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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与社会发展专题

核科学与人类社会
１）

有马朗人２）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财团）

２０１１－０８－１８收到

１）　此文是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双全、余 灵 妃 根 据 有 马 朗 人 先 生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在第五届北京国际亚原子物理暑期学校的演

讲录音整理而成，后又经过孟杰校对———编者注

２）　有马朗人先生是日本著名科学家、国际原子核物理领域大师、诗

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日本 科 学 技 术 振 兴 财 团 会 长、科 学 技

术馆馆长、日本俳句学会会长，曾 任 东 京 大 学 校 长、理 化 学 研 究

所所长、日本文部大臣、科技大臣、参议员等职．———译校者注

１　科学篇

每个人都有好奇心，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结构及

其机制的运转过程尤为好奇．而从古至今自然科学

发展的源泉正是这种好奇心．因此我们科学家将发

现自然的奥秘视为己任．对我们而言，推动科学的发

展和人类的进步是一种巨大的满足．同时，我们科学

家也有义务去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向他们解释最近

取得的研究进展．
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新技术的产生源自

基础研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电磁学．电磁学是由

奥斯特、安培和法拉第等伟大的物理学家构建起来

的．麦克斯韦创建了麦克斯韦方程，将电场和磁场统

一起来，预言 了 电 磁 波 的 存 在，并 最 终 被 赫 兹 所 证

实．而在赫兹发现电磁波后不久，马可尼就利用它发

明了无线电报，从此开启了人类步入信息化社会的

大门．反过来说，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基础研究的新

发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加速器的发展．例如范德

格拉夫起电机、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和同步加速

器．这些加速器促进了核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清

晰地了解自然界结构的层次，从分子、原子、原子核、

核子一直到夸克．
核科学为我们揭示了自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

上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心．这仅仅是核物理为人类社

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美国国家科学院编制了物理学中的１１个未解

决 的 重 大 问 题 （“Ｔｈｅ　１１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这 些 问 题 列 成 表 格 刊 登 在

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杂志上．在这个表中有

三个与核物理相关的问题：

问题３：从铁 元 素 到 铀 元 素 的 重 元 素 是 如 何 形

成的？

问题４：中微子有质量吗？

问 题７：在 极 高 温 度 密 度 条 件 下 是 否 存 在 新

物态？

我由衷地希望年轻人在核物理的前沿领域展开

研究，并将核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天体物理

等领域，要充分利用放射性核束工厂所提供的机会，
研究更多不稳定核的结构及其反应，特别是那些处

在极端条件下的原子核，例如那些核素图中远离稳

定线的丰中子核，以期获得从铁到铀的重元素的合

成机 制，这 将 有 助 于 我 们 回 答 第３个 问 题．而 双

β衰变对于回答 第４个 问 题 是 十 分 重 要 的．日 本 理

化学 研 究 所（ＲＩＫＥＮ）的 Ｍｏｒｉｔａ等 人 最 近 发 现 了

Ｚ＝１１３号元素，对更重元素的探索和发现同样是十

分激动人心的．
在核科学对人类的诸多贡献中，核能的贡献无

疑是最大的．在许多国家中，核电站都为人们提供了

大量的电力．除了核裂变，核聚变也正伴随着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反应堆（ＩＴＥＲ）计划中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而得到广泛的研究．虽然我希望聚变反应堆能够

很快建成，但是看起来核聚变反应堆的商业化要在

３０到５０年以 后．随 着 能 源 危 机 和 全 球 变 暖 等 问 题

的出现，核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在下一节———能源

篇中，我将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２　能源篇

２．１　人类社会危机

首先让我们从人口问题开 始．直 到１８００年，只

有不到１０亿人生活在地球上．大约从１８世纪６０年

代的工业革 命 开 始，地 球 上 的 人 口 开 始 迅 速 增 长．
２００５年，地球人口达到６４亿．２０３０年，世界人口预

计将达到８２亿．在亚洲，２００５年人口达到３５亿，到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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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年预计达到４４亿，其中，中国的人口预计将从

１３亿增长到１４．５亿，印度的人口预计将从１０亿增

长到１４．９亿．
各国人均年 消 费 能 源 可 参 见 图１，以 石 油 作 为

当量，加拿大和美国人均年消费能源约８吨，欧盟国

家和日本约４．２吨，中国１．４吨，印度０．５吨．加拿

大、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削

减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

国家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能源消费总量．

图１　２００６年各国的人均能源消费

全球的基本能源需求在２００５年 为１０３亿 吨 石

油当量，预计在２０３０年达到１６５亿吨．在亚洲，这一

数字在２００５年是３２亿吨，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将翻一番

达到６５亿吨．除非全世界联合起来大刀阔斧地实施

能源紧缩计划，否则能源消费的增长将不可避免．特
别是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在强

劲发展，难以遏制随之而来的能源需求增长．
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必须面对化石燃料急剧损

耗带来的问题．表１给出了世界一次能源资源可使

用年限．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全球原油储量还可开

采约４１年，天然气储量还可开采约６１年，煤还可开

采约１３３年．由于近年原煤消耗的增加，尤其是来自

美国和中国的消耗，原煤的可开采年限已大大缩短．
同 样，铀资源的储备也仅剩约８１年．这些事实促使

表１　世界一次能源资源可使用年限

原油 天然气 煤 铀

探明储量Ｒ １．２３８万亿桶
（至２００７年底）

１７７万亿立方米
（至２００７年底）

８４７５亿吨
（至２００７年底）

５４７万吨
（至２００７年１月）

年开采量Ｐ ２９８亿桶
（２００７年）

２．９４万亿立方米
（２００７年）

６４亿吨
（２００７年）

消费４万吨 （２００６年）
需求６．６５万吨 （２００６年）

可使用年限Ｒ／Ｐ　 ４１．６年 ６０．３年 １３３年 ８１．６年＊

数据来源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０７年世界铀资源红皮书／

《２００７年铀：资源、产量和需求》

（ＯＥＣＤ／ＮＥＡ／ＩＡＥＡ）

　　＊　数据由２００６年年末铀储备量除以年需求量得到

我们考虑核燃料的循环利用，从核废料中提取钚，再
与铀混合，作为核燃料．通过这种方法，铀的使用期

限可延长约１５０倍，即９９．３（２３８　Ｕ的同位素丰度）除

以０．７（２３５　Ｕ的 同 位 素 丰 度）．为 能 够 延 长 铀 资 源 的

使用期限，需要加强循环利用核燃料领域的研发．
人类还面临着全球变暖的危机．ＣＯ２ 排放量的

增加被认为是诱导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

以前，大气中ＣＯ２ 浓度在２８０ｐｐｍ（１ｐｐｍ＝１０－６）的

水平，而人类的活动将这个数字增加了８０ｐｐｍ而达

到现在的３６０ｐｐｍ．如何看待这８０ｐｐｍ的增加，科学

家们大致有 两 个 截 然 不 同 的 立 场．一 种 看 法 是，这

８０ｐｐｍ与以 前２８０ｐｐｍ 的 水 平 相 比 是 相 当 大 的 增

加，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一个主要因素；另
一种 观 点 是，这８０ｐｐｍ 的 增 长 量 不 超 过 总 量 的

３０％，因此不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我曾向东京大学的Ａｋｉｍａｓａ　Ｓｕｍｉ教授请教过

这一问题．Ｓｕｍｉ教授和我一起分享了他通过地球模

拟程序（Ｅａｒ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得 出 的 计 算 结 果，如 图２
所示．图２中红线表示实际的大气温度，黑线表示计

算结果．图２显示地球温度在１９７０年前后有轻微降

低．其原因被认为是弱的太阳黑子活动周期以及火

山活动的增强．然而，在这之后地球温度的升高被认

为是人类活动带来的ＣＯ２ 增多而引发的．这些计算

值 可 以 很 好 地 解 释 实 际 观 察 值．基 于 这 些 计 算，

Ｓｕｍｉ教授认为当前全球变暖是人 为 的ＣＯ２ 增 多 的

后果．而 根 据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ＩＰＣＣ）的意见，如果ＣＯ２ 增多的这种人为因素不被

遏制，到２１００年全球温度将提升４℃．
尽管目前人们对化石燃料消耗速度到底有多快

还有不同意 见，但 是 化 石 燃 料 无 疑 会 消 耗 殆 尽．而

且，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ＣＯ２，会使全球变暖不可避

免．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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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对１９世纪中晚期 以 来 全 球 平 均 表 面 大 气 温 度 的 计 算 模

拟（红线表示实际的大气温度，黑线表示计算 结 果，见《物 理》网

刊彩图）

２．２　新能源难堪大任

有人可能立 即 会 说 “太 阳 能 和 风 能 怎 么 样？”，

还有生物质能．换句话说，我们有新型能源．实际上，

世界上很多人在努力发展新能源．除了上面提到的

三种能源外，还有水力资源，同时新的可再生能源也

聚焦了人类的目光．我同样相信，为了人类的未来，

我们必须发展新能源．但是，到２０３０或２０５０年 时，

我们真的可以发展足够多的新能源吗？

表２给出了２００６年美国、欧盟和日本新能源所

占国家电力装机总量的百分比．若不统计水电，即使

在新能源大力发展的欧盟国家，这一百分比也不超

过５．５％．如果将水电统计在内，这一百分比大约就

在１０％到１５％之间．在欧盟国家中，即使是在此领

域十分活跃的德国，新能源的百分比也仅是总量的

８％．由于德国的持续努力，２００９年的数字估计会达

到１０％．

表２　２００６年美国、欧盟和日本新能源所占国家电力装机总量比例

美国 欧盟 日本

总发电量／ＴＷｈ　 ４２７２　 ３３１６　 １０９１

新能源／ＴＷｈ
（包括生物质能、风能、地热、

太阳能和潮汐能，未统计水电）
１１７　 １８４　 ２７

百分比 ２．７％ ５．５％ ２．５％

新能源／ＴＷｈ
（包括水电、生物质能、风能、

地热、太阳能和潮汐能）
４０９　 ４９２　 １１３

百分比 ９．６％ １４．８％ １０．４％

数据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

／国际能源署（ＩＥＡ）：

《２００８年世界能源展望》一文

　　投入新能源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需要相当

长的时间来增 加 发 电 总 量．以 日 本 为 例，２０００年 新

能源相比一次能源的使用量仅为１．２％，到２００６年

增加到２．０％，即６年增加了０．８％．按照目前的增

长速度，到２０２０年 仅 能 达 到２．７％，如 果 大 力 投 入

的话，也许能达到４．３％．而如果加大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的投入，增长速度可以提高近２０倍，但在那

之后，不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速．而且，就像太阳

能和风能一样，新能源发电量的供应是不稳定的．必
须投入相当规模的蓄电池作为备用．另一种选择是

准备额外的电力来保障稳定的电力供应．但结果是

造成热电站数目的增加，其意义不大．同时，太阳能

和风能的能量密度很低，占用的区域面积大，这也是

它们的缺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国家当然应该竭力发展

新能源．然 而 到２０５０年，要 实 现ＣＯ２ 排 放 量 削 减

５０％或更多的目标，我不认为新能源到那时有能力

填补（哪怕是接近）相应的能源空缺，也不可能在化

石燃料耗尽前及时填补这一空缺．即使梦想新的聚

变能源得以实现，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ＩＴＥＲ）计划

的实施也至少需要３０年，而此后商业化发电装置的

问世可能又需要几个十年．
２．３　核能———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相信除了投入 核 电，我

们别无选择．我相信我们必须同时发展核能和新能

源以获得足以维系的能源支持．
关于核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Ｙｕｒｙ　Ｓｏｋｏｌｏｖ先

生曾经指出下面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１）铀资源的稳定供应；（２）安全性；（３）废料

处理；（４）公 众 的 接 受 度；（５）装 置 老 化 和 劳 动 力；
（６）新兴核能国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步入核电

之路；（７）技术保障／核材料和核不扩散．
为完成这些目标，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其中扮演关

键的角色．
我们必须避免类似１９８６年发生在切尔 诺 贝 利

（Ｃｈｅｒｎｏｂｙｌ）的严重核事故．我们正通过汲取长期以

来的核电运转经验来加强核安全，但公众的接受度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民意调查（见表３，４）所显示的结果是很有意思

的．表４显示，即使在日本，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已

经大大增加了．已有超过５０％的民众支持利用核能

来发电，低于２５％的 民 众 认 为 核 能 是 危 险 的．民 意

的这一转变，反映出全世界正向建设更多的核电站

迈进．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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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欧美国家支持发展核电的公众比例变化（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增长

英国 ４４％ ５０％ ６％
芬兰 ５８％ ６１％ ３％

意大利 ３０％ ４３％ １３％
德国 ３８％ ４６％ ８％
美国 ５４％ ５９％ （２００９） ５％

＊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

表４　日本政府关于核电的民意调查报告（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５年

核电站应该增加 ４３％ ５５．０％
核电应该维持现有水平 ２７％ ２０．２％

核电站应该关闭 ２２％ １７．０％
核电安全难以保证 ２５．４％ ２４．８％

核电是安全的 ６８．２％ ６５．９％

表５　２００９年世界上核电发展趋势简表

欧美国家

　　意大利决定重新启动核电开发计划 （２００８年５月）；

英国决定恢复核电站计划；

土耳其计划到２０１２年建造３座总装机容量为５ＧＷ的核电站 （２００６年）；

波兰计划到２０２０年运行２座核电站 （２００９年１月）；

瑞典废止其取消核能的政策，将建造１０座新的核电站 （２００９年２月）；

美国计划到２０１６年运行４—８座新的核电站．

非洲国家
　　埃及决定２０１８年前建造核电站 （２００８年）；

南非正运行２座压水堆，到２０３０年将建造１２座压水堆和２４座高温气冷堆．

亚洲国家

　　海湾国家对核电发展有浓厚兴趣；

阿联酋计划２０１７年运行第一座核电站 （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签署合作协议）；

约旦科研大臣表示２０１５年前完成第一座核电站 （２００７年）；

哈萨克斯坦已经启动核电站可行性研究 （２００７年）；

孟加拉国初步落实卢普尔（Ｒｏｏｐｐｕｒ）核电站；

中国正运行１１座核电站（９ＧＷ）、正在建造８座，预计２０２０年核电装机总量达到４０ＧＷ （占全国发电总量的４％）；

印度正运行１５座核电站（３．４ＧＷ），到２０２０年增加２５－３０ＧＷ，包括到２０１０年增加０．５ＧＷ的增殖反应堆；

印度尼西亚正运行２座核电站（每座１ＧＷ），关于核电站建设的最终决议在２００９年总统大选之后给出；

韩国正运行２０座核电站，正在建造６座，计划建造２座；

菲律宾巴达安核电站自从１９８７年停止运行，正寻求重启可能性 （２００９年）；

泰国计划２０２０年核电总量达到２ＧＷ；

越南计划２０２０年核电总量达到４ＧＷ，详尽的可行性研究将在２００９年启动；

马来西亚进行核电站可行性研究．

　　表５列出了一些国家的核电发展计划．瑞典的

核电发展出现了分水岭：他们原决定２０１０年前关闭

所有核电站，现在他们已撤消这一决定，而计划建设

１０座新的核电站（２００９年２月）．
今天，长期以来因为切尔诺贝利的严重核事故

而停滞不前的核电，又一次受到广泛的关注．的确有

些事情应该由我们核物理学家贡献给社会，其中之

一是对核废料处理的改进，比如发展核嬗变技术．核
嬗变技术的目的在于减少长寿命同位素在核废料中

的比例．的确，我们有一些可能的途径来处理放射性

核废料．为 此 目 的，日 本 强 流 质 子 加 速 器 工 厂（Ｊ－
ＰＡＲＣ）计划建造加速器驱动核嬗变实验装置．我希

望不久的将来在这一项目上有更多的国际合作．
相关核能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建造增殖反应堆，

研究发展诸如钍基反应堆等新型反应堆的可能性．

３　结束语

最后，作为一个日本公民，我的国家已经经受了

两次由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我恳求全世界避免再次

以武力的方式使用核能．
我欣喜地看到长久以来的废止核装备的理念在

全球发展．２００９年４月，美 国 总 统 贝 拉 克·奥 巴 马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强 调 美 国 将 承 担 寻 求 不 动 用 核 武

器的世界和平和世界安全的义务．我相信和平运用

核能对于人类解决由化石燃料损耗带来的两大最紧

迫的危机———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是 不 可 或

缺的．这将成为核物理学家对人类社会做出的一项

伟大贡献．我希望在我们核物理学家群体之中，能够

涌现出一批 肩 负 核 能 技 术 发 展 所 亟 需 的 基 础 研 究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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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与社会发展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