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stavo Caruso自2016
年起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

全和安保部安全和安保协调

办公室主任。他在核安全相

关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经

验。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

事故发生后，他被指定为原

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

划》的特别协调员。他还协

调了编制《福岛第一核电站

事故——总干事的报告》

和五卷技术文件的工作。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阿根廷

核监管局。

32    |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2021年3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2021年3月   |   33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过去几十年中
对改善核安全的贡献
文/ Gustavo Caruso

在

“原子能机构在制定其

核安全战略方面的努力必须

并将继续下去。至关重要的

是，原子能机构应保持和利

用这一势头来加强全球核安

全。”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和

安保部安全和安保协调办公

室主任Gustavo Caruso

2011年3月11日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发生后，原子能机构着

手审查和加强全球核安全，汲取事故

的经验教训。

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
划》

2011年6月，原子能机构召开

了“核安全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方

面努力。会议制定了原子能机构《核

安全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

动计划”在2011年9月得到成员国认

可，确定了加强全球应对该事故的核

安全框架的工作计划。

自“行动计划”通过以来，在几

个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评

估核电站的安全薄弱环节；加强原子

能机构的安全同行评审服务；必要时

修订原子能机构的相关安全标准；提

高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建设核与辐

射安全方面的能力，以及加强安全文

化；加强与国家当局之间的沟通和信

息共享；国际合作；以及加强相关国

际法律框架。

作为“行动计划”下工作的一

部分，营运国推出了加强核安全的

措施（目前仍在实施），包括针对

核电站薄弱环节评估结果而采取的

措施。此外，“行动计划”还加强了

在安全问题上采取质疑态度的重要

性，对现有安全假设及其合理性提

出了质疑。通过实施“行动计划”，

所有参与方都表明了对加强核电厂

和世界各地其他核设施的核安全的

承诺。 
“行动计划”还呼吁国际原子能

机构秘书处、成员国和相关国际组

织审查和加强国际应急准备和响应

框架。各国通过立即采取措施对事

故作出回应，其中包括开展“压力

测试”，重新评估核电厂针对场址特

定极端自然危害的设计，安装额外

的备用供电供水源，以及加强防范

极端外部事故的电厂保护。

尽管“行动计划”下的大部分工

作已经结束，但仍有一些较长期的活

动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重点仍然是

汲取事故的教训。

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原

子能机构举行了九次国际专家会议，

分析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关键技术

问题。它还对日本进行了超过15次的

国际专家工作组访问，并就这些工作

组访问报告发表了报告，以便为未来

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并继续加强全

世界的核安全。

原子能机构的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报告

2015年，原子能机构出版了关于

福岛核事故的综合报告《福岛第一核

电站事故》（《报告》）。《报告》提

供了权威、实事求是、平衡的评价，

讨论了事故的原因和后果，以及汲取

的教训。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及

其所附的五卷技术文件的出版，是广

泛的国际合作努力的结果，有来自42
个国家的180多名专家参与其中，这

些国家有的有核电计划，有的没有，

还有一些国际机构也参与了这项工

作。他们的参与确保了经验和知识具

有广泛代表性。一个国际技术咨询组

就技术和科学问题提出了建议。

《报告》利用截至2015年3月从广

泛来源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描述了事

故及其原因、演变和后果。它包括在

执行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

方面所开展工作的成果，强调了主要

评述和教训。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其他

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报告》呼吁采取系统性的安全

方案，通过考虑三类因素内部和之

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来解决整个系统的

问题：人的因素（如知识、思想、决

定、行动）、技术因素（如技术、工

具、设备）和组织因素（如管理系

统、组织结构、治理、资源）。这种

系统性的安全方案通过将这一复杂的

相互作用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

发挥作用。《报告》还强调了更好地

研究所有这些因素的优势和劣势如何

相互影响的重要性，以便积极主动地

减少或消除风险。

相关国际机构共同努力，对辐射

防护的原则和标准进行清晰易懂的解

释，使决策者和公众更容易理解其应

用。《报告》总结说，需要一个更好

的沟通策略，向包括公众在内的所有

利益相关者传达这些措施和行动的合

理性。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事故重

大，有三个堆芯熔化，但在工作人员

或公众成员中没有观察到可归因于该

事故的辐射诱发健康效应。这与独立

的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在

事故发生后几年向联合国大会报告的

结论一致。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强调了在

核安全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的极

其重要性，而原子能机构是现在进行

大部分这种合作的场所。因此，《报

告》中的建议此后已被纳入国家法

规、国际安全标准和相应的原子能机

构安全导则。

原子能机构继续分析福岛第一

核电站事故的相关技术问题，并向更

广泛的核能界分享和传播经验教训。

它将继续支持其成员国汲取这些经验

教训，将考虑对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

进行任何适当的后续审查。《报告》

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经完

成，原子能机构在制定其核安全战略

方面的努力必须并将继续下去。至关

重要的是，原子能机构应保持和利用

这一势头来加强全球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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