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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7 日至 1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讲习班 
 
由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主席提交的文件** 

 

 摘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问题委员会 2009 年 4 月第二十五

次会议商定了《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本文件介绍了在外层空间使

用核动力源问题讲习班的情况，该讲习班系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2010 年 2 月

第四十七届会议所核准的系列讲习班的首期讲习班。这些讲习班是工作组新的五

年期工作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目的是落实并充实安全框架。本文件介绍了安全

框架的发展情况，扼要列出了新的工作计划的目的和战略。它说明了该首期讲习

班的预期成果并扼要列出了将予适用的行政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 

 * A/AC.105/C.1/L.306。 
 ** 本文件以 A/AC.105/C.1/2011/CRP.4 号会议室文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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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框架发展情况 
 
1.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对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使用

问题已经进行过十多年的讨论。与地面应用相比，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具有

独特的安全考虑。与许多地面核应用不同，空间应用的使用频率一般不高，并

且其要求也可能根据具体飞行任务而有很大差别。飞行任务的启动及其在外层

空间的运行要求对体积、质量和其他空间环境都有一定的限制，而这些对许多

地面核设施来说是不存在的。就某些应用而言，空间核动力源必须在远离地球

的恶劣环境中自主运行。因发射失败和意外再入大气层导致的潜在事故状况，

可能使用核动力源暴露在极端的物理条件下。空间核动力源使用方面的这些考

虑及其他独特的安全考虑，与地面核系统大不相同，在地面核应用安全指南中

也未加以述及。 

2. 在 2003 至 2006 年期间，工作组审查了由国家和区域空间机构所提供的有

关国家空间核动力源方案的内容及所有计划中或目前尚可预料的应用方面的内

容。它还对可能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有关的现行国际安全原则和标准进行了详

细的审查。2006 年，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联合举办了一次技术

讲习班，该讲习班对使用空间核动力源运用问题所特有的安全问题展开了讨

论，并且讨论了有可能建立的空间核动力源安全框架的范围、属性及其目标。

在成功举办这期讲习班之后，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同意在工作组与原子能机

构之间携手合作，共同拟订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 

3. 这一合作经由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联合专家组

予以实现，该专家组在 2007-2009 年期间内自始至终开展工作。联合专家组提前

一年完成了其工作，其工作成果是，小组委员会在其 2009 年 2 月第四十六届会

议上通过了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根据已经商定的工作安排，原子

能机构安全标准问题委员会 2009 年 4 月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赞同该安全框

架。（安全框架已经作为联合国文件（A/AC.105/934）予以提供并由原子能机构

秘书处作为小组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的一份联合出版物予以提供）。 
 

二. 安全框架的目的 
 
4. 安全框架的目的是，以示范安全框架的形式提供高级别指导。该框架为制

定国家和国际政府间安全框架奠定了基础，同时又允许针对空间核动力源的具

体应用和组织结构而对这类框架加以灵活调整。这类国家和国际政府间框架应

当纳入各种技术和程序设计元素，以便降低使用空间核动力源所产生的风险。

这类框架的落实不仅应当向世人保证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发射和使用都将安全

进行，而且还应当推动在使用核动力源开展空间飞行任务方面展开双边和多边

合作。本文提供的指导反映了在确保安全所需措施方面所形成的国际共识，它

将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空间核动力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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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框架后续情况 
 
5. 该工作组在和平利用外层空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于 2009 年 6 月举行

了一次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以便讨论为落实和充实安全框架而可能开展的各

项活动。这次会议决定，将建议拟订 2010-2015 年期间潜在的新的工作计划。工

作组就此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小组委员会于 2010 年 2 月对此加以核准。

该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为举行系列讲习班，本期讲习班即为首期讲习班，计划

在 2012 和 2013 年举行更多的讲习班。该系列讲习班意在协助工作组实现工作

计划的各项目的，其内容为： 

 (a) 推动并协助落实安全框架，介绍会员国和国际政府间组织所面临的相

关挑战，特别是那些考虑参与或开始参与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工作的国家和

国际政府间组织所面临的挑战； 

 (b) 列出工作组所可能开展的其他工作的技术专题、并确定其目标、范围

和属性，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在开展和使用空间核动力源应用方面的安全。其他

任何这类工作都需要得到小组委员会的核准，在开展这类工作时需要适当顾及

相关的原则和条约。 

 工作计划的战略内容如下： 

 (a) 将邀请成员国及在设计、开发和使用空间核动力源应用方面具有经验

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介绍其落实安全框架的情况； 

 (b) 将邀请成员国和考虑参与或开展参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工作的国际政

府间组织概要说明其计划、迄今取得的进展以及在落实安全框架或其具体要点

上面临或预计面临的任何挑战； 

 (c) 将邀请成员国和具有相关经验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介绍专门针对这些落

实问题以及由考虑参与或开始参加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工作的成员国所确定的挑

战（例如最佳做法）； 

 (d) 在对已交换信息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工作组将确定所可开展的其他工

作的任何技术专题并草拟其目标、范围和属性，以及进一步加强空间核动力源

应用的安全开发和使用工作。 
 

五. 讲习班的预期成果 
 
6. 鉴于本期讲习班系有可能举办的三期系列讲习班的首期讲习班，因而它对

确立一个严格、开放和包容的工作方法以确保整个系列讲习班的成功意义极为

重大。本期讲习班的目的是，借助于从工作组挑选的一组人数不多的专家，激

发大家在专题介绍结束时进行提问和讨论，但同时也期望其他参与者提问以供

澄清或讨论。 

7. 预计专题介绍将： 

 (a) 促成就安全框架落实问题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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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帮助确定在落实安全框架方面所遇到的任何挑战； 

 (c) 为在 2012 和 2013 年有可能举办的其他两期讲习班奠定牢固的基础； 

 (d) 就为推动并协助落实安全框架而在今后可能开展的任何工作向工作组

提供信息以协助其进行相关的审议。 
 

六. 行政安排 
 
8. 为本次首期讲习班分配的时间限定于两小时，期间将提供所有口译服务。

这就意味着，希望专题介绍人将严格遵守分配给他们的时间。在每次专题介绍

之后，将拨出 5 分钟的时间对提问加以澄清，较为实质性的提问将留待一般性

讨论结束后进行，届时所有专题介绍均已完成。该一般性讨论将由工作组成员

中的少数几个成员启动，目的是激发大家展开广泛的互动。 

9. 在讲习班之后，工作组将编拟讲习班讨论摘要，该摘要将提供给与会者并

列入给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