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者：日前召開的「國家核事故

應急協調委員會五屆二次全體（擴大）

會議」上，新一版的核應急預案得以

初審通過，能否介紹這一預案出台的

背景？

姚 斌：核應急預案，是國家級針對
核應急工作的頂層文件，也是強制性文
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們希望最好
一百年、二百年也用不上，但必須對核
事故應急作出非常詳盡的計劃。
現行核應急預案在2005年頒布，距今

已經7年。在此期間，中國核能事業出現
很多變化。一是核電廠大幅增加：目前

已有15台核電機組，在建中的有20多
台，預計今後十幾年，將達到30、40
台。二是汶川大地震和日本福島核事
故，留下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三是
國家法律法規建設取得新進步，核應急
預案的上位法有所修改。國家對應急工
作提出新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也提出
更多要求。綜合這些因素，核應急預案
部分已不再適用，所以要進行修訂。
記　者：能否介紹一下新的核應急預

案，有哪些變化？

姚 斌：首先，將核應急的工作範疇，
由上一版主要解決核電廠應急，變為解

決所有核設施的應急。只要是核設施出
現場外應急的問題，都要統管。比如原
子能研究院的核反應堆，原來只是參照
核應急預案處理，新版預案則要求必須
嚴格按照預案處理。
第二，預案明確將核應急協調委成員

單位由18個增加至24個，商務部、質檢
總局、農業部、國台辦、能源局、地震
局是新增部門。
第三，預案突出核應急響應的環節，

且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舉例說明，比
如現在已出現需要進行場外應急的核事
故，事故級別達到需要國家出面。新版

預案明確規定，事故核設施單位如何和
省區市核應急辦接口，省區市核應急協
調委何時啟動，何時省委、省政府主要
領導必須坐鎮指揮。在國家層面，預案
明確國務院領導在什麼情況下要進駐核
應急辦坐鎮指揮。預案對各個級別事故
的應急，都有 非常明確、細化的規
定。
記　者：核應急工作「十二五」規劃

已原則通過，能否介紹未來五年的工作

重點？

姚 斌：福島核事故發生後，原訂於
2011年出台的涉核「十二五」規劃全部
推遲，進行重新研究和制定。核應急
「十二五」規劃則主要包括完善法規標準
體系、推進基礎建設、開展科技研發、

加強培訓演練等幾個方面。
未來五年的核應急工作有以下幾個重

點：在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上，要積
極推動有關條例的出台。法規目前僅有
1993年出台的核電廠應急條例，迄今已
有19年，已不能完全適應核事業的發
展。同時，將深化核應急法等方面的研
究。在核應急的國家能力建設方面，要
堅持積極兼容，避免重複建設，關鍵抓
好統籌、協調、管控，將現有資源納入
國家核應急體系。
同時，要大力推動核應急科研，日本

經過福島核事故後加強了這一方面的研
究。例如，對核設施的廢爐計劃，如何
取出反應堆內的燃料棒、如何處理燃料
棒融化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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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特大核事故迄今已發生

逾一年。與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國，一直在

反思福島事故。加強核安全、提高核應急水

平，成為核安全領域乃至整個核事業中最令

人關注的焦點。國防科工局核應急安全司司

長、國家核應急辦公室副主任姚斌（小圖）日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首度披露中國政府

對核應急工作的部署，以及未來中國核應急

發展規劃，「我對核應急工作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

去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電站發
生特大事故，巨大的核恐慌從位

於日本東北部的福島縣「輻射」至中
國。國家核應急協調委隨後第一時間啟
動國家核應急協調機制，重點完成信息
收集、分析研判、信息發佈、輻射監
測、應急保障等八方面的工作，在消除
公眾疑慮、維護社會穩定、爭取外交主
動、履行國際義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全程參與上述工作的姚斌向本報表

示，福島核事故發生後，中國政府對此
高度重視，主要進行三方面工作。首
先，對核設施進行安全大檢查；其次，
重新研究論證核電的發展計劃；再次，
總結福島事故的重要教訓，加強政府監
管，並出台應對措施。

將整合分散力量 建資源庫
作為加強政府監管的重要舉措之一，

經中央政府批准國家核應急協調委牽頭
單位國防科工局專門設立核應急與核安
全監管司。同時，增加核安全技術審評
監督中心、核應急響應技術支持中心編
制，並新設立國家核安保中心。
作為核應急安全司首任司長，姚斌同

時兼任國家核應急辦公室副主任。對於
他的工作，姚斌概括為兩句話：「平

時，不能出事；
急時，能應對住
事」。上半部分
是解決核設施安
全監管問題，下半
部分是發生核事故
如何應對問題。目標
是保證核設施安全，
達到中央提出的「固若金
湯、萬無一失、長治久安」。
經過汶川地震和福島核事故後，中國

核應急工作逐漸呈現出體系化、規範
化、專業化發展的趨勢。在日前召開的
「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五屆二次
全體（擴大）會議」上，官方明確要進
一步加強核應急的戰略謀劃和頂層設
計，將統籌做好核應急管理，把實現核
應急工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擺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在姚斌看來，統籌及整合中國核應急

力量，是未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雖然
目前中國國力增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
日趨完善，但核應急涉及醫療、搶險、
環境等多個方面，而這些力量分散在各
個部門和省區市。未來將針對核應急力
量進行細緻調研，掌握各方面專長，建
立核應急數據資源庫。同時，要按照
「積極兼容」的原則，抓綱舉目，從體
系化角度，凝聚起分散的核應急力量。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福島核事故都有
應急隊伍，他們冒 生命危險深入反應
堆內部搶險。核電廠密集的法國，新近
亦成立一支100人的應急搶險隊伍，要
求在事故發生後24小時內抵達現場，並
明確將對出事反應堆進行應急作業。姚
斌指出，中國會加強這樣的力量儲備。
他表示，在中國每個核設施運營單

位，都有一支「在應急情況下能衝上去
的隊伍」。這樣肩負重要使命的隊伍，
熟悉當地反應堆情況，可及時處置斷
電、加水等應急工作。不僅如此，中國
軍方也有核輻射生化分隊，可在必要時
進行核應急救援。

每個核設施都有應急隊伍
福島核事故由地震引發海嘯所致。雖

然有 天災很難預判的客觀背景，但日
本政府在核搶險方面的猶豫不決和遲
緩，亦遭到多國輿論批評。2008年的中
國發生了汶川大地震，相比之下中國政
府在當時的危機中，果斷決策、沉 應
對，避免涉核事故的發生，得到業界高
度肯定。姚斌指出，這實際上反應出中
國應急能力值得信賴，「希望公眾知
道，一旦出現核事故，中國具有應對核
事故的堅強能力」。

唇齒相依 港人無須「恐核」
針對大亞灣核電站，姚斌表示，從核應急工作

的科學規律特點來說，就算發生核洩漏等事故，
依照核電站距香港的距離仍不會發生太大問題，

主要是會引發民眾的恐慌。他強調，中央政
府了解港人對核的敏感心理，港
人亦應相信中央有辦法解決問
題。

姚斌表示，大亞灣核電廠長
期為香港供電。可以說，大亞
灣核電站運行與否，都跟香港

有緊密直接聯繫。如果核電站不運行，就會影響
香港民眾用電和生活；如果核電站出現問題，則
會引起香港社會的恐慌，大亞灣與香港是唇齒相
依的關係。
姚斌透露，針對涉港核應急問題，國家核應急

辦公室曾與香港保安局進行對接，並應邀派員評
估有關安全演習。雙方針對核應急問題進行討論
和研究，香港方面也表示願意與國家核應急協調
委進行研討交流。港人應相信國家處理核應急的
水平，對此無須恐慌。

中國核應急體系，在外界看來
十分神秘。事實上，這個建立於
上世紀90年代的體系，發展至今
已十分專業和規範。姚斌向本報
披露了中國核應急體系的構成，
主要分為組織體系、專家體系、
預案體系三個方面。
核應急指揮組織體系。第一級

是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及
其辦公室，由24個部委組成的。
第二級是省區市核事故應急委員
會及其辦公室。第三級是核設施
營運單位核事故應急部門。由於
核設施運營單位基本屬於央企，
所以其上級主管單位也需要負起
責任，比如大亞灣核電站的上級
部門中廣核集團，田灣核電站的
上級部門中核集團等。
核應急專家體系。第一級是國

家核應急協調委專家委員會，目
前委員會共有涉及13個專業的專
家，其中包括4名院士。第二級
是省區市核應急協調委的專家
組。第三級是核設施運營單位的
專家團隊。這些專家是中國核應
急工作的智囊團，平時主要從事
研究和培訓等工作，應急時則要
出謀劃策。
核應急預案體系。這是以國家

核應急預案為總綱，國家級、省
區市、核設施運營單位及上級部
門聯合組成的立體式預案體系。
此外，參與核應急協調委的24個
部委，都要有配套預案。例如，
如果出現較大級別的事故，民政
部要負責人員撤離，同時保證撤
離人員的物資，交通、鐵路也要
跟上，每個部門均有協同方案。
關鍵在於建立救援體系
姚斌表示，上述三個體系類似

於「沙盤推演」，若真正發生事
故，關鍵還是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就需要建立
一個救援體系。核應急包括環境救援、醫學救
援、氣象救援、工程搶險救援等多個方面，這
些力量分佈在各個部委和省區市，統一協調調
動這些力量將成為未來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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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應急預案 新版通過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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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事故演練中，衛

生應急隊成員從醫療救

護區緊急出發，準備搶

救「傷員」。 資料圖片

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急
部
署

應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中國強化

■演習中的衛生應急隊

員對「受輻射污染人員」

採集生物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