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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裁军谈判委员会兹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其一九八〇年会议的 

年度报告以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本报告并叙述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第二鞏）和 

委员会根据一九八〇年所通过议程而进行的工作（第三覃）。 

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A -委员会一 h V〇年会议 

2. 委员会自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至四月二十九日并自六月十二日至八月九日 

举行了两期会议。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四十八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就 

委员会面前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政府的;1见和建议。 

3. 委员会并就各种问题，包括工作日程、组织和程序、以及委员会审议的各 

议程项目，举行了四十五次非正式会议。 

4. 按照议事规则第9条，下列成员国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二月份主席加拿 

大；三月份主席中国；四月和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一、二期会议之间的休会时期的主 

席古巴；六月其余时间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七月份主席埃及；八月至委员会一九 

八一年会议前休会期间的主席埃塞俄比亚。 

B ,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 

5. 下列各成员国S3代录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JI、溴大利 

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 

挨1^1〗夂比亚、法国、每;^志民主共和国、fê;^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斥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 
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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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比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渐拉夫和扎伊尔。与 

会者名单已列为本报告的附录一。 

C . 一力V〇年会议议程及其第 

一 期 二 期 会 议 的 工 作 计 戈 ' 

6 .在第六十一次企体会议上，主人照议爭规则第 2 9 条 的 M 定 ; 会 的 

临时议程挺出了一个提案。在5之出这个^案时，主广巾:作了如下
2
'y发言： 

"按照 S员会议¥规则第 2 7条的规定，ë员会在通过其一九八〇年议程（:;〈 

于号工作文件)时 i i î ^ &到大会向它拔出的^议、 i < : k会各成负的楚; 4 :和 

委员会的决定。 

"秘书长的信（CB/55号文件）中载有大会二^三十四/iJ会议向贝会3;《出的S 

议，其中一些5；£议特别求^贞会向大会^7三十五届会i乂出5ii告。 iliiï^ 

议如下： 

化学武#祁细茵（生物 )武器" 

大会第3 3/6 0号：夭议的执行况" 

¥止发展和每〗迨 s ^ r i i l大 k灭性武# ̂ 此种 K ii> ̂ 系 

统" 

'ù军i义判5é in、会E'3 % 昔 " 

' 不 便 用 核 和 防 止 核 《 争 " 

' 核武的一切万面 " 

'缔结一项夫于加 g f e证无武 ( i J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结一项卞,:证不对元核îU>i^ 家Bci用或疯胁便用核武 

的1MJ际公约" 

'不对无核武4*国家使用或威胁12用核武器以加弓à它们的 

安全" 

34/72 

34/73 

34/79 

34/83 S 

34/83 G 

34/83 J 

34/84 

34/85 

34/86 



CD/139 
Page 3 

34/87 A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祁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囯 

际公约" 

34/87 D "杂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除了l;e时议程上所列的目以外，-乂员会成员k议将下述Ï贝目列入议程： 

(&)在项目
2
之下丄s`列'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问题的分项目；（b) ïg 

列'常规武If'的项目（关于这个议题，委贝会本届会议已散发了一份正式文件） 

以及'；〗军和发展， e 3项目； 4 t '放射1生武器，列为一个单独的项目。 

"委员会以往ÏLU时议^上谷项目所作出的;天定，-3^乂于委员会51交大会；^17三十 

四届会议的报告中（CD/53号文件）中。 

"大家有一项y^U ： S k会成员将在议程上的关项目下 • 虑大会三十凹届 

会议向^ia会出的&议，「巧时，i"^e照议-则第3 0条的定，委员会任诃成员 

囯:51;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委负会工作有关S3议题，并具有充分机会K任何 

它认为f|i得注;t的问题丧出7富见。 

"大家还有一项谅.If: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项目7 )将涉及下列两个问s: (a) 

专门讨论裁军问^大会S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 5段所列举的案 f P t 

见的审议 IH-况（这些案和见是,指大会第33/71i号决议递送委员会S3 )，（u) 

大会:̂ 7 33/91G号决议M"丧及日3关于ê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查办法的审议情况。" 

7 .有些代$[imi;à^时议程发了言，i>^ M会同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该议;ii: 

主席在委员会第六十七次全体会议上，本届会议:^力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提出了一 

个k;《，也已由《负会予以iÊâàt 本届会议》々一^3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C_D/ 

62号文件和Add. 1 )全文如下： 

"装^军！；纟判^力殳会，作为P边wf!l论坛，应促成¥效国际监，`下金面〗3/^禾
《
军 

的$cMo 

委员会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 

后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以及其他 

冇关措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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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n常规武器； 

五、裁减军事预算； 

々 裁 减 军 队 ； 

卞裁 军和发展；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对适当裁军措施可为一切有关方面接受 

的有效核査方法； 

卞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臬 

在上述范围内，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一AA〇年通过了下列议程，其中包括按照 

议事规则第八节规定应由委员会加以审议的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A ‧化学武器。 

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6 •综合裁军方案。 

7 •审议和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任何适当的报告。 

按照议事规则第2 8条的规定，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一期会议 

的下列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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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计 划 

2月5 - 15曰 

2月19—29日 

3月3 - 7曰 

3月11—12曰 

3月13-14曰 

3月17—28曰 

3月31 — 4月4曰 

4月 7 - 1 8曰 

4月2卜25曰 

4月28—29日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审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初步审议下列项目——包括初步审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 

问题一：禁止核试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和 

练合裁军方案。 

禁止核试验——化学武器——审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 

题。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 

化学武器-一放射性武器。 

^合裁军方案。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禁止核试验。 

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有任何报告提出）。 

委员会在通过其议程和工作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议事规则第30和第31条的规 

定< 

8.在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中，主席在第八十四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关于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的提案。在提出这个提案时，主席 

作了如下的发言："主席的理解是，在安排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时，委员会主席 

和各工作小组主席将特别考虑到能够出席的技术专家，并铭记到需要为各特设工作 

小组公平地分配时间。" 



CD/139 
Page 6 

9.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主席的提案，全文如下（CD/<IOl号 

文件）： 

"根据议事规则第2 8条，并考虑到第3 0条，戟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下列一 

û年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月12 — 16日 审议一;/ lA〇年会i义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月17 — 20日 禁止核试验。 

6月23日—7月4日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7月7 — 16日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万纟H生武 

7月17 — 25日 禁止核试验。 

7月28日一 8月⋯-⋯ 审议各特设工作小组关于下列亊项的报告：（a)保证 

不对无核武#:u家使用或威胁1^用核武II的有效国际 

安排，(b)综合裁军方案，（c)放射性武器，和(à)化学武 

甘)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囯大会的年度^告。' 

按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委员会第八十二次全；^会i义;夬
7
€，六月二十S 3至 

二十六日也供有专1^,加的关于化学武器的非正式会议使用。 

编就的特设工作小组报告可以提前在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上加以审i义。 

根据i义爭规则第4 4条规定，向联合囯大会提出的报告草Jt，应于预足的通ii 

日;;0之前至少两周Si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供其审议。委员^的年度m告将特 

别论述以下两小问题：（a)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125段所载提案和建议的审议情况；（b)对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查办法 

的审议情况。审议这两个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将提前安排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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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愿意在全体会议中就特设工作小组审议的项目发言的委员会成员可随时发 

g 。 

"根据委员会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八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委员 

会所设特设工作小组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的下列日期举行第一次会 

i义： 

一 放 射 性 武 器 

一 化 学 武 器 

一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 

一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此后，特设工作小组应每周至少举行-

一 放 射 性 武 器 

一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 

一 化 学 武 器 

一 综合裁军方案 

6月1 6日下午三时 

6月1 7日下午三时三十分 

6月1 8日下午三时 

6月1 9日下午三时 

-次会议，日期如下： 

每星期一下午 

每星期二下午 

每星期三下午 

每星期四下午 

"根据各特设工作小组的情况和需要以及有无多余的时间开会，并铭记到各特 

设工作小组之间公平分配时间的需要，特设工作小组每周得在委员会主席同各小组 

主席协商后举行额外会议。 

"委员会在通过其工作计划时，已考虑到议事规则的规定。" 

10.委员会第九十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于八月八日结束其一九八〇年会议。委员 

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则决定将会议闭幕日期延至八月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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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I L按照议事规则第 3 2条，下列非委员会成员国向委员会表示意图参加委 

员会的全体会议：奥地利、布隆迪、丹麦、芬兰、希腊、罗马教廷、约旦、新西兰、 

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越南。 

12. 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非委员会成员国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好几个 

代表团曾就此发了言。其中两+代表团的发言已以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
'`!、/ 

83和CD/137 )散发。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邀请了： 

(a) 丹麦和芬兰代表参加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和非正式 

会议以及关于同一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会议； 

(b) 西班牙代表参加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会议； 

fc)奥地利代表参加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以及关于同一项目的特设工 

作小组会议； 

(d)瑞士代表参加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会1`义。 

13. 根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请求（CD/PV. 87， CD/108),委员会 

暂缓审议越南参加化学武器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发了言（jjv. 76;r口 

81 )。 

14. 主席在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大家都谅解，按照议事规则第 

3 2条的规定，委员会在继续就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成协议 

进行谈判、和展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召开会议期间， 

会议室中应为非成员国的代表保留席位。 

15. 委员会在第八十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期间举行 

的有专家参加的化学武器非正式会议应对非委员会成员国和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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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委员会第九十二次全体会议还决定邀请非委员会成员但担任审议关于侦察 

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成员出席一九八〇年七月十 

八日举行的有该小组专家出席的非正式会议，以审议该小组的第十次进度报告(CL, 

1 1 9 )和在C D/9 3号文件中提到的各项问题。 

E .修正《议事规则》关于委员会非成员国 

的参加的提案 

17.墨西哥代表团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CD/PV. 95)提出了题为《载 

有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题为'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的第九节的修正草案〉. 

的工作文件，载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九日C;D/129号文件内，提请委员会一九八 

一年会议审议。 

F .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来 文 

18.按照议事规则第4 2条的规定，向委员会散发了非政府组织全部来文的清 

单（CD/NGO. 2), 

三、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19. 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的工作是以委员会为该年度所通过的议程和工作计 

划为基础的。委员会印发的文件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全文已列为本报告的附录二。 

一份载有一九八〇年期间各国代表团发言的逐字记录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索引，和 

委员会会议的逐字记录都编为报告的附录三。 

20. 委员会的面前还有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秘书长的信（CD/55)， 

其中递送了大会一九七九年第三十四届会议所通过各项有关裁军的决议，特别是本 

报告第6段所载各项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具体任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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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秘书长在同一封信中请委员会特别注意这些决议中的下述规定： 

(a) 第34/72号决议执行部分笫2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一九八〇年度 

会议初期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就拟订一项关于全 

面有效禁止犮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执行 

部分笫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谈判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b) 第3 4/7 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就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爆的条约开始进行谈判。 

(C)第34/7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优先次 

序，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积极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 

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于必要时，就此种 

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特别协定；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有关其工作成 

果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d) 第3(/83B号决议执行部分笫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款和大会就这些问题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毫不延迟 

地就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 

届会议就综合裁军方案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在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完 

成编拟工作，编拟方案时应以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建议为其基础；执行部分，5 4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e) 第34/83G号决议执行部分笫1段决定将各国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 

战争及有关问题的意见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部分笫2段请戲军谈判委员会适 

当地考虑这些tJ^，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f) 第34/83 J号决议执行部分笫1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〇年会议 

开始时审议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并就该决议第2段所述的谈判进行 

筹备性协商工作;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50段的规定，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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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第3段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 

就这些谈判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g) 第34/84号决议执行部分笫4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一AAO年会议继续 

优先进行谈判工作，以便及早完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公 

约的制订工作。 

(h) 第34/8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〇年会 

议期间应完成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 

考虑到各方对締结一项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并顾到任何其他皆在达成同一目 

标的提案。 

(i) 第34/8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下届会议继续努力， 

以期就进一步加强无核武器囯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报告。 

(J)第34/87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尽早着手通过谈判就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国际公约的案文达成协议，并将其结果提 

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k)第3i/87D号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项目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 

核煤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2 2.按照大会第34/83H号决议第6段的规定，秘书长在同一封信中，向委员 

会递送了载于A/34/42号文件中的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及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 

各组成部分的建议。按照大会第34/79， 34/86和34/87A号决议，秘书长也向 

委员会递送了所有同各该决议所审议主题有关的文件。 

23.在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兼秘书 

长个人代表向委员会转达了秘书长对委员会的一九八〇年会议的贺辞（CD卢V. 5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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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委员会收到了与议程上各个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a) CD/57号文件，一AAO年二月十一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罗马尼亚对裁军问题的立场"。 

(b) CD/5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其中 

递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 

会议所通过的公报。 

(C) CD/60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三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波 

兰关于缓和与裁军的政策"。 

(d) CD/6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标题是"保 

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现阶段的缓和与裁军的立场"。 

(e) CD/6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标M " 二十一国集团*对 

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一九八〇年度议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组的声明"。 

(f} CD/67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波 

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g) CD/71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四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团提出，标11^"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団主席勃歹 

日涅夫先生于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鲍曼选区大会上演说的摘录"。 

(h} CD/8 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标题是"一AA〇年四月十一 

日埃及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常驻代表就一九八〇年三月四日CD/71 

号文件写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阿尔及利亚、阿楣廷、巴西、缅甸、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期坦、秘鲁、期里兰 

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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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D/9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 

表团提出，标题是"苏联外交部长就第二个裁军十年的任务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j) CD/9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处临时代办为转递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华沙政治协商委 

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华沙条约締约国宣言》而写给委员会的信"。 

(K) C D / 9 9号文件，一 ; / l A〇年六月十二日，标题是"一九八六月十日 

加拿大常驻代表递送题为'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的文件而写给委员会的信"。 

(1) CD/100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二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六月十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其中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九八〇年五月二 

十日关于支持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 

商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宣言》的声明"。 

(m) CD/107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六月二 

十七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为递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奥斯卡•菲舍 

尔先生的一封公函而写给委员会的信". 

(n) CD/12 7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标题是"加拿大常驻代表处 

参赞为转递《关于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的计量工作文件》而写给委员会的信"。 

A . 禁 止 核 试 验 

25.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三月三日至七日，四月 

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日至 

五日期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禁止核试验"的项目。 

26. 委员会面前有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 

家小组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和七月七日至十六日举行的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的进度 

报告（CD/61和CD/119号文件）。 

27. 除特设小组提出的报告外，还有这一年内向委员会提出的同本项目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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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 

(a) CD/7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四日，标题是"二十一国集团关于全面 

^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 

(b) CD/7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囯代表团提出， 

载有题为"关于个别台站在不同条件下收取地震数据所用程序的示范讲习班"的 

工作文件。 

(C) 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曰，标题是"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 

四日联合囯秘书长的信，其中递送按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32/4 22号 

决定而编写的全面核禁试报告"。 

(d) CD/g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比利时代表团提出，标题是"禁止 

核试验：关于召开有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专家成员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提茱"。 

(e) CD/y5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曰，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议程项目1 '禁止核试验，时可供研究的议.〖1 一览表"。 

(f) CJD/130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标题是"苏纟；£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盟、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囯和坚舍众国常驻代表为转递题为《提交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边报告》这一文件而写给委员会的信"。 

28. 按照委员会第九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变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举行了有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El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专家成 

员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审议特设小组第十届会议的进度报告和CD/93号文件所提 

到的问题。 

29.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日和七月二十四日委员会第六十一和第九十四次 

全体会议，通过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 > 也震事件的际合作指施的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九届和第十届会议的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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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委员会对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全面核禁试的报告（CD/86 )表示赞赏 

好几个代表团在其发言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提请注意秘书长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以来 

在裁委会议上所表示并曾在上述报告的序言部分强烈重申的观点，即问题的技术和 

科学方面都已经过彻底的探讨，要达成核禁试条约，唯一需要的就是政治决定，如 

果考虑到现在已有的地震或其他方法进行核查的手段，那末情况尤其是如此。另一 

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报告中一些发言已明确指出一系列有关核查的重要技术问题 

尚待解决。 

31. 委员会成员同地震事件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成员的非正式会晤是有益的，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对识别地震事件的价值。 

32. 委员会再次认识到，在关于裁军的各种措施中，核禁试一直被认为是最高 

优先的事项。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已经对技术和科学方面加以 

充分探讨，那么，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已有了充分的材料可以就一项真正全面普遍核 

禁试条约展开多边谈判。二十一国集团建议，应当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 

组。但有人认为，正如下文第33段所提到的三个谈判国在其联合报告中也说过的， 

在目前情况下，締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最有效途径是继续进行三边谈判。有人还表 

示，委员会可以从审查这一条约核查方面的体制安排开始。但其他人则不同意这种 

办法，认为委员会应集中于条约案文本身的谈判。委员会在谈判一项可以吸引最广 

泛加入的条约方面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得到广泛的重新确认。 

3 3.联合王S代表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委员会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上作 

了一次发言，介绍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i):国之间就 

一项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及其和平利用核爆炸议定书所进行的 

谈判情况的报告（C D/1 3 0 )。委员会注意到三个谈判国政府表示具备促使核某式 

条约拟订完成的坚强政治决心的声明，并注意到若干问题，包括核查措施在内，仍 

在详细谈判之中。 

34.好几个代表团对于所提出的进度报告和其中所提供的资料表示感谢。有 



CD/139 
Page 16 

好几个代表团则对报告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结束时才迟迟收到，以致无法对其内容充 

分加以研究，表示失望。有的代表团对谈判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切。有几个代表团 

具体评论了报告的实质内容，其中包括范围、期限、核查安排等。有些代表团认为 

报告中所载的资料是不完备的。有的代表团对报告中所载的实质办法表示失望。 

3 5.好几个代表团认为，三边谈判至今取得的进展不够充分，并认为还看不出 

这些谈判何时才能结束。因此，它们认为，三个核谈判国应当通过三国个别暂停或 

以三边协商暂停的方式，不再迟延地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有人还建议，所有核武 

器国家应宣布立即暂停一忉核武器试验。若千其他代表团建议，暂停办法应将所有 

国家的~^i^核爆炸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为了助长稳定和保进参与国家 

之间的互相信任，全面禁试就必须是以适当的核查措施为基础的；而暂停办法依其 

定义却不是以核査为基础的。 

36.委员会将在其明年的会议中，继续把这个项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予以处理: 

并考虑到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所提出的建议和表示的意见，为达成一项核禁 

试条约作出努力。 

B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7.委员会根据工作计划，在四月七日至十八日和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四日期 

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38.委员会面前与此项目有关的新文件如下： 

(a) CD/90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代表团提出 

标题是"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b) CD/109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三十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 

出，载有题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建议采取迫切措施以实际进行'关于停止生产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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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类型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谈判，（CD/4)的提案，， 

的工作文件。 

(C) C D / 1 1 6 号 文 件 ， 一 ̂ LAO年七月九日，二十一国集团提出，标题是"关 

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39.委员会继续铭记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对本项目所给予的高度优先次序。大家广泛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广泛、所涉问题 

复杂、以及采取迫切行动的必要。有些代表团认为还不存在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 

的适当条件。其他代表团不同意这个论点，他们主张，鉴于对核裁军目标所寄予的 

迫切性和优先性，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实质性谈判可以毫不迟延地开始。 

4 0.有好几项提案向委员会提出。一项提茱是建议采取迫切措施以实际进行关 

于停止生产一切类型核武器并i£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毀为止的谈判（CD/4和 

CD/109 ).其他提案则主张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CD/90)和禁止进行战略 

运载工具的进一步飞越试验。 

41. 有一项提案主张进行预备性协商，以确定谈判的先决条件和各项主要问题， 

随后成立具有明确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另有人建议举行非正式会议和非正式协商， 

以便找出谈判的各种内容；在这方面已经列举了一些实质性问题，并已建议设立一 

小特设工作小组进行谈判工作。 

42. 二十一国集团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并提出了关于委员会 

内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某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最后文件》第5 0段所设想的核 

裁军不同阶段的拟订，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与防止核战争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消除对核威慑主义的依赖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以及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其作为 

在这方面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责任的种种措施（CD/1 16 )。 

4 3.委员会还没有机会设法调和核裁军多边谈判的办法、嶽智和基础的不同 

观点。在这方面，各国代表团特别强调，各国之间，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之间有适当 

程度的信心和信任对谈判是有帮助的；这些谈判将转而大大地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 



CD/139 
Page 18 

局势；而无核武器国家对这些谈判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核裁军是所有国家都 

关切的事；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 

开始，以及早日就欧洲核武器情况进行谈判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有人强调指出，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关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最适当论坛。另一方面，又冇人强 

调指出，在不影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的情况下，一切双边或区域性的问题首先 

应当是直接有关各国管辖范围内的事。 

4 4.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意在其下届会议中对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项目继续 

深入审议，审议时要考虑到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和;t见。 

C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45.委员会根据工作计戈' 

用核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 

在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和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期 

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的项目。 

46. 会议期间提交委员会的有关本项目的文件如下： 

(a) CD/75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芬兰提出，标题是"一九八〇 

年三月十二日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皿为提出"^^我有芬兰政府；€：见的工 

作文件而写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b) CD/120号文件，一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载有 

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的工作文件。 

47.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决定，在一九八〇年会 

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的国际安排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特 

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 

工作进展 （CD/7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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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全体会议还决定任命埃及代表为 

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特设工作小组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之间举行了九次 

会议，主席也在此期间进行了非正式协商。特设工作小组经审议后向委员会提交了 

一份报告（CD/125号文件）。 

4 9. 一九八〇年八月九日委员会第一〇〇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报 

告，作为本报告的一小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1 .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在审议其一九八〇 

年议程上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的 

项目3时，邇过了载于CD/77号文件的下列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一^V〇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 

作小组，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作出有效的国际 

安排问题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 

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作了一项声明，载于同一文件中，声明表示： 

"大家都了解，根据议事规则第3 2条的规定，特设工作小组会议期间，会 

议室应为非成员国保留席位。" 

二、工作的安排和文f 钍 

2 .四月二十二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决定任命埃及代表穆罕默德' 

巴拉代博士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中心林国炯博士为特设工作小组秘 

书。 



CD/1-`9 
Page 20 

3 .工作小组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八日期间举行了九次会议，在这段期间 

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4.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夯时，考虑到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其中"⋯吁请各核武器il冢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各项声明，并且 

促请他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 

5 .特设工作小组还注意到 C D / 5 5号文件的秘书长信内所递送的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注意到第34/84、第34/85和第34/86号决 

议。第 3 4 / 8 4号 ^第 4段全文如下： 

"4.遵裁军谈判委员会一;^V〇年会议继续优先进行这个议题的谈判工作， 

以便及早完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制订工作。" 

第34/85号决议:1 4段全文如下： 

"4.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V〇年会议期间应完成关于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在此应计及各方对缔结一 

项公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茉。" 

第34/86号决议笫3段全文如下： 

"3. f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下届会议继续努力，以期对上述安排达成协议并 

向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6.在进行其工作时，一九/Y〇年四月二十五日特设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决 

定把一九七九年会议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面前的所有文件都转交给目前的工作小组。 

这些文件都列于CD/SA/WP.l '号文件中。 

见本报告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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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此外，特设工作小组在进行审议工作时，还收到下列三份工作文件，供其 

(a) 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CD/SA/WP.2); 

(b) 巴基期坦提出的工作文件，题为"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 

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CD/120; CD/SA/WP. 33 ； ' 

(C)保加利亚提出的工作文件，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安排的形式"（CD/^SA/WP. 4 ) 。 ' 

三 、 实 质 性 谈 判 

8 . 工作小组注意到前届特设工作小组在讨论期间，曾对有待审查和协商的组 

成部份进行广泛的讨论。它特别注意到前届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所载的一段内 

容，其中提到"广泛赞同可将这些组成部分分成两大类：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B.安排的形式及其数目和约束性质"。 

9. 工作小组决定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安排的范围和性质，因为了觯到，对安 

排的实质内容达成协议有助于对安排的形式取得协议。 

10.主席根据上述第9段提到的决定，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D/SA/WP. 2)， 

作为谈判的基础.该文件载有各核武器国家声明和其他国家提出或表示的提案和意 

见内各种直接与安排的范围和性质有关的不同办法. 

2见本报告附件 B。 

' 见 本 报 告 附 件 c 。 

' 见本报告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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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审议CD/SA/^P. 2号文件中所载各种不同办法时，工作小组探讨了可 

以就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的途径和方法，以便将此种共同办法作为締 

结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基础，但未获得 

结果，把这些办法并列审议，并加以深入分析，的确有助于工作小组澄清和了解各 

方的立场，并找出协议和异议的领域。 

12. 谈判中大家同意.安排的目标应当是有效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对其适用范围却仍有不同的意见。关于适用的范围，找出了两 

个主要问题：（1)提供安排的标准，（
2
)与自卫权利有关的例外情况。 

13. 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显示依然存在如下的不同立场： 

一在核裁军以前，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 

一 在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前，将各项安排推广到所有无核武器国家， 

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或限制； 

一将各项安排推广到所有未曾与任何核大国締结核安全安排的无核武器 

一将各项安排推广到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 

控制下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一将各项安排推广到《不扩散条约》或任何其他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不取 

得核爆炸装置的类似承诺（例如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一特拉特 

洛尔科条约）的无核武器締约国； 

一将各项安排推广到加入无核武器区的无核武器国家。 

14. 对于第二个问题，按照报告附件B所载各项声明、提案和其他组成部分， 

各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5. 工作小组随后着手处理安排的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 

了 一份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的形式"的工作 

文件（CD/SA/WP. 4)。大家认识到，应当继续寻求一个可为各方接受并可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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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内的共同办法.在这方面，虽然事实上没有人再在原则 

上反对订立一项国际公约的意见，但仍有人指出了其中所涉及的种种困难。就这个 

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6.工作小组进一步审议了过渡安排的问题。巴基斯坦代表团就这个问题提出 

了一份题为"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的工作文件（CD/ 

S A , P . 3)。讨论中大家广泛认为，在尚未就第1 5段所述共同办法达成协议以前, 

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可以作为朝向有效国际安排的有用过渡措施。有人还指出， 

这一决议的价值还要取决于其实质内容。对后一问题，各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四 、 结 论 和 建 议 

17. 大家继续认识到：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就安排的实质内容进行的谈判进一步表明所涉问题的 

复杂性.有人对未能朝向共同办法取得进展表示失望。过渡安排问题就是在此背景 

下进行讨论的.工作小组有兴趣地注意到有人提议：安全理事会或可根据大会的建 

议，考虑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体措施问题。但是，有 

人指出，任何过渡安排都不应代替坚定不渝的努力，以便就一项可为各方接受并可 

列入具有法侓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内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 

18. 因此，工作小组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一年会议开始时，探讨方 

法与途径来克服工作小组谈判时所遭遇的困难，并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圔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览表 

(1) C D / l 

(2) C D / 1 0 

一、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载有大会第33/72A和B号决议（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一九七九年三月 

二十七日） 

(3) CD/23 一保加利亚、捷克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 

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提出，题为"关于 

加强侏证无核[ii家安全的S1际公约草案"（一九七九年六月 

二十一曰）。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H家使用或威肪 (4) CD/25 

(5) CD/27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li际安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旲利坚合众 i i提出，题为"矢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Èl家进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全的问题向联合国大 

会提出一项建议的提茱"（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 

载有"审议和谈判侏证不对无核武器III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ill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 

告（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7) CV55 一载有大会第34/84, 34/85和34/^6号决议（一九八〇 

年二月五曰）。 

(6) CD/53 

(附录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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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D/77 ―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作出有效国际安 

排问，贞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定。（一九八〇年三月 

十七曰) 

二、供裁车谈判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设立的 

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 

工作小组成员使用的材料汇缡 

(1)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I巧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特设委员会会议 

上的发言； 

(2)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A) 全体会议 

(B) 第一委员会（一般） 

{C)第一委员会（苏趺的公约草案）； 

(3) 五个核武器a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II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声明； 

14)安全理爭会第255号决议（一九六八）；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决议； 

(6) —九六八年无核武器国家会议遒过的矢于安全保证的决议； 

(7) 一九七五年不散条约审查会议《最后文件》矢于安全保证邵分； 

(8)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庙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的第 

5 6至 5 9段； 

(9) 汇编的增编和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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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Ël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四、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 

会议的非正式记录 

(-)一九七九年特设工作小组七次会议非正式记录。 

" 附 件 B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一、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声明中的有关部分 

(1) "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裉本办法，是全面祭止和彻底销毀核武器. 

寻《们也明白，这不是容易实现的。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核国家至少iii该保证: 

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中国早已主动、单方面地宣布， 

在任何时侯和任何If况下都不首先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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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同无核区参加者谈判，以便于遣当时订立有效而有拘束力的承诺 

防止对无核区的阖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3) 苏联:愿意在一项新的1^际公约中承担具有拘罘力的义务，保证不对那 

些放弃生，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J乂投制下拥有核武器的公约无核 

缔约 l i i便用或厥胁便用核武器，并且保证在公约任一締约HI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缔 

约国的行动违反这项义务时进行协商；2 

"苏联方面愿葛最有力地强调，我们反对使用核武器.只有在非常的情况下， 

只有另一个核liJ家对我或我们的â友逬行的侵略，才能迫使我们诉诸这种极端的 

自卫方式。苏联现在和将se郤会尽其全力防止核战ii;^发并护人民使其不敎受到 

核子袭击，不论是首先使用的还是还击的。这走f《们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将坚 

持这一政策。"， 

"我也旻庄严宣布，苏联绝不向已经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在其领土上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 

m 联 合 王 国 : 不 对 《 不 扩 散 条 约 》 纟 ^ 约 国
5
Â 作 否 不 制 造 得 核 i è 炸 置 

的具有|S|际拘束力的承诺的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 ! i l家向一个核武器!^家 

^兮瑰结成联盟对^舍王国、买附属领土、军队 ;^i ik国 i îÉ行攻击。5 

( 5 ) 美国:不对任何《不扩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或作¥不取待核 k、 

i^^àf;fe的具有国际狗^力的《似诺的!Mi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同一个核K 

IIlii家联合或结成联盥对美国、其领土玖军队其盟国逬行或支援逬行攻击。6 

二、 一九七九年会议期间设立的原有特 

设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的关邵分： 

( 1 ) 巴 基 滅 ： 7 

>\y -条 

本公约核武"^"V约国，作为走向彻底示'止使用
5
乂威胁便用核武标的二,—一步，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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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决不对那些不是某些核武器国冢的核安全协定締约 lu的无核武>^阖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 

这项,证将不影响本公约缔约国在廷立无核武If区的各项条约下7|^担的义夯。 

第二条 

本公约核武#締约国又保证兌在任何二 t急,况下便用或^胁使用核武器的可 

能性，并尽可能在最短期间内达成核裁军，以期彻底消P汆核武器。" 

(2)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8 

"第一条 

本公约核武器缔约国保证不对放羿生产和取得核î\:^并不在其本国领土上以及 

本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不论在陆地、海洋、空间或外层空间拥有核武器的 

本公约无核締约国，使用或疯胁使用核武器。 

第二条 

本公约:^一条所规定的义夯不仅运用于无核纟承约liJÊ3领土，也运用于此等家 

管筹旨径制下的武装部队或设施，不论它们走在陆地、海洋、空间外层空间。" 

(3) m : ' 

"大会， 

1.欢迎各核武器国家发表声明，向无核武器 ! i l家出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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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注蕙到五个核|il家各自作出如下承诺； 

3. 认识到这些庄严声明对力口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芨有宣要作用。" 

三、一九七九年会议期间设立的特设工作 

小组中提出的其他部分：'° 

(1) "各项安〗
3
广到下列lii家：所有无核武器阖家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或限 

制，，。 

(2) "在尚未达成权弒军以前，晋iig'止便用或反胁便用核武器，或在!il际关系 

中不使用武力，对于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将是最有效的保证。"" 

脚 注 

'见 C i V T V . 53号文件，第20页。 

1 见《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3家使用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资料汇编》 

第三邵分；又见CV27号文件，第3-4页。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苏联$5列日涅夫主席在;力-、联共肯团第十八届代表大会 

上的演1^0 

*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勃列日涅夫主席纪念锾;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于柏 

林发表的演说。 

'见上述胸注 2 。 

6同上。 

7 见CIJ/IO号文件，¥3页。 

8 见 C D / 2 3号文件，至 2页。 

， 见L、i)/27号文件，；lj^3至4页。 

见《术夂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2 7
号》 

(A/34/27 ) 页，第 1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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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巴 基 斯 坦 ： 工 作 文 件 

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 

可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铭记着有必要减轻世界各囯对于为其人民保证持久安全的正当关切， 

深信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存续构成最大的威胁， 

深为关切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进行，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可能性，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仏识到必须保障无核武器国冢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使其不致成为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为在普遍达成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订有效的措施，以确保任何方 

面都不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考虑到联舍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其中要求核武器国 

家于适当时迫切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一项目所进行的谈判，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中对拟订一项1^正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国际公约所表示的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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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章》第七章内各项应付核武器的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对和平所构成威 

胁'的条款： 

1 .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 

2.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展开谈判，并不再迟缓地締结一项有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3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 附 件 D 

保 加 利 亚 代 表 团 

工 作 文 件 

保 证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核 武 器 的 安 排 的 形 式 

一、单方面的不使用声明 

1 .若干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中作了不使用核武 

器的个别声明。其中有些承诺已视为业经生效的消极安全保证，并被认为是对进一 

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一项贡献。 

这些声明中，有一份声明对实际上在一切方面明确具备无核地位的无核武器国 

家提供安全保证.其他保证载有某些预想到的可能撤销不使用承诺的条件，但其措 

辞似乎可以使人任意作出主观的解释。有一个核武器国家所作声明的适用性质和范 

围不十分清楚，而另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则只是表示它预备同参加无核武器区的 

国家谈判不使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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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不使用的声明，就其法律效力而言，当然不能迫使核武器国家承担参加多 

边或^边协定所将承担的义务。即使这些声明被视为具有约束力，并且也不仅仅是 

政府现行政策的声明而已，但这些保证的性质和内容，以其目前的形式，也都是参 

差不齐的。现在，要想取得所有核武器国家的不使用承诺，无核武器国家必须符合 

一系列互不划一的要求，而其中有些要求，又完全同该国及其领土取得明确无核地 

位毫不相干。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了一种个别消极安全保证的制度，但被认为并不 

具备实际上能够达到的最大程度的信用和效能。 

大会在《最后文件》第5 9段中，注意到核武器a家所作的各项声明，并促请 

它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 

2 .每一个核武器国家所作的措辞相同的不使用声明也可视为一种消极安全保 

证的可行方式，但必须将现有各项单方面承诺成功地合并成一项共同不使用办法。 

具有划一不使用办法的国际公约 

的 消极安全保证如要扩大成最有效而最可靠的形式，就必须拟订一项载有戈' 

不使用办法的国际公约。共同不使用的承诺订入有待所有核武器国家批准的公约之 

后，就会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公约中所规定的资格和可能条件就成为所有核武器 

国家保证中的共同条款，因而使无核武器国家更易于同时获得这种资格。作为一项 

公约的締约国，核武器国家不但对无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而且也在核武器国家彼 

此之间承担义务，藉此进一步增强相互信任，没有任何一个核武器SJ家会因此而处 

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大家都同样地承担法侓上具有约束力的义务。采取了一种国际 

公约的形式之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就可以使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订得更为明确。无核武器国家可以平等参 

与拟订公约条款的过程，从而可以帮助提高有待达成协议的保证的效率和信用。即 

将给予保证的无核武器国家也应成为公约的締约国。这是符合国际法惯例的最低要 



CD/139 
Pag. 33 

求的，因为根据这项惯例，只有条约的締约国才能享有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其 

义务.这种国家不必采取任何行动，只要严格遵守明确的无核地位的一切条件就行。 

公约中还应规定各締约国的权利、特别是无核国家退出公约的权利。一个締约 

国如果断定，同公约内容有关的特殊情况已危及其最高安全利益，它应能退出该公 

约.一种方便的退约程序的规定，将再次表明接受保障完全是一种出于自愿的行动。 

一九七九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表示，原则上没有人反对締结 

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这一事实表明应当继续寻求并进一步鼓励寻求一种共同的办 

法，以求拟订一项有法侓约束力的、载有划一不使用条款的国际文书。 

三、安全理事会决议 

1 . 一项载有划一的不使用办法或每个核国家作出的措辞相同声明的安全理事 

会决议也可能是加强现有消极保证的拘束力的方式。为了更加可信和有效，安理会 

决议可以明确地宣布，这项声明对核国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想要就划一 

的不使用办法或措辞相同的声明达成协议的困难，同締结一项公约的困难是一样的。 

2 . 一项载有或提到已经发表的不使用声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因其性质、资 

格和条件的差异，不足以弥补现存消极保证制度的缺点。但是，在尚未按照《最后 

文件》第5 9段达成更有效的国际安排以前，这项决议作为过渡安排是可以加强现 

有不使用保证的约束力的。如果安全理事会详细说明，每个核武器国家愿意采取行 

动对拟订、締结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项比较有效的国 

际协议一最好是一项公约——作出贡献，那将会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但必须 

说明，这一临时步骤仍不能消除对一项公约式的国际安排的需要。 

3. 一项只注意到迄今已发表的个别不使用声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只有微弱的 

效用，因为大会已经在《最后文件》中这样做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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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加利亚代表团强烈支持締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这一公约，一方面有愿 

意扩大划一的不使用保证的核国家参加，另一方面也有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 

并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有兴趣的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为了对此做出贡献，保 

加利亚已经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了载于Cl)/23号文件的公约草条。同时， 

我们也准备考虑其它平行的提案，包括可能的临时安排，以求研究出一个可为大家 

接受的办法。" 

D . 化 学 武 器 

50. 委员会根据工作计划，在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曰，三月三日至七日和三月 

十三日至十四日期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化学武器"的项目。 

51. 除以前的文件外，委员会面前有与此项目有关的文件如下： 

(a) CD/59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曰，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化学武器：召开非正式专家会议的提案"。 

(b) CD/6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化 

学武器一处理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任务的一项可能程序性办法：工作文件"。 

(C) C D / 8 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题为"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 

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处临时代办的信，转递题为'关 

于美国在越南、老树和柬埔寨使用化学物剂的备忘录，的文件"。 

(d) CD/8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六日，荷兰代表团提出，我有题 

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初步工作计划草案"的工作文件。 

(e) CD/85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三月 

二十六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处常驻代表的信，递送分别题为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关于河内加紧滥用化学武器并从事其他活 

动妄图消灭柬埔寨人民的声明，和'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使用化学武器的几件事1《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民主柬埔寨新闻部发布的新闻，等两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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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D/89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三 

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转递'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于一九八〇年四月 

十一日发表的声明，的电文。" 

(g) CD/9 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比利时代表团提出，标题;^ 

"拟议的化学战剂和化学弹药的定义." 

01) 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曰，波兰代表团提出，标I.力是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初步工作计划：工作文件。" 

(i) CD,/9
7
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瑞典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禁止化学战能力的工作文件"。 

(j) C D/10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六月 

十九日中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代理团长的信，转交题为'中国代表团关于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要内容的建议，的工作文件。" 

(k) C D/10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标题是："一九八〇年六月 

二十四日芬兰常驻代表的信，递送题为'识别潜在的有机裤战剂的阵觯产物，的一 

项文件"。 

(1) C D / 1 0 5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标題是："法 s代表 s对 

荷兰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问题单的答复 f V 4 U 4 " 

(m) CEt/106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代表团提出，载有 

为"不制造和不拥有化学战剂和武器的管制"的工作文件. 

(n) C I V l l O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曰，南紮拉夫代表S提出，标!^是： 

"关于防止神经毒气中毒的医疗防护的工作文件（当前的 t况和将来可展 r 

(0) c v i l l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南期拉夫代表团揍&， ^ l ï 是： 

"关于化学战剂定义的工作文件"‧ 

(P) e v i l 2 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七 0 ，苏维埃 I t 会主义共和 g 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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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转递题为"苏联一美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 

进度的联合报告"的文件. 

(q) C D / l 1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化学武器公约内核查的安排和监督"。 

(r) CI)/11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标题是："澳大利亚代表团在 

现阶段对于CD/41号文件内载荷兰所提关于化学武器的调査表的答复." 

(s) CD/U7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曰，加拿大代表团拔-出，标,Sa:"-: 

"化学武器公约的定义和范围。" 

(t) CD/l 21号文件，一;^V〇年七月十七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谈判化学武器时须予解决的一些问题：工作文件"。 

(U) CI^12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曰，摩洛哥代表团提出，h^:i 

是："关于化学武器定义的建议"。 

(V) CD/123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萦古代表团提出，载有-3 

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与一:五年《日内瓦议定书》之问 

的相互关系"的工作文件。 

(W) CD/12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 

标题是："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看法"。 

(X) C D / l 3 2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载有一份题为"巴基期坦政府 

就 号 文 件 的 分 发 提 出 的 看 法 " 的 工 作 文 件 。 

52.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执行其职责，把谈判和制订一项全面和有效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作为高度优先事项，于一九八〇年 

三月十七日第六十九次会议上决定在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 

工作小组，考虑到一切已有的提案及未来的倡议，通过实质性审查来规定在谈判这 

样一项公约时应予处理的问题。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 

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crv^SO -''J-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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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日本代表为特 

设工作小组主席。特设工作小组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月一日间召开了 

十六次会议，在此期间主席也进行了非正式协商。特设工作小组经审i义后向委员 

会 提 交 了 一 份 报 告 （ 3 1 / ^ 6 V. 1号文件）。 

54. 委员会按号文件的建议，依照第八十二次全体会议的决定，于— 

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FI至二十六日期间，举行了四次有化学武器专家参加的非正式 

会议， 

55. 在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前和以后，委员会在全体和非正式会议中 

都曾就关于禁止这种武器的种种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在上段所指非正式会议中各 

位专家的发言，被认为是有益的，而且使人对所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有人 

对美苏双边谈判进展的联合报告（CD/1 12 )表示了意见，谈判双方对若干问题曾 

进一步加以澄漬。特别是由于有人各执一词地指控他人使用化学武器，因此有人强 

调有必要保证严格遵守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在这方面，有人强调需要具 

备适当的国际措施来确定事实真相。但是，对于哪种措施才算适当则有各种不同的 

意 0 

56. 一九八〇年八月九日委员会第一〇〇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报 

告，全文如下： 

"1 . 一;^\O^三月十七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在审议"^一九八〇 

年议程上!?为"化学武器"的项目4时，通过了载于CD/80号文件的下列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高度优先的责任，决定在 

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现有全部提 

案和今后的倡议，通过实质性审查来确定就这样一项公约进行谈判时应予 

处理的各项问氣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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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晃" 

2 .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推选日本;^||大使为特设工 

作小组的主席。联合国裁军中心曰内瓦股股长瓦尔德海姆一纳蒂拉尔女士经任命 

为工作小组的秘书。 

3.应丹麦、芬兰和瑞士代表提出的申请，并根据CD卢V. 86和CD/PV.91号 

文件上所载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八十六次和第九十一次会议分别作出的各项决定，丹 

麦、芬兰和瑞士各国代表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一起出席了小组的各次会议。 

4 .小组从一 AA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一日举行了十六次会议。 

5. 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注意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联合国 

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 5段表示，締结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是多边谈 

判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6. 在执行其工作时，向工作小组分发了下列工作文件： 

(a)《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CD/CW/1VP. 1 )； 

(t)题为《文件清单》的工作文件（CD/CW/WP. 2及增编 I和 2 )载有 

一九七九年七月到一九八〇年七月间分发的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的工作有关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清单； 

(C)美利坚合众国的工作文件（CD/CW/WP. 3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 

工作小组应予确定的问题》； 

( d ) 瑞 典 的 工 作 文 件 （ 4 ) , 1?为《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时应 

予解决的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作文件（CD/CW/f?P. 5 ) ,题为《就当前民 (e) 

(f) 

间生产进行就地视察对于化学工业的« 卩,' 

法国提出的工作文件（CD/CW/WP. 6 )，题为《化学战剂定义的标 

准》。 

7.主席说明，现有一切提案和今后所有的倡议，工作小组都将在平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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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予以处ai>他认为，CDzA6号文件即"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1972— 

】979年工作文件和声明中有关化学武器的资料汇编"（秘书处编拟），是对小组 

工作有用的参考材料. 

8. 根据主席的建议，小组同意在三个总题："范围"、"核查"和"其他事 

项"下安排其工作。在第一轮中，为每一个总题告门召开一次会议，然后以同样方 

式召开第二轮会il>在这些会议过程中，各代表团曾就审议中的问题的实质发言。 

9, 主席还向小组提供各项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在三个总题下提出的问1^淸 

单；小组进行实质性讨论时就是以这三个总题为根据的。'这些会议室文件后来汇.,成 

一份文件（CD/CW//CRP.S/^ev.I)附在本报告后面作为主席的备忘录以供将来参考。 

10.为了确定谈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时所将处理的问題，工作小组在上述第8 

段提到的三个总题下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査。在这方面，参加讨论下列各项问题的 

各国代表团间，一般上似乎有了一致的看法： 

A .禁止的全部范围 

(1)同可由公约规定禁止的活动有关的问题： 

(a) 发展 

(b) 生产 

( C ) 储 存 

(d) 取得 

(e) 保有 

(f) 转让和援助其他国家 

1 2 )同可由公约规定禁止但其定义尚待达成协议的具体项目有关的问题：. 

(a) 化学战剂 

(b) 化学弹药 

( C ) 前 体 

(d) 化学武器、装备或系统 

(e) 生产上述各项的手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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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可以作为确定禁止范围的基础的标准有关的问题： 

(a) 一般用途标准 

(b) 毒性标准 

( C ) 其 他 标 准 

(4) 同公约締约国为落实禁止的规定可能需要采取的行动有关的问题： 

(a) 在一定i^〗间内，公布和销毁化学武器现有储存 

(b) 在一定期间内，公布和销毁或拆除生产手段/设施 

(5) 同公约可以容许的例外情况有关的问题： 

(a) 作民间用途，例如： 

一 医疗 

一 科学和研究 

一 工业 

― 农 业 

一 镇暴 

(b) 作某些非敌对性军事用途和不涉及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用途 

B . 核 查 

适当核查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确认。有人认为核查措施应配合公约禁止的范 

围和其他方面. 

(1) 同可由公约规定的国家核査措施有关的问题： 

(a) 国内立法 

(2) 同可由公约规定的国际核査措施有关的问题： 

(a) 协商和合作 

(b) 设立一个协商机构 

[0)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就地视察 

( d )处理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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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其 他 事 项 

(1) 建立信任的措施 

(2) 国际合作 

11 .在上述笫8段所提到的三个总题下对谈判公约时所将处理的问题作实质性 

审查期间，参加讨论特别是下列各项问题的各国代表团间似乎没有一致的看法： 

A .禁止的全部范围 

(1) 有人表示，公约应包括"化学战能力"，并认为这一概念应包罗意图 

在武装冲突中为敌对目的而使用化学物质毒性的每一种活动、设施和 

材料。伹是，这种看法也认为，为和平目的应容许有例外情况，包 

括某种军事性的措施，以及防化保卫措施。其他的人对这一概念的 

价值则持有严重的怀疑，但问题未经深入的讨论。 

(2) 同可由公约规定禁止的活动有关的问题： 

(a) 使用 

一般都认为，公约不应减损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效力。 

但有人认为，该议定书对禁止"使用"已有适当的规定。另一 

些人则认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将是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中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b) 规划和组织 

有一种看法认为，规划和组织是发展化学战能力的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因此应予禁止。另一种看法认为，对规划和组织的禁 

止实际上是无法核査的，因此很难落实；无论如何，如果对其他 

组成部分顺利地加以禁止，也就无需禁止规划和组织了。 

( C ) 训 练 

有些代表闭认为，既然很难区别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所有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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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应禁止；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防护措施的训练有利于阻止公约 

可能被违反的情事，因此应予准许；还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至少 

在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的储存以前应当容许进行防护性训练。 

3可由公约规定禁止但其定义尚待达成协议的具体项目有关的问题： 

(a) 生产手段/设施。 

未经深入研究什么具体类型的生产手段/设施应属于禁止范围的 

问题。 

(b) 生化战剂。 

有人认为，对于在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间的所谓灰色领域中的 

潜在生化战剂应予禁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逬一步审査。 

(4) 同可以作为确定禁止范围的基础的标准有关的问题 

(a) 对上述第10. A.(S)段所提到的各项标准的相对重要性，有不同 

的看法。 

(b) 关于毒性标准，虽然讨论了一些确定毒性的办法一包括定量、定 

性、叙述和命名的办法——但没有试图将问题缩小成为某一个特 

定的办法或某些综合办法。 

( C )对于是否应当拟定一项化学物剂清单——不论是肯定性的、否定 

性的还是说明性的-一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d)对于如何分别处理双重和单一用途物剂和前体的问题未经详细的 

讨论。 

(5) 同公约締约国可能需要釆取的行动有关的问|S:: 

(a) 有人认为生产手段/设施应予以销毁、拆除或改建为和平用途。 

另外有人关切所涉核查问是纟，认为所有的生产手段都应加以销毁* 

(b) 对于宣布现有储存和宣布计划销毁这种储存的声明内容及其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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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是否应在公约生效前、生效时或生效后发表这种声明一 

有不同的看法。 

( C )对于宣布计划处置生产和装填手段/设施的声明的内容以及—包 

括是否应在公约生效前、生效时或生效后发表这种声明一也有 

不同的看法。 

(6)关于公约可以容许的例外情况的问题： 

(a)对于公约应否容许将防护用途作为例外情况处理的问题存在着分 

歧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将"防护措施"作为例外情况，对 

核查和管制工作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b)哪些具体的镇暴物剂可作为例外处理的问题未加讨论。 

(C)大家指出，任何容许的例外情况，都应明白而确切地予以规定。 

(1)- -般方法 

对于什么是充分适应一项公约要求的切合实际的核查制度，蒽见各不 

相同，因为，一种万无一失的核査制度，尽管是合乎理想的，但似乎 

在技术上是作不到的。有人认为，一项公约要充分有效，就必须有 

非常严格的核查措施，而有的人却认为，不须要那么严格的措施就已 

足够，而且仍然能够满足一项合理的核查制度的要求。由于核查的不同 

方面与一项公约的禁止范围及其他方面是彼此相关的，有些代表团目 

前对这个问题暂不表示意 

( 2 )核査的对象 

(a)对于下列领域的核査需要有不同的意见： 

H 销 毁 化 学 武 器 的 储 存 、 

(=)销毁或拆除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手段 

曰不生产禁用的化学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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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生产某些非敌对性的军用化学剂 

( b )有人认为，对于不生产禁用的化学剂是可以核査的，即使在高度 

工业化的国家中也可以合理的手段并在不妨害化学工业利益的情 

况下进行核査。另有人则认为，核査整个化学工业是办不到的。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对于禁止已经确定为双重用途的物剂及其 

前特别是二元武器，进行核查就会引起不可克服的困难， 

其他的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C)对于公约规定禁止规划、组织和训练时能否核查的问题见也不 

一致。 

( 3 ) 核查程序 

各11代表团虽然认为核查制度的基础可以是IS际和11家措施的适当结 

合，但对这两种措施的相对效力则意见不一。一种看法认为，核查 

制度应主要靠国际措施。另一种看法认为，[Î]家措施加上某些ID际 

程序，将可提供适当的保证，便公约得到遘守。 

(a) 同国家核査措施有关的问题 

对于公约中应否规定国家核查机抅，以及如果应加规定，这种机构的组 

织、职责和义务，似乎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在公约中是否应 

为国家核査机构，包括其组织、职责和义务，规定标准化的方案 

也有不同的意见。 

(b) 同国际核査措施有关的问题 

H虽然各代表团认为 l i J际核查措施应包括就地视察的安排，伹 

对这种安排的具卡{
二
内容仍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下列项目是否有必要以有系统地就地视察来进行核査存 

在着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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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 

―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设施以及装填设施； 

一 生 产 某 些 非 敌 对 性 军 用 化 学 剂 ； 

一不生产禁用的化学剂。 

B关于改建设施问题，一些代表团认为，如果允许改建，就有必要 

对改建设施进行有系统的就地视察。 

m有一种看法是，在国际核查制度中，除了协商委员会以外，再设 

立一个国际核查署是可取的。其他的人则不表同意。还有人认为, 

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比较广泛的问题，超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 

范围。 

(SO虽然一些代表团认为，申诉程序应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受理，但 

仍有人认为，联合国大会可能是更合适的机构。 

c ‧ 其 他 事 项 

(1) 逑立信任的措施 

有人认为il际核査手段应当包括建立信任措施的程序。但这个问题没 

有得到详细的审査‧ 

(2) 消 极 ， 

一种看法认为，应在详细拟定公约的过程中考虑这种保证。另有人认 

为不使用的问題在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已经有所规定。 

(3) 合作发展防护措施 

有人认为公约应具体规定在防护措施领域中进行合作与技术锾助。这 

个问题未经深入研究。 

(4) 合作和技术谖助 



CD/139 
Page 46 

有人主张公约应载有为了和平刑用有毒化学剂而进行合作和技术援助、 

并将禁止化学武器节省下来的资源加以转让，特别是转让给发展中国 

家的条款。这个问题未予深入研究。 

12. 应主席的建议，工作小组还特别指出，在一九八〇年度会议期间，下列问 

题未曾予以深入讨论，需要在稍后一个阶段予以审议： 

一 序 言 

- 生 效 的 条 件 

一签署、批准、加入等等 

一保存者（各国政府或联合国秘书长) 

一 期 限 

- 审 查 会 议 

一 退 约 

- 议 定 书 及 附 件 

一 修 正 程 序 。 

13. 在讨论过程中，大冢就 "化学武器 "和其他用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应主席的建议，工作小组也指出，用语的定义问题和各种概念的澄清问题需要在稍 

后一个阶段予以处理。 

14. 讨论证实，大家都认识到有迫切需要谈判并详细拟定一项关于彻底有效禁 

止犮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这种武器的多边公约。 

15. 工作小组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一年届会开始时应再成立一个工作 

小组，以那时确定的适当职责，继续并推进一^V〇年工作小组为执行委员会谈判 

和拟订这样一项多边公约的责任所已展开的工作。" 



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中提出的问题 

2 

(主席的备忘录） 

1 .公约的目的和Ê1标 

一 照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规定 

― 照CD/97 (瑞典）中的规定 

一 照 C D / 4 8 (苏联/美国）中的规定 

― 照CD/44 (波兰）中的规定 

一 其 他 提 案 

同其他国际公约的关系 

(a) —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 

H把禁止使用的规定订入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a 有 必 要 予 以 加 强 

(b) 一九七二年生物武器公约 

H 有必要确保两个公约相互呼应 

a 有必要弥补漏洞、灰色领域 

曰确保包括一切生化毒剂 

(C) 一九七七年改变环境公约 

3.禁试的全面性 

( a )可予禁止的活动 

H 发 展 

C=)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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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储 存 

m取得 

© 保 有 

^ 转 让 和 协 助 

H i 使 用 

( A ) 规 划 

t/u组织 

(十）训练 

^ 资 料 的 散 发 

其他 

( b ) 可予处理的项目 

H 化 学 战 剂 ， 包 括 前 体 

一 定 义 

一 标 准 

―一般用途 

单一用途物剂和双重用途物剂之间的区分 

毒性标准：一定量办法 

定性办法 

一叙述办法（化学式） 

一 命 名 办 法 

一是否适合军事用途 

C=) 

曰 

― 二 元 武 器 

化学武器弹药 

一 定 义 

化学武器的装备或系统, 

一 定 义 

包括施放手段 



CD/139 
Page 49 

m化学武器设施 

一 供 发 展 和 研 究 

一 供 生 产 

一供训练使用化学武器 

一 其 他 

(C) 一项公约可以要求采取的行动 

H 宣布 

- 现有储存 

-生产设施，包括地点 

-销毁和改建等的时间表 

(=)改建为和平用途或封存 

一同销毁比较，核査的不利条件 

一经济和社会后果 

曰 销 毁 储 存 

m销毁或拆除生产设施 

4 .防化保护 

(a) "防护能力"和 "防御能力"的区分 

(b) 在哪类文书中对防护加以规定？ 

H 公 约 本 身 ？ 

( = )公约的附件？ 

曰 单 独 文 书 ？ 

( C ) 防 护 方 式 

H防护措施 

一 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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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à) 

一 设 备 

一 其 他 

( = )防护的训练 

曰 对 受 害 者 的 治 疗 

m其他关于平民防护的问题 

去毒 

H 装 备 和 设 施 

a 训 练 

(e) 防护措施是否应当加以禁止？ 

H禁止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它会导致以化学战争威慑的方式来寻求 

安全 

«过份的防护措施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化学武器的能力 

曰不应加以禁止，因为防护措施是一种稳定因素 

m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由于民用化学工业的事故也需要拟定防护措 

施 

其他问题 

H防护措施和核査制度之间的关系 

« 防 护 措 施 的 费 用 

曰交换防护措施情报.（又见"建立信任措施"） 

m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和训练便利 ― 

例外情况或"容许的活动" 

( a ) 民用 

H 科 学 和 研 究 用 途 

a 医 疗 用 途 

曰 工 业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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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农亚用途 

( E )镇暴和其他警察活动 

( b ) 某些非敌对性军事用途 

(一）防护用途 

(=)火箭燃料等 

二、核査 

1. 1 # 

(a) 保证一项公约的义务得到履行 

(b) 提高一项公约的信用并引导各国加入该公约 

( C ) 其 他 

2 . 指导原则 

(a) 尊重所有缔约国一律平等 

(b) 尊重主权 

( C ) 尊重国际团结和合作 

(d) 不干涉他Ë]内政 

(e) 其他 

3. 核査的对象 

( a )化学战剂和弹药的储存的销毁 

0))改建或封闭生产设施等 

( C ) 销毀或拆除生产设施等 

(d) 保证不生产禁制物剂 

(e) 上列各项工作的规划、组织和训练 

(f) 在最初阶段，主要在于核查： 

一 熟知毒剂 

―剧毒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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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核査 

a 

(b) 

国家机构 

一 各国设立国家核查系统 

一在最初阶段，核査形式是否由各国自行决定？ 

―是否需要国内立法？ 

可能有的职责 

一观察和监督有关的国家活动 

一收集有关的数据 

―编拟提交国际核查署的报告（定期报告和应要求提出的报告） 

一联系和接待囯际视察小组 

一向国际秘书处及其技术工作人员提供人选 

一 其 他 

5 .囯际核査 

( a )国际机构 

H协商委员会？ 

― 成员 

一 任 务 

一 秘 书 处 

一 经 费 筹 措 

(=)国际核査（监督）署？ 

一 成员 

一 任 务 

一秘书处包括技术工作人员的组成 

一 实 验 室 服 务 

一 经 费 筹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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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可能有的职责 

―通过国家机构收集数据 

一分析和评价这些数据 

一编纂和分发上述分析的结果 

一处理指控违反公约的申诉 

一 就 地 视 察 

一 非 就 地 视 察 

一 收集和分析实物证据 

一 向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一 其 他 

补充核查程序的其他手段 

(a) 最初的声明 

(b) 定期换文 

( C ) 审 查 会 议 

(d)定期更新定义、标准和物剂表 

申诉的处理（又见上文 5 , ) 

(a) 程序 

(b) 协商委员会的作用 

( C ) 调 査 事 项 

一 指 控 的 使 用 

- 指 控 的 生 产 

一指控的储存和研究 

(d)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或)大会提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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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信任措施 

(a) —般原则 

(b) 目标 

(c) 措施 

H 公 约 締 结 前 的 措 施 

(1) 公布储存、生产设施 

(2) 邀请参观化学武器设施 

0 公 约 规 定 的 措 施 

( 1 )交换资料 

一 军 事 防 化 措 施 

一 民用防化措施 

一避免工业事故的防护措施 

在联合囯体制内展览防护措施和设备 

在自愿的基础上，邀请参观即将销毁的生产设施 

9 

(2) 

(3) 

一般性考虑 

(a) 核查应看作公约范围内的一项职责 

(b) 国家核查和国际核查手段应当相辅相成 

(C)单凭国家手段难以取信于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在国界以外 

进行核查 

(d) 公约所有缔约囯应能参加并受益于核查程序 

(e) 防御化学武器攻击的保护能力水平与化学武器攻击精密度永平之间 

的关系，以及侦察（或核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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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1.公约締约国的安全保证 

{ a )消极保证或不使用化学武器的宣言 

( b ) 积 极 保 证 

H对受害于化学武器攻击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 

a 締约各国合作发展防护措施和设备 

曰根据公约可设立国际咨询机构以协助发展中国家 

(("‧J)在和平使用有毒物剂上进行经济合作——协助取得专门知识将促 

进信任 

(H)政治和军事援助 

2 .退出公约的权利 

( a ) 规定退约的条件 " 

例如审査会议、生效、修正程序等问题均未在工作小组会议中提出。 

E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 

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57.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于二月十九至二十九日、三月十三至十四日、三月 

三 十 一 至 四 月 四 日 和 七 月 七 至 " h ^ 日 审 议 了 议 a ± 题 为 模 g 性 武 ^ 和 此 

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项目. 

58.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的与此项目有关的文件如下： 

(a) 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秘书处提出，标题是："一九 

七九年至一九/V〇年期间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文件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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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1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 

表团提出，标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专家特设小组以草拟一份全面协议 

草案并审议缔结关于各别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特别协定 

冋题的决定草案 

5 9 .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决定，在一:/LA〇年 

会i义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性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 

年会i义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CIV79号文件). 

60.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全体会议也决定，任命匈牙利代 

表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特设工作小组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一日间 

召开了十六次会议，在此期间主席也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特设工作小组经审议 

后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CD/1 33号文件）。 

61. 一九八Q年八月九日委员会第"0〇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报 

告，作为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1.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题为《行动纲领》的第三节载有如下. 

段： 

"76.应当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2.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满意地注章到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掙出了 

一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 

提 案 和 C D / 3 2 ) 。 经 初 步 讨 论 后 ， 委 员 会 决 定 在 其 下 届 会 议 尽 早 继 续 审 

议这项共同商定提案。 

3.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了题为"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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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的第
3
4 /

8
7 A号决议，其执行部分第1和第2段 

如下： 

" 1 . g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报告，特别是该委员会表示 

意图在其下届会议继续审议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各项提案； 

"2. 裁军谈判委员会尽早着手通过谈判就此一公约的案文达成协i义， 

并将其结果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4.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一AyV〇年会议议程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和此种武器新系疣：放射性武器"的项目5时，于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第六十九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下的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一九八〇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 

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 

约达成协议。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 

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5. 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第八十次会议上任命匈牙利大使伊姆雷‧科 

米韦斯博士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中心的康期坦丁诺夫先生被任命为工 

作小组的秘书. 

二、议事经过概述 

6 . 根据委员会所达成的协议，特设工作小组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八 

月一日间召开了十六次会议。 

7.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参加了工作小组的工作。来自捷克斯洛伐 

克、埃及、法国、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瑞典、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的专家提 

供了其他的材料、并作了解释. 

8 . 工作小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了组织上的问题，并同意于六月十六日 

星期一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并尽可能在开始阶段简短地就放射性武器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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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意JÂL 大家也同意，每个代表团应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有专家协助工作. 

9,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同意会议工作应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a)确定未来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考虑到截至目前已经提出的文件和已 

作的发言； 

m就每一项确定的组成部分进行谈判； 

草拟公约的案文。 

10.应工作小组要求，主要在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载有如下《谈判禁止放射性武 

器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工作文件，该文件即经小组通过： 

序言 

禁止的范围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 

行动和义务 

同其他裁军措施和协定的关系 

和平使用 

11) 

(2) 

(3) 

(4) 

15) 

(6) 

17) 

18) 

(9) 

ao) 

ai) 

as) 

(13 

遵守和核査 

其他条款 

修正案 

期限和退约 

审査会议 

加入、生效, 

附件 

保存者 

11.在同一次会议上，小组通过了主席的一项关于工作小组会议在讨论各主要 

组成部分时可以作为指导的先后次序表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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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射性武器的定义 

― 禁 止 的 范 围 

一 行 动 和 义 务 

一和平使用，同其他条约的关系 

一 遵 守 和 核 査 

一其他"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条款、修正案、期限和退约、审査会议、 

加入、生效、保存者） 

一 序 言 

工作小组又同葸，每次会议将着手处理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在开会之曰前 

提出、或可能提出的一切有关即将予以讨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提案和意见。 

12.工作小组在进行其工作时，面前还有下列文件和工作文件： 

(1) CD/31号文件，"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为递送题为《苏联——美圔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 

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鄧分的共同商定提案》而写给裁军谈判委员 

会主席的信". 

(2) CD/;32号文件，"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为递送题 

为《美国一苏联矢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 

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而写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3) CD/40号文件——匈牙利代表团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提出的 

"关于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 

文件"。 

(4) CD/42号文件——德章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 

日提出的"关于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第十一条 

第3款和第十二条第
3
款草案的工作文件"。 

(5) CD/RW/WP. 3——加拿大: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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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ao) 

ai) 

(13 

a5 

(W) 

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CD/RW/WP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新的第五条的提案。 

CD/RW/WP 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章见。 

CD/RW/WP 6——，：关于禁止放射性战争，包括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条的提案。 

7——意大利: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CD/31和CD/32号文件）的意见。 

CD/RW/WP. 8——法国：对苏联—美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fi#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提出的修正案， 

CD/RW/WP g——巴基斯坦：关于修正第五条和在第五条后增加新 

的一条的提案。 

CD/RW/WP, 10 

个条文的提案。 

CD/RW"P, 1 1 

CD/RW/̂ 'P. 12-

-南斯拉夫:关于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器定义的-

-阿根廷: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意见， 

委内瑞拉：关于"苏联——美国关于禁止发展、 

(13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 

的标题和第一、第二和第三条替代条文的提案。 

CD//RVWP. 14—瑞典：关于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的提 

除了这些文件以外，工作小组还考虑到许多代表团在委员会、以及在大会上届 

会议中就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许多代表团还评论了上述文件、提出 

了建议，并就这些文件提了一些问题。 

秘书处应小组的请求，将上面提到的所有提案和建议，以及溴大利亚、比利时、 

保加利亚、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墨西哥、摩洛哥、荷兰、罗马尼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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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S斯坦等国代表团提出的另一些桡案和建议，编成了十二份会议室文件及其增编。 

秘 书 处 编 拟 了 一 份 文 件 、 工 作 文 件 和 会 议 室 文 件 清 单 1 3 / R e v . 1) 

13. 秘书处应工作小组的请求，编拟了"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间同放射 

性武器有关的文件的汇编"（CD/104)。 

14. 秘书处又应工作小组的请求，编拟了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个条款的所 

有提案全文的汇编。（CD/RV//W:P. 15)。 

三、讨论摘要 

15. 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各主要组成部分 

进行了广泛讨论。讨论表明，虽然各国代表团愿意就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进行谈 

判，但对条约的办法、优先次序、作用和范围、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核查遵守情况 

的程序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还存在着不同的意 

16. 关于条约的办法、作用和范围，一方面有人认为条约的重要性在于防止某 

一种目前还不存在、但可予研制和生产的特定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i« 因 

此，不应再将其他问题加诸这项条约。此外，这项条约还有助于限制军备的质量竟 

赛，从而使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只限于和平用有人认为苏美共同提案是就一 

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达成协议的适当基础。另一方面, 

在评价共同提案时又有人认为，该提案的案文过于局限，应予以炉大，使之包括禁 

止一切种类使用辐射的武器。在这方面，有人强调指出，任何禁止使用放射性武 

器的条约都应列入迫切优先进行核裁军的明确条1 

-有人认为，粒子束武器也应列入对放射性武器的禁止范围以内。但 

是，另有人指出，粒子束武器性质不同，不能列入拟议公约的范围以 

内。 

-有人提出了引进放射性战争概念的问是卩。一种看法认为，放射性战 

争一词是指通过核爆炸装置以外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材料衰变辐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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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来引起破坏、损害或伤亡。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引进这种概 

念会导致关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领域中的混乱，并认为苏一美共同 

.提案的目的不伹在于预先禁止放射性武器，而且还禁止放射性战争一 

也就是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军事行动。 

一有人建议，条约应明确规定禁止故意攻击核反应堆或任何其他核燃料 

设:^ 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II] 

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一九七七年附加第一议定书第五十六条已经规 

定了类似的禁JL 

一有人说，既然放射性武器现在并不存在，而且尚难予期其作为一种特 

种类型的武器而存在，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就应当面向缔结 

一项关于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材料的公约。这种看法引起了 

异议，有人指出，这种办法将会限制未来条约的范围，同时指出共同 

提案比较全面。 

一有人认为，关于战时和为防卫目的禁止使用放射性武器、以及关于放 

射性屏障的使用、和可容许的放射性水平、都应以更明确的措词来加 

以规定。 

17. 有人认为，共同提案内的定义不够充分。另有人认为，放射性武器的定 

义不应含有核武器的使用是具有某些代表团尚未予接受的合法理由的意思JS此女射 

性武器的定义应依这种潜在武器的特性来加以规定，而不应以排除核爆炸装置的方 

法加以规定。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共同提案中所载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具有徤全 

的科学蚤础。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应当继续寻找一种起草方式，以严格具体的措词 

来界定放射性武器，而不利用排除性的条文。 

18. 有人对苏一美共同提案中所载如何对于履行不将放射性材料——特别是国 

际保障制度以外的核设施中的放射性材料一转用于》it性战争的义务加以监测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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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有人建i义，秘书处应就设立和管理国际保障制度的可能 

性进行通盘研究。另有一些人表示不同意这项建议。 

19.大家一般同意，条约的各项条款不应妨碍放射性衰变所产生的辐射用于和 

平目的。有些代表团强调，对締约国交换资料以及为和平目的发展和取得核技术 

的权利需要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2 0.在审议核査:ii守悄况的程序期间，有人认为，共同提案的有关条款符合禁 

止的主^和范围，并能满足这一条约的要求。另有人认为，苏联——美国共同提 

案中所设想的申诉程序可被视为令人满意的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对提案中所设 

想的核査遵守个^况的程序，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起的作用，以及为专家协商 

委员会拟议的职责，有人提出了保留意见。这种看法还认为，应将更大的权力， 

包括就地视察，授予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专家协商委员会。这种观点还认为，关 

于核查遵守悄况的最终权力不应属于安全理事会，而应晨于联合国大会或由条约所 

有締约囯组成的理事会。 

21.工作小组还就序言和最后条款等条约组成部分，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四 、 结 论 

22. 各成员广泛认识到有必要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条文达成协i义。 

但是，尚须解决方法上的各种分歧。 

23. 根据已经达成的进展，特设工作小组建 i义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年 

届会开始时再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适当的任务到时再行决定，以便就详细拟 

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62.委员会也审议了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这个一般性问题。 

委员会面前有关于成立一个从事拟订一份综合性协定草案、并审议关于就各别类型 

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缔结特别协定问题的特设专家小组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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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人支持设立这样一个专设专家小组，并认为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应当是经常注 

视有关领域的任何发展，并适当地将其工作结果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有人主 

张委员会于其明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更透彻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制 

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 还有人认为，委员会自己可以在专家协助下审议这 

个问题。另有人主张雇人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专家研究。委员会将于明年继续进 

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综合裁军方案 

63.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至二十九日和三月十七至二 

十八日审议了议程上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 

64. 委员会今年收到的与此项目有关的文件有(:D/12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七 

月二十九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载有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主要组成部分â;4t 

65.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 

特设工作小组，按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11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09段的规定，就综合裁军方案开始谈判，以期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之前完成方案的制订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决定 j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 

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侯，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66. 委员会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说，大家都了觯.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 

应特别考虑裁军审议委员会所通过的建议、秘书处为裁委会议一九七/^年设立的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所汇编和列出的所有文件，以及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提出的 

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所有工作文件和提案‧ 他进一步说明特设工作小组还应考虑 

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期间，它的成员囿和非成员国可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 

其 他 提 案 和 文 件 （ 号 文 件 ） .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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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全体会议也决定，任命尼日利亚 

代表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特设工作小组于一^LA O年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曰 

召开了十次会议.特设工作小组经审议后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Cl)/126号 

文 件 ） . 

68. 一九八〇年八月九日委员会第一〇〇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报 

告，作为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1 .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在审议其议程 

上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 6时，通过了下列决定：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09段 

的规定，为了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完成综合裁军方案 

起草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综合裁军 

方案开始进行谈判.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前任何适当时侯，向委员会 

报告其工作进层." 

2 . 一:/LyUD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八十次全体会议任命奥卢‧阿德尼吉大 

使（尼日利亚）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联会国裁军中心叶菲莫夫先生被任命为 

特设工作小组秘书. 

3 .工作小组于一九/V〇年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举行了十次会i义. 

4.在执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在一九八〇 

年三月十七日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的： 

"大家都了^,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除了别 é力以外，应考虑到裁军审议 

委员会通过的建议、秘书处为裁军委员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工 

作小组所汇编和列出的所有文件，以及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综合裁军方 

案的所有工作文件和提案，工作小组还应考虑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期间，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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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可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其他提案和文件." 

5. 在其工作过程中，工作小组收到了下列工作文件： 

(a) 墨西哥提出的题为"方案中题为'目标，的一节的案文草稿"的工作文件 

(ciycPD/wp, 3)。 

(b) 巴基斯坦提出的有关综合裁军方案大纲的工作文件（CD/CPD/WP. 4)。 

(c) 捷克^洛我克提出的题为"方杲中题为'目标，的一节的案文草稿"的工 

作文件（CD/CPD/IP. 5 ) , 

(d) 墨西哥提出的题为"方茱中题为'原则和指导方针，的一节的案文草稿" 

的工作文件（CD/CPD,P. 6 )。 

(e) 中国提出的题为"中国代表团关于综合裁军方杲主要原则的建议"的工作 

文件（CD/CPD/W?. 8)。 

(f) 捷克箫洛伐克提出的题为"综合裁军方集中关于限制军备竟赛并达成袠军 

的努力的一般指导方针一节的草案"的工作文件（CD/CPD卢P. 9). 

(g) 委内瑞拉提出的题为"关于综合裁军方条的工作文件：原则"的工作文件 

(CDyCPD/ffP. 10). 

01)波兰提出的题为"综合裁军方案与和平教育的.JT,念"的工作文件（CD/ 

CP D/??P. 12), 

(i)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关亍综合裁军方累的原则的工作文件（C VC PD/W?.13 j. 

(a) 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关于方式和机构的工作文件（CD/CPD/TV?. 15). 

6. 此外，工作小组主席编制了综合裁军方杲的大纲（CE/CPD/17P. 2/Hev. 1), 

和秘书处根据特设工作小组的要求而编制的下列工作文件： 

,,(a)文件清单（CD/CPD/WP. 1), 

(b)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II于一九六二年提交十八国裁军 

委员会载有ENDC/2/Rev.l, Ein)C/2/Rev.l/Corr.l, ENDC/5 、 ENDC/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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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7 

EKDC/iO和Eroc/30/Corr.l等文件的工作文件（CD/CPD/WP.7和CD/CPD/WP.7/ 

Add.l). 

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裁军审议委员会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报 

告所载具体措施一览表 ( C D / C P D / ^ P . 11)。 

一九六二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g联盟提出的全0彻底军条，案所i$:想 

的具体^施一览表（SNDC/2/?tev. 1 )和美利坚合众,一九六二年提 è 

的在和平 i i :界中实现全 Ë彻底 f ^ ?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 S i î 3 C / 3 0 )， 

(CL/C?Dy^y, 14)。 

特设工作小组在其工作开始时，就决定就综合裁军方案展开谈判，利用主帝 

提出的"综合裁军方案大纲"作为讨论的纲领。工作小组在 c D / c p i y ^ ? . 2 / 

Sev. 1号文件中所通过的大纲包括下列七章： 

导言或序言 

目标 

原则 

优先次序 

措施 

执行的阶段 

机构和程序 

8 .由于大纲第一章——导言或‧ 序言—— 

质而定，因此工作小组决定推迟其审议工作. 

将视方案其他各章的形式和内容性 

工作小组又同意首先就实质性 

六章作一般性的意见交换，以便使各成员能够陈述意寻求并取得澄清、提出 

建议^提案、并一;地为工作的第二阶段莫定基础，那时工作小组才着手起草协商案 

X , 结杲是工作小纟有时间完威第一阶段；因此本报告中没有载入任何协商案 

文，也没有载入未经明白表示的协议意见第 9至第 1 5段所载的是各a代表5在 

发言中或在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所表示é5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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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目标"一章中，讨论围绕着如何识别一般'！^目标.人们普遍同意，综合 

裁军方案的最后或长期目标应当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有人认为，综 

合方案的直接目标应当是消除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通过巩固第一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所发动起来的势头在裁军措施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从面 

确保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另核军备竟赛、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人提出的K-fe 

目标：发展建立信任措施、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促进裁军同11:>!〈安 

全之'司以及载雜It和建立新的国际»^J?^间& 5相互关氣有人指出，综合f一：.军 

方案的目标幕要在簦个裁军进程中逐步地予以达^ 

1 0.在"原则"一章中，有人提请工作小组注意第一届教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2 6至 4 2段所载的裁军谈判原则，但是有人指出，呈然这些段落中载 g—些 

基本原则，但是其中也载有一些严格说来并非原则的^分。此外，有人认为可卩、 

视为原则或指导方针的各项条款，事实上却散见于《最后文件》的不同章节。E此， 

有必要慎重地研究《最后文件》，以便将其中的许多原则确定并集中在一起.无 

论如何，由于综合方案必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文件，那就应该详尽地包括一切被认 

为有关的原则，甚至包括《最后文件》虽未载入而可能被认为有关的原则。就本 

章所提出的好几份工作文件以及各国代表团的发言将使工作小组能够编出一份相当 

完备的清单。 

11. 有人认为"优先次序"这一章同执行的阶段直接有关，因为给予各个措施 

的优先次序必然要反映在执行这些措施的相应阶有人提请注意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列出裁军谈判优先次序的笫4 5 & 尽 

管关于裁军措施的谈判工作可以同时进行，但这不应该意味着将享有最优先地位的 

问题降至次要或从属地位，而却集中注意无关紧要的边际性问是贞。大家认为消除 

核战争危险和执行达成这一目标的措施，应该享有最优先的地位。 

12. 关于"措施"，大家同意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现阶段，应首先设法编制一 

份可予列入综合方案内的一切措施的详尽清单。为此目的，已请秘书处将笫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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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两届实质性会议的报告、以及苏联和 

美国一九六二年提出的条约草案中所载一切措施，编制一件汇编.除了这些文件 

以外，还提出了突出各国代表团一些特别想法和关切的若干其它文件。由于缺乏 

时间，无法对各种不同的提案进行实质性审议。 

13. 关 于 " 执 行 的 阶 段 " ， 讨 论 集 中 于 时 限 问 题 . 一 方 面 ， 有 人 觉 得 ， S 

个裁军方茱必须有一个完成的时根据这一看法，各种具体措施按照赋予它们的 

优先次序也应该有其时限，以便方案的执行可以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直到最 

后完成全面彻底裁军为土有人认为，没有时限的方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确实， 

没有时限的综合裁军方杲将不过是一张裁军揞施一览表，以此求其实现，无异于画 

饼充保证選守时 R，事实上是各国执行方案的政治意志的 m另一万靣，有人 

强调指出，方茉的执行不能受预先了的时间表的限制，对缔结有关的国际协定订 

出一个僵硬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Ê5 ,因为这还零取决于许多往往难以预料的因素。 

有人主张，订出一个最后限期是不符合谈判的条件的，尤其不符合一系列相互依赖 

的谈判的要求。另有人主张不妨订出一个暂定最后限期，作为一个可取的努力的目 

标，伹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这些目标是一成不变的目标。 

14. 关于"机构和程序"，讨论集中于确定可能作为本章基础的各种问鈣，有人 

建议其中将包括审査谈判的机构、讨论机构、使联合国了声 J裁军领域内一切努力 

的程序、监测执行 é î j机枸和提髙公众了鋅的途径和方式.还有人说，考虑到裁军 

谈判将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各种论坛中举行，应当思考一下如何协调裁军谈判的方式。 

15. 就实质各章完成交换一般性意见后，工作小组就"导言或序言"进行了简短的 

初步性讨论.讨论主要集中于方案的' f生质.一方 0，有人主张综合方案应当成 

为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文书，颇似一项条约或公约，依照这一文书，各国接受一项 

法律义务在一段特定的时间以内，执行一系列的裁军措施.另一方 Ë ,有人认为， 

方案应被视为一个谈判的纲领，各国保证予以执行，但并不把它当作一项正式的法 

律文书.也有人认为，方zt/;f应首先包括的是一系列应予协商以期绪结适当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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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条约的措施，因此不能视为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一项文件.另外有人认为，综 

合方案可使各国承担比国际条约所产生的义务珞小，但却大于只是在"道义上承:^： 

予以执行的义务. 

结 论 

16. 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及时完成关亍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以便向第二.g.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报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必:珂 

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一幵始就立即恢复工作。 

17. 特设工作小组本期会议期间所iâ行的讨论，有^于使大家集中注:t力亍i:: 

需澄清的一些问题。工作小组应有可能利用一九七九年1^.军宙a委员会提出i:：】：, 

合裁军方案各个组成部分、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IRf—九八〇年代为.g二 

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的宣言》草粟、以及各国代录提出的工作文件，以便于下届i-r 

议着手进行详细拟订案文的工作。" 

G.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的其他 

领域以及其他有关搢施 

69. 一;^V〇年会议期间委员会面前另有一份文件，虽不属议程上的各个项目， 

但却关系到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的其他领域以及其他有关的措施，这份文件是： 

号文件，一;/LA〇年二月五日，意大利代表团提出，载有题为"武器的&J 

际转让的控制和限制"的工作文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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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ST大会的年度 

报告和任何其他有关报告 

70.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九日审议了议程 

上题为"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有关报告"的项目. 

71. 在这个i义程项目下，委员会也审议了下列问题： 

(a) 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2 所列举的、 

经大会第33/71工号决议转交给委员会的各项提案和逑议的审议情况，和 

(b) 审议大会第3 1G号决议提到的审查委员会成员资格的方式： 

72. 有关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5^所歹'： 

举的各项提案和逑议的审议情况，委员会指出不止一个机构正在审议那些提案和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些提，建议并认为都属于构成委员会 

每年议程纲要而以十个汉字数目编列的十大原则的范围以内.委员会各成员国在 

讨论i义程项目时，已考虑到这些提案和建议，按照i义事规则,他们可自由对它们进行 

讨论.《最后文件》第 1 2 5 ^所列举的提案和建议仍然在委员会面前，各成员国 

在审议委员会每年的议程时仍予它们以应有的考虑. 

73. 至于审议关于委员会成员资袼的审査方式问题，委员会考虑到议事规则题 

为 " 非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参 加 " 的 第 几 节 . 在 审 议 关 于 委 员 会 成 员 资 格 的 可 能 

审査方式或办法时，委员会特别铭记着《最后文件》S 113段，该段说，为了获得 

最大效能，裁军领域需要两种机构：从事审议的机构应由所有会员国参加，而从事 

谈判的机枸则为了方便，成员应当为数较少.有人提到在这方面的先例，并指出 

早些时侯曾考虑过重新审查成员的资格.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四年曾一致同意分 

别增加八个和五个新的成员国.有关增加成员的协议业经大会第2602B ( X X I V ) 

和第 3 2 6 1 B ( X X I X )号决议核可，从而为今后本谈判机构组成上的变动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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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的程序.由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对裁军机构所进行的 

变动，本谈判机构的成员现在到达四十个.这已作为过去的惯例提请大会注意. 

委员会将在适当时侯对成员资格进行审査并向大会报告其结^ 

74. 在审议和通过这份提交联合囯大会的报告时，有下列文件提出，以供列》、 

记录： 

(a) CD/134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标题是："二十一H|、E在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 

(b) C D / I 3 5 f文件，一 A A〇年八月七日，载有一些社会主义 [ â卞*对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的结果所发的宣言"； 

(C) C D / i 3 6 t文件，一 AA〇年八月九日，载有中fiJ'的一项发言； 

(d) 38号文件，一九八〇年八月九日，载有墨西哥代表团对委员义、 

关于委员会非成员国申请参加的文件的声明。 

75。 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大会。 

保加利亚、捷克期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CD/139 
Armex 

Page 1 

附 录 一 

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与会者名单 

(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一期会议）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A .萨拉赫一贝先生 

阿哈迈德•本亚米纳先生 

斯马伊尔'本加巴拉赫先生 

努雷丁‧特尔基先生 

2 . 阿根廷代表团 

* 阿 尔 维 托 ' 杜 蒙 特 先 生 

内利•弗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卡洛渐。阿尔维托。帕萨拉夸先生 

大使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 

代表团团长 

卡洛斯‧费尔南德期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全权公使，阿根廷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代表处 

后补代表 

使馆秘书 

外交部和国际组织宗教司（裁军）， 

布宜诺渐艾利斯 

顾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防部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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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大利亚代表团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 

1^可沦'贝姆先生 

佩里。 1 \诺兰先生 

梅里‧威克斯女士 

4. 寸代表团 

* A . f克林克斯先生 

菲利普‧贝格先生 

J— M.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5.巴西代表团 

塞尔索‧安东尼奥'德索萨-埃 

席尔瓦先生 

澳大利亚-驻比利时、卢森堡和欧洲 

共同体大使 

代表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表处一,义-

后补代表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处 

后补代表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处三秘 

后补代表 

大使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曰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裁军和军备管制处，布鲁塞尔 

一秘，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大使 

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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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希奥*德克罗浙'杜亚尔特先生公使 

副代表 

6.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彼得‧武托夫博士 

，凡‧索蒂罗夫先生 

彼得‧波普切夫先生 

克利门特‧普拉莫夫先生 

1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吴苏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唐吞先生 

吴昂丹先生 

吴藻敏先生 

8 .加拿大代表团 

*D. S .麦克费尔先生 

* J . T .西马德先生 

大使 

保加利亚常驻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保加利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外交部，索非亚 

随员，外交部，索非亚 

缅甸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常驻副代表，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表处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囯P内瓦代表处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表处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ft表处 

大使兼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 f t表 

参赞，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后补代表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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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西罗伊斯先生 

9.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章文晋先生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俞孟嘉先生 

梁德风先生 

杨明良先生 

潘振强先生 

忻贤杰先生 

一秘兼领事，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囯外交部副部长 

代表团团长 

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副团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处长，代表 

国防部官员，副代表 

一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副代表 

国防部官员，副代表 

国防部官员 

顾问 

国防部官员 

顾问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专家 

顾问 

M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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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二 

潘菊生先生 

周贤觉先生 

葛绮云女士 

李长和先生 

徐留根先生 

10.古巴共和国代表团 

路易斯‧索拉‧比拉博士 

弗兰克‧奥尔蒂斯先生 

贝拉'博罗多斯基"雅渐耶维奇夫人 

路易斯 " A .巴雷拉斯.卡尼索中校 

, A .希门尼斯*冈萨雷期中校 

1 1.捷克期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博士 

帕维尔 •卢凯什先生 

长沙工学院讲师 

顾问 

三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顾问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官员，顾问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官员，；^:问 

外交部办公厅官员，？.7、问 

大使 

古已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表外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后补代表 

外交部裁军专家 

武装部 

武装部 

大使 

捷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R衷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布拉格 

后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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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增。礼波托茨基博士 捷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后补代表 

弗拉季米尔‧罗哈尔一伊尔基夫先生联邦外交部 

扬。伊鲁谢克先生 

12.埃及代表团 

*奥姆兰◆沙费伊先生 

*穆哈迈德'巴拉代博士 

"内比尔•法赫米先生 

13»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塔德塞‧特雷费先生 

三秘，捷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大使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代表 

一秘，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大使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 

费塞哈。约翰内斯先生 

14.法国代表团 

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先生 

代表团团长 

一秘，埃塞俄比亚常驻代表处 

代表团成员 

大使 

法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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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博斯先生 

伯努瓦‧达博维尔先生 

米歇尔，库蒂雷先生 

查尔斯‧格里菲斯先生 

1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格哈德‧赫德尔博士 

尤尔根‧举克尔博士 

曼弗雷德‧格拉辛斯基上校（海军) 

尤尔根‧登布斯基先生 

考尔富斯少校 

1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格哈德‧普法伊费尔博士 

*诺贝特‧克林勒博士 

副代表 

外交部裁军司助理‧，巴黎 

大使馆一秘 

外交部裁军司民事行政官，巴黎 

大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囯 

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常驻日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国防部 

军事顾问 

外交部 

国防部 

大使 

代表团团长 

后补代表 

M 同 在 曰 内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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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米勒先生 

17.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姆雷‧科米韦斯博士 

*恰巴‧哲尔费先生 

安德拉什‧洛考托斯先生 

18.印度代表团 

* c . R .加雷汗先生 

* S .萨朗先生 

* B .谢 f先生 

19.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 

Ch.安瓦尔‧萨尼先生 

(海军）上校 

军事顾问 

大使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二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 

内瓦代表处 

三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代表处 

特命全权大使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后补代表 

二秘 

外交部政治司总司长，雅加达 

代表团团长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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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约诺。达鲁斯曼先生 

阿卜杜拉*卡米勒先生 

穆罕默德‧西迪克先生 

贾马里斯' B .苏勒曼先生 

英德拉. M .达马尼克先生 

哈里约马塔拉姆准将 

西拉班中校 

20.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 

穆期塔法‧达比里先生 

*贾汉吉尔》阿梅里先生 

苏珊‧拉迪一阿扎赫奇夫人 

印尼驻瑞士特命全权大使，伯尔尼 

代表；后补代表团团长 

特命全权大使 

印尼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 

代表；后补代表团团长 

公使衔参赞，印足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 

表处 

后补代表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雅加达 

后补代表 

三秘，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 

后补代表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 

代办，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团长 

二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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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意大利代表团 

*维托里奥‧科德罗。迪.蒙特泽莫 

洛先生 

毛里齐奥'莫雷诺先生 

卡洛•弗拉特希将军 

*福尔科‧德卢卡先生 

22,日本代表团 

*大川美雄先生 

*野野山忠致先生 

*岩波彻先生 

*石井龙一先生 

野川保晶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常驻日内瓦各囯际组织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处 

后补代表 

国防部 

军事顾问 

一秘，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处 

顾问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参赞，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处 

代表团副团长 

参赞，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处 

一秘，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处 

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局 

宫田健二先生 外交部裁军司，东京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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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肯尼亚代表团 

西米翁。希特米先生 

乔治‧ N .穆纽博士 

24. 墨西哥代表团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 

米格尔-安赫尔*卡塞雷斯先生 

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茱斯。罗梅罗小姐 

卢斯.玛丽亚'加西亚小姐 

鲁夫桑金*额尔登内楚隆先生 

鲁夫桑道尔金‧巴雅特先生 

参赞，肯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处 

外交部裁军事务科代科长 

大使 

墨西哥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后补代表 

二秘，顾问 

代表团秘书 

25.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杜格苏兰金 •额尔德姆比列格博士 大使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乌兰巴托 

二秘，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代表处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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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摩洛哥王国代表团 

阿里‧斯卡利先生 

穆罕默德*什赖比先生 

27.荷兰王国代表团 

*理査德•H•费因先生 

亨德里克-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28.尼曰利亚代表团 

*奥卢.阿德尼吉先生 

E . F .艾利森先生 

大使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二秘，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特命全权大使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代表团副团长 

大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囯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 

尼曰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副代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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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0 .奥卢莫科先生 

* T .阿圭伊一伊龙西先生 

29. 巴基斯坦代表团 

)t姆希德‧ K. A .马克先生 

*穆尼尔‧阿克拉姆先生 

*A. A .哈希米先生 

萨尔曼‧巴希尔先生 

30. 秘鲁代表团 

费利佩‧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阿尔瓦罗‧德索托先生 

胡安.奥里奇‧萦特罗先生 

X-夫人同在日内瓦。 

一秘，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二秘，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大使 

巴基斯坦常驻代表 

参赞，巴基期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二秘，巴基渐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二秘，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大使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后补代表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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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博古米尔‧苏伊卡博士 

*安德烈‧奥尔晓夫卡先生 

*博格丹‧鲁辛先生 

*亨利克‧帕奇先生 

亚努什‧恰洛维奇上校 

安德烈‧格拉久克先生 

期塔尼斯拉夫‧科尼克先生 

32.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康斯坦丁•埃内先生 

奥维迪乌*伊奥内斯库先生 

瓦列留‧图多尔先生 

泰奥多尔*梅列斯卡努先生 

大使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参赞，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一秘，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国防部，华沙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大使 

罗马厄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罗马尼亚常驻联会111日内瓦代表 

处 

参赞，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一秘，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M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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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渐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工. B .方塞卡先生 

M. L .娜加纳坦小姐 

34. 瑞典代表团 

英亚.图尔森夫人 

*瑟特‧利德戈尔德先生 

*拉斯‧诺尔贝格先生 

卡尔‧马格努期*希尔特纽浙先生 

斯蒂格‧斯特勒姆贝克上校 

乔治‧安德松先生 

斯蒂尔.埃里克松先生 

贡纳尔 •约南格夫人 

英格丽德.松德贝格夫人 

吕内‧安格斯特勒姆先生 

乌尔夫‧埃里克松博士 

约翰‧隆丁博士 

大使 

常驻日内瓦代表 

参赞，斯里兰卡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 

瓦代表处 

外交部副国务秘书 

大使 

代表团后补团长 

大使馆一秘 

外交部处长 

(瑞典皇家海军）军事顾问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公使，瑞典大使馆，维也纳 

科学顾问 

科学顾问、国家囯防研究所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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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普拉维茨博士 

奥拉‧达尔曼博士 

3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 

* V . L .伊^拉耶利安先生 

Y. K. 纳扎尔金先生 

V. M. 甘贾先生 

V. 工. 乌斯季诺夫先生 

M. P . 谢列平先生 

A. I . 丘连科夫先生 

Y . P .克柳金先生 

E.D.扎伊采夫先生 

B.工.科尔涅延科先生 

E . K .波佳尔金先生 

36.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ID代表团 

*大卫 • M • 萨默海斯先生 

科学顾问、国防部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代表团团长，大使 

委员会委员，外交部 

苏联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 

上校，苏联国防-部 

外交部 

外交部 

苏联常驻联合国欧洲日内瓦代表 

顾问 

顾问 

顾问 

一秘 

处 

专家 

专家 

专家 

专家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大使 

联合王国代表团团长 

*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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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尔‧H‧马歇尔先生 

*克里斯托弗‧ K '柯温先生 

*菲利普. M ‧ W‧弗朗西斯先生 

37.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査尔斯•弗洛韦雷阁下 

*亚历山大‧阿克洛夫斯基先生 

乔治 ‧ M '塞格尼奥斯先生 

约翰‧卡尔弗特上校 

M ‧戴利先生 

*约翰‧W‧麦克唐纳先生 

罗伯特‧米库拉克博士 

布茱尔‧默里 

彼得‧萨尔加多博士 

曼纽尔‧桑切;靳上校 

参赞，联合王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代 

表团 

参赞，英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二秘，英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大使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代表 

代表团副团长，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美国代表团巡回代表 

高级顾问 

顾问，美国陆军上校，国防部部长办公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美！II驻日内瓦代表处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国务院 

顾问，能源部 

顾问，美!i陆军上校，国防部、参谋长 

联席会议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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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威克利中校 顾问，美国陆军中校，国防部部长办公 

哈里‧威尔逊中校 顾问，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 

苏珊.弗勒德女士 

托马斯。巴塞茱米先生 

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处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38.委内瑞拉共和国代表团 

阿道弗‧劳尔‧塔伊尔阿达特博士 大使 

委内瑞拉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布鲁塞 

尔 

罗梅利亚.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一秘，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吉利米娜‧达席尔瓦夫人 

39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 

二秘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先生 

大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南.斯拉夫常驻曰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副团长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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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奥德拉格，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联邦外交部秘书处特别顾问，贝尔格菜 

40.礼伊尔共和囯代表团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恩孔戈。东托尼。布万达先生 

布凯蒂‧布卡伊先生 

隆戈‧贝克普瓦"恩达加先生 

大使 

扎伊尔常驻日内瓦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衔参赞，扎伊尔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成员 

公使衔参赞，扎伊尔常驻纽约代表处 

代表团成员 

一秘，扎伊尔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成员 

里克希‧贾帕尔先生 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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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与会者名单 

(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二期会议)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阿尼斯。萨拉赫.贝先生 

艾哈迈德•本亚米纳先生 

斯迈勒尔-本贾巴拉赫先生 

穆罕默德‧梅德库先生 

布茱姆‧拉乌埃勒先生 

穆罕默德•迈尔泽卡德先生 

艾哈迈德•赫拉勒先生 

阿 « 代 表 团 

*阿尔维托 . F .杜蒙特先生 

内利•弗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劳尔‧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先生 

大使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 

代表团团长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全权公使，阿根廷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代表处 

后补代表 

国防部专家 

*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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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代表团 

罗纳德‧ A .沃尔克先生 

谢利.弗里曼博士 

阿伦‧贝姆先生 

梅里'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代表团 

A .昂克林克斯先生 

菲利普.贝格先生 

J 一 M.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比斯肖上尉 

巴西代表团 

C .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驻丹麦大使 

代表，代表团团长 

国防部材料研究所生理学系主任， 

高级首席科学研究员 

一秘，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后补代表 

二秘，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后补代表 

大使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裁军和军备管制部门，布鲁塞 

尔 

一秘，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国防部 

大使，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M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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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希奥‧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公使 

副代表 

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 

先生 参赞，大使馆秘书 

巴西外交部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彼得‧武托夫博士 

*伊凡.索蒂罗夫先生 

^ -米哈伊洛夫少校 

拉多斯拉夫‧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吴苏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唐吞先生 

吴昂丹先生 

吴藻敏先生 

大使 

保加利亚常驻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保加利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专家 

三秘，外交部，索非亚 

大使 

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常驻副代表，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秘书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二秘，鲕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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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代表团 

* D. S.麦克费尔先生 大使兼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 

J . T .西马德先生 

‧ C .西罗伊斯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杨虎山先生 

杨明良先生 

林 成 先 生 

潘振强先生 

周贤觉先生 

宋家骥先生 

王芷芸女士 

秦仲明先生 

代表团团长 

参赞，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后补代表 

一秘兼领事，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代表处 

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代理团长 

常驻联合国曰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处长 

国防部官员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处长 

国防部官员 

顾问 

三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国防部专家 

顾问 

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官员 

顾问 

国际部专家 

顾问 

^ 同 在 曰 内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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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和国代表团 

路易斯。索拉‧比拉博士 大使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后补代表 

贝拉‧博罗多斯基-雅斯耶维奇夫人外交部裁军专家 

路 易 斯 . A . 巴 雷 拉 斯 . 卡 尼 索 中 校 武 装 部 

弗兰克.奥尔蒂斯先生 

A .希门尼斯‧闪萨雷斯中校 武装部 

捷克期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米洛斯扭夫‧鲁热克博士 

帕维尔.卢凯什先生 

弗拉季米尔，罗哈尔一伊尔基夫先生 

扬-莫拉维茨先生 

J .弗拉涅克先生 

扬‧伊鲁谢克先生 

埃及代表团 

奥姆兰"沙费伊先生 

*夫人同在日内瓦。 

大使 

捷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 

后补代表 

专家 

专家 

三秘，捷克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大使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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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巴拉代博士 

*纳比尔.法赫米先生 

*瓦圭赫'哈纳菲先生 

M .瓦斯菲先生 

E .埃伊兹博士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塔德塞‧特雷费先生 

费塞哈 •约翰内斯先生 

费塞哈‧马斯雷沙先生 

一秘，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专家 

专家 

大使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埃塞俄比亚常驻代表处 

三秘，埃塞俄比亚常驻代表处 

法国代表团 

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先生 

雅克‧德博斯先生 

伯努瓦‧达博维尔先生 

热斯贝尔上校 

莉迪‧加泽兰小姐 

米歇尔.库蒂雷先生 

大使 

法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等参赞，副代表 

外交部裁军司副司长 

国防部 

外交邵裁军司副司长，巴黎 

一秘 

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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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格哈德‧赫德尔博士 

尤尔根‧登布斯基先生 

曼弗雷德‧考尔富斯先生 

卡尔一汉斯‧洛斯博士教授 

沃尔夫冈‧库比切克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格哈德‧普法伊费尔博士 

诺贝特‧克林勒博士 

赫尔穆特‧米勒先生 

沃尔夫冈‧勒尔博士 

维尔纳‧策勒博士教授 

沃尔夫冈。霍费尔博士 

H .霍夫曼教授 

大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 

国防部少校，军事顾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成员 

外交部，顾问 

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 

判委员会 

代表团团长 

参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 

判委员会代表团 

后补代表 

(海军）上校 

军事顾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 

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二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 

判委员会代表团 

顾问，蒂宾根大学 

顾问，美因茨大学 

顾问，美因茨大学和乌珀塔尔大学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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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 

恰巴‧哲尔费先生 

安德拉什‧洛考托斯先生 

埃茱克‧谢博克上校 

大使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二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代表处 

专家 

印度代表团 

A . P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什亚姆.萨朗先生 

* B .谢蒂先生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 

Ch.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约诺‧达鲁斯曼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后补代表 

二秘，代表 

外交部政治司总司长，雅加达 

代表团团长 

印尼驻瑞士特命全权大使，伯尔尼 

代表；后补代表团团长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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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卡米勒先生 

穆罕默德。西迪克先生 

哈里约马塔拉姆准将 

英德拉‧达马尼克先生 

西拉班中校 

工r.鲁斯塔马吉中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 

穆期塔法‧达比里先生 

*贾汉吉尔‧阿梅里先生 

卡米阿布-马纳菲先生 

贾利尔‧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代表团 

*维托里奥‧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 

先生 

安东尼奥‧齐亚拉皮科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印尼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 

代表；后补代表团团长 

公使衔参赞，印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 

后补代表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 

二秘，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处 

后补代表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 

代办，伊朗伊澌兰共和国常驻)!《
二
合囯 

日内瓦代表处，代表团团长 

二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二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特命全权大使 

常驻日内瓦各lîj际组织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全权公使 

常驻副代表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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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弗拉特希将军 

皮埃特罗。梅塔利教授 

齐奥万龙.萨拉扎尔少校 

卢伊吉，萨拉扎尔少校 

*福尔科.德卢卡先生 

*大川美雄先生 

*野野山忠致先生 

*岩波彻先生 

押川孝雄先生 

肯尼亚代表团 

査尔斯.加泰雷还纳先生 

西米翁‧希特米先生 

乔治.恩乔罗盖'穆纽博士 

墨西哥代表团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 

国防部，军事顾问 

顾问 

顾问 

顾问 

一秘，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处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参赞，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处 

代表团副团长 

参赞，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处 

防卫厅联合参谋部，东京 

肯尼亚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肯尼亚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表 

团 

外交部裁军事务科代科长 

大使 

墨西哥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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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安赫尔‧卡塞雷斯先生 

玛 丽 亚 . 德 洛 斯 安 赫 茱 斯 梅 罗 

'j 、姐 

卢浙.玛丽亚.加西亚小姐 

一秘 

后补代表 

二秘，顾间 

代表团秘书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杜格苏兰金 •额尔德姆比列格博士 

扎勒布金*乔音浩尔先生 

鲁夫桑道尔金‧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王国代表团 

阿里‧斯卡利先生 

阿里‧本布什塔先生 

穆罕默德‧什赖比先生 

穆罕默德*马乌拉伊宁先生 

穆罕默德‧阿拉森海军中校 

大使 

蒙古人民共和S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乌兰巴托 

二秘，*古人民共|y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代表处 

大使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 s长 

一等参赞 

二秘，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1 « 处 

二秘，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代表处 

立法研究司，内阁办公室 

夫人同在日内瓦. 



CD/139 

荷兰王国代表团 

*理查德‧ H.费因先生 

事德里克‧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A . G . G .奥莫斯博士 

H , J ,阿克尔曼先生 

尼曰利亚代表面 

*奥卢‧阿德尼吉先生 

* E . F .艾利森先生 

* T . 0 . 奥 卢 莫 科 M 

C . 0 .阿瓦尼先生 

特命全权":^使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 

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代表团副团长 

荷兰国防研究组织化学实验室主任 

外交部裁军和{Il际和平问题局，海 

牙 

大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 

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 

一秘，尼日利亚常驻#国日内瓦代 

一秘，尼日利亚常驻联合11日内瓦代 

表处 

夹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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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代表团 

詹姆希德‧ K . A .马克先生 

穆尼尔‧阿克拉姆先生 

萨尔曼‧巴希尔先生 

秘鲁代表团 

费利佩‧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胡安‧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博古米尔‧苏伊卡博士 

博格丹‧鲁辛先生 

亨利克‧帕奇先生 

亚努什.恰洛维奇上校 

安德烈。格拉久克先生 

斯塔尼斯拉夫‧科尼克先生 

塔德乌什‧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大使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 

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巴基斯坦常驻联佘国日内瓦代 

表处 

二秘，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大使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大使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波兰常驻联合国曰内瓦代表处 

一秘，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国防部，华沙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外交部专家，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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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奥维迪乌。伊奥内斯库先生 

泰奥多尔*梅列斯卡努先生 

阿卡迪耶‧萨苏上校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I . B .方塞卡先生 

瑞典代表团 

英IP .图尔森夫人 

*瑟特‧利德戈尔德先生 

*拉斯‧诺尔贝格先生 

*卡尔.马格努期‧希尔特纽斯先生 

*斯蒂格.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乔治‧安德松先生 

大使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一秘，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国防部 

大使 

常驻日内瓦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国务秘书 

代表团团长 

大使 

代表团副团长 

大使馆一秘 

外交部处长 

瑞典皇家海军上校，军事顾问 

议会议员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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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蒂尔‧埃里克松先生 

贡纳尔 •约南格夫人 

英格丽德‧松德贝格夫人 

吕 内 • 安 « 特 勒 姆 先 生 

乌尔夫‧埃里克松博士 

约翰‧隆丁博士 

扬‧普拉维茨博士 

奥拉‧达尔曼博士 

厄尔期‧吉尔登先生 

约翰.桑特森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 

* V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 B ‧ P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Y ‧ M ‧ 甘贾先生 

L ‧ A ‧ 瑙莫夫先生 

V ‧ A ‧ 谢麦诺夫 

* V ‧ I . 鸟斯季诺夫先生 

* A ‧ 工- 丘连科夫先生 

A ‧ G ‧ 杜利安先生 

E ， D ‧ 扎伊采夫先生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公使，瑞典大使馆，维也纳 

科学顾问 

科学顾问、[II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冋、国防部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代表团团长，大使 

委员会委员，外交部 

苏联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 

顾问，上校，囯防部 

顾问，外交部 

顾问，外交部 

顾问，外交部 

一秘，苏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专家，外交部 

专家，外交部 

U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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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工* 科尔涅延科先生 

V ‧ F ‧ 库列晓夫先生 

0 ‧ M ‧ 利索夫大尉 

I . S ‧ 切尔巴科夫先生 

G ‧ A ‧ 索科尔斯基上校 

B ‧ T ‧ 苏里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 

*大卫 • M .萨默海斯先生 

A .贝宾顿博士 

诺埃尔，H.马歇尔先生 

* B.诺布尔先生 

* J . 1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査尔斯•弗洛韦雷阁下 

亚历山大•阿克洛夫斯基先生 

拉尔夫•艾茱温傅士 

査尔斯•巴伦尼安先生 

专家，外交部 

专家 

专家 

专家 

专家 

专家 

大使 

联合王国代表团团长 

国防部 

参赞，联合王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 

代表团 

参赞，英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二秘，英S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团 

大使 

美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代表团副代表，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 

国防先进项目研究署 

美国陆军有毒及有害物质署副署长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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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尔弗特先生 

詹姆斯‧坎贝尔先生 

凯瑟琳‧克里顿伯格女士 

洛威尔‧ R .弗茱谢尔先生 

安-克尔女士 

约翰‧ W.小麦克唐纳先生 

罗伯特‧米库拉克先生 

理查德‧莫罗先生 

布茱尔‧默里先生 

曼纽尔‧桑切斯先生 

R. C.米尔纳斯先生 

哈里‧威尔逊先生 

唐纳德‧斯普林杰先生 

劳伦斯.特恩布尔先生 

罗伯特'惠伦先生 

委内瑞拉共和国代表团 

阿道弗.劳尔‧塔伊尔阿达特博士 

美国国防部，上校 

能源部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国防先进项目研究署 

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国务院 

美国国防部，上校 

美国上校，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顾问 

美国空军中校，国防部，参谋长联席 

会议，顾问 

能源部 

国务院 

美国陆军有毒及有害物质署工业系统 

司司长 

大使 

委内瑞拉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布瞽 

代表团团长 
罗梅利亚‧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 一秘，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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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先生 

米奥德拉格‧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共和国代表团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恩孔戈‧东托尼‧布万达先生 

穆肯加‧卡米纳先生 

里克希‧贾帕尔先生 

大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南斯扛夫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代表团副团长 

联邦外交部秘书处特别顾问，贝尔格 

茱德 

才1 

大使 

伊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衔参赞，礼伊尔常驻联合国曰内 

瓦代表处 

代表团成员 

参赞，扎伊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处 

代表团成员 

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0< >»< >^ >d< XX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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