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2246679

10位ISBN编号：750224667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王建国、牛胜利、张殿辉、 等 原子能出版社  (2010-01出版)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

前言

美国和苏联在1958-1962年间进行过19次高空核爆炸试验，当时曾经引起重视，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
系列文章，提供了许多数据资料，探讨了高空核爆炸的空间环境效应。但是，由于当时技术发展水平
、人们认识水平以及高空核试验条件所带来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高空核爆炸的认识尚存在着大量问
题，也未取得满意的规律性的见解。此后，高空核爆炸研究的公开报道较少。但是为评估高空核拦截
对导弹的破坏效应，需要掌握高空核爆炸对近区目标的各种效应；为评估核战争时先遣弹高空核爆炸
对地面设施和空间卫星的破坏效应，需要掌握高空核爆炸的远区及长期效应。近些年，围绕这些需求
，国内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又积累了较丰富的成果，但有关成果较为分散，查阅和使用极不方便，未
见系统的、技术性强的专著，因此很有必要出版《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1986年，西北核技术
研究所乔登江等人曾在《抗核加固》杂志上出版了“高空核爆炸”专刊，本手册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许多新的内容，更加全面、完整。手册对高空核爆炸产生的X射线、7射线、中子、电磁脉冲以及核爆
炸对电离层、辐射带的效应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既有对基本理论的描述，又包括必要的参数数据。
虽然当年高空核爆炸时并没有获得详细的实测数据，本手册中许多曲线数据是经过理论推算得到的，
但仍可作为从事核效应加固研究工作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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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是一部系统阐述高空核爆炸现象和环境效应的工具书，内容主要包括高
空核爆炸瞬发（中子、y射线、X射线和电磁脉冲等）和长期性核环境（火球、碎片云、人工辐射带、
电离层等）特点、规律、环境参数及毁伤效应等。《高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内容完整、充实，反
映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高空核爆炸效应方面的技术性专著。《高
空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共分11章，既有对基本理论的描述，又包括必要的环境和效应参数数据，可
作为教材和工具书，供核效应和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的单位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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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导弹防御（MD）和突防技术。美国已从发展战区导弹防御（TMI）和国家导弹防御（NMD）
技术转化为统一的导弹防御技术。由多种复杂装备系统构建导弹防御技术是企图构筑一个反导的天网
，以防止任何导弹的袭击。可以采用动能或激光武器系统摧毁来袭弹头的战斗部。尽管导弹防御技术
在快速发展中，控制、感知、识别等技术都可能有很大进展，但要想达到HAND所具有的大范围、多
因素毁伤能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有新盾就会有新矛。多弹头、多诱饵、隐身、变轨、释放干扰等
针对导弹防御系统的突防技术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核武器技术。全世界禁核试条约虽然已经签
订，但是核武器技术仍在不断发展中。在2006年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有文章声称，冷战时期的
核威胁平衡已不复存在，美国已具有全面摧毁俄、中等核国家的能力。为了跨过核门槛，需要发展可
使用的核武器；为了长期保存，需要发展可替换的核武器。由此可见，核大国仍然把继续发展核武器
技术作为国家重要安全保证的手段。核不扩散条约的制约能力是有限的，已有若干国家掌握并发展了
核武器技术。美国已有文献表示出对已有核武器国家在自己国土上空进行一次高空核爆炸以达到破坏
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的目的，使其首脑指挥系统失控的担心。这虽是一种猜想，但也说明了人们
对HAND毁伤作用的关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曾希望利用大威力（RNT当量为百万吨级
）HAND来作为反导手段，以大规模进攻前的前驱爆炸作为战略手段。但它的可行性受到质疑，主要
疑点在于：反导会对本土地面造成一定的破坏、损伤，甚至是灾难性的；全球诸多持续空间天气和地
球环境效应会对全世界（包括本国）带来影响，因而既不能被本国居民所接受又不能被全世界所接受
。因此，利用大威力的HAND作为作战手段遇到了障碍。尽管这类大威力HAND达到以核反核的可能
性在减小，但已有的装备并未拆除，所以，HAND作为作战手段还不能排除。随着小威力（RNT当量
为5000吨以下）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核武器逐渐向可使用化方向发展。一旦跨过核门槛，核武器不仅
可用来反恐、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同样可以用作反导、反
卫系统中的空间武器。虽然这还是设想，但实现这个设想的技术路程并不长。从抗辐射加固技术发展
的角度上看，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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