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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这可不是突发奇想

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2日爆料，一名特朗
普政府高级官员和两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美
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在5月15日举行的
一次会议上讨论了重启核试验的问题。

美国《军队时报》网站5月26日报道，美国国
防部负责核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沃尔特表
示，如果总统特朗普提出要求，他们可以在“几
个月内”安排一次实弹核试验。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一份
文件显示，根据一项可追溯至1993年的总统指令，
该机构被要求维持可在24至36个月内进行核试验
的能力。而沃尔特表示，在她看来，该机构在内华
达州有一处可供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地点。

美国上一次核试验还要追溯到1992年，这次
是美国政府高层28年来首次讨论进行实弹核试验
的可能性。而过去28年来，美国一直以模拟和非爆
炸性试验来评估其核武库的运行状况和能力。

事实上，美国在1996年就签署了《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但时至今日也没有正式批准该条
约。而且，美国还公开质疑已批准该条约的俄
罗斯是否履行承诺不进行核试验。

对于美国可能重启核试验，俄罗斯外
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8日表示，不排
除美国正在制造舆论，为退出《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做准备。她说：“步骤
很清楚：首先对他国提出不实指
控，接着为政府显而易见的举措
的实施做好准备。”扎哈罗娃
强调，该条约是核不扩散领
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退约，对特朗普政
府来说已司空见惯。
去年8月，由于美
国退约，《中导条
约》正式失效。
加之2001年12
月美国就已退
出《 反 导 条
约》，如今核军
控体系大三角
仅剩一角———
即将于2021年
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目前，俄罗斯多次呼吁美国续约，但
美方态度暧昧，该条约前途未卜。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核问
题上一系列行动的决策源头，在于
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新版《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总纲式文件
中，明确将中俄视为美国国家安全
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报告称：

“俄罗斯正投资新的军事能力，包括
核武器系统，这依然是对美国现有
威胁中最重大的一个。”

2018年1月19日和2月2日，美国
又先后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和

《核态势评估报告》。前者指出，国家
间战略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现阶段
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注；后
者希望政府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
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

这份《核态势评估报告》是五角
大楼2010年以来首次公布美国核战
略，一改以往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
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再发展新
核武器、停止核试验等表态。如此来
看，特朗普执政以来在核问题上的
所有行动都事出必然。

军备竞赛已经打响

特朗普上台之初，美国国会预
算办公室曾发布预测，美国将在未
来10年花费约4000亿美元完成核武
器更新。其中，一个重要计划就是升
级列装的唯一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民兵-3”。去年5月1日和9日，美军
两次从加州南部范登堡空军基地试
射“民兵-3”。目前，美国保有的该
型导弹约有400枚，采用发射井固
定发射，至今已列装服役了50年。

促使美国升级“民兵-3”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俄罗斯新型陆
基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的压
力。后者起飞重量超过200吨，有效
荷载10吨，射程1 . 8万公里，长35 . 5
米，直径3米，可载燃料178吨，战斗
部为分导式核弹头。

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萨尔
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地球
上任何一个角落”。而且，俄方强调该
导弹可以突破现在所有反导系统。难
怪有美国专家直言，在“萨尔马特”面

前，“民兵-3”就像“装了火箭发动机的牙签”。
在新版核战略下，美国还将改装现役潜射

洲际弹道导弹“三叉戟”以便搭载更小当量核弹
头，打造新一代“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研制
搭载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升级延长战略
轰炸机寿命等。此外，还包括可通过现役战机投
射的精确制导战术核导弹B61-12，用以打击坚
固掩体目标。

意味着核武器小型化，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门
槛大大降低。美国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还暗示,
美国将扩大战术核武器使用条件，不排除在未受
到核打击时率先使用。特朗普政府2020财年国防
预算案把国防开支提高了5%，达到7500亿美元的
创纪录水平，其中用于研制低当量核武器的费用

增加了8.3%，是增幅最大的一项。
去年8月《中导条约》失效仅17天，美军便首

次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去年12月，美军
再次试射一枚飞行500多公里的新型常规陆基
弹道导弹。相比美国斥巨资更新升级核武库，俄
罗斯近年来在新型尖端武器上先行了一步。

在去年12月的俄国防部扩大会议上，普京表
示,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佩列斯韦特”
激光系统已经成军，首个“先锋”高超音速弹道导
弹团已开始接装导弹。围绕“萨尔马特”重型洲际
弹道导弹、“锆石”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进
行的工作也在按计划推进。现代武器在俄罗斯三
位一体核威慑体系中的比例已达82%。

普京表示，与过去一直在尖端武器上追赶
美国不同，现在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已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正在试图追赶俄罗斯。
去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也曾表示，美国
拥有超音速武器前，“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

朝鲜伊朗作何感想

从退出《中导条约》，到当前对是否延长《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态度暧昧，再到冒出重启核试验
的想法，甚至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退出《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在破坏军控体系方面迈出
的每一步，波及的绝不只是其与俄罗斯之间的

战略对抗态势，这种做法的影响是区域乃至
全球性的。

美俄之间的《中导条约》失效，安全
利益受损最大的其实是夹在美俄之间

的欧洲，该条约曾被称为欧洲安全
的基石。而一旦美国在《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乃至《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上搞小动作，其影

响面将更加广泛。
除了其他几个国际

承认的核大国，因核
计划而遭受国际制

裁的朝鲜和伊朗
将采取何种应
对举措更值得
关注。

伊朗核问
题历经十余年
马 拉 松 式 谈
判，在2015年7
月达成历史性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实际上得到了
很好的控制，伊核问题本可以以此
为基础逐步得到解决。伊朗在拥有
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同时，大幅缩
减离心机数量，同时接受国际社会
核查和监督。

但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并重启和追加对伊制裁，导致
伊核问题出现反复。随着美国极限
施压措施不断加码，迫使伊朗在美
国退约一年后做出对等回应，即分
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内容。

伊朗政府今年1月初宣布进入
中止履约第五阶段即最后阶段，放
弃最后一项关键限制，即“对离心机
数量的限制”。自去年5月起，伊朗已
先后分四个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涉及浓缩铀和重水储量
限制以及铀浓缩丰度限制。

伊核问题重回老路的同时，特
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取得一定进
展。2018年，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
验、销毁丰溪里核试验场等核设施，
朝美关系出现转机——— 2018年6月
朝美领导人历史性首次会晤。

即便朝美关系得以重新开局，
但特朗普政府依然推行对朝极限施
压政策，朝鲜在无核化上的一系列
举动，并未获得美方足够的积极回
应，无核化谈判僵局难以打破，已经
促使朝鲜调整战略，正在对美重拾
强硬路线。

去年底，在朝鲜为朝美对话设定
的“最后期限”到期之际，朝鲜劳动党
举行七届五中全会，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要求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同时要采取“积极和进攻性”的措
施，彻底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

今年3月以来，朝鲜多次进行导
弹试射，金正恩尤其重视炮兵和火
箭部队近年来在导弹能力上的提
升。上周，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提出进一步夯实国家
核战争遏制力、保持高度动员状态
运营战略武装力量的新方针。

在伊朗和朝鲜就核问题重新强
硬起来之际，美国高层若将重启核
试验的冒进想法付诸实践，一个恶
性循环或将开启，很可能导致伊朗
和朝鲜加速调整核计划，今后美国
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将更加被动。

距离美国上
一次核试验已经
过去28年，但今天
的美国政府内部，
有些人对于核试
验的渴望又开始
蠢蠢欲动：5月1 5
日，美国政府的一
次国家安全会议
上，一些高级官员
讨论了重启核试
验的问题，只是分
歧严重，并未做出
任何决定。

更令人担忧
的是，美国负责核
事务的助理国防
部长帮办德鲁·沃
尔 特 5 月 2 6 日 表
示，只要总统特朗
普下令，美国可以
在几个月内安排
一次实弹核试验。
在《中导条约》已
废、《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前途未
卜的情况下，美国
的任何核动向都
可能导致核军备
竞赛，危及核不扩
散体系和全球战
略安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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