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站燃料棒受損
地下水輻射升10倍
東京電力公司前日表示，正研究方法移走乏燃料棒永

久儲存。由於4號反應堆於海嘯來襲時已停止運作，所有
乏燃料棒已移離保護殼，這項工序尤其迫切。東電經理
松本(譯音)稱，乏燃料池池水驗出碘131、銫134和銫137，
顯示部分燃料棒「輕微受損」。原子能保安院周二在乏燃
料池上方錄得每小時84毫希輻射，遠高於正常水平的0.1
毫希。東電昨晚表示，核電廠地下水輻射量1周內急升10
倍。日本原子能保安院發言人西山英彥表示，由於福島
第1核電廠存在大量高輻射積水，完全轉移困難，如要繼
續恢復冷卻泵，可能要訂定新方案。

■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日本首相菅直人下台壓力正在增加，最大在野黨自民
黨黨魁谷垣禎一昨施壓，稱「首相是時候決定去留」，暗
示將在眾院提交針對內閣的不信任決議案，或在參院提

交針對首相的問責決議案。路透社形容是震後的「政治
停戰」結束。自民黨主流意見認為，若要兩黨聯合執
政，菅直人下台是先決條件。

擬建生態城安頓災民 研徵復興稅　
菅直人昨出席「復興構想會議」首次會議，要求6月底

前提出重建藍圖。他有意把災民遷往安全地區，新建環
保型「生態城」。工作組主席、防衛大學校長五百旗頭真
表示，將研究徵收復興稅，由全體國民承擔。

外相擬訪中韓解畫 觀光客減半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外相松本剛明考慮於5月首次出訪

中韓兩國，通報震後重建工作和核事故處理情況。日中
韓首腦會談將於下月21日在東京開幕。此前，如何就加
強防災和核能安全領域的合作制定具體方案也將成為課
題。日本政府觀光局昨天宣布，3月份訪日外籍觀光客人
數比去年同期減半，僅35萬多人，減幅創歷史新高，尤
其在311大地震發生後，外籍觀光客銳減7成以上。
日本出口產品安全續受關注。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符拉

迪沃斯托克港，海關人員10日前扣查近50架來自日本的
二手車，指它們輻射超出正常水平近6倍，部分帶有銫
127和鈾238。 ■共同社/美聯社/路透社

日本地方報章《岩手東海新聞》記者千葉東也，在岩手縣釜石市的釜石港附近遭遇3．11大地震海嘯，幸好
只受輕傷，奇蹟生還。大地震發生後，千葉往大渡川的河口採訪，這時他聽到附近避難者用擴音器呼喊「海嘯
要來啦，快跑」，隨後海嘯來襲，不到20秒，千葉便全身陷入海中(右上圖)。他心愛的相機被海嘯沖走，卻僥倖
保住了性命。 共同社

在日本大地震發生超過1個月，

國際社會對其的觀感正起㠥微妙變

化。起初，地震導致生靈塗炭，日

本人處變不驚、坦然面對，令國際

社會稱許。但地震引發福島核危機

遲遲未解，更見東京電力公司對事

態諸多隱瞞、日本當局監管不善，

無不使國際社會的同情逐步崩離。

日本當局事先未知會鄰國，便將

高輻射水向海裡傾倒，是失信於鄰

國的最錯一㠥，近年和日本交好的

韓國，抗議之聲尤烈，這是極為值

得日本注視的警號。正如加州大學

學者吉廉基格所言，日本對待二戰

遺留問題的態度，使它在亞洲各國

之間出現「信任赤字」，「排水」

事件勢必使日本的國際信譽帶來負

面影響。

從事態發展來看，福島核危機很

大程度是人禍：核電站海牆高度不

足、後備發電裝置不堪一擊，加上核電站多

次出現事故，監管當局仍然視若無睹，無不

是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有學者認為，是次

核事故出現，歐美的同情之聲最大，但一旦

核事故遲遲未解，勢將出現「同情疲勞」

（Compassion Fatigue）。

日本向來是形象包裝專家，精緻的刺身、

優美的櫻花、古雅的和服，合成一幅詩意盎

然的圖畫，但一場近25年來最嚴重的核事

故，也將官員的無能、東電的懈怠、監管的

兒戲暴露無遺，日本災後需重建的，除了是

一個個慘被海嘯蹂躪的城市，還有「日本」

這個品牌信譽。 ■張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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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停戰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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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和皇后（見圖）昨日前往
千葉縣旭市的安置點慰問避難災民，
下周還將前往茨城縣北茨城市，5月
底之前將依次前往岩手、宮城、福島
3縣。本月17日，日皇夫婦還將會見
訪日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日本《產
經新聞》報道，日美考慮設立「重建
基金」，由兩國企業注資，基金將於
希拉里訪日時落實。
日皇夫婦在安置點內席地跪坐，

一一問候災民身體是否健康。74歲
的小野芳子訴說自己患有唐氏綜合
症的36歲兒子小野正和被海嘯沖
走，之後獲救。皇后聽後點頭說：
「堅持下來真不容易。」小野正和仍
堅持去塑料泡沬廠上班，日皇夫婦
又笑㠥說：「真了不起。」

■共同社/美聯社

日記者失相機奇蹟保命

■菅直人出
席「復興構
想會議」，研
究 重 建 藍
圖。 路透社

■俄羅斯海
關扣查50架
來自日本的
二手車，驗
出輻射超標
近6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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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研設「副首都」

防東京震毀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東日本大地震令政府再度考

慮首都功能分散的問題。跨黨派「危機管理都市推

進議員聯盟」前日在國會內舉行首次會議，聯盟認

為，東京發生直下型地震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必須

考慮建設「副首都」，以備東京遭到毀滅性打擊

時，首都功能不致完全喪失。

英國科學雜誌《自
然》前日刊登文章，多位

參加過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
事故善後工作的專家指出，從破

損的原子爐內要除去放射性物質，
估計至少需要數十年，甚至100年的

時間。
文章引述獨立核顧問迪瓦恩稱，處理

輻射污水是首要工作。他曾花6年時間解除
三哩島的2號反應堆威脅，當年事故後地庫

遺下數千噸含有銫137的污水，美國團隊特別
建造抽水系統，經過可抗輻射的沸石過濾器，隔
離銫和其他放射性物質，最後將純水蒸發排出廠
外。清理反應堆是更大挑戰。核廠遍布瓦礫，輻射

水平高，令檢驗工序難以進行。三哩島事件後，工程

師等了3年，輻射水平才顯著下降，可放入攝錄鏡頭接
近反應堆核心，福島可能更遲。
反應堆的設計也造成障礙。由於福島第1核電站採用

沸水型原子爐，配管太多，結構複雜，且設有一個堅固
的不㢛鋼上蓋，需要重型吊臂才能移除，使得除塵工作
比三哩島複雜和嚴峻。迪瓦恩指出，要有效移除核燃
料，可能要在反應堆周圍建造一座或多座大樓，搭配吊
臂，這不是一、兩個月可完成的事。

為取信於人 料委派第三方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原子能委員會代理委員長鈴木達

治郎表示，聽到海外對日本處理核事故的負面評論，
「日本可能會徹底失去信任」，若要恢復國內外的信任，
應避免由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主導調查，因此考慮設立獨
立的第三方委員會，進行「具透明度且可接受國際社會

事後檢驗」的調查。
鈴木提出了幾套可行方案，包括(1)讓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參與獨立委員會調查；(2)設立由海外專家組成的
「專家會議」，負責對獨立委員會建言獻策；(3)讓「美國
科學院」等海外權威學術機構對調查結果進行驗證。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自然》

福島除塵需百年 日擬接受國際檢驗

美教授指地震預測「毫無效果」

■東電提供的照片，展示車輛運輸乏燃料棒。美聯社

現狀核實
日本政府每年都會發布國家地震
災害圖，但自1979年，造成10
人或以上死亡的地震，都是在政
府聲稱低風險的地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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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0年1月起的30年內，日本政府指會出現
強度約6級或以上地震的可能性（最高為7級）

2011年9.1級
東北大地震
（逾2.7萬人
死亡或失蹤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日本列島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增大，
也不排除誘發預測中的東京灣北部地震和靜岡縣近海的

東海大地震的爆發。據中央防災會議預測，如果東京灣北部發
生7.3級地震的話，將造成東京1.1萬人死亡，21萬人受傷。同
時會有85萬棟房子倒塌或燒毀，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12萬億日
圓(約10.5萬億港元)。

最快1個月內 東側8級餘震
由於東京集中政治和經濟核心機構，為免國家陷入癱瘓，聯

盟認為必須迅速考慮建設「副首都」，以分散首都的功能，確
保國家機關正常運轉，甚至考慮建設兩個以上能夠代替首都的
城市。聯盟根據用地面積、交通便利度、與東京距離等7個標
準對5個候選地進行評估，將於近期提出完整方案，遞交政府
和國會討論，年內啟動計劃。
據日本《讀賣新聞》昨日報道，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等

多個研究機構認為，3．11大地震後，由於日本海溝東側的海
洋板塊受到牽拉的力增強，在大地震震源地的東側，很可能發
生黎克特制8級餘震，最快1個月內就會出現，並且引發海嘯。

日專家根據 屬30年前理論
目前地震學界的共識是，精確的短臨地震預報現階段還無法

實現。東京大學美籍地震學教授蓋勒昨日在權威科學雜誌《自
然》刊文稱，日本政府應立即停止「毫無效果」的地震預測，
為「意料之外」的危險做好準備。
蓋勒說，「日本全國置身於地震的危險中，現有的地震科學

無法可靠評估特定地區的風險⋯⋯眼下正是坦白告訴國民地震
無法預測的最佳時機。」這篇論文可能影響日本的地震預報政
策。
蓋勒指出，日本地震學家根據「特徵地震」和「地震間隙」

這兩項六、七十年代未經證實的理論，過分㠥眼於日本東海、
東南海和南海面臨黎克特制8級以上地震的風險，誤導公眾。
1979年以後日本國內造成10人以上遇難的地震，都發生在地震
概率較低地區。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產經新聞》/美聯社/路透社

磐城市距離位於福島第一核電站約50公里，曾是
著名的溫泉鄉，核事故後由於傳言受到輻射污染，
變成人跡罕至，遊客裹足。當地一個溫泉度假村的
一群「草裙舞女郎」堅持為災區打氣，前往東京宣
傳，誓要重振昔日光采。 ■法新社

福島核危機惡化，當局周一宣布擴大疏散範圍，位於福島核
一40公里外的飯館村亦在疏散範圍。該村一名102歲的男人瑞
自殺身亡，當地官員表示，老人生前曾與家人商討疏散計劃，
懷疑他對要撤離家園感到絕望，決心走向不歸路。■綜合報道

日102歲人瑞拒疏散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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