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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就大 

会第41/46B号决议“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以及第41/46A号决议“停止一切核 

武器试爆”、第 41 / 4 7 号决议“迫切薷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第4 1/

5 4 号决议“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4 0 / 8 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通知如下：

苏联认为，今日正当巨大核武库的积孖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之时.各国亟应采 

取新的敗治思想方法和新的行为作风，这样他们才能削湫并销毁这些核武库.建立 

一套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以取代強硬政治、 “核威慑”和以协迫为基础的军

筝挂论• '
扭转核武器竟赛、防止孩扩彼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正如联 

合国所丹三声明的，就是要买施全面彻底禁止孩武器试验. 今天，这样的步骤巳 

成为众所关注的课題，因为在苏联提出的旻在公元2000年雨在地琢上消灭核武器 

和其他大规楱破坏性武器计划与雷克雅未克苏美最高级会议的彭哂之下.具正的核 

裁军运动巳实际可能出现• 起步就是苏联和美国就全世界范围禁止两类核导弹——  
中程和战场战术武器—— 所取得的协议。 苏联将继续竭尽全力鼓励采取快速的实 

际行动，实现无核无暴的世界.
为克服在晳停核试验冋题上表现的停滞不前状态• I 9 8 5 年苏联曾单方面暂 

停一切核试爆并维持长达1 8个月之久 大会表示欢迎该一行动，并促请美国参

加这一行动. 也希望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会考虑作出同一行动•

这项暂停行动使制止核试验的饪务以及有关扭转军备竞赛的其他一切问题成为 

可行的主张。 这证明，采取行动来真正阻碍军备竞赛是办得到的。 虽然苏联不 

得不中止其单方面的暂停行动，但苏联认为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美国决定停 

止核试爆，苏联愿意在任何一天恢复暂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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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完全按照联合国的建议，建议立刻就彻底^ 止核试验问题开始会谈。 参 

加会谈的人数和举行会谈的场所不拘，当然，美国必须参加。

毫无疑问，裁军谈判会议可以而且也必须为拟订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 

作出较大的贡献。

苏联已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以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苏美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 

议。 如果苏美双方可以肯定，其他国家也支持禁止核试验，并愿意加入相应的国 

际条约，那么，苏美会谈就比较容易达成一项协定。 正因为如此，苏联认为，苏 

美会谈争取谈判达成协议和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拟订一项全面的条约两项工作应同时 

进行。

为了争取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就这一优先项目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最近苏联和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主动提出了一份题为“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 

基本条款”的文件，供会议审议。 苏联这样做是考虑到大会曾表示，拟订这一条 

约的工作是一项最优先的任务，不应取决于其他任何裁军措施是否完成。

我们提出的这份萆案将多年来为解决核试验问题而共同进行的工作所积累的资 

本和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六国集团”，最近提出的建设性的新观点和新建议汇

集在一份单独的文件内。 与此同时，条约萆案并不仅仅是各种建议的汇编，而是 

一份实质性的新文件。 这份文件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方法的观念和精神，这种新 

的思想方法要求按照核空间时代的铁的事实来处理外交关系。

新的案文内有大规模的核查措施，如宣布试验区的地点、派遣国际检查员以保 

证不在试验区内进行核武器斌爆等。

提出的案文对于设立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的问題提供一个新的处理方法。据建 

议，监测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具有标准规格的地震监测站，这些监洌站由国际视察 

团派观察员参与操作。 这个提案如果付诸实施，将大有助于创造一个3 家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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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的气氛o 上述建议完全符合关于地震监测和大气层放射性监测网的第41/47 
号决议的规定0

就地视察在我们拟设的监测系统中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苏联认为，这类视察 

的目的是要解决对于是否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规定产生怀疑的问题，这些怀疑无 

法用案文规定的其他核査措施来消除。 应当强调，一个接到就地视察的请求的国 

家，必须无条件地允许视察人员进入视察请求所指定的地点。 换句话说，就地视 

察不是自愿性的，而是强制性的。 目前必须制订请求视察和进行视察的准则和程 

序，包括列明视察人员的杈利和职贾。这项工作可由裁军会议执行，尤其是鉴于在 

有关核试验的其他谈判中'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苏联建议，作为促进编制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一个切实步骤，应设立一 

个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向会议提供关于监测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商定 

建议和有利的论据，以期达成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何可能协议。

我们还认为必须设立一个利用太空通讯线路的国际性全球辐射监测系统。这样 

的一个系统有助于在实施核禁试时加强监测禁试规定遵守情况的效力。

提出的案文证实，苏联随时准备就核查是否已停止试验的问题达成一个解决办 

法。对于建设性的讨论以及对于那些能够导致迅速缔结一项关于彻底普遍禁止核武 

器试验的有效条约的任何其他提议或意见，苏联也都釆取开放的立场。

苏联仍然认为核查并不是目的，而是确保《条约》生效的手段。 《条约》本 

身又是一个重大措施，用以促进裁减以至彻底废除核武器的事业。 在解脱核武器 

的世界理，《条约》及其规定的严格核查，加上《不扩散条约》，都成了保障措施, 
防止这种武器重现，并且是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无疑，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间题首先得看苏联和美国。 按照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至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这两个国家对达成核裁军的目标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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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责任。 因此，苏联提议，《条约》应容许于开始时，可以只有苏联和美国成 

为缔约国，而不是所有的核国家。

裁军谈判会i义之介入实际拟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过程，与苏联正在谋求同 

美国双边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毫不冲突。 除非关于安全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之 

间取得平衡，否则会议的成效不会很高。 这两者之间不应有所冲突。 相互作用 

和互相促进的原则应该用得上。

苏联愿意尽早开始苏美全面会谈，以求彻底禁止核试验。 苏联在实际评价了 

局势以后，曾提议这种全面会谈的第一步应是审议与批准1 9 7 4 年和1 9 7 6年 

《苏美协定》、大幅度减低这些《协定》关于核爆炸力的规定限度、和同时限制其 

数量有关的问题。 作为与这种会谈有关的直接的实际步骤，它准备同美国达成， 

例如，过渡性协定，限制地下核爆炸于一千公吨的限度和核武器试验每年二或三次。

为加速上述《苏美协定》获得批准，苏联准备同美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彼此的 

试验场地进行必要的校准实验。 它曾说过，这种实验应利用两国的国家地震学设 

施和“六 国 当 然 要 它 们 同 意 —— 的地震监测设施。

苏联认为，即便有最有利的环境际会，苏联美国的会谈由于是双边性质，并不 

能最后解决关于一项栗止所有各方在任何地方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问題。 因 

此苏联确信，在苏美会谈中谈判协议的立场以及在裁军会议的范围内编制一项全面 

涵盖的条约• 两者应同时并进《

总的釆说，我们的立场走• 有必癸切实、具建设性而立即地勞力谋求大刀阔斧 

地解决孩试验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只是希望便现有机制发择功能，而是要确保它 

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成果。 我们重甲我们随时准奋参加会诏，目的是要扩大1963 
年莫斯科条约所规定的禁令的范围，这将完全符合缔约国当时所表示的愿望与承话, 
也符合第4 1 / 4 6 B号决议的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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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就核武器问题的会谈和讨论的经验，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提议，以及 

能够用来核査的现代技术的水平都显示，缔结一项条约是完全可能的。 今日的时 

机前所未有，需要的是所有各方都有必要的政治意志，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这 

个真正的机会变成现实，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请求将此1言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50、51、58、63、 67 
和7 4 的文件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