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测地球核爆炸情况

《全面禁核试条约》核查机制



在约旦死海地区举办了全面禁核试条约
组织的现场视察培训班

文件地图上的边界和材料编列方式并不意味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全面禁核试条约组
织）筹备委员会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
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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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个基本地震台站

120 个辅助地震台站

80 个放射性核素台站

16 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

11 个水声台站

60 个次声台站

337 个设施

基本地震台阵 (PS)

基本地震三分向台站 (PS)

辅助地震台阵 (AS)

辅助地震三分向台站 (AS)

次声台站 (IS)

水声（水听器）台站 (HA)

水声（T相）台站 (HA)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国际数据中心，维也纳

放射性核素台站 (RN)

拥有惰性气体监测能力的放
射性核素台站 (RN-NG)

放射性核素实验室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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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投影图，精准再现了南极洲的面积和该地区各台站
所处位置。

“禁止核试验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一个
基本要素。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谈判，
《全面禁核试条约》创设了一个几乎得到
普遍采纳的反对核武器试验的规范。”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给全面禁核试条约第十四条会议的致辞	
	 	 [由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宣读]

300 多个台站利用四种监测技术监测地球核爆炸情况。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核试
条约》）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其独特的
核查机制旨在探测在地球上任何地方——
海洋、地下和大气层发生的核爆炸。	

国际监测系统一旦建成将由全球89个国家
337个设施（321个监测台站和16个放射性
核素实验室）组成。国际监测系统正接近完
成，其90%以上的设施已经投入运行。

监测台站生成数据，数据传送至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组织（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维也
纳总部国际数据中心。数据和分析结果与成
员国共享。

国际监测系统监视发生核爆炸的迹象

国际监测系统的设施对地球进行不间断监
测，以查找发生核爆炸的任何迹象。该系统
利用了现有最现代技术，并使用四种互为补
充的核查方法。地震、水声和次声台站分别
监测地下、海洋和大气的情况。放射性核素
台站检测大气层或水下发生的核爆炸所产生
的放射性碎片或地下爆炸产生的惰性气体。
虽然后一种技术可能是最耗时的，但它构成
了判断爆炸是否系核爆炸的确凿证据。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现场
视察区域培训班，学员来自33个非洲国家

日期 震级
当时建立的国际监测
系统台站数量

检测到事件的国
际监测

系统台站数量

2006年10月9日 4.1级 180个 22个

2009年5月25日 4.5级 252个 61个

2013年2月12日 4.9级 286个	(85%) 96个

2016年1月6日 4.8级 301个	(89%) 102个

2016年9月9日 5.1级 301个(90%) 108个

2017年9月3日 6.1级 304个(90%) 134个

检测朝鲜的核试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
鲜）2006年、2009年、2013
年、2016年（共计两次，分别在1月
和9月）以及2017年宣布进行了核试
验。对于所有这六次核试验，全面禁
核试条约组织的监测台站均以可靠精
准的方式检测到该事件。在两小时内
（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在朝鲜
宣布进行了核试验之前），成员国即
已收到第一份数据自动分析报告，其
中载有关于事件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的初步信息。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
克进行综合现场视察演练(测量地球磁场)



水声台站HA03，智利胡安-费尔南
德斯岛

基本地震台站PS21，伊朗，德黑兰

验证技术

国际监测系统

4
地震
地震技术被用来监测核爆炸在地面上产
生的冲击波。地震监测网络由50个基本
台站和120个辅助台站组成，基本台站
向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总部实时发送其
数据，辅助台站应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
总部的要求提供其数据。经由地震数据
可以确定地震事件的位置，并区分地下
核爆炸和诸如每年全球发生的数千次地
震或矿井爆炸之类其他地震事件。

水声
水声监测网络扫描海洋寻找核爆炸发出
的声波。由于声波在水下传播非常有
效，11个台站足以监测所有各大海洋。
这些台站的数据被用来区分水下爆炸和
诸如海底火山爆发和地震之类其他现
象，后者也可向海洋传播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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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台站RN49，挪威，斯匹次卑
尔根

国际监测系统

次声
由60个台站组成的次声监测网络使用
微型气压计（声压传感器）检测大气中
由自然事件和人为事件产生的甚低频声
波。位于维也纳的国际数据中心经由这
些数据能够确定大气爆炸的位置，并将
其与陨石、火山爆发等自然现象以及空
间碎片重返大气层、火箭发射和超音速
飞机等气象事件或人为现象区分开来。

放射性核素
放射性核素监测网络由80个台站组成，
这些台站使用空气采样器检测大气核爆
炸释放的放射性粒子和浅层地下或水
下爆炸释放的放射性粒子。这些台站中
有半数还具有检测放射性氙的能力，放
射性氙是一种惰性气体，它是核爆炸的
副产品，在发生地下爆炸后能够进入大
气层。藉由某些放射性核素粒子和惰性
气体的存在及其相对丰度可以确定排放
源，即究竟源于民事应用还是源于核试
验爆炸。因此，通过放射性核素技术可
以最终明确确定是否发生了核爆炸。该
网络的16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对可能由
核爆炸产生的含有放射性核素材料的放
射性粒子样本进行彻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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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是现代世

界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国际监测系统接

近完成；该系统强大有力并且富有成效，

提供了从海啸预警到追踪放射性和核反应

堆事故等所有各方面的重大科学数据。”

	 	 罗伯特·弗洛伊德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执行秘书

次声阵列IS55，美国，南极洲，温德莱
斯湾



国际数据中心旨在收集、处理、分析和报
告从国际监测系统的设施接收的数据。这
些数据被分发给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成员
国评估，以确定是否发生了核爆炸。

向维也纳总部传送信号

一旦一个或多个台站检测到可能发生核爆炸
的信号，它们就会向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维
也纳总部传送关于全面禁核试条约专家所称
的“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的数据。数据
经由全球通信基础设施使用诸如卫星和地面
安全数据链接等现代通信技术传输。2018
年对整个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系统进行了更
新，并将其转移至新的服务提供商的网络。
该系统每天传送30千兆字节的数据。从某
台站接收到可能发生的试验的信号到数据抵
达维也纳国际数据中心最多只需要5秒钟。
此外，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所有组件都符合
99.5%数据可用性的高标准。	

处理和分析数据并将其传送给成员国

在维也纳，由计算机程序处理和分析输入数
据，以提供诸如位置和性质等关于检测到事
件的重要信息。专家审查分析结果以确保有
尽可能高的质量。确定事件位置和性质的准
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探测到信号的台站
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如果放射性粒子或惰性气体已经被某个放射
性核素台站探测到，则可通过一种称为“大
气传输模型”的方法来确定其起源区域。然
后把起源区域与使用其他核查技术所得结果
进行交叉核对。与世界气象组织签订的一项
合作协议提供了从世界各大中心获取大气传
输模型计算数据的途径，从而大大增强了全
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在该领域的能力。	

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给各国提供了例如事件
位置和性质等信息,	以便其在检测到事件后
对最紧迫问题做出答复。因此，将把原始数
据和分析产品放在安全门户网站上以供各国
进行最后评估。	

国际数据中心：
提供成员国需要
的信息



应成员国请求启动现场视察

一旦《全面禁核试条约》生效，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组织将能够应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
请求进行现场视察。如有可能，在现场视察
之前应首先进行协商和澄清，成员国应先经
由协商和澄清努力在彼此之间或通过本组织
澄清和解决有可能违反《条约》的问题。

一旦现场视察获得批准，本组织将在发出通
知后数天内启动视察，因为诸如地震余震或
某些放射性粒子等发生核爆炸的证据会很快
消失。可视察的面积限于1,000平方公里。
视察员协同使用许多不同的视察技术进行视
察。这些手段包括从直升机上进行目视观察
到不同种类的地震测量或通过环境采样检测
放射性粒子或惰性气体。

在任何视察期间现场视察制度都面临一个关
键挑战。它需要在检测核试验迹象的能力与

现场视察:
最后的核查措
施

左侧: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在奥地利布鲁克诺伊多夫
进行现场视察演练(建立行动基地)

右侧: 在约旦死海地区附近进行综合现场视察演练

保护受视察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取得
谨慎的平衡。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进行了两
次全面模拟现场视察：2008年在哈萨克斯坦
的综合实地演练(08年综合实地演练)和2014
年在约旦的综合实地演练(14年综合实地演
练)。在这些演练期间，视察队对明确界定的
视察区进行了细致的搜索，以确定是否进行
了核爆炸。08年综合实地演练和14年综合实
地演练都是为了应对一个在技术上既现实又
刺激但却是虚构的场景，而且证明了现场视
察对有可能违反《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各方
来说都是一个有力可靠的威慑。

成员国决定是否存在可能违反禁试的情况

《全面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是一个独特的
全球警报系统，它拥有一套监测地球上发生
的任何核爆炸的令人瞩目的先进工具。成员
国有权查阅经由该系统的观察所产生的所有
原始数据和分析产品。他们还享有一项特
权，即根据核查制度提供的信息对可疑事件
得出最终结论。
如果数据和数据分析表明可能违反了《全面
禁核试条约》，成员国可以采取确保遵守《
条约》的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提请联合国予
以注意。



监测数据:	
科学的宝藏

《全面禁核试条约》的数据有许多
潜在的民用和科学应用。这些应用
十分广泛，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地
核研究、监测地震、海啸和火山、
流星研究、气候变化研究即是其中
的几例。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已经在向印度
洋和太平洋的海啸预警中心提供实
时监测数据，帮助它们比其他系统
快几分钟发布海啸预警。

成员国能够接收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监测台站的数据，这能有助于各国
发布更快更准确的海啸警报，从而能帮助拯救生命。

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的数据能够用于有益于环境的多种
应用，包括关于气候变化、鲸鱼生物学和冰山形成的
研究。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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