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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自根据大会 1955 年 12 月 3 日第 913 (X)
号决议成立以来，其任务一直是对电离辐射源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进

行广泛的评估。1为完成这一任务，委员会彻底审查和评估全球和区域辐射照

射，并评估受照人群组——包括日本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辐射诱发的健康

影响的证据。委员会还审查在认识通过生物学机制可能发生的辐射诱发的健康

影响或环境影响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评估提供了科学基础，联合国系统相

关机构在制定公众和工作人员电离辐射国际保护标准时即采用了这一基础；2这

些标准继而又与重要的法律和监管文书相关联。 

2. 电离辐射照射源包括：医疗诊断与治疗程序；核武器试验；包括氡在内的

天然本底辐射；包括核动力等发电；事故，如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以

及 2011 年 3 月日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事故；以及增加人工或天然辐射源

照射的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由联合国大会在 1955 年召开的第十届会议上成立。1955
年 12 月 3 日第 913 (X)号决议阐明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委员会最初由以下会员国组成：阿

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法国、印度、日本、墨西

哥、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之

后，联合国大会于 1973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第 3154 C (XXVIII)号决议扩大了委员会的成员国

数量，增加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秘鲁、波兰和苏丹。通过 1986 年 12 月 3 日

第 41/62 B 号决议，联合国大会将委员会的成员国增至 21 个，并邀请中国成为成员国。 
 2 例如，《关于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目前正由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和泛美卫生组织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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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3. 委员会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五十八届会议。3 
Wolfgang Weiss（德国）、Carl-Magnus Larsson（澳大利亚）和 Mohamed A. 
Gomaa（埃及）分别担任会议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 
 

A. 2011 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事故 
 
4. 科学委员会就辐射水平和影响审议了 2011 年 3 月日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引

发的核电厂事故造成的影响。委员会向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声援，希望日本人

民迅速从这些破坏性自然事件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委员会还向评估辐射后果的

日本科学家转达了委员会可以向其努力提供支助的信息。委员会在评估意外泄

露引发辐射照射所需适当科学方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已发表多篇相关报告。

不久前委员会发表了述及目前关于辐射相关健康影响（包括低剂量和低剂量

率）科学知识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作为评估该事故所引发的辐射水平和影响的

基础。 

5. 在届会举行之时，紧急状况仍在持续中，因此根据目前的信息和事故造成

的可能影响所编写的委员会报告是不完全的。此外，已收集和将继续收集的大

量环境数据对评估剂量而言非常必要。分析事故相关数据的工作可能耗时数

月。委员会建议尽快开始汇集所有相关数据和信息。 

6. 委员会请秘书处继续与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涉及评估该事故对民众和环境造成的辐射相关后果的国

际活动进行积极协商、交流信息和计划、合作以及协调，以期确保在避免重复

的同时，以透明和连贯一致的方式开展活动。特别是，委员会请秘书处向开展

该事故相关活动的各国际组织转达如下信息：这些国际组织可借鉴委员会的成

功经验和委员会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所致辐射水平和影响的报告而从中受益。 

7. 委员会决定，一旦可获得充足信息即全面评估该事故所致辐射照射水平和

辐射风险。委员会请日本代表在委员会此类活动上担任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处的

协调员和联系点。委员会还要求秘书处请联合国相关会员国向联络点提供联系

信息，以传递相关信息。 

8. 委员会预期，2012 年 5 月第五十九届会议审议一份初步文件，2013 年的第

六十届会议审议一份更为完整的报告。在该事故数年后可能需要一份更为完整

确定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3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与会者也包括白俄罗斯、芬兰、巴基斯坦、大韩民国、西班牙、乌克

兰的观察员（根据大会第 65/96 号决议第 13 段）；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卫组织、世界

气象组织、原子能机构、欧洲委员会、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国际辐射单位和测量委员会的

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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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请秘书处审查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可用和潜在资源，并作出所有合

理努力获取这些资源，委员会决定继续审议该主题。 
 

B. 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关的活动 
 
10. 委员会注意到，2011 年 4 月 26 日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二十五周

年。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在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基辅举行的题为

“切尔诺贝利事故 25 周年：未来的安全”的国际科学会议上安排了一场专题介

绍，介绍委员会于 2008 年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辐射所致健康影响进行评估

的结果。委员会还注意到，联合国已安排提前出版 2008 年评估报告，这样该报

告可于该事故二十五周年之前提供。委员会请秘书处调查是否可能以俄文出版

该报告。 

11. 关于 2008 年即已批准的报告及其科学附件，4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载有题

为“事故中的辐射照射”、“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的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和

“电离辐射对非人类生物群的影响”的科学附件第二卷目前已经以电子形式和

印刷形式出版。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其 2010 年报告已在委员会批准九个月内

在届会期本周以六种语文出版。 
 

C. 马绍尔群岛辐射情况 
 
12.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 65/96 号决议第 14 段请秘书长考虑到认可的

专家并包括科学委员会的分析和以前就该主题发表的研究报告，利用现有资源

就马绍尔群岛境内原子辐射影响问题向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科学委员会回顾，其已对马绍尔群岛的辐射情况评估了数十年，一致商定向秘

书长提供其评估报告的摘要供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报告。 

13. 委员会认为，该决议第 14 段关于马绍尔群岛境内原子辐射影响的措辞不

当，因为其措辞似乎错误地针对秘书长而非委员会，而委员会对该事项拥有主

管权。委员会对这一明显错误表示关切，联合国大会应当正式予以纠正以免形

成先例。 
 

D. 目前工作方案 
 
14. 联合国大会第 65/96 号决议第 4 段鼓励科学委员会尽早提交与其目前工作方

案相关的报告，包括与评估电能生产发生的电离辐射水平、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影响和将健康影响归因于辐射照射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6 号》（A/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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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健康影响归因于电离辐射照射的能力；电离辐射照射致癌风险估值的 
 不确定性；选定的体内发射体对生物的影响 

 
15. 委员会审查了关于将健康影响归因于电离辐射照射的能力、电离辐射照射

致癌风险估值的不确定性和选定的体内发射体对生物的影响的实质性文件。委

员会认为这些文件已取得显著进展，预计将于下届会议最终审定关于归因能力

和不确定性的文件。 
 

2. 发电产生的辐射照射量 
 
16. 委员会还审查了关于评估发电产生的辐射照射的初步文件，以及放电对人

类辐射照射的评估方法。委员会注意到，对现有方法的审查工作已经完成，特

别是就与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关的更加大量的天然放射性材料而言需要更新的若

干因素也已鉴明。此外，委员会注意到，目前尚未以一种与传统能源可比的方

式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评估。委员会承认，对发电产生的辐射量进行评估需要数

据，建议大会似宜在其决议中专门提及该点。 
 
E. 未来工作方案 

 
17. 关于其未来工作方案，委员会决定(a)编写专门论述辐射对儿童的风险和影

响的报告，(b)评估与低剂量率环境辐射源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和(c)审查低剂量

作用机制的发展情况。 

18.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关于公共信息和收集、分析和传播辐射照射数据的改

进情况的进展报告。委员会认识到，由于日本的核事故，公共信息和数据收集

问题应享有更高的优先权。委员会建议大会(a)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内的组

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就不同辐射源的剂量、影响及风险提供进一步相关数

据，这可极大地帮助委员会未来编写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b)鼓励国际原

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与委员会秘书处开展协作，建立并协

调对公众、工作人员尤其是医学患者辐射照射数据的定期收集和交换安排。 
 
F. 行政事项 

 
19.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提请联合国秘书处继续简化委员会报告作为销售

出版物的出版流程，认识到在保持质量的同时，其出版物的及时性对于满足在

方案预算中核准的预期成就而言至关重要，并期望报告在批准当年出版。 

20.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增加的一个 P-4 级专业

员额已经填补。委员会期望，这将最终解决人们的担忧，即依赖委员会秘书处

中唯一一个专业级员额令委员会很难开展更多工作，并妨碍了已批准工作方案

的有效开展。 

21. 委员会认识到，为加快开展工作，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为接受和

管理自愿捐助而设立的普通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助以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将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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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帮助。由于需要保持委员会的工作强度和开展日本核事故导致的意外工作，

因此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鼓励会员国基于这些目的，考虑向普通信托基金

提供自愿捐助或实物捐助。 

22. 委员会商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五十九届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