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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一次根据请求进行视察的试验的联合报告

导盲

1. 在波兰方面的主动提议之下，并根据波兰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波兰对苏联设在波兰领土上的两个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 

根据请求进行视察的试验。

2. 波兰共和国除其他外已宣布过不拥有化学武器（文件CD/985）,此次为演习 

的“请求方"。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除其他外已宣布过在其他国家领土上不拥有化 

学武器（文件CD/CW/WP.264）,此次为演习的“被视察方"。

4. 本报告介绍这一演习的结果，这一演习涉及的是以怀疑有化学武器储存为 

由请求进行的视察。

视察试验的目的

5. 此次按请求进行视察的试验目的如下：

<a）就波兰领土而言，确证苏联关于在其舰土外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宣布属 

实；

（b）在实践中检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载用于怀疑有化学武器储存情况的  

《视察程序议定书》中的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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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视察组在根据请求对军事设施进行视察期间应开展活动的必要范 

围；

(d) 为进行这类视察培训视察员。

受视察的设施

6. 受视察的设施由波兰方面选定。

7. 第一个受视察的设施是苏联部队在波兰领土上的一个中央火炮补给站，存 

有不同类别的火炮弹药。

该设施有一个由办公室和生活区组成的行政区，还有一个地下弹药库和弹药仓 

库组成的储存区，以及若千露天储存区。

该设施有公路/铁路运输出/入点。

8. 第二个受视察的设施是苏联部队在波兰领土上的一个中央化学器材补给站,  

其中存有包括防化器材在内的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器材。这个补给站有一个由办公 

室和生活区组成的行政区以及一个由仓库、露天储存区和一个化学实验室组成的仓 

储区。

该设施有公路运输出/入点。

9. 此次视察是依据波兰和苏联以《化学武器公约》草案(CD/1033, 1990年8 

月10日)为基础商定的《视察期间视察员活动议定书》进行的。该议定书不含与下 

列各项有关的规定：定义、视察员和视察助理的指派、特权和豁免、常规安排以及 

视察前活动。双方商定对样品作现场分析。由于没有一份关于核准设备的确认清 

单，双方商定将至少在视察一周前向被视察方提供一份列明所有视察设备的清单。

给予请求方观察员的权利、察看权及资料与视察员相同。但商定观察员的请求 

要通过视察组组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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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组的构成

10. 视察组由波兰陆军的六名代表组成，其中两名是弹药专家，两名是化学武 

器检测专家（带分析设备），还有两名是化学武器防御专家。

11. 请求方任命了两名观察员：

-一名是外交部的代表；

-一名是波兰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的军事专家。

12. 被视察方任命了一个陪同组，成员如下：

-苏联国防部的两名代表，熟悉裁军谈判会议上拟出的视察程序；

-被视察设施的代表，包括设施指挥员，在各自设施受视察期间陪同视察 

员并协助视察员履行职责。

通知和视察时间

13. 关于对第一个设施进行视察的请求于1991年4月16日下午4时（视察组抵达 

入境点16小时前）提交波兰领土上的苏军司令部。通知中含有待视察的第一个设施 

的名称、视察组抵达日期和估计的抵达时间、视察员和观察员的姓名。通知还提到 

计划于此后某一日期再作一次视察。

14. 第二份通知于1991年4月17日下午5时（视察组抵达第二个设施15小时前）提 

交波兰领土上的苏军司令部。通知含有第二个设施的名称，以及视察组抵达日期和 

估计的抵达时间。通知还确证了视察员和观察员的姓名。

15. 对弹药补给站的视察于1991年4月17日上午10时至下午8时进行。对化学器 

材补给站的视察于1991年4月18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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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的进行

16. 视察组抵达司令部（作为入境点）时，驻波兰领土苏军司令对视察组成员、 

观察员以及担任陪同组成员的苏联国防部代表表示欢迎。

视察组组长向被视察方通报了视察组的目的和任务。在持续时间为一个半小时 

的会议上，陪同组代表检查了供视察员使用的测试设备，以核证有关设备符合此类 

特定视察的要求。

17. 为了采集和分析样品以判定是否存在公约草案附表1所列化学品，供视察 

组使用的设备是：包括有机磷在内的有机化合物蒸气光致电离分析器（气体检测器 

AIM-2000和580A）、一个便携式化学实验装置PCHL-3和一个移动式化学实验室AL- 

4C视察组还使用了弹药无损检查设备（545H型超声波厚度计一台以及543型便携式 

超声波装置一台）。

超声波厚度计（545H型）用于测量弹药外壳的厚度。

便携式超声波装置（543型）用于判定受检查的弹药的内含物（固体、松散物质或 

液体物质）o测量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确定超声波在弹药中的传播速度。

18. 为了记录视察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明确的情况，视察组备有一架即显相 

机〈Polaroid 635型），用于拍摄两张即显照片，每方保留一张。视察员还使用了口 

述录音机、便携式发射机和双筒望远镜。

19. 视察组和观察员抵达第一个设施主要入口时受到设施指挥员的欢迎，并在 

其陪同下前往情况介绍室，以后该室即作为视察员的工作室。

设施指挥员借助补给站的现场布局图介绍了结构物的位置和功用，行政区与储 

存区之间的分界线，说明了这些区域的大小、仓库和露天储存区的数目、其中弹药 

仓库的类型、公路/铁路运输出/入点，并说明了视察期间的安全措施。视察员和观 

察员同意不泄漏与视察目标无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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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指挥员保证设施管理部门在视察的所有阶段都将与视察组充分合作。

设施管理部门提出了视察员从一个仓库前往另一个仓库的路线，它认为视察组 

沿这一路线视察可以取得实现视察目标所需的资料。此外还设想可沿拟议路线对设 

施作一次概况巡视。指挥员介绍情况之后进行了讨论，视察员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 

关于被视察设施的问题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20. 在初步查看了与补给站活动有关的文件资料之后，视察组组长决定视察组 

不对设施作概况巡视，因为考虑到这种巡视要用很多时间，并且需把较多的时间用 

于在储存区进行的主要视察活动。视察组组长提出了一项详细的视察计划，该计划 

在发给视察员的现场布局图上具体标明了路线和待视察的结构物。

拟议的视察计划规定要视察九个地下弹药库和地面仓库以及两处弹药装/卸点。 

视察组组长保留了在视察过程中修改其提议的计划的权利。

21. 在视察期间，视察员不受阻碍地察看了他们选定的所有地下弹药库、地面 

仓库以及装/卸点。

视察组把弹药箱上的标记与箱内的弹药作了比较。检查弹药未发现有任何迹象 

表明其中含有化学战剂（没有装填孔、塞、具体标记或代码）。视察期间使用了灵敏 

度很高的有机化合物蒸气光致电离分析器，给出的结果为阴性。视察员决定用无损 

方法对两枚炮弹作随机检查。用便携式超声波装置所作的测量判定两枚炮弹中所含 

为固体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没有必要从弹药中取样检查。

22. 在视察期间，视察员特别注意有可能表明存在化学武器的其他因素。这些 

因素举例如下：

-地下仓库和地面仓库的具体特征（密封的可能性、有无空气过滤一通风 

系统）；

-有无超出正常需要的防护和消染设备或个人防护服；

-有无医治毒性化学品中毒的急救药；

-仓库内有无毒性化学品检测和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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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令中的具体规定；

-有无利用（焚烧）化学品的设备和装置。

这方面的调查结论都是否定的。

23. 在视察地下仓库和地面仓库时，视察组检查了与所存弹药有关的文件资料。

24. 对第一个设施的视察活动完成后，视察组组长编拟了一式两份的初步报告 

（附件A）。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未发现化学武器或其痕迹。

25. 视察组于次日抵达化学器材补给站，即第二个被视察设施。

包括情况介绍和视察员提问在内的初始程序与第一天视察的程序相同。由于在 

化学器材补给站的情况下不能把存在防化设备视为存在化学武器的迹象，因此深入 

考虑了表明可能存在化学武器的其他因素问题。视察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 

情况下需视察一切储存现场，包括检查关于所存化学品和设备的文件资料。

据此，视察组未受阻碍地察看了：

-设施内的所有储存现场；

-装/卸现场；

-一个化学实验室；

-设施的所有其他区域，包括废金属储存区；

-要求提供的文件资料。

使用了光致电离分析器（580A型），给出的结果为阴性。

视察活动完成后，视察组组长编拟了一式两份的初步报告（附件B）。主要的结 

论是，未发现化学武器或其痕迹。

26. 视察之后，视察组、观察员和陪同组代表返回驻波兰领土苏军司令部。举 

行了一次短暂的最后会议，双方在会上总结了视察结果。双方的结论是，这次演习 

中的合作精神很高，实现了所有目标。双方商定发表一份联合新闻公报，说明未发 

现化学武器或其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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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这次视察试验再次证明了按请求进行视察这一构想的价值，这种视察是核 

査《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不可缺少的内容。这次试验还表明，可以在不损害视 

察的主要目标的前提下保护机密资料和与化学武器无关的资料。

2. 关于视察的请求应尽可能明确指出怀疑的性质。这样十分有利于技术秘书 

处挑选具备适当资格的视察员和实现视察目标所需的合适设备。

3. 这次视察试验表明，被视察方与视察组合作有助于迅速有效地完成视察。

4. 视察期间获卷的经验表明，视察组应有权察看视察现场内的任何地点。这 

一经验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可拟订一种足够灵活的视察计划，允许一旦获取充分证 

据表明请求中的疑问或怀疑没有根据即结束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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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视察组的初步报告

1. 参加方：

(a) 请求方

(b) 被视察方

波兰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 视察现场： 驻波兰共和国领土苏军中央火炮补给站

3. 时间：

(a)视察组抵达 1991年4月17日上午10时

(b)视察组离开 1991年4月17日下午8时

(c)视察持续时间 10小时

4. 视察结果： X

4.1. 视察组视察了用于存放弹药的9处地面仓库和地下仓库以及火炮弹药装/ 

卸现场2处，约相当于补给站结构物总数的15%。

4.2. 未发现表明存在化学武器的活动迹象。

4.3. 未发现任何痕迹表明存在任何化学火炮弹药，包括未装填的弹药、任何 

用于装填和使用化学武器或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CD/1033)附表1、2、3所列化学 

品的特殊装置。

4.4. 未发现任何表明存在化学武器的因素(即，仓库中存在空气处理系统、 

仓库中或仓库附近存有防护和消染器材、设施范围内的特殊警卫区、空气中化学战 

剂检测系统和适当的警报系统、与化学武器有关的应急行动或人员指令、不存在与 

设施任何仓库或其他区域有关的业务活动数据的全面记录系统、有些仓库已于视察 

组抵达前撤空)。



结论

未发现化学武器或其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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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视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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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视察组的初步报告

1. 参加方：

(a) 请求方

(b) 被视察方

2. 视察现场：

3. 时间：

(a) 视察组抵达

(b) 视察组离开

(c) 视察持续时间

4. 视察结果：

波兰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驻波兰共和国领土苏军中央化学器材补给站

1991年4月18日上午8时

1991年4月18日下午4时

8小时

4.1.视察组视察了补给站的所有仓库、一个化学实验室、含有消染物质的各 

储罐，以及补给站的所有其他区域。

4.2. 未发现表明存在化学武器的活动迹象。

4.3. 未发现任何痕迹表明存在任何化学弹药或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CD/ 

1033)附表1、2、3所列化学品或任何用于装填和使用化学武器的特殊装置。

4.4. 未发现任何表明存在化学武器的因素(即，仓库中存在空气处理系统、 

设施范围内的特殊警卫区、空气中化学战剂检测系统和适当的警报系统、与化学武 

器有关的应急行动或人员指令、不存在与设施任何仓库或其他区域有关的业务活动 

数据的全面记录系统、有些仓库已于视察组抵达前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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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未发现化学武器或其痕迹。

签字：

视察组组长:

XX XX XX XX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