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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O 年三月二十四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海的信 ,递送按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  

第 3 2 / 4 2 2号决定编写的全面核禁试报告

按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32 /422号决定的规定，谨送上秘书处 

在四名专家帕、问协助下编写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报告，

秘 书 长 库 尔 特 ，瓦尔德海姆（签 名 ）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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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报告计论的主題是裁军议程上具有最高优先的一项问题。 多年来，我一再强 

调 ，作力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全面彻底禁止试验是极为重要的。

本报告是按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Ü大会第 34/42 2 号决定编写的。决定全 

文如下：

“ 大会请秘书长按照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和秘书长的建议，编写-••份关于 

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应包括秘书长报告 

1 4 找内所述的各章节，并应按照该段所述，及时予以完成，以便提交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 A O 年春季会议，该项研究报告的编写应按照秘书 

长报告第 1 6 役所述的程序进行。 ，’

按照决戾的规定，我任命下列人士进斤该项研究：前联合国裁军中心主任兼助 

理秘书长邦办亚巧山德罗•科拉迪尼先生；遥大卑卡尔顿大学教授威廉•爱波斯坦 

先生；斯德身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 • 戈尔德布拉特先生；新德里 

外交部裁军司司长卡希. 普勒萨德 . 贾伊恩先生。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在提议应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建议研究报告 

应包括：导言；背景简介；达 成 《禁止在大气层、 外居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 

( 部分禁止试验条约）的谈判的分祈性简介；部分禁止试验条约和 i 不扩散核武器 

条 约 裁 军 委 员 会 会 议 和 裁 军 谈 判 姿 员 会 的 讨 论 ；三園谈判；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结论。 此外还应有下列附录：各lii核武库现况；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三年的核武器 

试验和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的核武器试验。

我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这小问题已经是过去许多研究的主题，但我 

觉得任何可能有助于缔结一项协定的措施都应受到欢迎 •

我要感谢各位专家所作出的宝责贡献，并希望报告对委员会工作会有用处。 我 

同时也认识到，全面核禁试这小问题牵涉到其他有关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又存在 

着许多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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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中的谈判如能圓满结束，对问题的解决具有极大重要性。 因此，我吁 

请 ，与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早日达成积极的结果，

一九七二年，我在裁军姿於会会议的首次发言中指出，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方面 

的问题都已经过彻底的探讨，要达成协议，喉一需要的就是政治决定。现在我的看 

法仍然是这样。现在不但能够而且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同意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通 过 的 \\最后文件》的信念，认为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的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 

是许合人类的利益的。

秘书长

库 尔 特 * 瓦尔德海姆



导 言

1 . 在裁军领域内，最为各国所关注、讨论、研究和谈判的，莫过于停止核武

器试验这个问题。

2 . 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械内的首要目的。 自从尼赫鲁总 

理于一九五四年呼吁一项核爆炸的 " 停止协定 " 以来，这一直是审议的问氣  自 

一九五七年以来，又一直是大会议程上的一个议题。 大会已通过三十多项要求停 

止核武器试验的决议，远比任何其他裁军问劲的决议为多。

3 . 这个问題先后是裁军委会及其五国小组委员会、 三国停止核武器试验会 

议、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裁军谈判委贾会 

的 审 议 和 谈 判 的 主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大不列顏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盤合众国三国也从一九七七年开始进行非公开的三这谈判》

4 . 在一九六三年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 

( 部分禁止试验条约）之后，工作又转移到达成全面禁试上来

5 . 虽然无核武器国家在大会每一届会议上和在各谈判机构内不断作出呼吁， 

虽然联合国坚信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具有 " 最高优先 " 的事项，但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试验1：?)是无休止地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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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背 景 简 介

6 . 为了实现全面禁止试验，不但探讨了不少途径，而且也动 ] 很多脑筋。先 

(^提议的各种办法，包括各种形式的停止试验；有单方面的和商定的暂停试验；禁 

止一切每过 " 临 界 " 威力的地下试验（不论是否已经实行暂停试验）；随着核查技 

术的改进，叉遂步降低临界限度；还有减少试验次数和缩小试验规模和逐步停止试 

验的临时措施。此外也审议了若干有关核查问题的提议。这些提议包括使用自动侧 

震 站 （" 黑箱子 " ）；次数有限而不定的就地视察；挑战性核查；以及成立一个尽 

可能以不结盟国家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可疑事件；成立一个 " 侦察俱乐部 " 

以进 f t 国际地震资料交换》 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导致任何解决办法。

7. —方面在努力就全面禁试达成协议，但在达成这种协议以前，大会一再呼 

吁立即停止核试验。

8 . 有些国家认力，现在的核查技术已经够先进，没 有 必 要 再 国 际 视 察 。

9 . 另外一些国家认为，现在的核查技术不能测出小规模地下爆炸。他们也怀 

疑这些技术是否能侦察和识别在 " 大洞 " 或山洞或较冲积层进行的地下爆炸，也就 

是说，在可以对地霞信号发生消声或 " 解 偶 " 作用的条件下进行的地下爆炸。他们 

认为就地视察是必要的。有人甚至指出，可以安徘一系列地下试验，使之模拟地震 

及其余震，也可以掌握时机，以真地震来掩盖试验。

1 0 . 大多数其他国家认为这些可能性微乎其微，意义不大。虽然少数几次这种 

小规摸地下试验可能无从识别，但对武器发展来说，这种试验的重要性不大，甚至 

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要在武器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或优势，将需要一系列的试验 , 

而这样一系列的试验不被察觉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1 1 . 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除了其他理由以外，还有人认为，不断进行试政会 

增加棱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的危险。

1 2 . 这些年来，无核武器国家越来越怀疑，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把停止核武器试 

验付请实现。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一再声明希望实现全面禁试，但对于应^什么  

时候停止试验和需要什么样程度的核查的问题，三国的立场总是不能一致。

1 3 . 若干国家的和国际的科学性研究报告和专家会议认定，除了仅有几千吨的



低威力地下试验以外，现代技术完全可以侦察到和识别一切地下试验。但是侦察 ’:1& 

界限度是否能降低到零，以致老无倒外地精确地监測一切小规模地下试验，则可能 

有疑问。

1 4 . 由于这些情况，所以秘书长多年来一直强调全面禁试的重要性，以及它在 

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努力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秘书长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一九七二年 

会 Î义的发言中資次谈到这个问题，慨括地指出全面禁试的问题和意义。发言全文见 

附录 A ，

1 5 . 由于未停止核武器试验，许多国家感到失望，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无核武 

器国家一般都认为，能否达成全面禁试，是鉴定核武器国家是否有决心停止军备竞 

赛的最好的检验标准 .



CO 36 
r^re 6

二 、 导致部分禁止试验条约的谈判

1. 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的谈判

1 6 . 五十年代初期热核武器的发展，推动了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要求。 全 

世界对核试爆所散落的放射性尘埃的危险影响，愈来愈感到关切，甚至是惊恐。

在印度的倡议下，大会于一九五五年建立了一小原子福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来研究 

并报告辖射对人类及其周围环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 委员会的工作继续进行，

并对大会作定期报告。

17. 禁试问题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中，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期间在其伦數小 

组委员会会议上，并在大会中，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西方国家坚决主张，禁试必 

质是有充分监督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一部分。 苏联在一九五五年要求及早缔结一项 

基本上只有国家监督或监測的，暂停或禁止一切试脸的单独协定。

18.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联正式建议就下列各点达成协议：立即停止一切原子 

试验和皇试验，即使为期只是商、三年；并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执行：成立一个国 

际委员会；以及在相互的基础上，设立监替站。 2西方国家坚决主张，暂停试验必 

须与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结合起来。

19. 全世界对放射性尘埃的影响日益增涨的关切心情，可以由下列事件得到证 

明。 一九五七年一月，以莱纳斯•波林为首的一小科学家代表闭向秘书长提交了 

一份由四十三小国家的九千名科学家—— 其中包括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 签名 

的请愿书，强烈要求立即就停止试验核弹达成协 i l

20. —九五八年四月，赫鲁晓夫主席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请注意苏联政 

府停止核试验的决定，并要求西方国家也停止核试验；但要是西方国家进行试验，

则苏联保留恢复试验的权利。 由于未能实现相互的停试，双方又恢复了试验。

2 1 . 在美国提出了一项建议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交换信件后，双方 

一致同意，召开一次八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法家、波兰、罗马尼亚、 苏联、 

联合王国和美国）专家会议，以研究对一项可能签订的暂停核读验协定的透约行为 

进行侦察的可能性。



2 2 .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A 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会议 

提交了一份一致同意的报告， 专家们在这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建立一个能侦 

察和识别核爆作 (包括当量从一千至五千吨的低威力爆炸 ) 的有效盟哲系统，在技 

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每年约有二十次到一百次地震不易与当量五千喊的地下试验 

相区别， 因而需要对此进行就地视察。 威力较大的试验可由设在约一百六十至一 

百七十个地面监督站内和约十艘船只上的全球性监督侦察纲的技术手段来监侧。

2 3 . 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一致同意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日内瓦开始 

进行谈判，以专家的报告作基础，就一项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达成协议而进行努力 . 

法国声明它无意襄订一项禁试条约，除非该条约附有其他的裁军措旅。

2 4 . 三国同意， 自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开幕之时起各自暂停核试验，并在自愿 

的基础上延长哲停试验的时间。 同时，法国于一九六0 年进行了它的首次核爆炸/

2 5 . 早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开幕时，联合王国和美国就放 

弃了禁试必须与其他裁军措族相结合的坚决主张，并同意禁试完全靠有效的监Ÿ 来 

保证* 这被公认为是往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此后，核查的问题便成为谈判的主  

要争论点，

2 6 . 在一九五九年春季，美国提出了一九五八年的专家报告是否符合条件的技 

术性问题， 美国坚持认为，新的地震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无法与五千吨的核爆 

炸相区别的地， 次数不是专家们所说的二十至一百次，而是一千五百次左右。 而 

且，在大洞穴内进行的地下深层爆炸更不易侦察到 .

27. 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在件多实质性问题上以及一小监督机构的粗略轮廣方 

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监 I N I 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问题上还存在着分破。 

由于在侦察地下试验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应有一项条约，禁 

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一切试验；I I 级在四点七五级以上的地下读验也应 

禁止；，级在四点七五级之下的地下试验应暂停三年；并须制定一小方案，以改进 

侦察程序， 苏联提出了一项每年进行三次就地视察的限额，但联合王国和美国提 

议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十二到二十次就地视察的办法。

2 8 . 在一九六一年期间，双方的政治关系恶化，会议形成了僵局 . 苏联声明， 

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一的法国继续进行试验，就能增进这小军事联盟的



核能力，对此，它不能无视。 苏联提出，或者缔结一项以苏联提案—— 还是依据 

其原先认为的国家核查手段已经足够的立场—— 为基础的禁试条约，或者把禁试问 

题放在全面彻底裁军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联合王国和美国则坚决认为，苏联的缔 

结一项条约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力这些提案等于是自行视察，而且，把禁试问 

题和全面彻底裁军合并在一起，亦无异于将前者一笔勾销了。

2 9 .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千日，苏联宣布，它将恢复试验，并在次日进行了试 

验。 除了一次以外，其余的试验都是在大气层中进行的。 ‘ 九月三日，美国和联 

合王国建议在没有 [D际监，的情况下，终止一切大气层试验。 九月十五H , 美国 

恢复了地下试验，后来又恢复了大气层中的试验。

3 0 . 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在一九六一年将近年終时召开会议，但并没有取得进 

展，最/Ü•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休会。 在最后一次会上，苏联重申它反对在军备竞♦  

继续进行的同时建立任何一种国际监督，其理由是这种监督能用作间谓活动的手段。 

它提出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试验的条约草案，规定用S  

家演察手段进行监:督，并对地下试验规定一个停试期间，直至建立某种监督制度作 

为全面彻底裁军监替制度的一部分时为止。 联合王国和美国反对苏联的论点，拒 

绝了苏联的条约草案，并声明它们不能接受暂停地下试验而不加监督。 于是，为 

达成全面禁试条约而进行的努力，虽曾一度显得颇有希望、令人鼓舞，也就这样烟 

消云散了。

2. 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间的谈判

31.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审议全面彻底裁 

军问题及其附带措施。 它设立了一个由同样的三小核国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来审 

议核禁试问题。 他们最初的立场与他们在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结束时的立场在实 

质上是一致的。 但也发生了重要的新情况。 八个不结盟国家—— 巴西、親甸、 

埃及、埃塞饿比亚、 印度、 墨西齋、尼日利亚和端典—— 成为这小新的参边的谈判 

机 构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成员国。 这些国家强调，禁试也是他们所关心的问 

题，他们起了一小积极的、调和的作用。

3 2 . 为 了 打 持 续 的 僵 局 ，八个不结盟成员国于一九力二年四月十日提交了一



份 联 合 备 忘 录 这 份 备 忘 录 建 议 ，以原有的观察祐和观察机构网加上商定建立的 

新观察站为基础，建立一个純科学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观察和监督禁试的制度.一  

小由尽可能来自不结盟国家的最有资格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将牧取并处理观  

察站所提供的一切数据，并在仔细研究了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料后，就任何核爆炸和

疑 事 件 " 提出报告。缔约国要承担义务，向委员会提供用以确定任何在大可疑事 

件的性质所必要的事实情况，并 " 可邀请 " 该委员会视察其领土和X 或发生可疑事 

件的地点 . 委员会要将其结论向缔约国报告 .

3 3 . 联合备忘承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苏联解释备忘乘是提出仅在自愿的基础  

上 进 地 视 察 . 另一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则解释备忘承是把就地视察定为一 

种强制性义务 .

34 .  —九六二年八月，美国和联合王国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条约草案 • 一 

小草案的内容是建立在强制性就地视察原则基础上的全面禁试，虽未规定进行视察 

的确实次数，但少于以前提出的十二到二十次.另一个草案的内容是仅在三个  

" 无争议 " 的环境中—— 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 实行没有国际核査的部分禁 

试 . 然而，两国声明，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没有监督的暂停地下试验 •

他 !Ï ]建议，不论在全面禁试条约草案或部分禁试条约草案中，都把一九六三年一月 

一曰定为停止试验的曰期 •

3 5 . 苏联拒绝接受这两个条约草案—— 拒绝全面禁试的草案是由于它观定了强 

制性的就地视察，拒绝部分禁试的草案则由于它徘除了地下试验 .

3 6 .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一部分不结盟成员国极力主张，应在临时性的基础上 

立即建立一个象在他们的联合备忘录中所设想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同时观定在一段 

有限 è"：]期间暂停地下试验.要是任何一方拒绝委员会为了识别一次可疑的地篇事  

件而提出的进行就地视察的要求，委员会就当然免除其他各方在这項临时安徘下所 

承担的义务 .

37.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苏联建议在现有的国家侦察地震的手段外，再在三个 

核国家的每国领土上设立两三个自动的地震站（ " 黑箱子 " ），此外，在嗽邻国家 

内也设立若干这样的自动站 • 这些黑箱子可由各国人员定期地送交国际委员会， 

但要有委页会的人员参与运送 -

3 8 . 美国认为黑箱子可以成为有人操纵的测震站的有用辅助手段，但仍需要有 

国际性的，人员操纵的测，站，也仍需要进行就地视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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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九六二年十一月，大会通过了两项禁试问題的决议》 第一项是三十七国 

的决议草案，遗责一切核武器试验，要求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前停止试验，并同 

意把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的八国联合备忘录作为谈判基础】 要是有关各方未能在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前达成协议，草案建议它们应立即博议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和水下进行试验，同时以八国联合备忘录为基础，作出暂停一切地下试验的临时 

安排， 以提供侦察和识别的充分保证》第二项决议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决议草案，

仅仅呼吁早日缔结一项具有有效国际核查制度的全面禁试条约。

4 0 . 在一九六三年期间，紧接着古巴的 " 导弹危机 " 之后，苏联和美国之间举 

ft 了禁试问题的非公开会谈。

4 1 . 当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于一九六三年宣新集会时，集中讨论了全面禁试问题。 

对下列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a>使用本国人员揚纵和督的地震姑，来侦察和识别 

地震事件；（b)在核国家及其嗽邻的国家的领土上， 立自动化的《不用人提纵的〉 

地震站，但以其设备和记录的运送和转移有外人员参加力条件。 制订一个年度 

定窝进行就地视察， 以确定可疑事件的性质。

4 2 . 可是，在自动化的地复站的数目上存在着分歧—— 苏联提出设立三个，而 

美国提出七个。 在就地视察的年度次数上也存在着分歧，苏联提出两到三次，而美 

国则提出八到十次，但后来减到七次，

43 .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十 八 国 委 员 会 的 三 个 不 结 盟 成 员 国 埃 及 、埃塞 

f找比亚和尼日利亚一一提交了一份联合备忘录。 该备忘录提出，暂 时 " 每年进行三、 

四次左右真正有效的祝察，或分布在数年内进行一个适当比例数的视察 " ，这样或 

許可以消除相互的猜疑，并 促 成 协 说 6 这三国还认为，核国家的外长之间或政府 

首脑之间举行直接会谈，对于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是极有价值的。

4 4 . 也是在六月十日正式宣布，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已同意于七月中甸就停 

止核试验举行会谈。 七月二日，苏联声明，美国和联合王国坚持主张就地视察， 已 

使地下试验成为不可能；因此， 苏联淮备签订一项在三个无争议的环境中一-大气 

层、外层空间和★ 下 实 行 禁 试 的 有 限 条 约 。 苏联也撤回了它先前提出的，部 

分停试必明同时 t 停地下试验的要求



4 5 . 三边谈判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开始，至七月二十五日草签条 

约时结東三个缔约国的外交部长于八月五日签订了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条约于 

三 个 " 原缔约国 " 的每个首都开放供签署。 （条约全文，见附录B K 条约于一九 

六三年十月十日开始生效。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一百一十个国家成为条约的缔约国 ; 

没有加入条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法国这两个核武器国策 ( 签署国和缔约国名单， 

见附录C ) ,

46 . 条约的序言部分和第一条说明三个原缔约国决心实现全面停止试验。序言中 

的有关部分宣称：

. "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炸，决心继续为於目☆ 进行谈判，并 

希望使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 "

第一条全文如下 .

" 一 、 本条约 § 缔约W保证在其倚稱或控制下的下列任何地方禁止、防止并 

且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炸或任何其他核煤炸：

" H 在大气层；在 大 气 层 范 围 外 ，包括外层空间；或在水下，包括领 

海或公海；或者

" (= )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如果这种编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出现于在其 

管辖或控制下进行这类振炸的国家领土范图以外。 在这方面已达成 

的谅解是，本项规定并不妨碍缔结一项永远禁止一切核试验煤炸， 

包括所有地下核试验缕炸的条约，而缔结此条约正是各缔约国在本 

条约序言中声明要谋求的。

" 二 、 本条约各缔约国还保证，不在本条第一敦所述的任何环境内， 或可能 

产生该款所提到的影响的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 

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

4 7 . 部分禁试条约是限制孩军备领域内速成的第一项世界范围的国际协议。 当 

时被举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件，标志着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开始》这项条约大大地 

有助于减少放射性污染，i 且'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 它还帮助创造气 

氛，促进限制核军备竞赛领域内其他条约包括不扩散条约的谈判。



4 8 . 到一九六三年，苏联和美国已在大气展讲行了很多次的试验，并且知道仍将 

_☆ 续巧斤的地下试验可以提供进一■步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料。 这是等致缔 

结部分禁试条约的一大原因。

4 9 . 实际上，部分禁试条约除了在技术上约束了大型热核武器的地下试验外， 

根本没有使几个主要核国家之间的核军备竞赛缓慢下来■

5 0 . 事实上，在条约签订后，试验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九 

年间据报告进行了  1, 2 2 1 次核，，其中 4 8 8 次是在缔结条约前的十八年间进行的 , 

而 7 3 3 次是在签订条约后的十六年间进行的。 所以，条约签订后的平均试验速度 

为每年 4 5 次，条约签订前为每年2 7 次。 在所有的核爆炸中，苏联、联合王国、 

美国这三个部分禁试条约的核缔约国占了百分之九十强（见附录Ü K

5 1 . 尽管口 口声声表示决心要达成全面禁试，但十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际的 

谈判。



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5 2 . 全面禁止试验的问题是在谈判不扩散条约时提出的一个问凰这是因为无  

技武器国家要求核国家必须作出有约束性的承诺，在核裁军方面Si速取得显著的进 

展。 解决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对彼此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达成合理的平衡的必要因素。

5 3 . 不 r 散条约序言中的一段说：

‘‘ 回顾到一九六三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 

各缔约国在该勺序言中所表示的谋求达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并为  

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心 , "

六条也 ît:

" 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载军方面的有效措施， 以及就 

•-项在严格和有效厘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

所以，进行降止核军备竞赛谈判的努力显然包括实现全面禁试在内。



四. 审议和谈判（一九六三  九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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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会决议

5 4 .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大会就把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议程项 

目进斤讨论，讨论的时间比任何其他有关裁军的问題都要长 .

5 5 . 从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九年，大会通过了三十六项专门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 

的决议，7 其中有二十六须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缔结部分禁试条约以后通过的，

5 6 . 大会决议涉及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各方面的问题。大会特别：

( a ) 敦促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8

一■再遣责一切核武器试验；’

要求给予达成全面禁试以 " 最高优先 " ；

呼吁一切国家都成为部分禁试条约的缔约国，' ' 以后，又不断呼吁一 

切逐不是缔约国的国家立即加入这个条约；' 2 它也强调了停止一切大 

气层核武器试验的迫切性；

呼吁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后来是裁委会议〉继续迫切的心情为达成全 

面禁试进行谈判；'4

规定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限期（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曰，即 部 分  

禁试条约十周年纪念曰）；然后，在过了限期以后，敦促各核武器国 

家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不论是通过一项长期协定或通过单 

方面或商定的暂停；

要求裁委会议就核禁试问题的审议提出 " 特 别 报 告 "；

强调核武器国家应负责达成核禁试，有时特别强调三个核国家、 即部 

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在这方面所负的责任；'7 

在全面禁试生效以前，要求立即采取单方面或商定的限制措施暂停核 

武器试验，或限制或减少这种试验的规模和次数；'8 

要求在地震侦察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包括为建立世界范围地质资料 

交换而提供特定的情报；2°

深信不论在核查问题上存在多少分坟，都没有正当的理由推迟缔结全

面禁试条约。

(e)

(f)

(g)

(h)

(i)

( j )

(k、



57. 一九七七年，随着苏、英 > 美三国开始就全面禁试进行谈判, 大会满意地 

注意到这一事实，并请戟委会议考虑三边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文，以便在裁军特别 

联 大 （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向大会提出一个条约草案。

5 8 . 随后在一九七八年，大会对尚未能完成条约草案表示遗憾，敦促三个谈判 

国家加速进斤 îil判 . 使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研究谈判所达 

成的条文， 1、-̂ 使尽早向大会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提出一个条约草案。"

5 9 . 然后 f t一九七九年，大会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速反绝大多数会 

巧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并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 

器试煤的条约☆ 获 得 最 高 先 ; 表示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方  

面的进展，对防止S 武 器 的 级 横 向 扩 散 ，是 必 不 少 的 因 素 ，并将对停止军备 

竟赛和达成核裁军作: 出贡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开始进行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列 

为最高优先工作；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国家使谈判及时圆满完成，以供裁军谈 

判委员会一九八0 年会议审议。

6 0 . 尽管大会采取了这些行动，包括通过道责核武器试验的七个决议，还有七 

个要求使全面禁试获得最高优 ;先的决议，国际社会仍在等侍着全面禁试条约。尽管 

有二十四个决议敦傻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试验仍然在继续。

2 . 各谈判机构的主要发展

61 . 一九六二年初，停止试验核武器的三边会议结束以后，取得全面禁试的协 

i义这个任务就主要由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担负了。 自一九六二到一九七八年，委员会 

每年审议全面禁试的问题，并定期向大会报告。此外，委员会在一九七0 、一九七 

一、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应大会的要求，分别提出了有关这小问题的特别报告。

6 2 . 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五H的报告中，对部分禁试条约的签订和 "条约  

全体签署国在其序言中宣称的目标 " 表示满意。 "

6 3 . 在一九六三年签订部分禁试条约到一九六八年签订不扩散条约的五年期间， 

核武器国家没有采取重大的行动来改变它们在禁止地下核试问题上长期以来的立场。 

美国和英国承认在侦察和识别地霞事件的技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足以徘除



就地视察的必要性。它们准备商讨接受比原来提议的每年进行七次就地视察少一些 

的可能性 . 但它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次数。苏联继续坚持不需要进行就地视察，本 

Ülèt侦察系统已经足够了  , 因此实际上 , 它收回了原来的每年进行两至三次就地视

察的提议。

6 4 . 苏联继续要求禁止高于4. 7 5 级地震咸力的地下核试验，而在该临界以下 

的试验则自愿暂停。美国仍然反对无核查的任何形式的暂停试验。

6 5 . 中国在一丸六E 年十月进斤丁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因而成为第五核武器  

IÜ卞》这件事使联国许多会巧国不仅批评中国和法国在大气馬的试验，也批评丁 

苏联、英国和美国不断进斤的地下核试验。 当时也指出了，不能认为部分禁试条约 

未提到地下核壤炸，地下樣炸就成为合法的了。

6 6 .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会议上，八个不结盟成员国提出了一个联合 

备 忘 录 指 出 大 会 第 1 7 6 2 ( X V I I )号决议曾遣责一切核武器试验。 它们认识到， 

核武器国家之间对地下试验的核查问题存在分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障碍是不可 

克服的，它们建议核武器国家之间交换科学或其他情报，从而改进侦察和识別的技 

术，这会有助于达成全面禁试。

6 7 .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一九六五年会议上，瑞典正式建议通过交換地霖资料

( " 侦察填乐部 " ），在侦察地下爆炸方面进斤国际合作。八个不结盟成员国提出 

了一个联合备忘录，-’7 呼吁立即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 切核武器试验，并强调地震 

侦察方面的国际合作所能带来的益处。

68. 一九六六年，瑞典建议一种 " 挑战性核査 " 或 " 邀请式视察 " 的安徘，一 

个国家如有透反全面禁试条约的规定的嫌疑，可以提供情况，并主动邀请或应他人 

的要求而邀请进行视察；否则，其他缔约国有权退出条约。

6 9 . 八个不结盟成员国又提出一个联合备忘录强调全面禁试将是一个有效  

的不扩散措施，使无核武器国家实际上不能发展核武器，也制止新的核武器的发展。 

关于核查问题，备忘录提出的一些建议已由一些不结盟成员国个别提出过，例如临 

界条约的主张和挑战性核查的建议，备忘录再一次呼吁核武器国家在缔结全面禁试  

条约以前不再继续试验。



7 0 . 在一九六五年初期，不•扩散核武器的问艱是作为裁军领域内最主要的问题 

提出来的，大会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也化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个问题。不 

过 ，前面已经指出过，全面禁试问题也是在讨论不扩散问题时提出的问题之一。

71 .  一九六A 年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一次通过了一个临时议程，第一个议程 

项目所要讨论的各项借施，也就是与停止核军各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措拖，而首先 

提到的就是停止 t v试验。

7 2 .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八个不结盟成员国提出一个新的联合备忘录，" 对地 

下试验的次数和威力有增无减的情况表示遗憾，它们认为这些试验助长了军备竞赛。 

关于核查问题 . 它们指出，有关地下禁试的核查技木已有了相当的进展，它们建议 

应努力促成 " 对地震资料进行有组织的国际交换 " , 这一办法将为国家评价地下事 

件提供更好的技术基础。它们也强调，关于和平目的的核误炸问题，需要在全面禁 

试的范围内取得普遍和全面的解决。

73 .  一九六 /V年举行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通了一项决议，要求大会向十八国 

裁军委员会建议，在一九六丸年三月以前，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开始就缔结全面禁 

试条约进行谈判。

7 4 . 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会议上，瑞典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提出 

了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的一个无限期条约的各项可能的规定。 每个缔约国将承诺 

有诚意的合作，进斤地黨资料的有效的国际交换，以便于侦察和识别地下事件并找 

出其位置，并合作澄清任何未经别的地霞事件。在这方面，每个缔约国可以邀请 

在其领土上进 f t视察，这种视察按照邀请国所定的方式进行。如果一个缔约国对澄 

清某一事件没有进行合作，任何缔约国都可以提请安理会或其他缔约国注意。有关 

管理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问题，将另外商谈一项国际协议。

7 5 . 端典的工作文件受到大多数委员会成员国包括所有不结盟成员国的欢迎， 

但是苏、美两国对有关核查的建议持保留态度。

7 6 . 瑞典在一九七一年修改了工作文件修改后的文件设想条约经过一段商  

定的过渡期间后即完全生效，在上述期间内，核武器试爆将按照条约所附的一项议 

定书的规定遂步停止。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将按照另一项议定书的规定进行。



7 7 . 裁委会议的核武器成员国没有立即对这些建议做出反应，它们继续保持各 

自对核查问題的立场。

78 .  一九七一年，裁委会议十二国集团中的九个成员国（细甸、埃及、埃塞 

I■我比亚、墨西哥、紫洛哥、尼日利亚、巴基其:坦、瑞典和南斯拉夫〉又提出一项联 

合备忘氣这项备忘录 "认为地震学领域内的进展已经足以在国家侦察手段的基础  

上，加上国际合作和国际程序，解决核查问题。这样一个制度连同述出条救和定期 

审查会议的规定，应可确保制止秘密试验所需的威慑水平。 备忘录又呼吁核武器国 

家就全面禁试问题提出它们自己的建议，以便可以立即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7 9 . 乾委会议在一九七一年和以后几年内， 日益注意在交换地震资料方面进行 

圍 合 作 的 问 题 。这个问题在全体会议、也在有关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过 

了，这是裁委会议存在期间常常采用的做法。

8 0 . 裁委会议在举行部分禁试条约律结十周年纪念特别会议时，几乎所有的发 

言人都强调了这个条约的重要性，并强调还需要一项地下禁试条约才算圆满。 特別 

是 三 核 武 器 国 家 ， 更强调了这个条约在缓和世界緊张局势、遏制核武器扩散和促 

进军备限制等措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同时，教委会议十二国集团成员国在一些西 

方国家的支持下，对于条约内关于谋求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承诺至今没有实现，

表示强烈的不满，有些 g)家对于这可能破坏不扩散条约的可行性特别表示关切。

81 . 在这几年内，苏联和美国一再卢明应为地下试验问題寻求一个全面解决办 

法。 然后，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苏联和美国签订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 

一般称为 I揺界禁试条约。 " 在这个条约的序言部分， 两个缔约国回顾了部分禁试条 

约中表明的寻求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的决心，并重申它们遵守部分禁试条约的 

各项目标和原则。 它们也指出，为进一步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而采取措施会有助于 

达到这些目标，并符合加强和平与进一步缓合国际紧张局势的利益

8 2 . 临界禁试条约规定，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苏、美两国承诺不进 

行威力超过十五万吨的一切地下核武器试验，并只在特定的试验场内进行所有获得 

允件进行的试验。每个缔约国使用本国所有的核查手段，并承诺不干涉别个缔约国 

使用的核查手段。 缔约国同意彼此交换必要的资料， 以改进对编炸威力的估计。



8 3 . 条约到了商定的停试日期，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并没有生效，后来 

也 有 生 效 。 但是，缔约国声明， 在条约批准之前，它们将遵守眼制试验。

8 4 . 每个缔约国除承诺限制地下试验的威力外，也承诺将试验的次数减少到 

" 最低限度 " 。 然而试验活动的次数并没有减少（见附录D ) 。

85 . 虽然为设计威力超过十五万吨临界限度的武器所需的资料可以从低于上  

述临界眼度的试验中取得 "但临界禁试条约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能使发展新的高威力  

弹头更为复杂。

8 6 . 裁委会议有些成员国欢迎临界禁试条约，认为是朝向全面禁试迈进的一步。 

另一方面，许多成员国指出十五万吨威力的临界限度太高了（相当于投在广岛的原 

子 ^ 成力的十倍 )，这个限度不会有助于停止核军备竞赛，何况这一临界限度超过了 

核查能力水平好几倍。 晋遍认为，对威力小得多的核爆炸是可能进行侦察和识别瓶  

此外，有人指出，临界禁试的慨念就含有继续试 -验的意味， 它与全面禁试的目标是 

替道而地的。

8 7 . 条约的条敦不涉及为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 由于缔约国认为，在一定距 

离外，并不能把这种媒炸与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试验区别开来，而且，根据条约提 

供的情报，并不是为了监测在指定的武器试验场外进行的爆炸的威力大小，M 以， 

苏漢两国决定为和平目的的地下核辕炸单独搞一■项协议。

88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A 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一 

般 称 为 和 平 核 爆 炸 条 约 条 约 规 定 了 苏 、 美能在它们的核武器试验场外进行的，

因此可以推想是用于和平目的的煤炸。 为保证宣布为和平目的的核幾炸不产生同 

武器有关的利益，即临界禁试条约所限制的武器试验所得不到的利益，该条约为和 

平利用的爆炸定下了与进行武器试验一样的威力临界限度， 即十五万哺。 这个限制 

只适用于个别的爆炸，而一组的爆炸则可能超过十五万吨的限度，其总威力可以高 

达一百五十万吨，只要进行的一组爆炸之中每次单独的振炸是可以识别的，而且可 

以断定威力没有超过十五万吨>

8 9 . 为检查是否遵守和平核爆炸条约，缔约国将使用其本国的+二:查技术方法。 

它们有义务互相提供有关情报，此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应让进行核查的缔约国 

观察员进入揚炸地点。



9 0 . 各缔约国同意， 只要临界禁试条约仍有效，作为该条约重要补充的和平核 

傷炸条约就不能終止.，

9 1 . 同时，一九七五年五月举行的第一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査会议的  

最后宣言》申称，要象部分禁试条约表示的和不扩散条约重申的那样，决心争取

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 会议还表示希望，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缔约国 

应率先并竭力在技术和政治上尽早解决有关述成有效全面禁试的困难。

9 2 . 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苏联，于一九七五年提出了一项  

‘‘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的条约草笼这项提交给大会的条约草条规定在一切  

环境中无限期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它又进一步规定，必须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批 

准这一条约，条约才能生效。 关于核查，条约中与此有关的条文是以 "国家监督的  

技术手段 " 为基础的，即没有就地视察。 然而，它们包括缔约国要承担义务，在国际 

交换地震资料方面进行合作，互相协商和提出询问，以及在怀疑有违反条约的现象 

时， 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的程序。

93 .  一九七七年，苏联将一九七五年的条约草架、同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邀请 

就 地 视 察 的 一 项 正 ( 一九七六年提交给大会）一起，提交给裁军委员会会议。 "
9 4 . 随后，瑞 典 也 提 出 了 一 份 条 约 草 38允许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规定的时 

期内遂步停止试验这样的过渡安排。 关于核查问题，草架设想廷立一个条约缔约国 

协商委员会，以便澄清模糊不清的问题。 草条还规定，如果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不是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加入这一条约，任何缔约国都可退出。瑞典促请早日设立一个工 

作小组，以便就这一问题的具体安徘进行谈判。

95 .  —九七六年，裁军委贞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 

事件国际合作措族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建议。 小组于一九七六年举行第一次会议 , 

并还在继续工作。 一九七八年，小组向裁军委员会会议提供了一份练、合报告，" 建 

议建立全球地震台网，并对拟议中的台网进行一次实际试验。 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审 

议了这份报告之后，决定特设小组应继续工作，并研究可能对全球地麓台网讲行实 

际试验的科学的与方法学的原则。 今后有可能根据禁止核武器试验务约， 以及作为 

该条约组成部分、关于为和平目的的试验的议定书，建立这样的台P'；! , 以供国际交 

换地震资料。一九七九年，特设小组提交了关于这小问题的第二份报告。



96 .  一九七七年，苏联和美国经过初步双边会谈后，填知教军委员会会议，联 

合王国将参加关于全面禁试协定的谈判。 美国强调，如能达成这样协议，委员会会 

议就可以在拟订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中开始起重要作用。 美国又说，核武器国家首 

先在这个问题上沟通他们的分技后，固然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但在截军 

委员会会议内同时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口」能是有益的。

97 . 一九七八年，在裁军特别联大期间，裁军委员会会议应大会的要求，将其 

审议各种问題的情况 . 包括全面核禁试问题，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 在振告中， 

f ，:军委员会会 i义称" 委员会的最 f t 先的事项是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 "

9 8 . 在Z找军特别 fP:大上 , 联合 IS成员国在、最后文件、中说 ,停止试验核武器  

可 以 大 大 有 助 于 达 成 止 nut：器的质黄改进、停止发展新型核武器，并防止核武器 

扩 散 的 目 板 在 这 方 面 ，大会宣布，正在进行的全面核禁试三这谈判应尽速完成， 

参加谈浏的各方应尽一切努力达成一项可在大会予以核可之后尽可能吸引众多国家 

加入的协定。 在这方面，许多无核武器国家表示在缔结这项条约以前，如果所有核 

武器国家停止进行核武器试验，则对国际社会是个鼓舞。有几个国家对《最后文件》 

这一部分的某些方面表示保留。

9 9 . 中国表示， \\最后文件 \、中关于 " 所请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那部分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 同样，法国也不认力停止核试验可以大大有助于防止生产新型武器 

和核武器扩散。 它认为，两个军备最多的国家，由于多次试验的结果， 已积累了充 

分的资料， 实现他们可能希望的任何质童上的改进，卞需再进行新的试验。

1 0 0 . 裁军特别联大建立的裁军审议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举行了第一届实质性会 

议，拟订了练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并在方条的各项措施中首先提到核禁试。

1 0 1 . 裁军的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也于一九七九年举行了第一届会议，

也将核禁试列为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

1 0 2 . 大会关于这小问题的最近决议42有下列两点规定：

" 大会， ，

" 4 .  1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进行谈判 ; 

'‘ 5 . 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努力，使谈判及时圆满完 

成，以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五.关于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

(b)

(c)

103. 随着苏联和美国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就禁试问题进行双边协商后，为达成全 

面禁试，联合王国也参加进来，三 这 谈 判 于 同 年 七 月 开 始 自 开 始 以来已进行了 

几轮谈判，最近一轮是一九八0 年二月四H在 H 内瓦开始的。

1 0 4 . 三进谈判是不公开的。关于谈判的正式消息，是根据联合王国代表谈判三 

卞不时向多边谈判机钩提出的进度报告。迄 ♦ 已提出的三份报告是：一九七八年三 

巧十六H, — 九七八年八月八H , — 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1 0 5 . 关于谈判的实质，这些报告透露了下面的几点：

( a ) 三迫谈判的目的，是要达成一项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 

■ 条约，以及构成该条约一个组成部分的关于为和平的目的进行核爆炸 

的议定书。

大家同意，条约应规定通过国家技术手段的核查， 以及就地视察的可 

能性。

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同意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国际交换地震情 

报在是否遵守条约的核查中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条约的各缔约 

国都有权专加并获得国际交换中心提供的地震情报，不论他们是否有 

地震台祐，加全球网。他们同意，关于建立和管理国际地霧交换中心 

的指导原则，应在条约的附件中予以规定，并在条约生效之后，商定 

关于落实国际交换的组织和程序的译细安排。 "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 

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 的建议，将在很大程度h 

影响地霞情报的实际交换办法。谈判各方认为，应建立条约缔约国的 

专家委员会，以帮助交换的实施。

设想在一定时期之后，条约缔约国将希望举行会议，审查条约的执行 

情况。

1 0 6 . 关于谈判的进度，联合王国在一九七九年的报告中说，谈判三方已达成了 

很大程度的协议。它还指出，虽然就核查的主要組成部分已达成协议，关于详细安 

排仍在继续进行谈判。联合王国说，核查是个复杂问题，涉及到许多技术问题，需

(d )



要有时间进行谈判。谈判三方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正当的理由希望早日完成 

这一谈判，历届大会的决议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 

件 》也有类似要求。他们决心达成一项协议，以满足国际上的期望和吸引尽可能广 

泛的国家参加。

1 0 7 . 除这些联合进度报告外，谈判三方在裁军委员会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和 

大会上，还就三追谈判的拭况发表过♦ 别的意见。

1 0 8 . 苏联说，在谈判过程中，它针对那些最困难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步 

骤 ，以便加快和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同意自愿基础上的核查，暂停和平核爆炸， 

以及即使在初期五个核大国没有都参加的情况下，也同意使条约生效。苏联认为， 

早日答订一项条约并使之生效，将有助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将为过渡到核截军创造 

必要的条件

1 0 9 . 联 会 王 说 ，它的目标是为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即所有缔约国，不论 

是S 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都座毫无例外地禁止核爆炸。 它还指出，在谈判 

中对许多重大问題，包括条约应真正是全面的这一关键问题，都已原则上达成了协 

i义。虽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难题，特别是核查问题。联合王国相信， 

充 ^ 的核查措族是在遵照条约义务方面提供必要互信所必需的。它决心竭尽全力为 

E 满地和早 0 地缔结一项能吸引尽量多的国家，包括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参加的、 可 

行■的和公平的条约。"

1 1 0 . 美国指出，正在谈判中的条约将是有固定期限的。美国说，它决心使这一 

谈判能早日圓满地结束，但强调如要全面禁试条约能有效地为其目标服务，就必須 

有能促进互信的办法，知道条约的规定确实是得到忠实的履行。在这方面，相当数 

量的关键问题还有待解决。美国指出，谈判各方已认识到，需要有新的合作措施。 

在这方面和那方面，都在继续努力，但有些问题不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容易迅速地 

解决。它理解全世界都强烈关注谈判的成功，但它相信，要达到全面禁试这一共同 

目标，唯一切合实际的办法就是联合王国、 苏联和美国继续努力解决他们谈判中存 

在的分歧。47

111. 在一九七七年，三边谈判的倡议普遍受到欢迎。 大家促请苏联、联合王国 

和美国尽快完成谈判，向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出一项条约草案，以便制定一项能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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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条约。第二年，人们越来越惑到不满意，因为没有产生一项条约草案给谈判 

机构审议，因此就不能对这一长期来被认为是高度优先的问题开始多进谈判。许多 

国家对三大国提供的一般性质的 I#报也感到失望，而要求提供较确切地表明谈判进 

度和尚未达成协议的领域的情报。

1 1 2 . 对 - ，项能被普遍接受和有效的条约应具备的条件，大家表示过一些意见。 

例如，大家认为条约在范围上应当是真正全面的，没有任何漏洞；应规定所有缔约 

国都专加核查程序；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是条约的缔约国；应有条约自动延长的条 

款 ，以及一个缔约国在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退出条约的通常条款。

1 1 3 . 在一九七九年的联合进度报告之后，许多国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 

T、应等待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协议的条文。截军谈判委员会的二十一国集团Z 

在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结束时发表声明，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全面禁试着手进 

行具体谈剑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并要求在一九A O 年会议开始时即作为最高优先 

项目来开始这个谈判

1 1 4 . 大会第 34 83B号决议对全面禁试的紧迫性已说得很清楚，大会促请裁军 

谈判委员会毫不延迟地就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请裁军谈判委 

员会参加个别优先具体栽军问题谈判的成员毫不迟延地竭尽全力促使这些谈判达成 

积极结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否则将其个别谈判的现况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向 

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按照决议的设想，直接对委员会谈判作出贡献。



六、 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1 1 5 . 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就全面禁试进行有效谈判的障碍，似乎在一九七七 

年就排除了， 当时，三国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就地视察以核查条约的遵

守情况； 为和平用途的夢炸将写在一项议定书内成为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及不 

一定 •^所 有 样 武 器 家 加 入 了 ，条约才生效， 但是，进行了差不多三年的全面禁 

试 -：成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拟订出可以提交给戴军谈判委员会进行多过审议的 

条约草条来。 尚 未 年 决 的 大 H 是? r，' 巧可能的解决办法，均论述于下。

1 1 6 . 审 这 些 间 《h时，首先应注意到，有人曾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继续进 

行核武器试验辨护。 最常提出的一种就是，必须进行试爆，才能对所储存的武器 

的可靠程度有把握。 对这种说法的答复是，有人极有根据地指出过，不需要进行 

核试验，就可以查验所储存的核武器的状况。 " 即使认为核武器的性能会出现衰 

退，那么，这种现象也对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武库都会造成影响。 此外，研究过这 

个问题的专家认为，对核武器越没有把提，就越不会想到要去依靠它。

1. 全面禁试的核查

1 1 7 . 全面禁试的核查问题，在某些重要方面必然与部分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有 

所不同。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等三个环： 中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试条 

约，并没有设立任何机构来检查缔约国遵守条约义务的情况。 各核武器缔约国相 

信，使用本国的国家核查手段，就足以对条约遵守情况单方面进行监测了，而其他 

缔约国也相信，如有速反事件，不会长期不被侦察出来。

1 1 8 . 同进行德满的费用和被侦察出来的危险相比，秘密的大气层爆炸就算有什 

么好处，结果也可能不大。 事实上，由于缔约国被允许进行地下试验，看来也没  

有理由要违反部分禁试条约。

1 1 9 . 由于很难精确地预測核爆炸的威力，并由于核查临界一级附近的摄炸格外 

困难，临界禁试在遵守与核查方面的问题比全面禁试更多。

1 2 0 . 在全面禁试的情况下 ,，秘密的地下试验可能对违反者而言在军事上有好处， 

并且可能无法只通过缔约国本国的手段来获得遵守禁试的保证。 因此，一项禁止



一切地下核试验的条约必须规定国家核查手段以及 IS际核查手段。

(a> 地襄监測

1 2 1 . 目前，一般公认地震学手段是最有效的核查方式，可以对秘密进行地下核 

试验产生制止作用， 因此 , 不论个别圓家另外采用什么方法 , 地，学核查都应是 

地下禁试全球监督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裁军姿员会会议（裁 委 会 )于一九七 

六年立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1 2 2 . 特设小组在其报告 " 中建议，这些措施应包括：有系统地改进全球地 I t  

台姑的程序；利用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进行地H 资料的111际交 

流；以及在特别的国际资料中心进行资料处理，以供各卞加国使用。

1 2 3 . 专家小组特别认为，地，核查系统应由 5 0 个左右按地震学需要而选定的 

遍市全球的還震台站组成，这些台站应当例行汇报所測地震信号的基本参教，并且 

在有国家索取与特定事件有关的外的资料时，负责将数据发送出去。 国际中心 

负责接收上述数据，按商定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以便话计地族事件的位置、，级 

和深度；将识别参数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将分析所得的全郁成果汇编分发出去； 

并担负起数据库的作用。

1 2 4 . 为使拟议的地襄台M切实可行，有些细节尚待研究，这包括台站的分布 

( 特别是南半球的台站分布），数据接收设备以及数据传輸设备。

1 2 5 . 根振某些资料来源，设想的地蔑台网所能侦察和定位的发生在苏联和美国 

境肉的地蔑事件，其霞级相当子爆炸力约为一千哺 t n t 的完全封闭在硬岩石中的核 

煤炸。取得用于识别爆炸与地震（而非仅用于侦察和定位）的数据的能力，多少会 

低一■点。

1 2 6 . 如上所述，三边谈判的参加国表示，特设小姐的建议将 " 在很大程度上 " 

影响到全面禁试所有缔约国之间实际进行数据交换的方式。 它们还认为，应当从  

条约缔约国中选出专家组成委员会，以协助进行交换工作。"

1 2 7 . 据报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正在商定另外的安徘来满足它们的核查要求， 

以作为全球地震台网的补充。 这些安排看来主要在于建立各国国内的所请国家地 

震台结，而这些国家地震台站也有国际性的一面，



1 2 8 . 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地震台站，将是可以防止弄虚作假的先进台结，由 

本国自行配备人员（这与过去提议的自动黑箱子不同），记录下来的数据将连续不 

断地直接在所在国的境外传输。

1 2 9 . 据了解，国家地震台有助于降低侦察临界限度。 如果分布得适当，它 

们还可以提供辅助 t生的识别数据来监测地震，从而有助于使全球台网侦察到的地震 

事件在识別时更加有把握。 此外，如果国家地篇台站的所在区域，其地理构造被 

认为适于进行秘â’，试验的话，也 有 助 于 防 止 发 生 逃 避 侦 察 的 情 况 例 如 ，苏联和 

美国境内就有这祥的区域。 "

1 3 0 . 下列各方面的问◎ 还有侍解决：国家地族台站的仪器装备，在各小谈判国 

场.内的数目相位覺 , " 教列与维程序以及数据的传输等。

(b) 就地视察

1 3 1 . 主张需要进行就地视察的理由是，尽管全球地震台网在保证全面禁试不受 

速反方面有很大的把握，但是还可能有少数事件的震因不明。 如某以全球地震台 

网为主，另外辅以国家地震台站、卫星观測、 情报收集的电子手段和其他手段（甚 

至專备试验也能被侦察出来），那么，就比较不需要进行就地视察了。 请不属于 

全球台网的台站提供地寒数据，以及采用其他的情报，也都可以对可疑的事件加以 

辩明。

1 3 2 . 参加三追谈判的国家已经对进行就地视察的可能性达成了协议。 " 据了 

粒，视察将在自愿或 " 挑 战 " 的基础上进行，而且不只是在挑战时，在拒绝的情况 

下，也必须提出具体理由来。 6°

1 3 3 . 值得注意的是， " 就地视察 "是在一九七六年的苏联和美国和平核爆炸条  

约中商定的，而这项条约迄今尚未生效。 该条约的议定书对观察员人数、可进入 

地区的地理范围、设备、记录和豁免等作了详细规定。 在制订全面禁试的就地视 

察方式时，这些规定也许有用。

(C) 参加核査安徘

1 3 4 . 许多国家认为，必须确保全面禁试的所有缔约国都有机会参加大会特别会



议 《最后文件》所设想的核查程序。

1 3 5 . 有一个问题是，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正在商谈的核查安排，是根框对等  

原则只适用于这三国呢？ 还 是 应 ‘‘ 多迫化 " ，使其也适用于其他缔约国，包括核 

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所有的国家对有效核查都很关心，但是核武器国家还对 

互相监测特别关心。 因此，将会出现一个与整个核查系统的适用范围有关的问题， 

特别是如果中国和法国决定加入全面禁试的话，更会出现与核武器 [S家有关的问题，

1 3 6 . 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包括：除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以外，其他任何国家 

是否必须也设立国家地襄台结；国家地震台结的数据是否普遍提供；以及其他国家 

是否也可以，加在这三个大国境内进行的就地视察等。

1 3 7 . 三个谈判国表明，它们认为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应有权参加和接收国际交 

换所提供的地震数据，而不论其是否有地篇台站参加了全球台网。

138. 三这谈判商谈中的安排究竟同条约所有缔约国都将参加的安排有什么样的 

关系，还有待研究商讨。 一些专家认为，如果尽早着手进行多边安，谈判，那么， 

倘若有一种核查安排只适用于苏联、联会王国和美国，而与适用于所有国束的核查 

系统不相关联的话，就将有助于早日达成协议。

2. 全面禁试的范围

l a ) 和平核爆炸

1 3 9 . 三边谈判的参加国同意，一项禁止武器试验的条约应当有一项构成其组成 

部分的议定书，其中包括与和平核爆炸有关的规定。 两项文书的有效期限相同。 

因此，实际上，商谈中的全.面禁试将把一 核爆炸包括在内。

1 4 0 . 对包括三小谈判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而言，还存在以下的问题，即这样一种 

全面范围的禁止，是否与不扩散条约相抵触：不扩散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保证 

使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获得核爆炸的任何和平应用的 “ 潜 在 "利 益。 此 

外，还有一小向题是，它是否与有关苏联和美国和平爆炸的一九七六年和平核爆炸 

条约相抵袖。 但是，三小谈判国似乎一致认为，只要和平方案可以被用来取得与 

武器有关的安料，就不可能将核武器试验同和平核，炸截然划分开来。 对于非不



扩散条约缔约国的非核武器国家而言，又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b) 实验室说验

1 4 1 . 也许可以说，为求有效起见，全面禁试的范围应指包括实验室试验在内的 

一切爆炸，而无一例外。 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全面禁试不能包括实验室试验， 

因为它们可受控制，而且无法核查，同时也因为某些实验室试验也许有助于各种各 

祥 ‘7 ]和平用途，包括发展新的能源。 例如，这类试疲可以是爆炸力极低的"核实 

验 " ，也可以是所谓的禅性约束聚变。

1 4 2 . 煤炸力梭低的核实验中，可能包括某种装置的，炸，这种装置具有核爆炸 

装置的特点，但是所用的装变材料，其数量或种类所产生的煤炸力，只等干写^致核 

能释放的化学煤炸的煤炸力的一小部分。 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把这种可以在实验室 

的封闭设备内进H■的试验作为核武器试爆。 61

1 4 3 . 禅性约束这一慨念，就是利用激光或其他高能量源来加热和压缩其中合有 

可聚变燃料（第*和 氣 ）的小球。 如果把能量够高、波形适当的脉冲注入小球，密 

度和能量就可以增高到足以能发生聚变。 。 这将是一次极小规模的实验室核嚴炸。

1 4 4 . 值得回顿的是，一九七五年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期间，美国在答复 

瑞士所提的关于和平目的的受控热核微型爆炸的合法性的问题时，作了如下声明：

" 有人提出了与某种能源有关的一小问题，据报这种能源的研究工作已在进 

行，其中涉及以激光或以高能粒子束在毫米大小并含有裂变和/ 或聚变材 

料的小球中引发核反应，所料放的能量尽當速度极快，但经过设计，将不 

起任何破坏作用地被封闭在一小适当的容器内。 根据我们目前对这类尚 

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的能源的了解，我们断定它并不构成不扩散条约所指的 

核煤炸装置，也同《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中对不转用于任何核爆炸装置 

的承诺无关。 "

以上的解释在会上得到联合王国的支持。 苏联未作评论。

1 4 5 . 最近，美国表示，它預料在未来的有限期间全面禁试不会对惯性约束聚变 

的研究加以限制。 6 4 这种技术也许既能作民用又能作军用，但是新武器的设计是

" 无法只依靠激光聚变实验 " 的。 6’



3 . 全面禁试的期限

1 4 6 .过去一向认为全面禁试将是无限期有效的，但是近年来， 已讨论了固定期 

限的全面禁说。 6 6 有迹家表明， 目前三方商谈中的全面禁试的期限可能限于三年。 

按照设想 , 条约期满前将举行一次缔约国审查会议。 6 8 有人建议审查会议可以讨 

论条约延长的问题。 " 可以推想的是，关于规定和平核爆炸的条约的议定书，将 

受到与条约相同的对 Î寺。

1 4 7 . 关于全面禁试的期限，条约应当实州.载于郁分禁试条约并釋不扩散条约予 

1'̂ ：̂-申 的 iiK : " i t  i'lj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煤炸试特。 "

1 4 8 . 根振某些，法，短期的全面禁试将对无核武器 [fi家加入条约构成问题，特 

别是对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一-它们已经承诺在较长的期间内不拥有核武器和其他 

核爆炸装置

1 4 9 .短期的全面禁试期满后，如果恢复进行试验，则将对军备限制和裁军的事

造我 .g 重打击。

1 5 0 .最后，不论全面禁试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确保现行各项承诺得以遵守， 

部分禁试条约得以继续有效，以求该项条约的禁试规定的效力经久不衰。



^ _ _ ^

1 5 1 .肤合 iii在裁军领域中一切努力的主目标一贯是 .制止核军备竞赛，停止核 

武器的生产并最終消较核武器 .

152 . 全面禁试被认为是走向停止核军备竞赛，光其在质量方面，的 

首要和最迫切Û]步嫁。

1 5 3 . 多年来，所有的Ë 家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来争取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这种努力占去了像 会38成 只 K 期的关注 , 其时间之长超过了任何其他裁军问题 .

1 5 4 . 三边谈判至今已进行了将 i»：三年 ,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却还未开始举行  

谈判 • 为了 全面条'试更接近干尖现 , 进行更多深入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对 

执行情况的核査似乎已不成为达成协议的障碍 .

1 5 5 . 全面禁试有可能，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成为不.扩散核武器的一个重要措 

施 .

1 5 6 .全面禁试可以对限制武器起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可以使缔结条约的核 

武器国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难以发展新型的核武器，并也会对改进现有的武器的 

设计有所约束 .

1 5 7 .全面禁试，通过防止核煤炸，也可以对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加以约束，尽管 

M 造一个縫单的裂变装 -1不一定W要进行试验煤炸 •

1 5 8 .不 IT散条约的缔约国认为 , 按条约中 "尽早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着手采  

取以核裁军为目标的有效措施的意图 " ，由核大国证明它们认识到所承担的法律责 

任 ，全面禁试能被加强这一条约，

1 5 9 .如全面禁试后，随即对核运裁工具质量的改进加以限制，就可增加全面禁 

试 对 器 限 制 的 益 处 ，并近一步减少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途径》

1 6 0 . 为达到禁试的目的，全面禁试必须要持久 •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全 

面禁试的非缔约国也会感到有压力，使它们不去从爭核武器的试验 -

1 6 1 .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就要求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做到这一点将会是一 

个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 .



jg____

A . --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秘书长在钱车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中关于全面禁试部分的节录

我认为，所有技水和科学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过全面的探讨，为达成最后协议， 

现在只需要政治决定。世界各国日益相信，禁止地下试验是最重要的一项措施，也 

许在请近的将来 , 是摩止核军&竞赛，至 '1̂、是在质量上停止核军备竞濟，唯一可行 

的措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协议停止一切地下试验，将有助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达成协议，同时也可能有益于实现一切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试验的可能性》 我 

坚信，过去那些令人惋惜地失去良机的往事不应再重演，现在能够也应当解决这一 

问题了。

我注意到，大家对用测量地震的方法来侦察和识别地下核试验的有效性还有不 

同看法，但高级专家们相信，识别一切这种爆炸，以至小到只有几千纯当量的煤炸， 

是可能的。 尽管有可能秘密地进行少数几次这样的试验，但-■系列这样的试验就不 

大可能逃化侦察。此外，究竟有什么重要战略原因要继续这种试验，究竟这种小当 

黄的试驗还有多大军事价® , 也不无疑问。

我们如果想到，规在有通过地模 ‘測量和其他方法的核查手段，还有 [il际核查程 

序提供的诸如协商、 查问的可能性， 以及大家所知道的 " 挑战性核查 " 或 "邀请式  

视 察 " ，就难于理解为什么对禁止地下试验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

根据这些考虑，我必然也得出这样结论，继续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要 

比结束这种试验可能出现的危险大得多。

无核武器国家对核大国不停止核武器试验， 已明显地表现出普遍的不耐烦和不

满。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将是向停止进一步改善和部署

核武器的所请 " 纵向扩散 " 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将加强潜在的核武器国家不去获得 

核武器的决心，从而有助于防止这种武器的 " 横向r 散 " 。另一方面，如果核大国 

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那么经过艰苦努力才达成的不扩散条约今后的可信性、甚至 

可行性，都可能受到危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世界将面临多么巨大的危险，我就不 

必说了。



B . 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 

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 

府 （以下称 " 原 缔 约 国 " ），

宣布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尽快达成一项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的 

全面彻底裁军协定，这项协定将制止军备竞赛和消除对于生产和试验各种武器，包 

括核武器的刺激因素，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缴炸，决心继续为 ifc目的进行谈判，并希望 

使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封性物质：；亏染，

议定条敦如下：

第 一 条

一 、 本条约各缔约国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下列任何地方禁止、 防止并且不 

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H 在大气居；在大气层范围以外，包括外层空间；或在水下，包括领海或公 

海 ；或者

a 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如果这种爆炸所产生的放封性尘埃出现于在其管辖或 

控制下进行这类摄炸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外。在这方面已达成的谅解是，本项现定并 

不访碍缔结一项永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包括所有地下核试验爆炸的条约，而缔 

结此条约正是各缔约国在本条约序言中声明要谋求的。

二 、 本条约各缔约国还保Æ, 不在本条第一敦所述的任何环境内， 线可能产生 

该敦所提到的影响的任何地方引起、 鼓助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缴炸或 

任何其他核线炸。

第 二 条
/

一、任何缔约国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案。任何所提出的修 iÉ案应提交保存国政



符，保存国政府应将正案分发给本条约所有缔约国。此后，如果有三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以上的缔约国提出要求，保存国政府应该召集会议，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 

以审议这一修正案。

二、对本条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必须由本条約所有缔约国的多数，其中包括所 

有原缔约国，表决通过。在所有缔约国的多数，其中包括所有原缔约国的批准书交 

存后，修正案即对所有缔约国生效。

第 三 条

一 、 本条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未在本条约按照本条第三款生效之前签署 

的任何国家，得随时加入本条约。

二、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原缔约国—— 美利坚合众 

国、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一政府保存， 

该三国政府经指定为保存国政府。

三、本条约经所有原缔约国批准并交存批准书后生效。

四、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书或加入书之曰起生效。

五、保存国政府应将本条约的每一签字曰期、每份批准书和加入书的交存日期、 

生效曰期、收到关于举行会议的任何要求的日期以及其他通知事项迅速告知所有签  

署国和加入国。

六、本条约应由保存国政府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 四 条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各缔约国如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为行 

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该国应在三个月前将其退约一事通知所有其他 

缔约国。



第 五 条

本条约应保存在保存国政府的档案库内，本条约的英文本和饿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本条约经正式核正的副本应由保存国政府分送各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下列接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三份。



C .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 

试验条约的签署国缔约国名单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翔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在莫斯科签署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伦敦、 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供签署

生效日期：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保 国 政 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額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

主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 ）、大不列觀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英 ) 和美利坚 êv众 国 （美 ）政府保存的条约正本上签署。

m )批准书、 加入书 (a)或趣承书 ( s i , 交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 》、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 ）和美利坚合众国（美 ）政府。

国名 （i ) 签署 （Ü) 交存

阿富汗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英）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八 日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十二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 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

阿尔及利亚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一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

阿根廷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

(英） 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



国名 ( i ) 签署 (Ü) 交存

澳大利亚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曰

奥地利 ................... • (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曰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巴哈马 ................... • (苏) —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S)

(英 ) 一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 (3)

(美 ) —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 (3)(1)

比利时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英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H

(美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贝 宁 （达 待 美 ）…… • (苏)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H

(英 )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曰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曰

(美 )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 

B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曰

不丹 ....................... • (苏) *

(英 ) 一
*

(美 ) 一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a)

破利维亚 ............... •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曰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H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曰



国名

博茨瓦纳 ...................... （苏）

(英）

(美）

巴西............................. （苏）

(英）

(美）

保加利亚 ...................... （苏）

(英）

(美）

银甸 ............................. (苏）

(英 )

《美）

市隆達 ..........................（苏）

(英 )

(美 )

白液罗斯 ......................（苏)

(英 )

(美）

签署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加拿大 •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A 月十四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H

(Ü) 交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ms)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H《sXi)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曰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曰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E H —

一九六三年十月A 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苏）

(英)

(美 )

(苏)

(英)

(美）

«

♦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 

0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丸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国名

佛得角

( i ) 签署

中非帝国 (共和国）••

(苏)

(英 )

(美 )

(苏)

(英 )

《美》

乍得 ............................ 《苏）

(英 )

(美)

智利 ............................ （苏)

(英 )

(美 )

奇伦比亚 ..................... （苏、

{英、 

(美 )

哥斯达黎加 ..................（苏)

(英 )

(美〉

塞浦路斯 ..................... （苏)

(英 )

(美）

( 均 交 存  

一丸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曰 (a)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曰 (a)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曰 

(a)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0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0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三年A 月二十三 

H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A 曰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

'九六五年十月六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曰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



：l/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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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 i ) 签署 ( Ü ) 交存

捷克斯洛伐克 .........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H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曰

丹麦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英） 一九六三年A 月九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曰

(美） —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曰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曰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H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0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曰

厄瓜多尔 ............... - (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曰

(英）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 

0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埃 及 （阿 联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2)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A 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曰 (2)

萨尔瓦多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H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 

H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 

0

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

(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美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

埃塞俄比亚 .......... - (苏) 

(英 )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



国名 ( i ) 签署

CI)/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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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交存

斐济 ........................ (苏） —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 (S)

(英） ---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 (S)

(美） ---------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 (SXI)

芬兰 ........................ m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曰

加蓬 ........................ 《苏） ★

一九六四年三月九日

(英）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曰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曰

间比亚 ..................... (苏） —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S)

(英） — 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 (3)

m 一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S)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曰

《英） * *

(美）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曰 *

(英） 一九六三年A 月十九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 (3)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 (3)

加纳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曰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四H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曰

(美） 一九六三年A 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曰

希猎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H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H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H



国名 ( i ) 签署 ( Ü ) 交存

危地马拉............ … （苏）
« *

(英）
* *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 

H

一九六四年一月 7̂  0(4)

几内亚比绍 ........ （苏）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曰 (a)

(英） 一 *

(美） —■ *

:毋地'................... …… （苏）
* —

(英）
*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一

洪都拉斯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曰
*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0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

匈牙利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曰

(美） 一九六二二-年八月八H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 t 岛..................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匹月二十九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曰

印度..................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曰

(英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



国名

印度尼西亚，

( 1 ) 签署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H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0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0

(Ü- )交存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H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伊朗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

(美） 一九六三年A 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H

伊拉克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 年十一月三+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曰

爱 T'兰.............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曰

以色列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A 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曰

意大利 .............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 ®年十二月十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曰

象牙海岸 .......... （苏）
* -X-

(英）
* *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曰 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曰



国名 U ) 签署 (Ü) 交存

牙买加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

曰本..................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约旦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曰

(美） ■-九六三年A 月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肯尼亚 ............. … …. （苏） 一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曰 (a)

(英） 一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曰 (a>

(美） —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 (a)

大韩民国 .......... …… . （苏）
*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曰 (5)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5)

科威特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曰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七日 (6)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曰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曰 (6)

老撥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H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H

(美 ) 一九六三年A 月十二曰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曰

黎巴嫩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H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H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曰



lêl台 ( j-) 签署 { i l) 交存

利比里亚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曰

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曰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二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曰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利 1̂ 亚 ）..........《苏） 一九六三年A 月十六日 ★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

占森堡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曰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曰

马达加斯加 ............. 《苏） . * *

《英） * *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  

0

马拉维 .................... （苏） -一 一九六四年十一巧二十六日 IS)

(英） 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 (8)

(美） 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H

(s)(l)

马来西亚（马来亚联 

合 邦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曰

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如、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H



国名

马里 -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蒙古人民共和国，

( i ) 签署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0

(Ü) 交存

英）

美）

苏）

英）

美）

苏）

英）

美）

苏）

英)

美)

苏)

英 )

美 )

苏)

英)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H

(S)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曰 (S)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曰

(s)( l)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曰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曰 

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H(S)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曰 (S)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 (SX7)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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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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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哥 ..............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 

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曰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英）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 

曰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尼泊尔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0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曰

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曰

(英） 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

(美） 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

何兰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8)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8)

新西兰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尼加拉瓜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曰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尼曰尔 ............. （苏）
«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 

0

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 

H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国名 ( 1 ) 答署 ( Ü ) 交存

尼日利亚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挪威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巴基斯坦 .......... … … （苏） 一九六三年/V月十四曰 - 一

(英） 一九六三年A 月十四曰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一

巴拿马 ............. (苏）
* «

(英）
* «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曰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H

巴拉圭.............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 一

秘鲁，

菲律宾 •

0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H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H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H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0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

曰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曰 

(英） 一九 六 三 年 八 月 八 曰 ’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0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曰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W



国名 ( i )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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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曰

葡萄牙 .............. …… （苏）
* 一

(英）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曰 一

《美）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曰 一

罗马尼亚 ........... ……. （苏） — 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曰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曰

卢旺达 .............. ……. （苏）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曰

(英）
*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西萨摩亚 ...........，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曰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H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曰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曰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曰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曰

圣马力诺 .......... .… …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 

H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英）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曰
1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塞内加尔 .......... （苏）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H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 

H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曰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曰

(美）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



国名 • ( i ) 签署

塞拉利昂 .................（苏）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曰 

(美）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曰

新加被 .....................（苏） 一

(英） 一

(美） 一

索马里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英） *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曰

南非 ........................（苏） 一

(英） -

(美） -

西班牙 .....................（苏） ★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斯里兰卡《得 兰 ）

苏丹 -

(Ü) 交存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曰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曰 (S)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3)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s)ao)

(苏）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 

H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 

0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 

H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a)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 (a)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 (a)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曰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曰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H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曰



国名

斯威士兰 ...................... （苏）

(英 )

(美 )

瑞典 ..............................（苏）

(英 )

( 美)

瑞士 ............................. （苏）

(英 )

(美）

i ) 签署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苏)

(英 )

(美）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坦 嘱 尼 落 ）•…•… （苏）

(英 )

(美 )

泰国 ..............................（苏)

(英 )

(美 )

多哥............................. （苏)

(英 )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B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0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 

0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三年A 月十三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S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A 月八曰

(Ü) 交存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曰 (a)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曰 (a)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曰

一九六四年六月一  H 

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 

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曰

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国名 ( i ) 签署

汤加 ........................ ( 苏） —

(英） 一

(美） 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突尼斯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美） 一九六三年A 月八曰

土耳其 .................... (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乌干达 .................... (苏）
«

《英）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 

曰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 

0

乌交兰 .................... (苏）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曰

(英 ) *

(美 ) •N>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Ü) 交存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S》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 (S)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 (S)(l)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九六五年六月三曰

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七月八0 

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曰 

«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曰

苏）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曰 

英） *

美） *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国名

大不列翻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ai) ( 苏）

m

m )

美利坚合众国  （苏）

(英 )

《美 )

上 尔 特 ...................... 《苏）

(英 )

(美）

乌拉圭 ..........................（苏）

(英 )

(美）

委内墙拉 ...................... （苏）

(英）

(美）

〔越南南方共和Daa-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

)

/

 

V
Ï
/

 

v

u

/

 

\
1/
 

V

)

/

 

V

)

/

苏英美苏英
美
/

i

 

/
f
\
 

/
f
v
 

/
|
\
 

/
f
\
 

/
(
\

( i ) 签署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曰

*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H

一九六三年A 月十三日 

«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f c ) 交存

一丸六三年十月十日 

一丸六三年十月十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H

一九六三年十弓十5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g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 

曰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 

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曰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0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0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曰 

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曰



国名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

) 签署

南斯拉夫 .................

扎 萨 尔 （刚果民主共
和 国 ）.................

赞比亚 ....................

苏

英

美

苏

英

美

苏

英

美

苏

英

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九六三年八月八H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曰 

一九六三年A 月九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曰

(Ü) 交存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  B(a》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 (S、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 (S)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 ( s X l )

一未采取这项行动。

* 未在本保存国处采取这项行动。

(n 由于联合王国的批准而继承本条约。

(；：、咐有如下声明：

"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在递交本文件时，谨代表其政府表示下列保留：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批准此项条约并不表示或意味着承认以色列或同以色列 

有任何条约关系。 "

③附有如下声明：

" 上述条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效之日起，也应适用于柏林州，同时考 

虑到盟国当局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盟国当局在裁军和非军事化方面所保有的权力。 

m 附有如下声明：

" 电地马粒政府签署、核准、 批准和应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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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斤核武器试验条约 , 并不意味着危地马拍共和国承认任何目前它不承认的地 

区为主权国家或任何政权为合法政府，也不意味着和那些它目前没有保持外交 

关系的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

(5)附有如下声明：

"韩国政府批准该条约决不表卞或意味着承认任何大韩民国未予承认的领  

土或政权为国家或政府。 "

(6)附有如下声明：

"科咸特国政府在批准该公约时认为，它对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绝无承认以 

色列的意思，也不因此承担对以色列应用本公约条敦的义务。

" 科威特国政符要进一步指出，其上述理解符合科威特现行的关于签署、 

批准或加入一个其缔约一卞未经科威特承认的公约的惯柯。 " 

m 毛里求期于一九六丸年四月三十日致国务卿的照会中，声明如下：

‘‘ 毛里求斯政府声明，它认为毛里求期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取得独立 

之曰起受 L本条约的〕约 束 •……。 "

荷兰的批准包括在欧洲的王国、苏里南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9、附有如下声明：

‘‘ 菲，宾政府交存该文件时声明，批准此项条约不应被解释为包含或意味 

着菲，宾承认任何它至令来予承认的条约缔约国或缔约国政府。 "

110、由于马来西亚联邦的抵准而继承本条约。

41、联合王国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将下列声明送交它所承认的一切国家： 

" 联合王国政府要重申其如下观点，凡一个政权未为一国政府所承认，则 

该政权签署或交存任何文件，或任何此类行动的通知均不构成任何其他国家对 

该政权的承认。 "

13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后者取代了越南共和国）于一九七六年七 

月二日统一组成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编写本书时，未得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政府关于是否继承的立场的任何表示。



0 . 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三 

至一九七九年进行的核爆炸

有关核爆炸的资料可以从不少来源取得，主要是非官方的。 斯德哥尔摩国除 

如平研究所提供了一份这方面资料的汇编，载在该所的《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一 

九八0 ) 》中。 这 本 《年 鉴 》提供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间核爆炸的数字如下（该所对一九七九年的资料注明是初步的）：

一 、 一 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  九六三年A 月 五 日 （部分禁试条约签订日期）

美 国  

293

苏 联  

164

联 合 王 国  

23

法 国  

8

合 计  

488

a

U

九六三年八月五日

- k H M

地 下

-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 国 苏 联 联合王国 法 国 中 国 印 度

年 代 a U a U a U a U a U a U 合计

1965 0 14 0 ◊ 0 0 0 15
1964 0 28 0 0 1 0 3 1 0 59
1̂ 65 0 29 Q 0 1 0 4 1 0 44
19c6 0 40 0 15 0 0 5 1 3 0 64
196， 2 29 0 15 0 0 5 0 2 0 49
1968 39 0 13 0 0 5 0 1 0 58
1969 Q 28 0 15 0 0 0 0 1 1 45
19 -̂ 35 0 12 0 0 8 0 1 0 54

0 15 0 19 0 0 5 0 1 0， 40
19,2 0 15 0 22 0 0 3 0 2 0 42
19~3 0 11 0 14 0 0 5 0 1 0 51

n 9 Q 19 0 1 7 0 1 0 0 1 38
1 9 ] 0 16 0 15 0 0 0 2 0 1 0 0 34
197 6 0 15 0 1" 0 1 0 4 3 1 0 0 41-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 ------- 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 国  苏 联 联 合 王 国 法 国  中 国  F P 度

年 代 a U U 合 计

12

12 2 一 
28

0

2 Q

n
2

0

0 0

0 0
C 0

35
51

53

美 国  苏 联 联 合 王 国 法 国 中 国  印 度  合 计  

653 426 30 86 25 1 1221



现 有 的 核 武 库

苏联和美国的战格核力量

fa) 运载工具

苏 联 * 美 国 *

洲际导弹发射架 1, 398 1, 054

洲际导薄固定发射架 1, 398 1, 054

装有分导式多弹头的洲际导弹发射架 608 550

潜艇弹道导彈发射架 950 656

装有分导式多禅头的潜艇薄道导弹发射架 144 496

重型轰炸机 156 573

装有射程超过六百公里的巡航导-洋的重型轰炸机 0 3

仅装有空地弹道导弹的重型轰炸机 0 0

空地弹道导弹 0 0

装有分导式多洋头的空地弹道导薄 0 0

( b ) 到一九八0 年一月一日止的核弹头：♦*

苏联 美国

轰炸机和导禅上核弹头总数（据美国官方佑计） 6000 9200

到签订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SALT IE ) 的日期为止的战略进攻武器数 

字的资料声明， CÎD/29。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中00、 法国和联合王国的战格核力量： *

中国 . 洲际薄道导弹： 2 枚 CSS—3 《有 限 射 程 ）

中還程弹道导洋： 5 0 - 7 0枚 CSS—2 

中程弹道导弹： 40 -50牧 CSS—1

飞机： 约 9 0 架 TU — 1 6 中型轰炸机

法国： 潜叙禅道导弹：

中远程弹道导弹 :

飞机：

轰炸机

加油机

备用机

4 被弹道导弹核潜艇 ]1共有 6 4 枚 ，每艘有 1 6枚 M- 

2 0 导 弹 （两艘有 1 6 枚 M -4导弹的正在建造中） 

两中队共 1 8 枚 ，每中队有 9 枚 S—2地地弹道导弹 

( 正在用S—揚 弹 替 换 ）。

6 个中队，共 3 3 架幻影 IV A 

3 小中队， 11架 ?:0—135?

1 6 架幻影 I 〜A (包 括 12架 侦 察 机 ）

联合王国

潜艇弹道导弹： 4 艘 《决心》级弹道导禅核潜艇，每 艘 有 1 6 枚北极

星A 3 导 弹 .

在菲林代尔斯设有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站。

播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衝 1979—1980》



附 注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第9 1 3 (X )号决议。

- •九五七年一月至十二月，裁军审议委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 DC/112号文件，

附件 12 (D C/SC , 1//60)。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379 ( XF ) 号决议。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曰第1 632 ( X'W)号决议。

SNDC/28。

E N D C X 9 4 。

三十六頃决议，其号码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第1 2 5 2 (X U I)号决议;一九 

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 379 ( X F ) 号决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402 

( x m 号决议；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日第1 5 77 ( X V ) 和 1578 ( X V ) 号决议；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1932 (XVO号决议；一九六一月十一月六曰第 

1 6 4 8 ( x W 号决议；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第1 6 4 9 ( x w ) 号决议；一九六二年 

十一月六曰第 1672 A 和 B ( X W )号决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1910 

( X H ) 号决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第2 0 3 2 (乂\ ) 号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五 日 第 2163  ( X X I ) 号决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2 3 4 3 ( X X i i ) 号 

决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2 4 5 5 ( x x m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 

六曰第 2604 A 和 B ( X I 7 )号决议；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七0 第 2663  A和 B 

( x x \ 0 号决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528  A、 B和 C ( X X 7 0号决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2934 A 、 B和 C (XXX I )号决议；一九七三年十 

二月六日 3078 À 和 s ( x ; o 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3257 (XXK)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 4 7 8 ( x x x )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十日第 3 1 / 6 6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H第 31X 89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 3 2 / 7 8号决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 3 / 6 0和 33x/71 C 

号决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 / 7 3号决议。

第 2 9 3 2 ( X X )、2 1 6 3 ( X 2 0、2343 ( XX I )、2455 ( xx f f i )、~ 2 6 0 4  B(XX]7》



12

14

2663 B (X17)、2628  B ( x x v O 、 2828 c ( x x v r ) ,  2934 a ( x x w 》、2934b 

( X X Y I O、 3078 B ( X X ^ ) ,  3 2 5 7 ( x x k )、 3 4 6 6 ( X X X X 31/136, 3 2/7 8 . 

33/60 . 33/71 C、3 4 / 7 3 号决议。至一九六三年，大会就同样问题通过 

的&  议是： 1252A(X lü)、1402A和 f î(X]7)、1 5 7 7 ( x v X  1648 (XV [ )和

1 762 A ( XVII)。

第 2828 A (xxv i )、2934C(xxvi iX 3 0 7 8 A ( x x 谓)、3 2 5 7 ( x x e ) 、 3466  

(XXX )、31/6  6 号决议。一九六三年以前，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是第 

1762a ( X W )号决议。

第 2 9 3 4 B (x x w )、3078C(xxwX  3 2 5 7 ( x x k )、3 4 6 6 (XXX)^ 3 1/66、 

3 3 / 6 0、34/73  号决议》

第 1 9 1 0 ( X W 号决议。

第 2 0 3 2 ( x x X  2 1 6 3 ( x a X  2342 ( x a X  2 4 5 5 (xxm) ,  2 0 6 4 P ( x x f X  

2 6 6 3 B ( x x v )、2828C(XXVIX 2934A(xxvttK 2934B(XXVlX 3078B 

( x x ^ X  3 2 5 7 ( x x k X  3 4 6 6 ( x x x X  31/66  号决议。

第 2 8 2 8 B(xxv i )、2934A(xxyi [X 2 9 3 4 B (xx w )、3078B(XX通）、 3 2 5 7  

( X X K )号决议。

第 19 10 ( x谓)、2 0 3 2 ( x x \  2163 ( x aX  2 34 3 ( x x i lX  2455 (XXmX  

2604B(xxivX  2663B (xx v )、2828c (xx^X  2934A(XXW)、3078B(xx^X  

3257(XXkX  3466 ( ^ x x x  31/66. 32/78、33/60 . 34/73  号决议 。

第 2828A (xxv [ )、2934C(XXW)、3 0 7 8 a ( x x ^ ) 号决议。

第 2 6 0 4 B ( x x f )、2 6 6 3 B (x x v X  2934B(xxwX  307 8 B (xxv i )号决议。

第 2828B(xX7[ )、28 2 8 C (xx ^ X  2934B(xxm) ,  3 0 7 8 B (x x 】 》、 3 2 5 7  

(XXKX 3466 ( XXX X 31/66. 3 2/78、3 3/6 0、34/T3  号决议。

第 2 828C (xxv [)和 2 9 3 4 B ( x x w )号决议。

第 2 0 3 2 ( x x )、2 1 6 3 (X 2 )、2 3 4 3 ( x a ) ,  245 5 ( x xm )、2828 C(xxv [)、

2934 ( xxm)、34/73  号决议。

第 2 6 0 4 a ( x x f ) 和 2 6 Ç 3 A ( x x v )号决议。

第 2 9 3 4 C (x x m )、3 0 7 8 A ( x x w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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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2 / 7 8号决议。

第 3 3 / 6 0号决议。

第 3 4 / 7 3号决议。

A/5488 , DC/208。

ENDC/145。

EliîDC/159。

E M C / 1 7 7。

END C/235。

5：;ndc/242。

endc '/348。

裁军委员会会议十二国集困包括：阿根廷、 巴西、插甸、 埃 及 埃 塞 饿 比 亚 、 

印度、 墨西哥、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瑞典和南斯拉夫。

C C V 3 5 4 。

、vd ,/ 4 3 1 。

《全面禁试条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军事委员会核能源分组委员会 

情报和军事实拖专门小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全面禁试条约的报告。众议 

院持异议和补充意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第九十五届国会第二期会议。军 

事委员会听取会第9 5 —— 9 0 。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一九七八年，第十 

三页。 （引自《全面禁试条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报告 

A /3 1 /12 5。 

cce>/523。

CCiv/526和 R e v .  1 。

CGD/558 和 R e v ,  1 。

CD/43。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补编第二号（A/S —10//2)。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 / 7 3号决议。



、UM、r v .  750 .

k，n rv. 780 : i、v. 798 ; ci) 'rv, 4 6 ,

A s - i o ,  PV. 5  ; A / 3 3 / / T V / 8  ; A / c .  1 / 3 3 / P V .  7 ； k / c . 1/ 3 4 /  

PV, 8 ; 和 CD ; v .  3 3 。

A / S - 1 0 / ï ’v. 14; A/33/PV, 1 0 ； A /C .  1/33/^V  1 2 ； A /C .  1/

3 4,/Pv, 6 ; 和 L、E/?v. 2 。

A / S - l O / ^ v .  2 7 ;  A /C .  1 / 3 4 / P V ,  8  ; A / c .  1 / 3 4^ V. 4 2  ; C D /  

? v .  4 ;  fn  C D / T V .  3 3 。

裁军谈判委员会二十一国集团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巴西、無甸、古巴、 

埃及、埃塞饿比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 

曰利亚、巴基斯坦 . 秘鲁、斯里兰卡、瑞典、委内端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 '50。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对美a 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啊。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和核 

能应用于军事斥]途小组委员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全面禁止试验条约问题小组 

听 证 会 、、，第九十五届国会，第二期会议，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和十五日，军 

事委员会 >>斤证报告第95—8 9 号， 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一九七八年，第 

1 33和 第 1 8 1 页。 ( 以下称为《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 

响。听证报告》。 ）

禁止试验》，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 

一九七一年十月。

CCD/558和 CD/43。

0 . 达尔曼和 H . 伊斯雷尔森，一九七七年， 《监测核爆炸》，埃尔瑟菲尔科 

学出版社，阿姆斯特丹。

CD/PV. 46 , 英文本第 1 0 页。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 报 告 》，第 2 9 页。

0 . 达尔曼和H . 伊斯雷尔森，一■九八0 年， 《监测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内部 

侧 震 站 》，国防研究所，斯德哥尔摩。



66

if. 埃弗恩登， " 规避测震问题研究 " 。第一部分。各种规避办法总论。《美

国地霞学会公报》，第 (3 6 卷，第 245—2 8 0 頁；及 S. 卢卡西克，在美

IS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耕究、发展和辖射小组委员会关于现有侦察和鉴定地 

下事件性质能力的听证会上的发言，第九十二届a 会，第一期会议，一九七一 

年十月二十七和二十八B , 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第 17 — 6 7 雨。

据报章报道，将在苏取设置1 0 个站，在美国设置1 0 个站。见 《liJ际先驱论 

坛报》，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第 1一2 版。

CD/PV. 4 6 , 英文本第 1 0 页。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听证报告》，第 67和 第 130 

页。

约 克 . 赫伯特和G . 艾 伦 ，格里， 《全面禁止核试验》，第 8 4 号论文，加利 

福尼巫军备管制和外交政策专題讨论会，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一九七九年 

月，第 40—4 1頁„

一•九八0 财政年度： 《关于军备管制的影响的说明》。总统按照军备管制和裁 

军法第3 6 节规定提交国会的说明，第九十六届国会，第一期会议，联合委员 

会文件，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一九七九年，第 2 4 6 页。

NDT/CONF/C.工工/SR. 9 号 文 件 。

一■九A O 财政年度： 《关于军备管制的影响的说明》，前引，第 2 4 9 页。 

查 尔 斯 . 吉尔伯特，能源研究和发展署军，用途司副司长，罗伯特.吉勒特在 

" 激光聚变：可选用的能源，但首先是武器模拟 " 中引用， 《科学》，第 188 

卷，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

CD/PV. 4 , 英文本第2 3 页。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后果，杜威.巴特利特参议员向军爭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美国参议院，第九十五届国会，第二期会议，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美国政 

府印刷局，华盛顿，一九七A 年，第 1 3 页。

CD/PV. 4 6 , 英文本第9 页。

CD/PV. 47 , 英文本第6 - 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