气层中的放射能的转移会发生什么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67.为了研究大气层中的各种含烟量对于气候的影响，在曼谷举行的核战环境 

后果研究会议(1 9 8 7年）认为应当对大、中、小三种含烟量的情况进行研究。 

这三种含烟量，如果平均散布在北半球的话，在同时考虑到它的吸收率和发射率的 

情况下，可以分别对地球表面上的日光放射量减少6 • \ % , 

68. 观察显示，由局部的森林火灾造成的烟通常会升到2 — 3公里的高度，如 

果这个火的规模较大，空气流通而带有湿度的话，烟可以升高到5 ― 6 公 里 。 根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观察，有时非常大的森林火灾和狨巿火灾产生的羽状烟柱可 

以上升到10公里的高度.因此，由于核攻击所产生的烟柱可能达到对流层，有 

时甚至可以达到平流层的高度（Golitsyn和MacGraclcen 1 9 8 7 ) . 

69. 有些研究根据经过修改的对流云模型来进行数字模拟试验，以此来估计羽 

状烟柱在 各种火灾强度和气象 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些研究肯定了一个观 

点，那就是，強烈的大火可能达到平流层的底层，高度约为15公里，可是中等强 

度的火灾所产生的烟只能够达到对流层的中层或顶层.羽状烟柱的髙度可能受到 

暴风火所产生的涡流的彩响，但是这个彩响是正面的(Turco 1 9 8 3 )或负面 

的（ T r i p o l i和K a n g l 9 8 7 )则不翻确.风的切力应当会限制羽状烟柱 

的商度或者会减少烟柱平息后在火的顶上的高度。计算机模拟试验显示，烟柱的 

高度是受发射的总热，或火的强度的影响，而不受火区的大小的影响（Small和 

样，尽管有烟粒的存在.不过，对于烟柱这个重要 

6.发生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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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 . B . Pi "ock等，镟战的环境后果》，第一卷（Cnichester 

1 9 8 6 ) ,第 1 9 0页， 

H e i k e s , 1 9 8 8 ) . 气象时情况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大气层的稳定性和它的 

湿度，因为大气中的水分可以从它的潜热中放出大量的能，这会加强烟柱的上升高 

度 ( P i t t o c k等 1 9 8 6 J G o l i t s y n和 M a c C r a c k e n , 1 9 8 7 ) . 

70. 一个最重要的研究结果就是，烟会因为吸收阳光而增加热度，含有这种烟 

的空气浮力就会加大。这个效果就叫作上扬，而这可以从三^间的大气层模拟 

试验模型中加以预测，这个试验还同时考虑到大气流动对烟的移动的彩响（Malone 

等 ， 1 9 8 6 ) (参看图 1 (a)和0>)上扬的作用会使得烟炱和和烟力达到比根据火的 

性质所预测的高度还要高的地方. 

图1 (&)、烟粒混合比率的被动（虛线）和互动 

(实线）的垂直切面的比较，Malone 

等（1985 )对第2 0天的烟的状况的 

调査（计算单位为实的1 0 一 9 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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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大气层的垂直切面，显示经过调整的对 

流顶层的位置（粗虛线）和雨水分布 

(对流顶层底下交义斜线部分），平均 

在 1 5 — 2 0日之间，以及在笫2 0日 

的烟粒分布状况(对流顶层上面打了密 

集黑点的部分）。 

«7月间互动的冒烟情况，在0到9公里的高度之间冒烟总量1 . 7亿公哞 

( 取 自 M a l o n e 等 ， 1 9 8 5 ) . 

A.B.PittocK等，侬战争的环境后果》，第1卷（Chichester, 

1 9 8 6 )，第1 9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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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计算气候的影响时，几个假设的影响力很大。烟升的越高，雨水消除 

烟的可能性就越低，在大气层的比较高的气层里阳光被吸收的越多，那么从升 

高的
1
烟层里发射出的长波的热能就越难以保留，所以地表面就会比较冷。在继续 

改善雨状烟柱的模型的情况下，对烟的上升情况的估计可望会更加准确。 

7.清除和消除烟粒 

72. 烟粒的产生和扩散要经历好几个过程，从火灾开始到对全球的天候和气温 

发生影响.从大火中升起，烟粒可以集结，也可以增加它的扩散面和改变它的分 

布状况，上升的烟柱能够吸取四周空气中的小水粒.上升烟柱的扩大可以导致 

它的逐渐冷却，使小水珠能够在烟粒上面.凝聚.小水珠是否能够在烟粒上凝聚要 

受到烟粒中的碳含量的影响：碳元素越多，烟粒的抗水性就越强。因此，含碳量 

低的烟粒比烟,更容易成为水粒凝聚的核心.但是，到底核爆炸在不同的情况底 

下造成的火灾以及这些火灾可能在空间产生的颗粒的组织如何都还不是清楚了解的 

现象.在烟粒上面凝聚的水珠在继续升高之后可能变成冰珠，它们可以在继续凝 

聚之后变成雨水下降而消I 

73. 凝聚的情况受下列因素的影响：大气层的湿度、火的强度、当地的天候变 

化以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会决定是否会下雨以及这些被水粒包围的烟粒是否会成 

为黑雨（象在广岛降落的）落下或者会再回升到大气层中，在云的水气里存在的 

颗,粒如果不变成雨水落下的话可以改变其它的形状.具体而言，在经过重新蒸发 

之后，这些从云气里再出现的颗粒会变得密度更大，因此也会改变它们在光学上的 

性质.最近的试验结果显示（ H a r r i s o n , 1 9 8 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战环 

境后果研究会议上提出），这些改变可能不如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大. 

74. T T A P S小组的研究（ T u r c o ， 1 9 8 3 )曾经假设，最初产生的烟 

有一半会通过上述的进程而从大气层中消失。国家研究理事会（1 9 8 5 )的研 

究报告估计，在最初的短时期内可能有1 0 % 到 9 0 %的烟会消除。最近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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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1 9 8 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战环境后果研究会议上的报告），在一场不太 

大的油库火灾中，面积约17 0平方公里，上面所描述的清理过程的效果非常小， 

烟粒因为凝聚而消失的数量非常少。因此，目前科学界的看法是，在消除烟粒的 

过程里，清除的过程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需 

要进一步研究。 

8 .光量的减少 

75. 烟爽、烟粒和灰尘（在此通称气溶胶，虽然这个名词技术上还包括小水粒 

等浪状物体)能够吸收和发射大气层中的日光。这可能会相当程度的改变放射能 

量的平衡、大气层的流动、气温的变化和地球表面的日光和温度的降低.这种变 

化的程度要看气溶胶的数量，地点和在大气层中存在的时间长短以及它们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而定， 

76. 在正常的大气层中，3 0%的日光能，包括可见部分和短波部分，会受到 

云和地球表面的反射，25%会被大气层吸收，剩下的45%是由大地吸收，地 

球表面吸收的能会以红外线的形式（长波）再放回到大气层里，它们大部分会被大 

气层里的温室气所吸收，或者变成可以慼觉到的热，存在于大气层同地面接触的地 

方，以及作为潜能放出，也就是蒸发的水在大气层中再度凝结，地球所吸收的所 

有的日光能最后都会通过长波的形式散失到外太空中. 

77. 气溶胶层可以在高于云和温室气的地方吸收和发射日光，限制了放射性的 

平衡，所以能够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所谓"核冬天"的假设的中心命题就是地 

球表面的能量会大量减少，造成寒冷和黑暗。此外，被烟粒吸收的曰光能会使大 

气层的温度升髙，造成热能结构的和流动的重大改变，并因此造成雨量的减少。 

9.数字模拟 

78. 气温的数字模型包括一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是用来反映大气层和海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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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水蒸气、液体和冰的转变过程，能的互换和大气层与土地和表面之间的 

相互作用等的物理法则，用方程式来反映这些物理变化，以及用计算机来觯决这些 

方程式的能力都有限，所以任何气温的模型，即使是最先进的大气层流动模型，也 

都是对现实的模拟，哪一个模型更能反映真实现象可以从比较各个模型的预测 

结果来决定. 

79. 在研究一次主要的核战争对气候和气温的影响肘，模型必须能够一方面模 

拟正常的气温（已知），同时还能推测大气层在受到史无前例的大量物质的压力下 

所产生的气温变化.虽然存在着许多未知数，可是大气层的数字模型是到目前为 

止能力最强的模型，它们可以被用来估计一次主要的核战争对大气层的直接影响. 

它们也是探测无法预见的交互影响和反愤效果的唯一工具.下面所描述的研究结 

果大多数是根据各种不同的气温模型的数字模拟所得到的结果. 

80. 在研究核战争对气候的彩响时，具体研究到的有下列各方面：确定核爆炸 

以及气候产生的火灾可能在大气层中产生的烟粒、烟炱和灰尘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卄算这些物质的光学性质，以及设计数学方程式来计算这些物质在大气层中移动、 

转化和最后被清除的过氣 

8 1 . 在把由于核爆炸所造成的火灾中产生的烟粒、烟炱和灰尘的光学性质介绍 

到这种研究中的时仏同时对一般流动模型进行了修改，以便对核战争对天候的彩 

响进行研究.由于设计天候模型的研究方法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它的一个倾向就 

是有时会根据数据去推算未来的情况，而对有关天候变化的进程所拥有的知识还不 

足以作出这种推算，或者有时会过于简化地引用某些推算结果，不考虑到这个结果 

的局限 & 基于这个原因，将这种模型应用在一个象"核冬天"这种新奇而充满 

争议性的题目上就难免会引起许多争执。模拟模型的主要价值是作为一种研究 

工具，在科学实验的进程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的是邂过它来进一步去了解天 

仏 如 S c h n e i d e r ( 1 9 8 7 )所说：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34 

"气候的数学楔型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现象的所有复杂面。不过，它能够 

表现出一些关于气侯的合理假设的逻辑后果⋯⋯气候模型并不能够作出对未来 

情况的完全正确钓预报，它们只能提出一些可能发生的现它们此带来 

一个难局：我们被迫要决定，到底要根据目前得到的不甚明确的预报去 

采取行动，还是要等待更明确的预报." 

&此，模型可以有下列用处： 

(a)探测可能的选择，将许多未知数减少到几个未知数，而剩下的未知数还^ 

雔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b)在理由不充分的假设和证据充分的假设之间作出区分； 

(0)检测气候对几个关键变数的变化的敏感性，从而建立可以作为范畴的情况; 

(d)改善决策的品质。例如，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时能够将它们的负U彩响 

减少到最低，^者不至于作串^的决& 

10.数字模拟的结果 

82. T T APS小组（Turcot, 1 9 8 3 )的单维计算初步显示，气候很可能 

会受到严重的彩响。紧接下来有人作了双维(MacCracken , 1 9 8 3 )和三 

^ ( Aleksandrov^î S t e n c h i k o v , 1 9 8 3 ^ 1 9 8 4 ； C o v e y 等 ， l g 

8 4 )计算。在这些早期的研究之后，进一步又有人计算了在核战争发生后的几 

个星期之内所产生的烟粒对大气层可能发生的干^> 早期的计算基本上假设烟粒 

的数量和范围是固定的，没有考虑到烟粒的清除和移动，并且只考虑到日光被吸收 

而没有考虑到烟粒的发射和红外线（长波）的热功能。最近的一些计算就设法纠 

正当初过于简化的结瓜 

83. 在美国和苏联都有人作出新的计算（Maione等，1 9 8 6; Ghan等， 

1 9 8 7； T h o m p s o n等，1 9 8 7 ； S t e n c h i k o v C a r l , 1 9 8 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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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模型的垂直面和水平面的结果都不相同，但是在核爆炸以后第一个月的结果却 

非常相似（ G o l i t s y n和 M a c C r a c k e n , 1 9 8 7 ) . 它们都显示地球表面 

温度的恚逨降低，就如同一段很长的夜晚的降温过I 如果发生在一年的几个温 

暖的月份里，则在大陆表面上的温度会因为浓密的烟云而降低摄氏2 0 — 3 0度， 

有时还会产生低于冰点的情况（Golitsyn和MacCracken ， 1 9 8 7 ) « 在 

最初两周，北半球中纬度的地区的温度可以下降摄氏10—1 5 ^ 

84. 当烟粒向南方移动的时候，它会逐渐消除，而温度的变化也开始趋于温和, 

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造成平均摄氏5 — 10度的温度变化，有时使温度降低到摄氏 

1 5度以下，这是稻米生长的关键温I 雨量的变化就比较剧烈和严直，特别是 

在低纬度地区，这是Ë为大气层的热度增高而地表面温度降低这在烟量不大的 

情况下都会发生。 最近在liAWREJSCE L i v e r m o r e N a t i o n a l ：Laborat-

o r y 进行 的一次 数字模 拟实验 （ MacCrackem在1 9 8 8 年 3月 2 1 — 2 5日在 

莫斯科举行的核战环境后果研究会讲习班上的报告）显示，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和低 

纬度地区，陆地部分的降雨量在开始几周会降低五分之一。 

85. 这些模型的其他重要的一般性结论还包括夏季季风雨的减少，即使在烟量 

不髙的情^« 在高垂直面的模型中（ M a i c m e等，1 9 8 6 ; Covey, 1987)， 

在一年之中温度较高的几个月中，烟粒可以使高达2 5 - 3 0公里的地方的空气的 

热度增加，在这种高度，烟粒可以停留很多个月甚至几年以丄根据 M a i o n e 

等（1 9 8 7 )，在相当普通的情况下，大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烟粒可以达到平 

流层。 

11 ‧核爆炸引起大气扰动的局部和自i—类比― 

8d 已经有若干项f力旨在分析各种自然现象，以便确定傲粒的注入（尘和烟 

等）是否能够影响表面温度和到何种程度。这些分析可能提供核大火产生的烟尘 

作用的局都类比并且也可能用来部分地验证核战气候影响的模拟模型。这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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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现象的方法没有揭露出根据大气模型进行的数字模拟所作的预测有任何矛盾。 

例如，火山爆发和森林大火产生的烟尘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核爆炸和城市大火产生的 

烟尘，但它们在使人对问题获得物理洞察力方面可能是有用的（Golitsyn和 

M a c C r a c k e n , 1 9 8 7年）。 

87.火星的尘暴表明在那里发生大气层的强烈加热和表面的强烈冷却（Turco 

等人 1 9 8 袢 )；（ G o l i t s y n和 P h i l l i p s , 1 9 8 6年）。地球上的尘暴也 

增加人们的理觯深度‧ 尼日利亚在经历擻哈拉尘暴后报告说温度下降了几度（B 

r i n k m a n和 M c G r e g o r , 1 9 8 3年）；中国西北的一场强烈尘暴便温度骤降 

了 1 0f

C ( X u等人, 1 9 7 9 年）；苏联 T a d j i k i s t a n (塔吉克）的5个气象 

站在大约5 0次尘暴和重尘霾期间记录得白天平均温度冷却1 0"C至1 2 C ( Go— 

l i t s y n 和 S h u k u r o v , 1 9 8 7年）。'此外，来自撒哈椬尘暴的几百万吨尘 

土可能被运送相当长的距离。尘槿和作物收成之间是相关的：尘霾期间越长，作 

物收成就妙（ G o l i t s y n和 S H u k u r o v , 1 9 8 7 年 ） 0 

8 &森林大火也可以作为自然类比. I 9 1 5年的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在5 0 

天内产生3 0 士 1 0百万吨烟尘（ G o l i t s y n , 1 9 8 7 年 ； V e l t i s h c h e v等 

人 ， 1 9 8 8年）导致若干西伯利亚气象站的温度下降几度。1 9 7 2年在苏联 

东部发生的森林:^便表面阳光减少一半或一半以上（Abalcoumova等人，1 9 

8 6年； S o k o l i k等人，1 9 8 6 年 ） 。 1 9 8 7年加利福尼亚州森林大火产 

生的烟尘被困在山谷里，使日间最》温廋持续一个屋期下降剁比正常温廋低1 5 、 

( R o b o c k , 1 9 8 8年）。此外，森林大火的烟尘可能被吹送到遥远的地方。 

例 如 ， 1 9 8 7年在中国发生的森林大火产生的烟尘飘过网拉斯加（Robock, 

1 9 8 8 年 ） 。 1 9 5 0年艾伯塔大火的烟尘横过加拿大、美国和大西洋而到达 

西欧。这些事件都使北美洲日间温廋下降摄氏几廋（NRC , 1 9 8 5年）。 

8SL核子战争对气候的影响，就战后一个月持续到也许几年的长期阶段来说， 

可以都分地根据那些把大量尘粒注入同温层的主要火山爆发的影响来加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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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两座火山,TamlDora在1 8 1 5年相 K r a k a t o a在1 8 8 3年 ,分 

别发生的大爆发使地球表面温度下降1°C左右（URC, 1 9 7 5年）。关于其他 

火山爆发对气候的影响进行了颇多的研究，但很难作出决定性结论，因为单独发生 

的爆发很少大到足以使全球气候产生显著的变化。尽管如此，区域性作用似乎是 

同这类事件相关的.在Tambora火山爆发后于I 8 1 6年出现"没有夏天的一 

年"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在欧洲和北美有许多作物失收。最近的一个研究审查了 

中国过去5 0 0年中的3 6个寒冷记录，其中有3 2个似乎是在火山爆发后出现的。 

90. 显然，烟尘悬浮微粒能够影响表面温度和可以用来证实全球和区域模型。 

它们的使用和利用计算机模拟模型所作的预测之间没有显露任何矛盾，因此可以被 

当作为核爆炸产生的烟尘的部份类比。这些自然事件产生的烟尘同核爆导致大火 

所产生的有许多重要的差别，而为了更透彻地理觯这个问题，审査更广泛的类比可 

能是有用的（ G o l i t s y n和 M a o c r a c k e n , 1 9 8 7 年 ） * 

1 2.长期作用 

91. 核战后持续一年左右和导致温厪下降到比正常低几度的气侯扰动会对在最 

初几星期严厉伹短暂作用下可能幸存的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造成额外的威胁。 

9Z太阳辐射对烟云上层造成的強烈加温可能产生大气的强劲对流运动，因而 

把烟上扬进入同温层，从而可能迅速地向南扩散（Malone等人，1 9 8 6年）， 

这样上扬的烟会同由最强烈的火卷流和规模较小的对流过程直接注入同温层的烟汇 

合起来（Cotton, I 9 8 5年）堦加阇温层的烟总童（Malone等人1 9 8 6 

年； G h a n 等人， 1 9 8 7 年 a )。 对于这些大童注入的烟，估计最初含烟量的 

一半左右会在一个月以后仍然停留在大气中，几乎全部超出了可以由降雨產除的高 

度， 

93L同样，到达表面的太阳辐射的下降初时可能使整个半球的海洋上混合层的 

平均温度每月下降l 6c左右。这个冷却率可能随着烟尘的减少而下降，但可能使 

海洋上层温度在一年期间下降摄氏几度。在烟可能较浓的北半球里冷却会比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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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海洋和空气温度的变化也会容许海冰较早形成，这种情况下的作用最初由 

RoDocl£( 198蛑）使用能源平衡气候模型来加以研究，最近又由Covey ( 1 9 

8 7年）, Q a n o p o l s k y ^ o S t e n c h i k o v ( 1 9 8 7 年）和 G h a n # À ( 1 9 

8 7年 b )使用一般环流模型计算来加以审査。这些研究表明，海冰的较早形成 

可能使北半球陆地长期温度下降几度，可能持续到至少春天或夏天核战后的第一个 

暖季。 

C.不确知因素 

94不确知因素有两类。一类源于核战的性质，基本上是目标选择战略和核 

战进行情况的问题。这包括敌对各方，目标的选择、战争的时间（季节），武器 

的总爆炸当量和类型，使用不同弹头的大小和数目，爆炸的高度（地面、近地面和 

空中）和许多其他这类因素。 

9ËÎ第二类不确定因素是科学性的，即对支配悬浮微粒的产生、注入和溟变的 

物理过程，和一切有关运动规模的大气环流动力学缺乏足够的知识，以及准确地描 

述大气特性，特别是在主要核战后的大气扰动特性的数字模型能力有限。重要的 

是认识到，这些不确定因素一旦获得觯决以后，可能使作用减少或增加。 

96. 不过，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合在一起并不损害各项科学研究的主要结论的 

正确性，这些研究表明，在北半球夏天发生涉及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主要核战毫无 

疑问会产生显著全球气候扰动的危险. 

D.同温层臭氧的破坏 

97. 吸收太阳紫外辐射的臭氧层是同温层的热来源，因而维持对流层顶。因此, 

臭氧层的任何主要变化会影响到大气的一般环流，因而产生气候和天气问题a 

98. 同羝臭氧层对地球上的生物极其重要.它保护地球表面不受对许多生物 

有害的UV—:B紫外辐射的影响.UV—:B紫外辐射的加强可能损害许多植物，特别 

是水中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并且可能抑制人类的免疫反应，导致皮肤癌病发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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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许多植物和动物都已经按照相对恒i的UV—：B辐射水平进行演化或适应， 

如果臭氧层严重消耗的话，它们会因UV — B輻射水平的提髙而受到损害‧ 

99.核爆火球产生的髙温使二原子的氧和氮分解，随着白炽气体在大气中上 

升和冷却，氧和氮原子结合成为不同的氧化氮，1 0 0万吨的核爆炸估计会产生 

5 0 0 0吨不同的氧化氮. 

100.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二氧化氮，它能够吸收频谱从紫外到绿区间的阳光。在 

苏联进行的计算(I2RAEL, 1 9 8 4年，K O M D R A T Y E V等人，1 9 8 5年）指 

出，这本身就会产生摄氏几度的降温，但这种作用尚未包括在任何详细而全面的模 

拟中。 

101. 火球产生的一氧化氮同臭氧发生一连串化学反应，一氧化氮起催化作用， 

使两个臭氧分子分解成为三个氧分子.这种化学反应缓慢，因此同温层的臭氧含 

量会在几个月至一年内达到最低点，并且要经两至三年才能回复到正常水平.臭 

氧减少的幅度将取决于爆炸的总当量，爆炸的高度和许多其他因素.70年代时 

预计全球性减少达5 0%左右，当时核武库包含大部分当量为百万吨级的氢弹.由 

于目前的武库包含大部分为千吨和低百万吨的弹头，人们认为它们的使用也许会限 

制臭氧遭受破坏的程度。 ― 

ioa不过，上扬进入同温层的烟造成的加热会增加臭氧的破坏率，再一次导致 

估计约一半臭氧可能被破坏（VUPPUTURI, 1 9 8 6年），臭氧也可能在一年 

或 更 长 的 时 间 度 标 上 同 烟 臭 产 生 反 应 （ 等 人 ， ， 1 9 8 8 ) . 在这个 

过程中烟泉和臭氧都会被消灭.此外，大气运动也许对决定臭氧层的完整性极其. 

重要，例如，初步计算表示，.垂直运动可能会把大量含臭氧少的对流层空气带入同 

温层，从而稀释高浓度的臭氧.因此，也许可以预期臭氧减少超过5 0 % , 由于 

这个过程的潜在重要性，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40 

E
,其他化学作用 

103. 二氧化氮对可见太阳频谱的增加吸收也会减少光合活性辐射的比率，这种 

辐射对多数生态系统和一切农业和渔业所依靠的无机营养植物的光合活动是必不可 

缺的. 

104. 虽然关于氧化氮对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的作用还需要进行更多定量研究， 

辎射水平的可能增加和光合活性辐射的减少合起来显然表示由于氧化氮注入 

上层大气而可能给生物圈带来严重的后果. 

105. 大火摧毁一些化学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后可能释放出若干其他有害的化学 

物剂.这些包括一氧化碾、石棉和多种焦性毒素的化学物剂最近已由BIRKS和 

S T E P H E N S ( 1 9 8 6年）进行了研究，而在卫生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1 9 

87年）中也提到，但对这个主题的系统性研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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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自然生态和农业的影响 

A . 导 言 

1 0 6 . Harwell和HwtchinBcm ( I 9 8 6年）认为，在一场核大战里，社会基础 

础设施会直接遭到毁坏，气候会大大改变，从而导致规模空前的饥荒，人们只能 

最为一般的估计社会将如何来应付也许是全球范围的饥荒、流行病、经济生产力的 

破坏和贸易的崩溃。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命损失极为惨重，在地理政治、经 

济和社会方面引起了重大革命.但是，同核战争的后果相比，这些先例程度均很 

有限，因为以前的冲突都没有使全球农业瘫瘓，生态崩溃， 

1 0 7 . SCOPE核战环境后果研究报告特别注意气候反常对植物可能产生的直接 

^响，因为植物光合作用是除少数#之外有生态系统的基础，该研究报告还调査 

了某些重要物种、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所受的影响。许多间接和微妙的过程对于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极为重要：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互惠共生；物种间对资源的 

争夺；捕食14;寄生和疾病. 

1 0 8 . 该研究报告还摘要说明生物圏受到的彩响，并提出若干一般性结论，现摘 

述于后： 

(a) 所提出的大规模核战争后那种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和农业系统可能造成严 

重的、广泛的和空前的破坏； 

(b) 陆地生态系统会由于温度剧烈迅速变化和降水而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同样 

地，水生生态系统也会因日光（日照）减少而遭到最严重破坏.降水量长期下降 

会对陆地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 

(o)气候变化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战争发生的季节，对于温带生态系统来说， 

春夏两季发生的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而冬季发生的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则较 

轻微，而对于热带生态系统来说，则气候稍有反常都会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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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物种的脆弱性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也大不相同； 

(e) 全球延迟散落的幅射尘对生态系统不会构成特别的危险，但核攻击后即 

时在当地散落的懾射尘则可能杀死特别敏感的动植物； 

(f) 即使幅射尘不会对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直接造成明显的破坏，但通过食物 

链也会积累大量放射性核素，使吃这些食物的人体内所含的剂量达到有害的水平； 

(g) 抛入大气层的污染物会使平流层耗减，使对生物起作用的紫外线幅射量 

(UV — B)在广大区域内增加到致害的水平； 

W通过空气江河广泛散播有毒物质，污染港湾和沿岸的食物链，可从而危害 

人类； 

(i)大火会大面积地烧毁军事目标附近的森林。如果降水量大幅度下降从而 

使火势加猛，则森林可能遭受严重破坏. 

109.很明显，许多生态系统遭到的上述威胁会多过一种，一些影响也许会相 

互抵消或中和，但更可能的是，这些影响会相互协合增强： 

(a) 核战之后一段期间作物会遭受损失，因此不易获得用于重新播种的种子， 

特别是特珠的杂交种子；产量长期低下也会进一步减少种子的供应；作物欠收意味 

着宝资的种子被浪费；原种子直接作为食物被吃掉，使用于重新播种的种子更加有 

限；适应特珠环境条件的杂交栽培品种不能马上供应； 

(b) 经验丰富的农民由于伤残或死亡，使发展有效农业和尽量减少作物欠收危 

险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越来越少； 

(c) 土壤生产力,由于下列因素而下降：火烧影响，植被毁坏和水文系统变化而 

引起土壤侵蚀，养分溶掉，被放射性核素和有毒物质污染，鈇少耕种经验或想在短 

时期间尽i利用地力而使土壤保持很差， 

(d) 紫外线懾射量因臭氧层耗减而增加，使作物受到破坏.臭氧层如耗减到 

一定程度，就很难恢复原状.在这种情况下，UV—B量在长时期内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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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增加很少； " 

(e) 核战后农业和生态的变化会使寮虫和野革增加，而同时杀虫剂和除草剂又 

不易莸得； 

(f) 得不到农业机械和技术，包括服务和备件； 

(S)在农业技术方面耕畜的作用日益重要，但由于死伤牲畜的替换要化时间， 

因此供应可能减少；在粮食严重短缺时许多牲畜得不到饲料或被吃掉，剩下的不 

能适当分布，种畜将会丧失； 

W —无所有的城市居民将迁往农村寻找食物，在此过程中毁坏作物. 

B.生物对气候扰动的一般反应 

1 10.髙纬度温度和阳光的季节性大变化使许多动植物具有特别生理和行为机制， 

既能在日光少的期间生存下来，又能抗寒耐冷， 

1 1 1 . 如核战发生在冬天，温带和以此地带的生物区系也许能够抵抗气候扰动。 

若发生在春季或夏季，温带植物可能同低纬度地区物种一样脆弱，因为它们不能马 

上具有季节适应力和耐力. 

1 1 2 . 生物生产来自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这种活动除其他因素外，依赖日照 

因此如抵达地球表面的日光的数量和效力长期减少，这些活动将会受到阻碣。 

1 1 3 . 动物会作出各种适应性反应,例如产生季节适应力、耐力或调整可能部分 

独立于外部环境之外的体内生物钟，以应付季节性温度大幅度变动.但是温度的 

非季节性下降和日照的非季节性减少，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而对某些物种来说， 

甚至是一场灾难.怀孕动物和年幼动物以及迁栖物种将特别容易受脊. 

0.生物群落对气候扰动的反应 

114.动植物可在很大程度上伹不能无限度地耐受其周围环境的变化.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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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对生态系统的调査研究表明，陆生植物及伴生动物的生存界线分得相当清楚 

(见图2 )这些生物群落的分布可大体按每年平均温度和平均雨量来界定. 

图2.陆地生物群落与每年平均温度和 

平均雨量的关系 

I 
•M， I I ! I I I , I I 1 

0 M 100 ISO » 0 2S0 300 390 C M S40 

每年平均雨量（cm) 

资料来源:M. fi. Hà'rWëlî and T . C. Hutchinson,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Nue 1oar War, 

第二卷(Chichester, 1985)第6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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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对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其对扰动的反应进行模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复 

杂程度同对气候的模拟可以相比，目前，只有少数一些自然或可控制的生态系统 

有种属模型。有若干模型已用来模拟各种生态系统特别是草原和森林的生产力， 

在设想的核战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气候条件下会有什么变化（Har^ll, 1 9 8 4 ) . 

116. SCOPS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小组对预期的气候扰动对生态和农业的影响进 

行了广泛的评价。该小组认为，低炜度陆地生态系统耐受环境变化的能力有限， 

使它们极易受害.这项结论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因为它强调生物方面的事实，即 

灾难不仅仅是大幅度温度下降、日照减少或雨量变化的后果，而且还取决于各不同 

生物群落抵抗压力的能力， 

117. 广大地区森林郁闭出现的间隙、紫外线幅射量的增加、放射性同位素和其 

他有毒物质的污染，酸雨以及害虫和野草等物种的突然出现等等，都会^^欧和北 

美的森林进一步退化。恢复原状将非常缓慢并取决于土壤侵蚀和水涝的程度 

( S v i r e z h e r等人， l ' g 8 5 ) , 

1.冻庳7高山生物群落 

118. 北纬6 5°以北的北极冻原生物群落可财正常冬天诋至，50°C (有时 

- 70 Qc)的极诋温度 a 只要它们经历正常的酎舉期进入休眠，它们就不怕象预 

期在核战后会发生的那样，温度逬一步下降和日光逬一步减少，即使舉呤天气待续 

到次年夏天，髙山系统的习性也很相似， 

119. 核战如发生在夏天，情况则非常不同.正在生长的植物将可能被迅速 

临降的零下气温冻伤或冻死。有些可能进入过早的冬天驯化期，这种情况连同许 

多北极物种和北方针叶林所特有的庞大种子库，便它们能再生‧ 

120. 依赖嫩草嫩叶的不冬B民食草动物和鸟类将是主要受害者，预期很多将会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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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方针叶林Z泰加群落 

121. 北半球发生的核战将便低于树线的生态系统例如泰加群落、北方针叶林 

和温带混交林等处于压力之下.象北极植物那袢，许多会在冬天核战之后的气候 

扰动中生存下釆，如果它们已有财寒力并进入休眠.更南一点的群落例如松树、 

许多灌木和萆木種物等可能冻死.SCOPE核战环境后果研究裉告估计死亡率达 

25-75%. 如果反常气侯不会持续太久中纬度植物特有的抗寒种子库会有助于这 

些植物的再生。 

122. 夏天核战对气侯的彩嘀会便主要植物种类大量死亡.如来以后几年生长 

李节缩短以致生产力下降，将会进一步芴碍复原. 大量死木材和枯技落叶的累 

积会增加火灾危险性和容易招致虫*，提高战后不断辐照期间次级破坏的可能性‧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森林的生产力要过几十年才能完全俠复，物种组成可能友生重 

大变化，原生态系统将一去不复返， 

3。 针叶林 

123. 针叶树对电离辐射特别敏感，核爆炸直接冲击和之后犮生的大火甲，北半 

球的蜾林有20-30%会死亡.核战;在冬季友生，大约80-90%的树木可在， 

年反常低温里生存下来.如在夏季友生，大多数树木会因日照和气溫的下降而死 

亡，在这两种情况下，能友芽的种子都会在土壤里保脊下来。 

4. 落叶林 

124. 夏季战争对北半球的落叶林会产生严重影嘀，大多数树木会死亡.冬 

季战争会造成部分毁伤，恢复原状主要取决于无性繁殖器官而不取决于种子，恢 

复速度则取决于土壤侵蚀的程度，据估计，在5 0年內，毁坏的落叶林将恢复原 

生物量的7 0 %左右（ S v i r e z h e v等人，1 9 8 5 )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47 

5. W. 

125.北半球温带的草庳在特别是夏季战争中很審易受到破环，夏季战争对植 

物和依颗这些植物为生的动物生命（土壤生物、食草动物、有夫的食肉动物和鸟类） 

会造成浩劫。当气候恢复正常时草原会很快复原，因为阀棘林相比，它们的再生 

时间较快， 

6. 沙漠和半沙漠， t 

12a象处于可比较纬度的其他生态系统一袢，北半球的,半沙漠耐得住冬季战 

争对气侯的影嘀。热沙漠对低温没有这类预先适应性，^漠种类繁多的植物区 

系和动物区系将会受到很大破坏.引超日照少和温厪诋的A季战争会使处于任诃 

纬庹的沙漠遭到严重破坏. 

7. 热带生物群落 

127. 热带雨林虽然只占地球陆地的11%，但却支持32%的净初级生产量、 

42%的植物生物质和3膽的动物生物质，是遣成动物和植物种类繁多的庳因（Ha-

r w e l l 和 H u t c h i n s o n , 1 9 8 6 ) 。 这些森概厘较高的温度,较多的曰 

光和雨水.严寒（温度无需达到凝固点）即便持续很短时间也会对这些植物及依 

赖它们为生的生物造成灾难性破环。在目翦情况下，北极皋流111然侵袭阿马逊盆 

地，也会便雨林遭到广泛破坏，遭破坏的热带雨林的再生会因肥力丧失和繁殖机 

制的错综复杂而受到限制。 

128. 湿季是积极生长的季节，但落叶林在湿季里特别容易受到破环，热带 

草原和稀树干草原比温带高草原和干草原更易受低温和雨水的破坏‧ 夏季季风的 

减少也会对这些生态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嗨. 

129. 同样地，生长在亚热带和热带海岸的红树林沼泽也答易受到破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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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是很独特的生态系统，内有多种多样的、生态上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种类. 

一年内任何季节的温度即使稍有下降（象在核战后可能友生那袢）也会造成大观模 

破坏， 

8 . 湖泊和河流； 

130. 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嘀将取决于峰却的猛烈程度一达到日照将减少和 

雨量改变的程度.水体的大小也决定其对温度变化起缓冲作用的能力。 

131. 北方湖泊在冬季已经冻结，核战即使发生在冬季，也会堉加冰的厚度，浅 

湖将会一直冻结到底，杀死所有鱼类和其他动物。冬季条件的任诃延长或战, 

发生在夏季，都会破坏水生生物的友育、生长成熟和繁殖的正常循环， 

9.海洋糸统 

132. 海洋覆盖71%的地球表面，支持很大一邵分地球的生物生产力，海洋 

由于体积庞大和具有热情性，对短期温度变化反应不大，日光减少和放射性光谱 

的变化会妨碍地表层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初级生产力• 这将影嘀到侬颗洚洋为 

生的食物链，伹预期任何主要生物都不会永远消失，重要的鱼类也不会党到伤箐. 

1 9 8 3年南美太平洋岸外发生的埃尔一宁诺海流现象引起海温变化，使渔类和海 

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彩啷。这件亊肯定便大冢不能对气候对海洋食物链的钐嘀弹 

以轻心。 

133. 从人类消费角度来^«,海洋生态系统中生产力最强的是大陆架的生态系 

统.浅水对温度波动较为敏感。由于河流带来的淡水、泥沙搬运和养分注入等 

的变化,水的质量也会改变.核大战也会增加放射性核素和有毒物质的食量. 

134.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浅水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特别是珊瑚礁，容易因 

温度波动和日照减少而受破坏，悬移质和水中污泶物对它们也会产生不良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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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港湾 

1 3 5 . 港湾和附近的沼泽地也将由于陆地上的变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港 

湾和沼泽地在本质上拥有很高的生物生产力，往往对人类的生存和经济活动很重要。 

陆生植物的破坏将引起土壤的侵蚀，先是使河里的，最终使港湾的，浮沉物和溶解 

物（其中不少有毒的）负担增加。这种影响可能因气候的变动而加强，并可能使 

港湾渔业崩清。 

D.重要农业系统对气侯变动的反应 

1 3 6 . 地球上的人口于 1 9 8 7年超过了 5 0 仏 以目前的人口增长率预测， 

约 4 0年后的地球人口将会加倍，每1 1年增加约 1 0亿 À o 这么多人口的生存, 

几乎全靠农业支持。 

1 3 7 . 在一场重大的核战争以后，关于气候变化的，即使算侏守的情况假设，都 

免不了一场空前的全球农业大变动(HARWELL^lHUTCHIBSOB , 1 9 8 6 ) . 

这些情况假设里的一些最严重的气候方！/的^响，与每年平均温度的变化有关。平 

时每年平均温度的变化，与可能由于核战争而导致的温度变化相比，可谓不大。例 

如： 

气温变化概数 

全新世变暖（从上次冰期恢复的过程） 

距今约8 0 0 0 至 4 0 0 0 年 前 

1 7湘 1 9世纪小冰期 

过去 1 0 0年的变化（北半球） 

全年没有夏天（纪元 1 8 1 6年） 

(北半球） 

(摄氏） 

+ 5 

一 1至一 2 

± 1 

少于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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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昝在下列气侯情况假设下，就核战争后的气候对农业的 

彩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H A R W E L L ^ ! H U T C H I H SOB ， 1 9 8 6 ) ： 

(a)短期（气温）：平均温度短期降至冰点或冰点下，加上日照减少到平常的 

1 %至1 0 % ; 

a»长期（气温）：平均温度比平常降低许多度，加上日照减少到平常的80% 

至 9 0 % ; 

(c)短期/长期（降雨量）：降雨量减少到平常年平均数的5 0 %或更少。 

139. 以下根据这种情况假设来评价全球农业系统和具体的几种关键作物受害的 

可 能 I 使用的评价方法不仅一种，有历史上个案研究的证据、统计学上的推论、 

有生理学上的推论，还有分析性或数量上的模式推I 上述研究还考虑了在核战 

后的环境里可能出现的人力、能源、IG料及其他附属条件的损I 

140. 虽然气温变化的总»哂无疑地很重要，各种作物(以及自然生态糸统）主 

要地对短期的变化较敏谗。作物的收成，部分地受生长季节的长短，以及气温和 

/或降雨量的^哬。 

141. 通过对许多研究的考察和他们自已对气侯数据的分析，核战环境后呆研究 

小组得到如下结论。在中纬度地区，平均气温降低摄氏1度，约相当于无葙生长 

季节缩短1 0或1 2天（ H A R f f E U和 H U T C H I B S O Ï Ï， 1 9 8 6 )« 许多温带 

作物的栽培，往往接近临界生长季节，气温连续数星期或数月降低摄氏5发到10 

度，一定会使收成减少。 

142. 气侯的变化引起的气象变化，例如突然变冷的可能性、程度和期间，是很 

难预料的。历史上的证据支持下列说法，即比平常冷的年头，突然变冷的机会和 

变化的程度特别离，而这与作物械收有关。使1 8 1 6年北美和欧洲农业蓬妖的 

凶手霜，以及1 9 8 3年的严重埃尔一宁诺海流的例子，支持这种平均值和变化之 

间的非直线相关* 这两个例子，前者只不过是全球平均气温变化最多—2'C,后 

者还不及一 1*C,都是跟全球平均气温傲小变化有关的，极端气侯变化的例子（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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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jjÏJHUTCHIÏÏSOlS , 1 9 8 6 ) 0 

143. 关于降雨量，也有类似的地方。降雨童最高的地方，变化最小（与每年 

平均降雨量的差别约10至2 0 %),干旱地区变化较大（与每年平均降雨量的差 

别超过3 0%以上）。鉴于前者包括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生产力最高的农地这个 

事实，降雨量降低25%至5 0%加上由此引起的气象变化增加，可能打击农业生 

产,并从而打击许多人所赖以生存的基础。 

144. 就短期的后果而言，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小组（HAfiWElI^HUTCIÎIBSOB, 

1 9 8 6 )的结论认为，（从气侯的模式预测的结果)，最极端的挫折是史无前例 

的，无法从农业生产的统计模式预告其彩响。深入的洞察只能从有关植物生理的 

知识来推I 就短期和长期的不那么极端的气侯变化而言： 

(a)平均气温的降低，会使作物的生长缓慢； 

0>)即使生长期的气温降低不大，晚春和早秋的霜都可能损害作物并把作物的 

生长期间缩短到短于该作物成熟所必需的临界关鍵日数； 

(c) 平均气温的降低可以从生长期的延长得到补偿。可是在核战后气候情况 

假设里，这种补偿是不可能存在的，特别是就温带和亚热带而言； 

(d) 就植物的生存、成熟和有收成而言，是有生理学上的临界温度的。有关 

气温降低的彩响的评价，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例如，在临界温度以上的一定 

程度气温降低，对成长和收成的钐响可能不很大，可是低于此临界气温以下的，闳 

样程度的气温降低可能就会妨碍成长，从而导泶作物减收； 

(e) 气侯模式预告，降雨量的重要变化（通常是滅少)可能导敎灾癆性影响 

(旱灾）。 

E.重要粮农作物 

145.稻米是世界主要粮食之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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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3 0亿人每天吃稻米饭，约有3亿农民以很多方式栽培稻米（有灌溉田、看天 

高地，看天低地、深水田、湖汐湿地等）。全世界50%的稻米是在看天田生产的。 

146. 稻子长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从南纬4 0度的阿根廷中部到北纬5 3度的中 

国东北，从离平均海面不远的印度南部到海拔2 0 0 0米高的喜马拉雅山麓。由 

季节和空间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稻米的产量。气温、太阳的辐射和降雨量，是直 

接彩响稻米产量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拥有通过其对疾病和昆虫压力的影响所造成的 

间接影响（ S e s n u等人， 1 9 8 7年）。稻来的栽培季节，在温带主要受气温 

变化的影响；在热带，则受降雨量的影响，由雨季的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来决定。对 

*生长特别不利的温度，随生长阶段而异，通常为低于摄氏1 5度或高于摄氏3 5 

度。在任何生长阶段，过多或过少的降雨量都可能导致部分或全部作物歉收。在 

繁殖阶段湘成熟阶段的，太阳辐射量的影响最大。 

147. 跟其他谷物作物相比，稻米较不能耐寒。在日本栽培稻来的经验显示， 

在关键生长阶段气温有一段期间下降到摄氏15度以下，可使产量减少三分之一， 

在生长期的平均气温降低摄氏I至2度，可能导致没有收成（Harweii^Hutc— 

h i n s o r , 1 9 8 6 )。 这些著者下结论说，在核战后的短期内，"至少北半球 

的稻米生产会受破坏，而南半球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 " 

148. 长期而言，也可能有相当大的作物损失。虽然随栽培的地区和稻子的品 

种而有差别，在日本的临界气温为摄氏1 9度到 2 5. 5度。如果气温低于此， 

式计算的结果表示，在生长期平均气温降低摄氏2度，将使稻子的收成减少70%。 

149.更新的气候模式表示，在大规模核战后，无论短期或长期，都有雨季的降 

雨量大量减少的可能。灌溉作物对水的供应很敏感，降雨量的减少可能引起严重 

后*o 全世界产来地区的50據看天田（梯田和高地），其情况可能很惨。急 

性缺水，可重彩响产量，并减少适合看天裁培的面积。这就产生严重的社会 

经济后果，因为发展中国家较穷的稻农是靠看天田种稻维生的。 

,产量也会减少。就日本北部进行的模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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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麦 

150. 在积雪履盖下的冬小麦，在摄氏零下5 0度还可以生存。然而，即使平 

均温度上稍微的降f氏，或生长期的缩短，就可重影响北方许多重要产地的产量。 

加拿大、美国、西欧、苏联和中国的小麦将无收成。北半球的仲夏或晚夏的一场 

核战争，或许还可以允许印度、中国、北非湘美国有些收成，但可能使加拿大、西 

欧和苏联没有收成。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南美和南部非洲）的作物所需要的生长 

期间将必拉长。 

3 .玉米 

151. 加拿大、美国、欧洲、苏联和中国的玉来作物将很容易受短暂寒冷的影响， 

可能因而无收在供水接近极限状态的地方也有玉来的种植，因此很容易受到 

降雨量任何减少的害处，特别是在中非湘中南美洲。如果在北半球的夏天发生核 

战争，南半球（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南都）的玉来成熟所需的时间将需拉长。 

4 . ±S 

152. 如果夏天发生核战争，北半球温带的大豆将因气温变冷和日照减少而无收 

成。如果有足够的降雨量，在纬度较低的温带栽培的大豆，或可经得起冬天发生 

的核战争。 

153. 冬天在北半球的温带发生核战时，平常养在武备齐全的畜舍里的动物，在 

失去加温、饲喂、通气及其他支助服务时，将难以生存。幼小的动物将被冷害淘 

汰，成年的反刍动物或可经得起寒冷的考验，伹很容易受水和粗词料短缺的瞢化 

有没有食物可吃、将是热带家畜的主要考验。南半球的大部分家畜可能生存下来， 

但将受粗饲料短鈇的考验。较少的阳光可能影响绵羊的生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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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按纬度分列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154. 核战争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有关的影响，显然会因南北半球 

和 纬 度 而 异 。 H a r w e l l 和 H u t c l i i n s o n ( 1 9 8 6年）摘要了这些影响, 

并列在图表3。 图表3明白指出，主要世界人口对失去粮食供应的可能受害。 

155. 核战争的时间以及核战争对现有作物的影响，是在不同的粮食储存状态下 

设想的。在大部分纬度地带的较低粮食储存量，将限制如何渡过该季作物歉收的 

能力。这个区别在图表3通过比较表现出来。图表3就是比较核战争在(a)粮食 

储存:t最少时，和在(b)粮食储存量中等时发生，可能生存的人口。 

Q .对农产品的彩响 

156.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小组的结论认为，在一场重大的核战争以后，可能有一 

年期间，北半球和南半球大部分％方的粮食会没有收原因是作物、粮食店、 

各种肥料、杀虫剂、燃嵙会受到破坏；以及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各级配销系统 

的崩溃；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和贸易陷入混该研究小组还提到气候对北半球农 

业的彩响，因为北半球生产力最高的各国，不是直接从事战斗，便是会受冲突所引 

起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157. 除了气侯的影响之外，社会基层结构的混乱也将彩响农t 技术支助和 

能源补助、运输(就国内的粮食分配和进出口两方面而言）以及世界贸易的一般秩 

序等方面的混乱可能相当大，而农业占着世界贸易很大的一部分。 

158. 现代农业是密集依靠能源的。过去4 5年来，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由于使 

用化石燃料而增加了三至四倍。化学燃料可以当做直接辅助能源（例如作为发动 

机I灌溉设备、运输工具的燃料），也可以作为间接辅助能源（肥料和杀虫剂的 

生产）。在同一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只增加了两倍。 

159. 显然，油田、炼油厂、石油化学工业和港口设备的破坏，将影响能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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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人类人口对损失粮食的受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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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代表现有人口，斑线代表生存下来的人口。 上图代表粮食储存量最小时 

损失粮食的影响，下图代表储存量中等时的影响。这个计算很可能受到对生 

存人口数估计过高的影响。 

资 嵙 来 源 : H a r w e l l和 H u t c h i n s o n , 1 9 8 6 , 4 8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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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将彩响运输、灌溉、和杀虫剂的制造以及冰冻业务。越是密集依靠能源 

的农业，越容易受能源供应受打击的影响。不依靠大量能源辅助的农业，将可以 

维持，但是生产力将会降低。 

160. 全球肥料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由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后使用的。在 

许多情况下，收成和肥料的投入有直线的关系，失去肥料供应时将会相应减少。例 

如中国和印度的农业就是密集依靠肥料的，即使不过分依靠直接化石燃料，而对中 

美洲农业的能源辅助，肥料占一半以上。 

161. 核战环境后果研究小组强调，他们的分析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乐观的。 

该研究小组的结论认为，会引起气候变化的一场重大核战争，可能导致全球规模的 

营养不良和饥饿。而且，即使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依靠进口的国家将会受到严 

重缺乏的痛苦，因为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粮食、m. 

杀虫剂和农业技术的主要国 

162. 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将不是核攻击的目标，但却很容易受到 

农业崩溃的害处。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与交战各国的人民一样容易受害。 

除了囡战争冲突直接死亡之外，将有10亿到4 0亿人在漫长的战后时期死于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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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A. 5 * 

163. 对于现代核战争所可能发生的情况而言，广岛和长畸核爆炸的直接影响可 

说是微不足道，现代核战争的直接影响来自冲击波和热波，初期辐射（例如核燫后 

一分钟内所散发的电离辐射）以及长时期的放射性尘埃。详情请参看卫生组织和美 

国医学院近年报告（卫生组织，1 9 84， 1 9 8 7 ; 医 学 院 ， 1 9 8 6 )所作的 

审査和总结。 

164. 除了目标区直接造成的死伤和损害之外，核战争还会导致全球气侯反常， 

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造成严重后果，对人类的粮食供应产生长远影响.接着而来 

的营养不良和饥荒将会由于通讯、运输、财政系统和资易的混乱而加剧， 

B. 冲击 

165. 核爆炸释放的总能量中很大部分表现为冲击波。这是核弹蒸发物质内压力 

增大而引起的，其中产生的冲击波前沿以超声速在空气中传播，随着冲击波的扩散， 

其强度逐渐减弱，直至消散为止，百万吨威力的冲击波传播距离可远达数十公里以 

上。 

166. 冲击波通过气压的突然增高造成直接伤害，对躯体的冲击、呼吸系统的创 

伤和耳鼓的破裂.建筑物和结构例塌以及抛射物也会造成伤害. 

c . 色 

167. 热波始于爆炸的一瞬间，在冲击波发生之前，持续数秒，视引爆时的商度 

和强度而在或长或短的距离内蒸发、烧焦和熔化一切物体，同时在各处引起燃烧， 

合成巨大火灾，特别是环境中含有大量燃物例減油厂、造纸厂、或化工厂在热波 

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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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热波产生的热气使周围空气涌进，造成疾风而引起猛烈大火，民众将死于 

热、缺氧或吸入一氧化碳和其他有毒物质， 

169. 一枚百万吨核弹在1.5千米高空爆炸时，约3 5 0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人 

能在热波之下生存.在此范围以外，许多人将受到不同程度的灼伤.受伤情况视伤 

者与鑤炸的相对位置以及附近结构和环境提供何种保护而定，受灼伤的人数较冲击 

引起者高出3到4倍，热波点燃的次级火焰也将造成以下形式的死伤：灼伤、冲击、 

吸入有毒物质和窒息等. 

D . 雙 

1.初期辐射 

170. 核鑤时产生的大i突发辐射使人体受到很大伤害.受害的性质和严重性视 

辐射剂量（辐射穿过人体组织时丧失的能量）和剂量率（单位时间的剂量）而定‧ 

譬如说，短时间内释放的辐射可产生以下五种类型的反应： 

(a) 前驱阶段，在辐照后的数分钟内出现胃肠和神经与肌肉方面的症状. 

前者包括恶心、呕吐、严重腹泻和脱水；后者包括疲乏、麻木、倦怠、发热、 

头痛和血压过低随之引起休克.上述反应在30分钟内达到顶点，然后逐渐减 

轻，直到产生神经或胃肠症侯群，情况视剂量而定； 

(b) 神经症候群显现于1 0 0格雷剂量的辐射之后，其症状类似前驱阶段, 

接着是短时期的压抑或增强的运动神经活动，于两天之内导致残废和死亡； 

(0胃肠症侯群发生于1 0 - 5 0格雷剂量辐射，导因是肠壁细胞减损和 

体液丧失，受害人于六至九天后死亡， 

(d)十格雷以下剂量的辐射主要引起骨髄细胞的破坏，同时使淋巴细胞、 

粹性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减少，视辖射剂量于7至2 0天内达到顶点.白血细 

胞的减损导致免疾能力降低从而^生感染，并降低凝血能力的可能引起内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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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非不可避免，生存机会决定于是否能迅速实行密集治疗——这是核大战后 

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 

(e)除了上述^:性症候群之外，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受到辐射将对眼睛、 

皮肤、口腔粘膜、肺部和性腺产生严重影响， 

171. 人体对电离辐射感应度的一个指标为辐射后6 0天内平均死亡率百分之 

5 0的剂量；这一指标称为百分之5 0致死剂量（半致死量）.其数难以确定，因 

为关于受辐照的一组人，例如广岛和长崎受害者的数据，必须同所受辐照剂量估计 

数对照，而此种剂量仍然很不确定.已有的半致死量估计数（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 

问题科学委员会考虑了 2 2组数字，包括核弹和意外事故受害人以及接受治疗性辐 

照的病人）全身剂量均在3格雷上下。其中一项对原子弹爆炸生存者的最新估计数 

显 示 ， 6 0天的致死剂量中值还要低得多。卫生组织的报告（1 9 8 7年）估计为 

1.5格雷；最近的SCOPE核战环境后果研究（莫斯科，1 9 8 8年3月）估计为 

2. 4格雷。如果人体对电离辐射的易感性较原先设想的为大，那么死伤数字就会高 

出过去的分析结果.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预计将在1 9 8 8 %后期 

提出新的估计数， 

2.地区的放射性尘埃 

172. 如果火球接触了地表，则吹入空气中的物质将与核反应所释放的放射性产 

物相混合而迅速沉降于爆炸地点附近.生命期短暂的沉降放射性核素在其迅速衰变 

过程中对人体不仅产生高剂量率的贯穿辐射，而且还通过辐射，经皮肤表层P且挡， 

引起严重的大片皮肤放射性灼伤, 

173. 必须强调的是，关于严重影响的可靠数量估计如同核战争的其他影响一样 

难以确定，因为这种估计在很高程度上决定于对战争性质的假设情况（爆炸次数、 

威力、裂变/聚变比例，起爆高度；目标的性质及其与居住区，特别是工业中心的 

相对位置，气象条件，民防措施的有效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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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程和全球的放射性尘埃 

174爆炸地点邻近区域以外的人将受到中程和全球放射性尘埃的辐照，这是由 

于孩残片射入大气层所教.这种顇照属于长时期低刑量的耩照，射入对、流层的 

物质在数周之内沉降，大半落于爆炸地点同一撒度带内，人,将接收地面&莩气中 

的Y射线以及举射性核素例如碘-131和|^,-137,通过食物链迅速积聚而经污染 

食物被吸收，形成体内放射性剤量* 身体外部剂量来自裸露皮肤上接触到的放射 

性尘埃，这时射线的辐射可引起严重灼伤. 

175许多残片将射入平流层，其沉降期间可达数竽.人体随看生命期沒长的 

裂变产物逐淅衰变而接收极低剂量的辐照，此种裂变产物包括^- 1 3 7 (半 

衰期3 0年），其衰变产物引起全身外部和內部的辐射，和镙-9 0 (半衰期2 9 

年），在通过谷物和奶制品吸收后将进入骨骼，对骨骼和血液形成细胞产生辐射。 

孩一#—，形成的碳-1 4也会对鑤炸范围以外的人产生相当高的辐射剂童，1S剂重 

率更^；,延续的时f更长得多，因为它的半衰期为5, 730竽. 

176如来核电力厂、再,工设施和废物贮#地点被击宁，则将释放其他多数为 

生命期长的放射性物质，大大增加了人体在长时期內远距禺的辐照.但是，这种 

物质的蔓延是无法预科的，Cheraobyl霉外事件的情况就是如此，地区內将 

会产生大范围的"过热点"，在辐射程度堉高时，许多年內都不能居住‧ 

2 .整体的直接影啊 , 

177.卫生组织（1 9 8 7年）报赍审査了若干核战争假设情况，其中一种为 

伦敦郊区遭到1至1 0百呈，^弹击中，则白-分之1 1至90的居民将会死亡. 

另一假设It况为苏联与美国之间友生核交战，蚤方^便用约1, 000白万唣的核弹. 

死亡人数美囿为1, 000至3, 000万人，苏联为2, 000至3, 0 0 0 万 人 . ， 第 

三种情况是在人口稠密的欧洲地区犮生有隈孩战争，6 0 0枚以上总戚力在1 0 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51 
Chinese 

Page 61 

万吨左右的核弹爆炸，死亡人数可髙达9, 000万人，每一'If况下严直党饧的生 

存人数大致与死亡人数相间， 

178. 中程和全球放射性尘埃的剤童无法積确估计，就象初期放射性剂童的估计 

数一袢，这在很大程厪上决定于逬行战争时的许多假设以及随后产生的环境汆仵， 

许多年的辐射（对主要的最后放射性来源，碳-1 4而盲则为数千竽）之后，北半球 

的平均积S齐了量很可能低于0. 5格雷r南半球更低得多。长期辐射影哂视总剂 

童和辐照的时期长短而定。其中包括超出一般预期程厪的癌症危险。夫于后^ 

遗传的异常现象目前 ^；少证据，但随着临床和统计诊断方法的改进， ï 

述结论可能改变。 

179. 长时期辐射的平均剂量诋，造成的死亡率也诋，它的紫啷问趲所受到的夫 

注远不及孩攻击直接造成的大量死伤以及间接通过食物供应和保健服务系统破坏带 

来的后果. 

生存者的保健措施 

180. 生存者的救谖和照科是急迢问趱，关于战争和其他灾罟的经验提讲了 

一些保健服务的*本原则：治疗类逸法、疏散和适当的紧骞治疗。, 

181. 按治疗类选法，伤患分为三类：絶少或无生存机会者；接受冶疗后有會 

理生存机会者；无需紧急治疗者，迅速作出判断是必要的，沲延将便更多的受害 

人从"有可滟生存"一类转变为"不大可能或不可能生脊"一类。 

182. 在大规模核战争中，生存的保健专业人类不可|&提讲、冶疗或甚至足够的 

急救来维持伤者的生命，逬入放射性尘塽沉降区具极大危险性，救後队伍必须 

接受监测，可能时去除放射性污染，且必须轮秧以避免个别人员受到过厪的辐照. 

在战争的混乱之中，上述措施极端困难，或许是不可能傚到的， 

183. 蒱射受害人需要高度专门性的设施d 1 9 7 8竽法,有(SI个人！：外遭, 

受极高剂量的辐射，他们的治疗是在无菌环境下各人接受50- 100次输血和髙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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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莓素和抗菌素.他们活了下来，但没有上述治疗就会死亡.Chernobyl 

,事件中动员了全国的保健服务人员和用品向2 0 0名伤者提供医院密集治疗并 

向135, 000名疏散群众提供适当的医药服务。即便在仅涉及现有核武库百分之 

一的賓限孩战争假设情况下，严重死伤人数也将达数百万.全球保健服务不能应 

付此种情况‧ 核攻击发生后，治疗类选法已变得无足轻重，救谖工作不敖需要. 

184. 核攻击后还会产生其他一些卫生I&]题。缺水问題十分严重，多数情况下 

用水受到放射性和有箐儆生物的污染.降雨可使放射性尘埃聚集，而产生地方性 

的高度放射性。淡水可能不宜饮用，食物也遭污染.â空气吸入和/或由食物 

摄取放射性同位素造成的内部辐射增高了辐射剤量， 

185. 感染是灼伤和辐射受害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核战争犮生后，由于以 

下原因而便疾病流行的型式大大改变：免疫系统的破环、营养不艮、缺乏卫生汆件、 

昆虫和微生物激增、流行病和疾病管制的瓦觯， 

186. 生脊者的心理状态可从广岛和长崎的经验作出某一裎度的估计.广岛 

和长崎各投掷了一枚核弹，居民对核武器《无认识，邻近地区提供了救谖.而在 

核大战中，几乎不会有任何救援，对核武f g—生后来.,」特别是放射性的广泛认识将 

大 大 影 嘀 生 ^ " 的 种 ^ T ^ i ^ ^ i 璺 ^ 减 么 

187. 冲击波和热波、辐射一氧化碳和工厂所释放有苺化学剤的毒*、，燃烧物 

(热壽素)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嘀将会引起神经和行为上的障碍，一些自然灾害 

的经验显示，大多数生存者都出现极度紧泶情绪，处于钾郁、^俱和高度脆弱状态， 

直至灾瞢起因消失为止， 

Q.对人和社会经济体系的彩响 

188. 受攻击地区的直接影响，不论是人命损失或维生基本设施的破坏方面都是 

惨重的。全球金融、贸易和通讯网的瓦解更加剧了气候及其对粮食生产所生彩响 

的全球性间接作用，不论是目标区还是远离冲突地点的非目标区都很可能出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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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营养不良和饥荒现象， 

189.为了本报告的目的，社会经济体系有两个主要功能：生产——将自然资源 

和其他资源转变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物品和服务例如粮食、衣着，住房，保健和 

文化设施；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这方面需要分配和销售。两种功能都必然会在 

核战争中遭到破坏。 

190-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全球性的相互依赖是考虑核战争影响时的一个关键因 

素。多数重要经济决策以及金融和贸易中心所在的世界主麥经济大国均位于核大 

战中可能遭受直接影响的地区。世界经济所受破坏将是严重的，金融机构和现有 

多边支付系统均可能瓦解，金融机构依赖电子数据处理；除了通讯硬件的损坏， 

丧失软件和磁带磁盘贮存的数据将带来严重后果， 

191. 生产决定于将资源转变为经济货品和服务的劳动力大小及其生产力，在 

核战争的直接影响之下，劳动力显然会大大削减，长时期间接彩响所形成的饥荒 

更进一步减少了劳工人数， 

192. 基本建设的大量损毁也影响到生产能力，例如运输系统的混乱将使开釆 

自然资源的途径受到限制。通讯的阻断产生于冲击和大火的直接影响以及高空核 

爆炸产生电磁脉冲而引起的极度电力过载。设备，机器、备件和服务的短缺也同 

样会在工业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193. 能源不仅仅对工业生产的维持，而且对复杂经济社会中几乎一切能源的运 

转均属必麥。发电场所集中于炼油厂，储油罐，火力发电厂和水力发电提坝，这 

些地点易受攻击的破坏，在许多情况下，无需几个核弹头即可造成瘫痪或严重损害, 

194. 任何机构，不论是制造业或服务部门一部分对能源的依赖不仅仅在于其电 

力消耗，而是反映了各方面的间接能源补充。例如，作为电力制造业原料的金厲 

铜的生产涉及矿石的勘探.开釆和运输，冶炼、精炼和其他程序，以及精炼产品分 

配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195. 现代农业也是一种工业，依赖直接间接的能源、技术，技工，原料相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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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投入，在大规模核冲突后，经济混乱也象气侯的改变一样易对农业造成影 

响，农业开发的程度愈高，所受影响也愈大。 

196. SCOPE核战环境后果研究报告与其他一些报告均预测在大规模核战争后 

会发生粮食短缺和饥荒，本报告的结论也是如此，交通网破坏后，粮食供应很难 

从收成或贮存地点送往饥饿的民众，在工业国家内，粮食已不由地方供应，而是由 

一企亚网供应其中不仅包括农耕，畜牧和渔业，而且涉及农业机械、农药，化肥、 

石油产品和商业种籽的生产，粮食处理方面使用着高级技术，例如高粮仓、屠宰场. 

冷藏库.面粉厂、制罐工厂和其他包装工厂，此外还通过批发和零售商店运输， 

贮存，销售和分配粮食。这样一个农业和分配综合体的崩溃是核大战不可避免的 

后果。但是，非参战国也很可能由于粮食进口的阻断和气候扰乱对其本国农业生 

产的影响而产生同样的粮食短缺，在这些方面，核战争中的非參战国几乎与受攻 

击的目标国家受到同样 严重的影响。 

197. 世界经济所受破坏，通讯和数据处理系统的扰乱，特别是电磁脉冲的影响, 

将对金融机构以及国际汇兑和贸易系统的完整性造成严重损害。国际经济关系以 

及全球交通和通讯网的破坏在分配和消费方面产生的影响远超出参战国家的范围， 

许多制造品的欠缺以及发展中国家货物和材料缺少市场将对发展中国经济造成严重 

彩响.一般而言，非目标国家从核大战争中可能的目标国家进口物品的比例如下： 

百分比 

化学制品 83. 0 

粮食 74. 2 

工程产品 72. 2 

电信设备， 75.0 

车辆 83. 0 

消费品，包括纺织品 88.0 

燃料 29. 0 

资料来源：总协定，1 9 8 6年和《联合国统计年鉴》，1 9 8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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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生影响不仅限于核战争的有形后果，而且包括地理上远离冲突地区的许多 

国家经济基础遭受的严重损害。 

H.恢复？ 

198-在上述广泛社会结构瓦解的景况下，恢复的可能&和时间无法予以可靠估 

计，因为影响超出了经济范围而涉及社会秩序和社会的结构本身，社会结构的 

根本性重组很可能使财政和金融政策、财产权、机构完整性和社会结构的其他成分 

的特性改变得面目全非， 

199. 恢复阶段决定于存活的社会和国家实体以何种速度重建通讯，国际交通和 

贸易以及发展或促进他种供应来源，全世界存活的人民之中显然许多都会受到多 

年的有害影响，社会条件在许多情况下会缩减为自力更生和维持生活。 

200. 气候的改变和影响生存基础的其他扰乱过去曾发生过.某些物种生存下 

来，另一些则否，人类社会相对而言较具恢复力，甚至在最惨直的灾害下，活生 

生的文化被消灭了，而一些生存的人往往能够移居他处重建一个社区. 

201. 但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遭遇的自然灾害没有一个产生上述核大战可能引 

起的增效作用和世界挫影响，过去发生的一切灾害均能从灾区—外获得援助，这 

在核大战时是不可能的。核大战后的长时期恢复看来无法确定， 

202. 尽管核大战的影响^战后恢复的前景不能确知，日前科学证据显示，核冲 

突产生的气候和严重长期性社会经济后果即使与历史上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和冲突 

相比也是空前的，如果能够恢复，其过程也是缓慢而困难的，新产生的社会秩序 

多半不可能类似或改进先前的社会， 

203. 为认识核大战影响而进行的科学和社会研究工作应该继续下去，应在国际 

范围进行协调.研究结果应明确告知战争区和非战争区的决策人员一一因为核大战 

的战场即使在地理上仅限于北半球的一小块地区，它的可怕后杲很明显是没有人能 

逃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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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Acclimation 

Aorosol 

气溶胶 

B i o l o g i c a l clock 

生物钟 

fiiomass 

生物量 

Biome 

生物群落 

Biosphere 

生物團 

Black r a i n 

黑雨 

Blast wave 

冲击波 

Boreal f o r o s t 

北方针叶林 

c 

生物在环境可变因数逐渐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了环境的改变 

(如植物在驯化后可在平均温度下降的情况下生存，但如 

突然放在不阀的环境则不能生存）. 

固体或液体颗粒在一种气体中的胶状悬浮体.本词常用来 

形容空气中的尘、烟和烟,：，即使这些颗粒并不小到可以 

被称为胶状颗粒。 

许多植物和动物显示出周期性或律动性行为的机制（如种 

子发芽、移栖循环）， 

一个单位面积内的生物重量或体积，在本文中指源自生物 

(死或活）而可供在地球表面燃烧的物质(不包括化石燃 

料或用于建筑的木材）， 

在一定气候、地质因素、水文系统（如沙漠、雨林、冻原 

等）等条件下生存的独特和稳定的生物地理群落。 

地球上存在着生物并包括防地圈、大气和水圈的区域。 

在广岛和长崎观察到的被烟和颗粒污染的雨，是早期清除 

核火所生颗粒的一种迹象， 

爆炸中气体迅速膨胀压缩周围空气而产生的高压空气的运 

动前沿。 

泰加群落以南、混合森林园地、草原和干草原以北的北方 

森林，主要为针叶树，但也有一些阔叶树。 

摄氏温度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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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monoxide 

一氧化碳 

Cellulose 

纤维素 

Celsius (degrees) 

摄氏（温廋） 

Combustion 

燃烧 

Convection 

对流 

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 

攻击 

Dose ( r a d i a t i o n ) 

(辐射）剂量 

Dust 

尘 

Electromagnetic pulse 

电磁脉冲 

E l Wifio 

埃尔一宁诺海流 

',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剧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轰炸后大火致死者最通常的 

死因。 

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份，占蔬莱物质的百分之三十。 

温度单位（缩写c), 

燃料同氧气之间的迅速化学反应（氧化），同时产生热量a 

液体或气体内部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导教液体或气体的 

输运和混合.大气中的对流常常导致纵向运动，这是由于 

温度改变造成密度差异。 

对军事目标的攻击，不同于对社会財富的攻击，即对非军 

事目标（如经济上或工业上重要的城巿的攻击。 

生物组织所吸收的电离辐射的剂量（见格雷条） 

矿物颗尘，不同于含碳并且光学特性也不同的烟和烟食. 

射频波段中长波的高能电磁脉冲。一个（尤其是由高空核 

爆炸产生的）极强电磁场，可瘫^r泛地区的电气和电子 

设备. 

厄瓜多尔和秘鲁岸外的南方暖流，偶尔会导致热带雨带暂 

时偏移和改变海洋的上升流，此种改变足以严重破坏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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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和渔业， 

E N U W A R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对核战争的环境后果的研究。 

核战争环境后果的研究 

Firebal 1 由核爆炸后几秒钟内产生的热X射线形成的白热化炽热气 

火球 球伴随而来的冲击波前沿. 

Fue 1 在本文内指任何由核武器直接或间接点燃的可燃烧物质。 

燃料 

Fuel loading 目标地区内燃料的密度通常以gg
 _ 2 或 k g km " 单 位 

燃料密度 计算， 

General C i r c u l a t i o n flodel —种通常用大型计算机运算的数字模拟或模式，用来全面 

大气环流模式 地描述总体（地球）环流，即地球上的大气运动. 

Genetic e f f e c t 遗传物质的一种（通常是有害的）改变，这种改变会传给 

遗传影响 后代的遗传物质。 

Gray 辐射剂量的国际单位制单位，1格雷=10 0拉德。 

格雷 

H a l f - l i f e 每一类放射性物质失去一半原有放射性所窬的时间。 

半衰期 

Hardening (botanical) 一些植物对低温和低光照量产生季节性的耐力. 

(植物）#力增强 

Heat capacity (ocean) 一个系统温度每改变一度所吸收或释放的热。由于水的比 

热谷量（海洋） 热值较高和海洋的体积，即使在到达地球表面的阳光出现 

急剧的短期变化，也只会缓慢地改变海洋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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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碳氢化合物 

Hydrophobic 

疏水 

I n i t i a l r a d i a t i o n 

初期辐射 

I n s o l a t i o n 

日照 

I o n i z i n g r a d i a t i o n 

电离辐射 

K i l o t o n 

千吨 

Latent heat 

潜热 

Lethal dose 

致死剂量 

LD » o 

L i t t l e Ice Age 

小冰期 

Loftng 

扬起 

Maturation ( p l a n t ) 

成熟（植物） 

字面上的意又是含氢的有机化合物，在本文中是石油化学 

燃料的同义词. 

形容词，用来形容不亲水（排水）的物质，如纯碳烟颗粒。 

传统上定为在核爆炸触发后一分钟内发出的中子和倾射 

线。 

射在地球表面的阳光（是incoming solar r a d i a t i o n 的 

缩略词）。 

在穿过物体时将中性原子分离成离子对的电磁辐射(伽侮 

X射线）或粒子（o( , /3 ，中子）射线， 

对爆炸当量的一种衡量，大约相当于一千吨梯恩梯的当量* 

一个单位质体在相变时所释放或吸收的热能，例如，将水 

从液相转为气相所需要的热（例如将液体水变为蒸气或冰). 

毒性物质或辐射杀死一个生物所需的剂量，通常用LD，。 

示。 

杀死5 0%所需要的剂量。 

从刚进入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一段期间，在此期间，北 

半球冰川有所扩大（有时小冰期被认为是分成几段时期）， 

在阳光加热下，气团及 其中的黑色碳质颗粒（烟矣和烟） 

向上的运动，扬起导致颗粒到达的高度比核爆炸及其后的 

大火最初导致穎粒到达的高度要高得多. 

达到生殖功能成熟及其后形成种子、果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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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ton 

百万崦 

Metabolism 

新陈代谢 

Model (simulation) 

模型（模拟） 

Nitrogen oxides 

氧化氮 

Numerical simulation 

数字模拟 

Optical depth 

光学深度 

Oxidation 

氧化 

Ozone 

Photosynthesi! 

光合作用 

Photosynthetically 

a c t i v e r a d i a t i o n 

光合有效辐射 

对炸当量的一种衡量，大约相当于10 0万吨梯恩梯的当 

量。 

同生命组织及其产物的合成和分觯有关的整个生化相生理 

过程， 

表示复杂系统的一种数字形式（例如，以计翼机为基础的 

对几乎包括气候所有组成鄧分的一系列算法的觯答）。 

ffl氮和氧原子组成的化合物（通常为气体），在核火球中 

可能大量产生其中一些可能有窖于臭氧层的这类化合物， 

通过数字方法和近似法来模拟一个过程. 

对大气层不透明度的一种衡量 

在本文中指任1可物质同氧化合的反应 

在阳光作用下在平流层形成的田三个氧原子组成的分子， 

臭氧对维持大气的结枸和运动以及对邋挡有害的紫外线-

使其不到达地球表面起重要作用。核大火所产生的气体， 

尤其是氧化氮会破坏平流层的臭氧层。 

自养植物（通常是绿色植物）用二氧化碳和水在光化学作 

用下合成糖。除少数例外情况，这个过程是所有食物链的 

基础，所有生命都依赖这个过程， 

电磁波谱可见光中促逬光合作用效率最高的橙一红—蓝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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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roduction 光合植物的生物产物，是除少数以外，所有食物链的基础, 

在热（无氧化）作用下化合物分觯成其组成部分 

火焰中释放或产生的毒素。 

放射性核素或原子， 

一个介体表面将射向该介体的辐射朝原方向折回的能力. 

在核爆炸后很长一段期间内仍存在的辐射（主要是伽马射 

线和-粒子），其来源为裂变产生和ffi于中子激活而具有 

放射性的碎片. 

悬浮在具有不同折射的介体中的粒子将入射光线的瑯分或 

全鄧散射到各个方向而不涉及能的转换。散射加上吸射减 

弱大气中颗粒的箱射. 

焓的同义词，是以一个糸统的内能，压力和体积定义的热 

力学态函数， 

爆炸的迅逑膨胀导致介体(如空气戚水）的压缩，从而向 

四周传出的压力波. 

太阳电磁波谱中可见光和近可见光部分的气象学术语.这 

不是一个很确切的词，不问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有的定为 

0. 4-1. 0徽米，有的则定为0. 29-4. 0 (峄值5. 0) 

Pyrolysis 

热分觯 

Pyrotoxins 

火生毒素 

Radionuclide 

放射性核素 

Raflactance ( o p t i c a l ) 

反射性（光学） 

Residual r a d i a t i o n 

残余辐射 

Scattering ( o p t i c a l ) 

散射（光学） 

Sensible heat 

显热、慼热 

Shock f r o n t 

冲击波前沿 

Shortwavo r a d i a t i o n 

短波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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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emission f a c t o r 

冒烟系数 

Smoke i n j e c t i o n 

烟粒注入 

Smoke loading 

烟粒密度 

Solar r a d i a t i o n 

太阳葙射 

Stratoaphero 

平流层 

Synergism 

协合作用，增效作用 

Taiga 

泰加群落 

Thermal inertia(ocôan) 

热惯性（海洋） 

Thermal r a d i a t i o n 

热辐射 

Ton 

Tonna 

公吨 

燃烧中燃料转为烟炱或烟的重量比率.5 %是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加权数值. 

烟粒（或尘和烟炱）在^*炸后的实际情况下或在计算机模 

拟的具体条件下注入大气. 

大气中单13：面积内的烟粒数量，通常按Sm—2单位计算， 

太阳发出的整个电磁波谱. 

低层大气（对流层）以上中间层以上的大气层，即最低从 

1 0 — 2 0公里（视炜度而定）起至2 0 — 2 5公里高处, 

其特征为持续环流和存在着臭氡层. 

两种现象的相互作用，其合并作用大于其单独作用的总和‧ 

有许多苔藓的开阔沼泽丛林。 

海洋田于体积大以及水的热容量高而对大气和地面' 溫度变 

化反应迟缓 

核火球发出的紫外线、可见光相红外线，对于低空的空中 

爆炸，最初发出紫外线脉冲，接着发出低能量的可见光和 

红外线脉冲. 

通常指短吨，即2 0 0 0磅. 

公吨，即1 0 0 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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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ge 

伤病员分类 

T r i n i t r o t o l u e n e 

三硝基甲苯 

Tropopause 

对流层顶 

Troposphere 

对流层 

TTAPS 

T u r b i d i t y (meteorology) 

浑浊度（气象学） 

紫外辐射 

UV, UV-B 

Winter wheat 

冬小麦 

Yield (of nuclear 

weapon) 

(梯恩梯)当4(核武器) 

在资源不足于给予所有病人最适度的治疗时将病人按优先 

次序分类给予治疗. 

一种常规的炸药（缩写TÏTT梯恩梯）， 

不稳定的对流层下层和相对稳定的平流层之间的断层， 

低层大气从地面刹10 — 2 0公里鬲度(视纬度而定）的 

部分，其特征是温度随着高度降低-风的纵向运动和大量 

水蒸气，这是气象系统运作的区域. 

一本关于核爆炸对气侯彩响的重要出版物（见书目中Turco 

等 ， 1 9 8 3 )的作者名字的缩写. 

无云大气中存在的烟、尘相疆将可见度减低. 

比可见光较短比X射线救长的电磁辐射（4 0 0— 1 0纤 

来），导致大气中许多重要的光化学反应，特别是平流层 

臭氧的形成，紫外线可细分，UV—B(315—280纤米）波 

段对生物最为重要， 

见紫外辐射。 

北美和亚洲的一种重要作物，在秋天播种在春天发芽， 

爆炸鴕量，通常以一定数量（千喊，百万吨）的常规炸药 

梯恩梯所释放的大约能量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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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665-68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 .̂ Effects of Muclear War on Health and Health 
ServlceB. Geneva: WHO. Ï76 p#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7, Effects of Nuclear War on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Second edition, Geneva: WHO, 179 p. 

Woodie, W.L., D. Remetch and R.D, Small. 198U. Battlefield Fires from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Defense Nuclear Agency, Report DNA-TR-86-235» 15 Noveaflier 

Xu, Guo-chang, Ghenm, Min-lian and Wu, Guo-Xiaut. 1979- On an extraordinarily 
heavy sandstorm on April 22nd in Gansu. Acta Météorologie Sinica, vol» 37, 
pp. 2了-

Zak， B. 1987. Pltmie characterization studies of hydrocarbon pool fi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efense Nuclear Agency Global Effects Program Meeting, 
7-9 April 1987,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