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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1991年12月6曰大会第46/41A号决议除其他外，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监测南极洲的环境状况和收集有关资料,并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 

2. 因此，秘书长按照第46/41A号决议第2段，于1992年2月28曰向会员国致送了 

普通照会，请它们至迟不晚于1992年5月30日提交它们准备公布的任何有关资料。他 

也致函南极洲条约协商国,进一步提请注意第46/41A号决议明确提出的要求。 

3. 此外，他也致函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规划署、机关、组织和机构 

和各有关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请它们至迟不晚于1992年5月30日提交评论。 

4. 截至1992年11月1曰为止，已收到三个会员国就第46/41A号决议各项要求， 

依照向大会上届会议提交类似报告所用的程序而提出的答复，其中一个会员国（德 

国）是以《南极洲条约》签署国的名义提出答复的（见附件）。在这方面，也从下列组 

织收到了有用的数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和 

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水文组织（水文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民航组织）、国际 

捕鲸委员会（捕鲸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 

学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气 

象组织（气象组织）、Fridtjof Nansen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和世界资源研究所。 

在编写本报告时，参考了这些答复。 

5. 应当指出的是，本报告所叙各项问题的许多方面已在秘书长就南极洲问题 

向大会第三十九、四十一和四十六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分别为A/39/583、 A/41/722 

和A/46/590)内作过讨论。这些文件可用来作为参考。 

、南极洲在全球环境系统中的作用 

6. 如同秘书长1991年的报告（A/46/590)所述，南极洲在全球环境系统中作用 

重大。除别的以外，它发挥了作为地球几个 "冰箱 "之一的作用。这样显然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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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球气候形态、大气状况和洋流。南极冰盖的形成和相关的冷却程序对全球气候 

形态和海洋及陆生生物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同时，资料证明，冰盖是]^存以往全球 

气候和大气化学详尽记录的名符其实的博物馆，时间涵盖几十万年。同时，也应当指 

出，这层冰盖所包容的水分，如果全部融化,足以将全球海平面升高六十公尺。1 

7. 南极海对海洋和大气间交换二氧化碳 ( C 0 2 )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据报， 

这些程序受到海上冰块形成、温度盐分合成环流对流和生物生产能力的影响。 1 

8. 虽然南极洲环极洋同三大洋有广泛的交接，但它们彼此间有明显的自然界 

线，向北流的冰冷南极表流在所谓的南极辐聚同从较低讳度向南流的温暖洋流会 

聚。在较深处，它们之间有向北流的中深和深海洋流和向南流动的温暖的深海洋 

流。这就表示，南极洋在洋面和洋底有比较显著的隔绝现象，从而使海洋生物也具有 

强烈的地方性色彩。隔绝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只有两种维管植物能够在南极半島稳 

固立足，尽管陆上的气候状况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 2 

9. 人类对南极洲环境造成的最明显影响是：通过在南极区本身直接进行的活 

动，例如，守猎、污染和研究站及船舶丟弃垃圾。同北极不同的是，南极洲实际上没 

有可以把物体冲进南极洲归回大洋的河流径流。冰流以及冰川和陆架冰融化是带走 

物体的唯一方式。而覆盖大片地区的海冰则没有这种作用。 3 

10. 人类活劝已经对南极洲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外，矿物资源的 

商业化开采或许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并导致无可逆转的损害。对南极 

洲海洋环境今后的前途来说，在《南极洲条约》系统和《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公约》 

范围内获得的成果意义重大。 3 

11. 科学研究指出，南极区上空的臭氧耗竭比诸世界上其他地区会更' 

该地区的生物。环境规划署最近的报告 4指出，已有证据显示，南极洲的紫外辐〕 

强对动楂物群的生产能力具有不良影响。此外，这些研究显示，某些浮游楂物物种巳 

经承受了不良影响。因此，包罗万象的南极洲食物键中的其他物种有可能也受到了 

影响。正在继续推动进行中的各种科学研究，包括由沿轨道飞行的卫星所进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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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以便检査全球污染对地球臭氧层的影响。这些研究也注意到南极洲很明显 

地远离大气和海洋中的人为排放物，并著重指出，它在高绨度气候变化预测方面具有 

曰益增强的潜力。 

三、保护南极洲环境 

12. 如上所述，南极洲为探测地球大气系统中的变化和为评价污染物对全球生 

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提供了一些机会。在这方面，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在最近出版 

的题为"南极洲的环境监测"文（ 1 9 9 2年 5月）中指出，由于南极洲生态系统日益脆 

弱，因此愈益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环境监测。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又强调新 

近签署的《南极洲条约关于环境保护的议定书》第3.2.d和3.2.e条款，其中要求定 

期对该处所进行各种活动的影响进行有效监测。这些条款设想：对可预测的活动以 

及在《南极洲条约》涵盖地区内外和/或南极洲所属及.相关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某些 

活动所引起的意外影响进行评价、核查和早期探测。《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建议 

十五也论及同一项问题。建议除别的以外，明确规定了与下列一类活动有关的监 

测方案： 

(a) 废物处理； 

(b) 石油或其他有害或有毒物质引起的污染； 

( C )站台、外地营和有关船舶、飞机及其他后勤支援设施的建造和营运； 

(d) 科学方案的执行； 

(e) 娱乐活动； 

(f) 对揞定保护区的宗旨具有影响的活动。 

13. 《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提出的建议也要求专家会议依照下列目标审议这 

些问题并提供更多有关资料-

( a )利用国际监测作为手段，定期取得关于各种活动和数据的可核査记录，以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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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各种活动的影响和对不良影响提供早期警报； 

a找出减轻或消除不良影响的预防或补救措施； 

( b )应当研究的其他问题有： 

(一）确定可供监测用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费用不高的自动化系统）； 

a 确 定 必 要 步 骤 ， 以 建 立 可 以 对 环 境 数 据 进 行 搜 集 、 品 质 管 制 、 归 档 、 评 

价、交流和检索工作的国家和合办数据系统。 

14. 1 9 9 2年从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收到的文件显示，环境监测仍然是南极洲 

研究、环境管理和养护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有系统地测量选定变数可以对 

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所生影响提供很有用的见解。监测这种数据对研制评价各种环 

境程序所需的科学模式也十分重要。还需要采取具体步骤，保护南极洲和全球环境 

系统，以免遭受全球气温增高的不良影响。 

15. 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也注意到，尽管许多感到关心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 

有机会取得重要的有关数据，但有关南极洲的全球环境数据基尚付阔如。显然有必 

要更有效地协调和交流对南极洲研究具有影响的现有资料。 

16. 也很重要的是，虽然南极洲内的各种工作人员已经执行了一些环境监測工 

作，看来仍欠缺标准的议定方法。因此难以迅速地综合来自不同研究小组的数据。 

在这方面，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建议，除别的以外，在南极洲着手进行监测活动的 

国家应当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执行下列工作-

( a )针对各种不同的科学努力，就今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议定方法达成国际协 

议； 

( b )安排和协调实验室间的任何校准计划，必要时制订国际标准； 

( C )把这种数据迅速提供给整个科学界利用； 

( d )向感兴趣的有关方面提供任何这种数据的摘要，包括对环境后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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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17. 尽管人类才刚刚开始全面了解南极洲整个生态系统，这些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显然对全球环境极为重要。南极洲险峻难达、科学研究费用浩大和其他一些因素 

都充分显示，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便为今世后代保护南极洲及其所属生态系统。令 

人振奋的是，过去 3 0年来在南极洲进行的科学研究已获得有关其环境状况的一些极 

其重要的数据。在这方面，发现南极洲上空出现臭氧孔眼和 "温室气体 "潜在的不 

良影响，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18. 也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即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 

展会议确认了南极洲在全球范畴的重要性。就此，会议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一 

段说： 

"认识到南极洲作为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进行对了解全球环境的极 

度重要的研究的地区的价值，各国在南极洲进行这种研究活动时，应按照《南极 

洲条约》第三条的规定，继续-

(a) 确保国际社会能不受限制地得到这种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 

(b) 让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能更容易地获得这种数据和资料， 

包括鼓励定期举办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 " 

注 

页 

1 南 极 洲 研 究 科 学 委 员 会 向 联 合 国 提 出 的 关 于 南 极 洲 环 境 状 况 的 报 告 ， 第 4 

2 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报告和研究第 1 2 9号。 

：，同上，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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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署来信，1992年6月22曰。 

同上，第1页。 

十六次南极条約协调会议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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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各国政府的答复 

安提瓜和巴布达 

(原件：英文〕 

(1992年3月25曰） 

关于大会第46/41A号决议第2段，由于安提瓜和巴布达没有人员在南极洲驻留， 

因此该国政府无法监测南极洲的环境状况和搜集有关资料；关于第 8段，安提瓜和巴 

布达政府通过积极参与进行中的有关南极洲的辩论，在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年度 

声明以及通过本地传播媒体,继续"促进公众知悉南极洲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德 国 * 

(原件：英文〕 

(1992年5月29曰） 

1 .大会决议提到南极洲对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具有重大影响。《 

约》各締约国注意到，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来保护南极洲环境，使其不致遭 

受可以致使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变动和加速的外部环境失调。作为在该区域积极活动 

的国家，它们研订了一些措施，并将继续研订措施，以保护脆弱的南极环境，使其不致 

遭受该区域内有限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不良影响。这种关切体现在1991年10月通过 

和签署了《关于环境的议定书》和那时以后为扩大《议定书》范围而作的进一步工 

作。这项《议定书》后经大会决议认可，也是《南极洲条约》的组成部分。这项 

* 以《南极洲条约》締约国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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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规定，体认到南极洲对全球的重要性,指定其为专用于和平及科学目的的 

自然保护区。它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盘制度，以保证各締约国在南极洲进行 

的活动与保护南极洲环境及其所属和相关生态系统的目标符合一致。 

2. 由于南极洲科学研究是全球预测和了解气候变化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助 

力，《南极洲条约》各締约国也将继续提供关系到全球环境以及有关所有其他问题 

的南极洲研究工作的成果以供自由参考。任何国家均可通过加入《南极洲条约》参 

与这项工作。 

3. 也不妨一提的是，1992年3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在举行第四 

次会议期间，就二十一世纪议程 E节海洋文件中关于南极洲的案文达成了协议，其中 

论及海洋环境管理和气候变化方面重要的变动因素，这项案文将提交里约会议核 

准。案文全文如下-

"认识到南极洲作为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进行对了解全球环境的极 

度重要的研究的地区的价值，各国在南极洲进行这种研究活动时，应按照《南极 

洲条约》第三条的规定，继续： 

(a) 确保国际社会能不受限制地得到这种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 

(b) 让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能更容易地获得这种数据和资料， 

包括鼓励定期举办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 " 

4. 在传播资料的范围内，德国常驻代表谨提及1991年10月7至18曰在波恩举行 

的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刊印后，已立即将两份英文本 

连同1992年5月8日第231号普通照会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5. 德国常驻代表谨提及1991年11月18日他以《南极洲条约》所有签署国的名 

义在联合国第四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中除别的以外表达了《条约》 

签署国的意见，即：在审议南极洲问题时，协商一致意见是唯一的建设性基础，和因 

此，大会在审议南极洲问题时，应当回归到协商一致意见。这仍然是《南极洲条约》 

各签署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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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原件：西班牙文〕 

(1992年7月29曰） 

1. 巴拿马共和国是遵守关于非军事化和养护物种和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的国 

家，它支持关于南极洲问题的一切研究。巴拿马支持把南极洲建立为自然保全区或 

世界公园的意见，以保护和保全其环境及附属的有关生态系统，促进全人类的福 

利。 

2. 同时，巴拿马共和国认为，有关拟订国际公约的任何倡议，均应在国际社会 

充分参与下进行协商。此外，巴拿马共和国认为，必须在南极洲建立国际协调的科 

学调査站，以期将后勤支助设施减至最低限度。 ― 

3. 巴拿马政府对于把南极洲作为中立区和最广泛国际合作区的意见，保留立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