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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禁核试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无论在地球表
面、在大气中、在水下还是在地下进行核爆炸。

《禁核试条约》为何很重要？
它使各国很难首次发展核弹，或对于已经拥有核弹的国家来说，难以使核弹更具威
力。它还防止核爆炸的放射性物质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巨大破坏。

1945年至1996年期间进行了2000多次核爆炸
从1945年至《禁核试条约》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的1996年期间，下列国家进行了2000
多次核试验：美国（1000多次）、苏联（700多次）、法国（200多次）、联合王国和
中国（各45次）。自1996年以来，有三个国家打破事实上的暂停状态，进行了核武器
试验：印度和巴基斯坦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在
2006年至2017年期间进行了6次核试验。

《条约》是几乎普遍加入的条约，但目前尚未成为法律
冷战期间各国就谈判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作了许多尝试，但直至1990年代，《条约》
才成为一个现实。1994年开始在日内瓦就《禁核试条约》进行谈判，1996年9月24日《 
条约》开放供签署。

有186个国家签署了《条约》，其中174个国家已经正式批准了《条约》（截至2022年8
月），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法国、俄罗斯联邦和联合王国。但必须在拥有核技术的
44个特定国家签署并批准《禁核试条约》之后，《条约》方能生效。其中，以下八个
国家仍未作出签署并批准：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和美
国。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尚未签署《禁核试条约》。印度尼西亚于2012年6月成为最
近的一个批准《条约》的核技术拥有国。

总部设在维也纳
由于《条约》尚未生效，本组织称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条约组织）筹
备委员会。它成立于1996年，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270多名工作人员，总部设在维也
纳。其领导人是执行秘书：来自澳大利亚的罗伯特·弗洛伊德。禁核试条约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促进《条约》生效和建立核查制度，以使其在《条约》生效后能够运作。年度
预算大约是1.3亿美元。

建立核查制度以确保没有任何核爆炸不被发现
《条约》具有独特而全面的核查制度以确保没有任何核爆炸不被发现。这一制度由以
下三大支柱组成：

国际监测系统，该系统在完成后将包括世界各地的337个设施以监测地球的核爆炸
迹象。目前已有300多个设施——约占总数的90%——在正常运行。

国际监测系统使用以下四种最先进的技术（数字反映的是最终配置）：

地震监测技术：50个基本地震台站和120个辅助地震台站监测地球内部的冲击
波。每年成千上万的冲击波绝大多数是由地震引起的。但也探测到了人为的
爆炸，如地雷爆炸或朝鲜在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
进行的核试验。

水声监测技术：11个水听器台站“监听”海洋中的声波。爆炸产生的声波能在水下
传输得极远。

次声监测技术：地球表面的60个台站能够检测大爆炸释放的超低频声波（人耳听
不到）。

禁核试条约：终止核爆炸



1. 核查制度准备就绪。

5. 禁核试条约组织将原始数据及其分析结果分发给《禁核试条约》成员国。

4. ……和地面上的安全数据连接将信号传输给维也纳的禁核试条约组织。

2. 一次爆炸引发了冲击波，冲击波被数个台站监测到……

3. ……这些台站立即通过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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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80个台站测量大气中的放射
性粒子；其中40个台站还采集惰性气体。只有
这些测量能够明确表明其他方法检测的爆炸实
际上是不是核爆炸。它们由16个放射性核素实
验室提供支持。

设在维也纳禁核试条约组织总部的国际数据中心，该中
心接收发自全球监测台站的数据。数据经处理后以
原始形式和分析的形式分发给禁核试条约组织成员
国。当朝鲜于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
和2017年进行核试验时，成员国在两小时内收到了
关于试验的地点、当量、时间和深度的信息。

如果发自国际监测系统的数据表明在某个地区发生了核
试验，可以派视察员对疑似发生核试验的地区进行
现场视察。视察员将在可疑地点当场收集证据。
此种视察只有在《禁核试条约》生效后经成员国
提出请求和核准才能进行。2008年9月在哈萨克斯
坦、2014年11月在约旦进行了大规模现场视察演
练。

民事应用和科学应用：从海啸预警到气候变化
各台站收集的巨量数据也可用于探测核爆炸以外的其他

目的。这些数据能够向海啸预警中心提供关于 海
底地震的近乎实时的信息，帮助更早向人们发出警
报，或许能挽救生命。在2011年福岛电站事故期
间，网络中的放射性核素台站在全球范围追踪了
放射性物质散布情况。这些数据还可以支持科学研
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海洋、火山、气候变化和
许多其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