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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根 廷 和 巴 西 

阿根廷共和国、巴西联邦共和国、巴西一阿根廷 

核材料衡算和控制1/1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 

关于实施保障的协定 

鉴于阿根廷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以下称"締约国"）是规定建立核材料共 

同衡算和控制系统（以下称"共同街'算控制系统"）的《关于核能仅用于和平目的的 

协定》（以下称"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的締约国； 

回顾《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缔约囯的承诺； 

回顾，按照《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其条款不能解释为影响其缔约国不 

受歧视地和遵守《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第一至四条为和平目的研究、生^和 

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鉴于缔约E是受委托实施共同衡算控制系统的巴西一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 

制机构（以下称"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成员囯； 

鉴于缔约囯已决定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机构"）締结以共同衡算控 

制系统为其荟础的联合保障协定； 

鉴于缔约囯还自愿请求机抅实施其保陣时考虑共同衡算控制系统J 

鉴 f缔约国、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和机构希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活动； 

鉴于机构按照其规约（以下称"规约")第三条 A . 5款,应成员国请求受权缔 

结保障协定J 

为此，缔约国、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和机抅兹达成协议如下： 

GE. 9 2 - 6 0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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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基 本 承 诺 

第一条 

. —切核 

活动中的所有核材料实趂保障，唯一的目的是核实这些材料未转用于核武器或其 

他核爆炸装置。 ` 

第二条 

(a) 机抅应有权利和义务保证按,^本协定各条款对缔约E领土内或在其管辖 

或控制下的一切核活动中的所有核材^实施保障，唯一目的是核查这类 

材科未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 b )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承诺，在杌抅对締约国领土内的一切核活动中的核材 

料实施其保障时按照本协定各条款同机构合作，以便确定此类核^未 

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 C )机构应以能使其进行核查的方式实施其保障，以便确定共同衡算控制系 

统所得出的未有核材科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结论。机构的 

核查应特别包括机构按,根本协定规定的程序所作的独立测量与观察。机 

构在其核查中应适当考虑共同衡算控制系统技术上的有效性。 

第三条 

(a) 締约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应进行合作以便于执行本协定规定的 

保障。 

( b ) 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和机构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保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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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的 执 行 

第四条 

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保障的方式应： 

(a) 避免妨瑪締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和平核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 

核材料的国际交换； 

( b ) 避免不适当地干预締约囯的和平核活动，特别是设施的运行； 

( C )要与经济和安全进行核活动所需的谨慎管理实践相一致；及 

(d)能使机构履行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同时考虑要机构保守技术秘密的要求。 

第五条 

(a) 机构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护在本协定执行过程中所获悉的任何机密情 

报。 

( b ) ( i ) 机构不得发表或向任诃国家、组'织或个人传递其在本协定执行过 

程中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只可以向杌构理事会（以下简 f "理事"; 

会")以及向因与保障有关的公务需了解情况的机构工1?人员提 

供与本协定执行有关的专门资料，但仅限于机构为履行其执行本' 

协定的职责所必需的范围。 

( i i )关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的总结性资料，如经直接有关的缔 

约国同意，可由理事会作出决定予以发表。 

第六条 

(a) 机构在按照本协定执行保障时，应充分考虑保障领域的技术发展，并应 

尽一切努力在某些战略点使用目前或将来技术所许可的仪器及其他技术， 

以确保最佳成本一效益，和确保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的流量受到有 

效保障这一原则的实施。 

( b ) 为了确保最佳成本一效益，应使用诸如以下一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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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为衡算和控制目的，封隔和监视将作为确定物料平衡区的一种办法; 

( i i ) 采用统计技术和!^机取样来评价核材料流量；及 

( i i i ) 将核査程库集中于核燃料循环中很易用来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的核材料生产、加工、使用或&存的那些阶段，而尽量减 

少对其他核材科的核查程序，但以不妨碼本协定的执行为条件。 

向 机 构 提 供 情 报 

第七条 

(a) 为了确保本协定规定的保障的有效执行，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依照本协 

定所载条款向机构提供关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和与保障这类材料 

有关的设施特点的资科。 

( b ) ( i ) 机构只应要求提供与履行其本协定所规定的职责相符的最低限度 

的资料和数据。. 

( i i )有关设施的资科应是保障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所必需的最低 

限度的资料。 -

( C )如经一締约国请求，机构应准备在该締约囯或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内直接 

审查该締约国认为特别敏慼的设计资科。如果此类资料在该缔约国或巴 

阿衡算控制机构内随时可提供机构进一步审査，则无须向机构实际传送《 

机 构 枧 察 员 

第八条 

(a) ( i ) 机构向締约国指派其视察员应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征得缔约S 

的同意。 

( i i )如果締约国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在机构提出指派的建议时或在 

指派后的任何其他时侯反对该项指派，机构应另外提出一个或数 

个指派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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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如果由于締约国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一再拒绝接受机构指派的 

视察员而妨码按本协定进行视察，理事会应根据机构总干事(以下 

称"总干事"）的安排，对此类拒绝行为进行审议，以便其采取 

适当行动。 

(b)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締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机构视察员有效地 

履行其本协定所规定的职责。 

( C )机构视察员的访问和活动安排应： 

( i ) 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締约国和巴阿衡算控制机构以及对所视察的核 

活^带来可能的不便和干扰； 

( i i ) 确保机构视察员获悉的任何机密情报受到保护；及 

( i i i ) 考虑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活动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保 障 的 起 点 

第九舞 

(a) 当本协足某一締约囯进口含有尚未达到（b)款所述核燃科循环阶段的^ 

或4£的任何材料时，该缔约国应将该材料的数量和组成通知机构，除非 

该材科明确地是为非核目的进口的；及 

(b) 当组成和纯度适合f燃料制造或同位素浓缩的任何核材料离开生产这些 

材料的工厂或工艺流程段时，或者当此类材料或在核燃料循环最后阶段 

所得到的任何其他核材料进口到本协定缔约国时，该核材科应受制于本 

协定规定的其他保障程库。 

保 障 的 终 止 

笫十条 

(a) —经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确定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已经消粍掉: 

或已经稀释到了从保障的观点来看不能再用于任何有关核活动，或已成 

为实际不能回收，则应立即终止对这类材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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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遇有根据本协定接受保障的核材科要用于非核活动情况，例如生产合金 

或陶'玄，在该材料作此种使用之前，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就根据本协定 

可以终止对此类材料实施保障的条件同机构取得一致意见。 

保 障 的 免 除 

笫十一条 

(a) 应按照本协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条款，、免除对核材料的保障。 

(b) 遇有根据本协定接受保障的核材料要用于在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或机构看 

来将不能使得该材科成为实际上不能回收的非核活动情况，在该材料作 

此种使用之前，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就对该材料可以免除保障的条件同 

机构取得一致意见。 

核材料转出缔约国 

笫十二条 

(a) 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款，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将根据本协定接受保障的 

核材料转出締约国的情况通知机构。按照本协定笫二部分的规定，当接 

受囯为此承担责任时，机构应对此核材科终止本协定的保障。机构应保 

持表明每次这类转移情况的记录，和对被转移的核材料重新实施保障的 

记录。 

(b) 当含有未达第九条(b)款所述核燃枓循环阶段的铀或钍的任何材料直接 

或间接由本协定一締约国向非本协定的任何国家出口时，该缔约国应将 

其数量、组成和目的地通知机抅，除非该材料明确地是为非核目的出口 

的。 

特 别 程 序 

第十三条 

如果一締约国打算决定将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用于任何运输工具（包括 



潜艇和原型运输工具）的核动力推进和运行，或该締约国和机构商定的此类其他 

非禁止的核活动，则应运用以下程序： 

(a) 该缔约国应将此活动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通知机构，说明： 

(i) 在此类活动中使用此核材科与该缔约国根据同机构締结的与机构 

《规约》笫十一条有关的协定或同机构締结的与1NFCIRC/26(和 

Add.l)或INFCIRC/66(和Rev.l或2)有关的其他协定所作出的可 

适用承诺并不矛盾；及 

( i i ) 在运用特别程序期间，核材料将不用来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 

装置； 

(b) 该締约囯同机构应作出安排，以便仅当核材料用于任何运输工具（包括 

潜艇和原型运输工具）的核动力推进和运行，或该缔约E和机构商定的 

此类其他非禁止的核活动时，应运用这些特别程序。安排应尽可能确定 

应运用特别程序的期隈和条件。无论如何，一俟该核材料重新用于上述 

以外的核活动，即应再实施本协定规定的其他程序。应向机构随时报告 

在该缔约囯的此类材44的总量和组成以及这类材料的任何出口；及 

(C)各项安排均须由有关缔约国同机构尽快作出。这种安排应仅关系到诸如 

特别是时间规定、程序性规定和报告安排等事项，但不应涉及此类活动 

的机密知识的任何认可或者有关其中核材料的使用情况。 

核查未转用的措施 

第十四条 

如果理事会根据总干事的报告决定，为确保核实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没 

有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迫切需要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和（或）某一缔 

约国采取某一项行动，不论是否已依本协定第二十二条执行了有关争端解决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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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如果理事会根据对总干事向其报告的有关资料的审查发现，机构无法核实按 

本协定需要受保障的核材未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理事会可提出 

《规约》第十二条C款规定的报告，并在适用情况下也可采取该款规定的其他措施-

理事会在采取这类行动时应考虑到已采用的保障措施所能提供的保证程度，并应 

使有关缔约国能有各种适当机会向理事会提供任何必要的再保证。 

特 权 与 豁 免 

第十六条 

各缔约国应对机构（包括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及其依照本协定履行职责的 

视察员和其他官员应用《国际原子能杌构特权与豁免协定》的有关条款。 

财 务 

第十七条 

缔约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将各自负担它们根据本协定履行其各自责 

任所需的费用。然而，如果由于机构的某一特别要求，缔约囯或其管辖下的人员 

或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承付了特别费用，如经机构事先同意，机构应偿还这类费用, 

在任何情况下，机构都应承担机构视察员可能要求的任何额外的测量或取祥的费 

用。 

核损害对第三方赍任 

第十八条 

各缔约国应确保依其法律或条例提供的关于对核损害的笫三方责任的任何保 

护措施，包括任何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也应象适用于该締约国国民那样适用于 

为了执行本协定的机抅及其官员。 



第十九条 

关于因执行本协定保障措施所造成的任何损失，不包括核事故造成的损失， 

无论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或一缔约国向机构提出的或是机构向巴阿衡算控制机构 

或一締约国提出的任何索赔要求，均应根据国际法加以解决。 

本协定的解释与适用以及争端的解决 

笫二十条 

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任何问题，在机构、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或一 

缔约囯或缔约囯的请求下，应就此事进行碰商。 

第二十一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締约囯应有权要求理事会审议本协定的解释或适 ‧ 用所产 

生的任何问题。理事会应邀请本协定各方参加理事会对任何这类问题的讨论。 

第二十二条 

因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任何争端，除对理事会根据第十五条所得审 

查结果或理事会按此审查结果而采取的行动发生的争端外，若不能通过谈判或该 

締约国或有关缔约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商定的其他程序来解决，则应其 

任一方请求，应提交仲裁法庭。仲裁法庭由五名仲裁员组成。締约国和巴阿衡算 

控制机构应指定两名仲裁员，机构也应指定两名仲裁员，由这四名指定的仲裁员 

再选出笫五名仲裁员，并由他任庭长。如果提出仲裁请求后的三十天内，机构或 

締约国和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未能指定出各自的两名仲裁员，则机构或缔约国和巴 

阿衡算控制机构可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这些仲裁员。如果指定或任命了第四名仲 

裁员后三十天内，不能选出笫五名仲裁员，则须应用与此相同的程序。仲裁法庭 

成员的多数构成法定人数，一切裁决均需要有至少三名仲裁员的同意。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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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仲裁法庭决定。仲裁法庭的各项裁决对締约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均具 

有约束力。 

中止实施其他协定规定的机构保障 

笫二十三条 

本协定对一缔约国一经生效，根据同机构签订的不涉及第三方的其他保障协 

定在该缔约囯实施的机构的保障，在与这些协定的其他締约方4商后应在本协定 

生效时中止。机构和有关缔约a应开始同有关的第三方碰商以便中止根据涉及第 

三方的保障协定在该缔约国实施的保障。在上述有关协定中该缔约国所作的不以 

某种方式利用属于这些协定的项目推进任何军事目的的承诺应继续适用。 

协 定 的 修 订 

第二十四条 

(a)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締约囯和机构应其任一方请求就本协定的修i"r进行 

碰商。 

(b) 本协定的一切修订均应征得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缔约国和机构的同意。 

( C )本协定第一部分的修订应在协定本身生效的相同条件下生效。 

(d)总干事应将本协定的任何修订迅速通知机构所有成员国。 

生 效 和 期 限 

第二十五条 

各自要求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总干事应将本协定的生效及时通知机构所有成 

员国。 

第二十六条 

只要缔约囯是《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的締约国，本协定应始终有效 



第二十七条 

本协定所附议定书应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件所使用的 

一词系指该协定连同该议定书。 



第二十八条 

本协定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具体说明执行第一部分保障条款时使用的程序 

保 障 的 目 的 

第二十九条 

本协定这一部分所述的保障程序的目的，是及时查出是否有重要量的核材料 

从和平核活动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其他未知目的，并通过及早 

查出而制止这类转用。 

第三十条 

为达到第二十九条所述的目的，应以核材科衡算作为一项基本的保障措施， 

并以封隔和监视作为重要的辅助措兹。 

第三十一条 

机构核查活动的技术结论应是一份关于各材料平衡区在某一规定时期内的不 

明材科总量，并给出所报数量的准确度极限的报告书。 

核材料共同衡算和控制系统 

第三十二条 

按照第二条，机构在进行核查活动时，应充分利用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并应 

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衡算和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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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以材料平衡区的结构为基础，并应按辅助安排中的规定适当地采取措施，以建立 

下列手段： 

(a) —个测量系统，用来确定收到、生产、运送、损耗或以其他方法从存量 

中挪走的核材料量和库存数量； 

( b ) 对测量的精密度和准确度的评价及测量不确定因素的估计J 

(C)关于确定、审查和评价发货方和收货方测量差额的程序； 

(d) 关于进行实物盘存B》程序； 

( e ) 关于评价未测定存量和未测定损耗的累积量的程序； 

(f) 表明各材料平衡区的核材科存量和包括材科平衡区进料和出料在内的该 

存量变化的录和报告系统； 

(g) 关于确保正确运用衡算程序和安排的规定；及 

(h) 关于根据第五十七条至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五条至六十七条向机构提供报 

告的程序。 

保 障 的 终 止 

第三十四条 

(a) 对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符合第十条(a)款所述条件者，应终止实 

施保障。凡不符合第十条(a)款的条件,而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认为从残余 

'物中回收受保障的核材科暂时不是实际可行或可取的，巴阿衡算控制机 

构和机构应就采用适当保障措施问题进行协商。 

( b ) 根据笫十条(b)款所述的条件，凡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只要巴阿衡 

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均认为这类核材料是实际上不能回收的，则应终止对 

其实旅保障。 

(C)根据第十二条(a)款所述的条件和第八十九条至九十二条规定的程序， 

凡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转出了缔约国，则应终止对其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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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的 免 除 

第三十五条 

应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请求，机构应对下述核材料免除实施保障： 

(a) 用作仪器的敏慼元件在克量或克量以下的特种可裂变材料J 

(b) 根据第十一条(b)款用于非核活动的但可回收的核材料J 

(C)根据本款，对每一締约国免除保障的核材料总量在任何时侯不超过： 

(i)总计1千克的特种可裂变材科，其中可有下列一种或数种成份： 

(1) 钚； 

(2) 浓缩度为0.2(20'/;)和0.2(20%)以上的铀，以其重量乘其浓缩度 

计；及 

(3) 浓缩度低于0.2(20;D和高于天然铋浓缩度的钴，以其重量乘以 

其浓缩度平方的五倍计。 

(ii)总计10公的天然钍和浓缩度高于0.005(0.5%)的贫化铀； 

( i i i ) 20公"电的浓缩度等于或低于0.005(0.5%)的贫化铀；及 

(vi) 20公"^的钍；或 

(d)钚-238同位素浓度超过80;〖的钚。 

第三十六条 

如果免除保障的核材料要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一起加工或^存，应作 

出对其再实施保障的规定。 

辅 助 安 排 

第三十七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有关締约国和机构在考虑共同衡算控制系统的同时应达 

成《辅助安排》。《辅助安排》应详细说明如何应用本协定规定的程序，以使机 

构有效地履行按本协定规定的职责。《辅助安排》经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有关締 

约国和机构同意可加以扩充或修改或在特别设施的情况下予以终止，而无须对本 

协定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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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辅助安排》应与本协定同时生效或在本协定生效后尽快生效。巴阿衡算控 

制机构、缔约国和机构应尽一切努力，使《辅助安排》在本协定生效后一百八十 

天内生效。延长此期限需经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締约国和机构同意。有关締约国 

应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抅立即向机抅提供完成《辅助安排》所需资料。本协定一 

经生效，即使《辅助安排》尚未生效，机构也有权将本协定规定的程序应用于萃 

三十九条规定的存量清单中所列的核材料。 

存 量 清 单 

第三十九条 

机构应根据第六十条所述的初始报告，对各締约国按本协定受保障的一切核 

材科（不管其来源）编制统一的存量清单，并应根据以后的报告和机构核查活动 

的结果重缟这些存量清单。应按商定的间隔时间向巴阿衡雾控制机构提供存量清 

单副本。 ' 

设 计 资 料 

一般规定 

第四十条 

根据第七条的规定，在讨论《1`《助安排》时，有关締约国应通过巴阿衡算控 

制机构向机构提供现有设施的设计资科。《辅助安排》中应具体规定关于提供新 

设施设计资料的期限。在核材科进入某个新设施之前，应尽早提供其设计资料。 

第四十一条 

向机构提供的各设施的设计资料在适用时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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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旌的识别标志，说明其一般特性、用途、额定容量、地理位置以及进 

行曰常业务所用的名称和地址； 

(b) 设施总平面布置的说明，尽可能列出核材科的形态、位置和流量，以及 

使用、生产或加工核材科的重要设备项目的总布局； 

( C )与材料衡算、封隔和监视有关的设施特点的说明；及 

(d)关于设施-内现有的和拟采用的核材料衡算和控制程序的说明，特别是关 

于运营人确定的材料平衡区、流量测量及实物盎存程序的说明。 

第四十二条 

如果《辅助安排》中有所先I足，还应向机构提供关于各设施与实施本协定规 

定的保障有关的其他资科。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向机构提供关于机构应遵守、机 

构视察员在该设施应遵照执行的保健和安全程序的补充资料。 

第四十三条 

有关締约国应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向机构提供关于与本协定规定的保 * 障的 

目的有关的经修改的设计资科供审查，并应将按第四十二条提供给机构的资科的 

任何变动尽量提前通知机构，以便必要时调整保障程序。 

第四十四条 

审査设计资料的目的 

向机构提供的设计资科应用于下列目的： 

(a) 充分详细地鉴别与对核材料实施保障有关的核设施和核材料的特点，以 

便于进行核查工作； 

(b) 确定为机构衡算目的用的材料平衡区，以及选择那些作为关键测量点并 

将用于确定核材料的流量和存量的战珞点。机构在确定这类材料平衡区 

时尤应使用以下准则： 

( i ) 材料平衡区的大小应与所能建立的材料平衡的准确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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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确定材料平衡区时，应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封隔和监视方法，以有 

助于确保流量测量的完整性，从而简化保障措施的实施并将测量 

工作集中于关键测量点； 

( i i i )应有关缔约国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请求，对涉及工艺、工业或 

商业敏感情报的某一工艺流程工序可建立一个特别材料平衡区； 

及 

(vi)对特别敏慼的设施，可按能使机构履行其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同时 

考虑要机构保守机密的要求的方式选择关键测量点。 

(C)为本协定规定的衡算目的，建立对核材料进行实物盘存的标称计时及程 

序； 

(d) 制定记录和报告的要求以及对记录的评价程序； 

(e) 制定核实核材料数量和地点的要求和程序；及 

( 0选择将封隔和监视的方法和技术适当结合的做法以及选择应用这些方法 

按.歿巴?可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商定的意见，设计资料的审查结果应列入《辅助安 

排》。 

笫四十五条 

‧设计资料的复査 

根据运行条件的变化、保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核查程序所取得的经验，对设 

计资料应进行复查，以便调整机构遵照第四十四条所采取的行动。 

笫四十六条 

设计资料的核实 

为第四十四条所述之目的，机抅在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有关締约国合作下可 

向有关设施派遣视察员核实遵照第四十条至四十三条提供给机构的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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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施外的核材料的资料 

第四十七条 

当核材科通常在设施外使用时，有关締约国应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酌情向 

机抅提交下列资料： 

(a) 核材科使用的一般说明、核材科的地理位置以及进行曰常业务活动时使 

用者的名称和地址；及 

(b) 关于现有的和拟采用的核材料衡算和控制程库的一般说明。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及时通知机构有关按本条提供的资料的任何变动。 

第四十八条 

按第四十七条向机构提供的资科，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第四十四条(b)款至 

(f)款所述之目的。 

记 录 制 度 

一般规定 

第四十九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安排保存有关各材料平衡区的记录。应在《辅助安排》 

中说明要保存的记录。 

第五十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作出便于视察员审查记录的安排.，在记录不是阿拉伯文、 

中文、芙文、法文、俄文或西班牙文文本的情况下，尤其要作好这种安排。 

第五十一条 

记录应至少保存五年。 



第五十二条 

记录应酌情包括： 

(a) 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所有核材科的衡算记录；及 

(b) 含有这类核材料的设施的运行记录。 

第五十三条 

编写报告用的记录所依据的测量系统应符合最新国际标准，或是在水平上等 

同于此类标准。 

衡算记录 

第五十四条 

关于各材料平衡区的衡；记录应明示以下内容： 

(a) 所有的存量变化，以便隨时可以5角定帐面存量； 

(b) 确定实物存量用的所有;;？j量结果；及 

(C)关于存量变化、帐面存量和实物存量所作的一切调整和更正。 

第五十五条 

对于所有存量变化和实物存量，衡算记录应列出有关每批核材料的材料识别 

标记、批数据和原始数据。记录应对每批核材料中的钍、钍和钚单独衡算。对于 

每次存量变化，应注明存量交化的曰期，并在适当情况下注明来料的原材料平衡 

区和收的材科平衡区或收货方。 

第五十六条 

运行记录 

关于各材料平衡区的运行记录应酌情明示以下内容： 

(a) 用来确定核材料数量和组成变化的那些运行数据； 

(b) 从容器和仪器的校准及取样和分析所得到的数据、控制测量质量的程序 

以及对随机和系统误差的推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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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份关于准备和进行实物盎存所采取的行动顺序的说明，以确保盎存正 

确和完全；及 

(d) 为查明可酡及生的仕13爭玖顸夭玖禾》1 

动的说明， 

报 告 制 度 

一般规定 

第五十七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向机构提供第五十八条至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五条至六十 

七条所详述的关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的各种报告。 

第五十八条 

报告应以芙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书就，《辅助安排》中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五十九条 

报告应以按照第四十九条至五十六条保存的记录为棊础编写，并应酌情包括衡 

算报告和专门报告。 

衡算报告 

第六十条 

告。这类报告应于本协定！效之曰的那一历月的最后一曰后的三十天内向机抅发 

送，并应反映那个历月最后一日各締约囯的情况。 

笫六十一条 

(a)说明核材料存量所有变化的存量变化报告。这些报告应尽快发送，且无 

论如何应于存量发生变化或确定存量变化的当月月底后的三十天内发出；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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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说明以材科平衡区实有核材科的实物存量为基础的材料平衡情况的材料 

平衡报告。这些报告应尽快发送，并且无论如何应于进行实物盘存后的 

三十天内发出。 

报告应以截止于上报之曰所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如有必要，可于日后予以更正。 

第六十二条 

存量变化报告应详细说明每批核材料的识别标记和批量数据、存量变化的击 

期，并酌情说明发料的原材料平衡区和收料的材料平衡区或收货方。这些报告应 

附有下列简明注释： 

(a) 根据笫五十六条(a)款规定的运行记录中所载运行数据，解释存量变化原 

因；及 

(b) 按照《辅助安排》规足，说明预期的运行计划，特别是实物盘存的情况。 

第六十三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定期地以综合报表形式或单项地报告每次存量&:变化、 

调整和更正。存量变化应按批提出报告。按照《辅助安排》规定，核材辛"量的 

少量变化，诸如分析样品的传送，可合并为一批，并作为一次存量变化予以报告。 

第六十四条 

机构应向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提供关于各材科平衡区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 

的帐面存量的半年度报表，报表以每一这类报表所涉时期内的存量变化报告为依 

据。 

第六十五条 

除非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另有商定，材料平衡报告应包括以下项目： 

(a) 期初实物存量； 

( b ) 存量变化（先列增加量，后列减少量）； 

(c) 期末帐面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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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发货方/收货方差額； 

(e) 经调整的期末帐面存量； 

(f) 期末实物存量；和 

(g) 不明材料量。 

每一材料平衡报告须附有实物存量报表，分别列出所有各批材科，并详细说明每 

批材料的识别标记和批量数据。 

第六十六条 

专门报告 

遇有下述情况之一，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立即提出专门报告： 

(a) 如果任何异常事故或情况使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认为，核材料现有的或可 

能有的损耗超过了《，.《助安排》为此目的规定的限额》或 

(b) 如果封隔意外地从《1夂《助安排》所规定的状况改变到了有可能不经批准 

转移核材^的程度。 

第六十七条 

报告的扩充和澄清 

如果机构为与本协定规足的保障有关之目的，要求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补充和 

澄清其任何报告，巴阿衡算控泰:?几构应予满足。 

视 察 

第六十八条 

一般规定 

机抅有权进行本协定所规定的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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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目的 

第六十九条 

机构可以进行特别视察，以便 

(a) 核实关于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的初始报告中的资料； 

( b ) 查明和核实某一选定设施自初始报告之日至《辅助安排》生效之曰期间 

所发生的情况变化，以及如果某一选定设施其《辅助安排》生效时的情 

况变化；及 

(C)按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六条在核材料转出缔约国、转入缔 

约国和在締约囯之间转让之前查明并如有可能核实根据本协定受保障的 

核材的数量和组成。 

第七十条 

机构可以进行例行视察，以便 

(a) 核查报告是否与记录一致； 

( b ) 核实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所有核材科的所在地点、标记、数量和组成；及 

( C )核实关于说明不明材抖量、发货方/收货方差额以及帐面存量不准确性 

的可能原因的资科。 

第七十一条 

机构可以按照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进行专门视察： 

(a) 以便核实专门报告中的资科；或 

( b ) 如果机构认为，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提供的资料，其中包括巴阿衡算控制 

机构所作的解释以及例行视察所获得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机构履行其按 

本协定规定的职责。 

在下列三种情况下进行的视察均应视为专门视察：或在第七十六条至八十条规定 

的例行视察外增加的视察，或在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特别视察和例行视察的接)范 

围外还接触其他资料或地点的视察；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的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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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范围 

第七十二条 

为第六十九条至七十一条规定的目的，机构可以 

(a) 审查按笫四十九条至五十六条保存的记录； 

( b ) 对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所有核材料进行独立测量； 

( C )检查仪器和其他测量与控制设备的功能与校准情况； 

(d) 应用并使用监视和封隔措施；及 

(e) 使用经验证技术上可行的其他客观方法。 

第七十三条 

在第七十二条范图内，应使机构能： 

(a) 观察关键测量点处为材"平衡衡算所取样品是否依照产生代表性样品的 

程序获取，观察样品的处理和分析并获得这类样品的复样； 

(b) 观察关键测量点处为材^平衡衡算对核材料进行的测量是否具有代表性， 

以及观察有关仪器和设备的校准； 

( C )如有必要，与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必要情况下同有关締约 E作出如下安 

排： 

(i) 进行额外的;量，并提取额外的样品，供机构使用； 

( i i ) 分析机构的标准分析样品； 

( i i i ) 采用适当的绝对标准校准仪器和其他设备；及 

C i v )进行其他校准； 

(d) 安排使用其自己的设备独立逬行测量和监视，并且如在辅助安排中作了 

这种商定和规定，则为安装这类设备作出安排； 

(e) 如在《辅助安排》中已作出这样的商定和规定，可将其封记和其他识别 

和干扰指示装置应用于封隔；及 

( 0与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或有关缔约囯一起安排发送供机构使用的样品。 



视察接触范围 

第七十四条 

(a) 为了第六十九条(a)和(b)款规定之目的，并在《辅助安排》中规定出战 

略点之前，或在《辅助安排》停止生效的情况下，机构视察员应能进入 

初始报告或与此报告有关所进行的任何视察表明有核材料的任何地点； 

( b ) 为第六十九条(C)款规定之目的，机构视察员应能进入依第九十条(d)款 

(iii)项或第九十三条(d)款（iii)项或第九十五条已通知机构的任何地点； 

(C)为第七十条规定之目的，视察员只能进入《辅助安排》中规定的战珞点 

和接触按照第四十九条至五十六条保存的记录；及 

(d)如果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得出结论，由于任何异常情况需要对机构接触的 

范围增加限制，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应及时作出安排，以使机构能 

根据这些限制履行其保P童职责。总干事应将每项这类安排报告理事会。 

第七十五条 

在为第七十一条规定之目的可能需要进行专门视察的情况下，有关缔鈞国、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应立目卩进行协商。依照这类协商结果，机构可以 

(a) 进行除第七十六条至八十条规定的例行视察以外的视察；及 

( b ) 经有关缔约囯和巴阿衡^控制机构同意，接触除第七十四条规定以外的 

资料或进入该条规足以外的地点。关于需要扩大接触范围的任何不同意 

见，应按照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解决；如果迫切需要巴阿衡算控制 

.机构、某一缔约国或締约囯采取行动，则须应用第十四条。 

例行视察的频率和深度 

第七十六条 

机抅应选择最佳时机，使例行视察的次数、深度和期限保持在与有效执行本 

协定的保障程序相适应的最低限度内。并应最佳和最经济地利用其所能获得的视 

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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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对于核材科的存量或年通过量（以较大者为准）不超过五有效千克的设施或 

设施外的材科平衡区，机抅每年可逬行一次例行视察。 

第七十八条 

对于核材料的存量或年通过量超过五有效千克的设施，确定进行例行视察的 

次数、深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根据应是：在最大或极限情况下，视察活动的 

深度不得超过必要和足以持续了解核材料的流量和存量所需程度。对于这类设施 

最大的例行视察量应按下列规定确疋： 

(a) 对于反应堆和有封记的贮存装置，应按对每一这类设施可进行六分之一 

视察人‧年的视察来确定每年例行视察的最大总量； 

(b) 对于除反应堆或有封记的贮存装置以外的涉及钚或浓缩度超过5%的铀的 

设施，应按对每一这类设施每年可进行30X;l视察人‧日的视察来确定 

每年例行视察的最大总量，这里的E为以有效千克计的核材料存量或年通 

过量（以较大者为准），但对任何这类设施所确定的最大视察量不f少于 

1.5视察人‧年；及 

(C)对于本条(a)或(b)款未涉及的设施，按对每一这类设施可进行三分之一 

视察人‧年的视察加上每年0.4XE视察人‧日来确定每年例行视察的最 

大总量，这里的E是以有效千克计的核材科存量或年通过量(取其较大的 

如经理事会决定，对本条所规足的最大视察量的数值进行修改是合理的，本协定 

各方可商定进行此类修改。 

第七十九条 

在不违反第七十六条至第七十八条的情况下，用于确定对任一设施进行例行 

视察的实际次数、深度、期限、时间及方式的准则应包括： 

(a)核材料的形状，特别是核材科是呈散料状或包含在一些单独的物件内， 

其化学成份或同位素组成，及其可接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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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保障的有效性，包括设施运营人员在职能上不受巴 

阿衡算控制机构保障支配的程度；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执行笫三十三条所 

规定措施的程度；向机构提供报告的及时性；报告与机构的独立核实的 

相符性； 

以及机构核实的不明材料的总量与准确度J 

(C)締约国的核燃料循环的特性，尤其是含有受保障核材料的设施的数量和 

类型，这类设旌同保障有关的特性，特别是封隔的程度；这类设施的设 

计便于核实核材料流量和存量的程度；以及不同材料平衡区的资料可相 

互关联的程度； 

(d) 国际间的相互依赖，特别是收到或发往其他囯家的核材料的使用或加工 

情况；机构进行的与此有关的任何核查活动；各缔约国核活动同其他国 

家核活动的相互联系程度；及 

(e) 保障领域的技术发展，包括统计技术和隨机取样在评价核材料流量中的 

使用。 

第八十条 

如果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或有关締约囯认为视察工作的部署不适当地集中于某 

些设施，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应就此逬行碰商。 ' 

视察通知 

第八十一条 

在机构视察员抵达设施或设旌外的材科平衡区之前，机构应按下列规定向巴 

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有关締约囯预先发出通知： 

(a) 对于依第六十九条(C)款进行的特别视察,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对于依 

第六十九条(a)和(b)款进行的特别视察以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活动，至 

少提前一周通知； 

(b) 对于依第七十一条进行的专门视察，尽可能在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有关 

締约囯同机构按笫七十五条规定进行协商后立即通知。当然，关于视察 

员到达的通知通常构成双方协商的部分内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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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依第七十条进行的例行视察，对第七十八条(b)款所述设埯和含钚或 

浓缩度超过5%的铀的有封记的5&存装置，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在所有 

其他情况下，提前一周通知。 

这类视察通知应包括机构视察员的姓名，并应表明待视察的设施和设施外的材料 

平衡区及视察的期限。如机构枧察员要从缔约囯境外到达，机构还应提前通知其 

抵达缔约囯的地点和时间。 

第八十二条 

尽管有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但作为一项补充措施，机构可以预先不发通知而 

按照ft!机取样原则依第七十八条进行一部分例行视察。在进行任何未宣布的视察 

时，机构应充分考虑依第六十二条(b)款提供的任何运行计划。此外，只要切实可 

行，机构应根据运行计划定期将其宣布和未宣布的视察的总计划通过《辅助安排 

》规定的程序通知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有关締约囯，具体说明预期枧察的大体期 

限。机构在进行任何未经宣布的视察时，应记住第四十二条和第八十七条的有关 

规定，尽一切努力减少给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有关締约国和设施运营人员#来任 

何实际困难。同样，已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有关缔约国亦应尽一切努力为机构视察 

员履行职责提供方便。 

机构视察员的指派 

第八十三条 

下列程序应适机构视察员的指派： 

(a) 总干事应将其提议派往缔约国任视察员的每个机构官员的姓名、资历、 

囯藉、级别以及与此可能有关的这类其他详细事项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 

构书面通知締约国； 

( b ) 缔约国应在收到这样一项提议后三十天内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通知总 

干事它们是否接受该提议； 

( C )总干事可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指定缔约国,受的每名机构官员作为派 

往締约囯的机构视察员，并应将此类指派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通知締 

约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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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总干事在应締约国通过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要求或主动采取行动撤消对 

任何官员作为派往缔约囯的机构视察员的指派时，应立即通过巴阿衡算 

控制机构通知缔约国。 

但是，关于进行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活动以及依第六十九条(a)和(b)款进行的特别 

视察所需视察员的指派程序，如有可能应于本协定生效后三十天内完成。如果此 

类指派看起来不能在此期限内完成，则应临时指定执行上述任务的机构视察员。 

第八十四条 

需要时缔约国应尽快给根据第八十三条指定的每个机构视察员签发适当签证 

或给予延期。 

机构视察员的行为和视察活动 

第八十五条― 

机构视察员在覆行其第四十六条和第六十九条至七十三条所规定的职责时， 

应以旨在避免妨^或推迟设施的施工、调试或运行，或避免影响设施安全的方式 

进行其活动。尤其是机构视察员不得自行操作任何设施，或指挥设施的工作人员 

进行任何操作。如果机构视察员认为，按照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三条，应由操纵 

员在设施上逬行特别操作，jiij应为此提出要求。 

第八十六条 

当机构视察员要求某一締约国提供与进行视察活动有关的服务包括使用设备 

时，巴阿衡算控' 

备提供方便。 

第八十七条 

国的视察员和代表随行，但不得因此而拖延或以其他方式阻挠机构视察员行使其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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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构核查活动的报告书 

笫八十八条 

机构应通知巴阿衡算控制机构： 

(a) 机构视察的结果，按《辅助安排》规定的间隔时间进行通知；及 

(b) 机构在有关缔约国进行核查活动所得的结论，特别是根据关于各材料平 

衡区的报表所得的结论，这些报表应在机构进行实物盘存和核实并且在 

对材料结帐后尽快作出。 

转入、转出缔约国和缔约国之间转让 

第八十九条 

一般规定 

为本协定之目的，转出、转入缔约国或在缔约国之间转让按本协定受保障或 

需要受保障的核材科应由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有关缔约E对其承担责任： 

(a) 在从另一国家进口到締约囯的情况下，从出口囯停止承担这种责任起， 

和不迖于核材料抵达目的地之时； 

(b) 在由締约囯出口到另一囯家的情况下，直到接受国承担这种责任之时， 

和不迗于核材料抵达目的地之时；及 

(C)在締约囯之间转让情况下，从责任移交之时开始，和不迟于核材料抵达 

目的地之时。 

移、交贲任的交接点应根据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締约国或有关缔约国，以及在转入 

或转締约国憒况下转入或转出核材料的国家作出的适当安排予以确定。无论巴 

阿衡算控制机构、本协定某一締约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均不能仅仅因为核材料运经 

某一囯家领土或上空，或由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由其飞机运输的事实，而被认为 

对核材料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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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缔约国 

第九十条 

(a) 如果缔约国打算将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料从締约国出口，而且出口数 

量超过1有效千克,或在三个月内分批运至同一国家，每批出口量虽不超 

过1有效千克，但几批出口总量超过了 1有效千克，则巴阿衡算控制机构 

应就此事通知机构。 

(b) 在签订实现这类转让的合同安排后和通常至少在核材料准备起运前两周 

应向机构发出这类通知。 

(C)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杌构可以商定有关预先通知的不同程序。 

( d )这类通知应详细列出： 

(i) 待转让核材料的识别标记，如有可能，列出其预计的数量和组成， 

以及将来自哪个材料平衡区； 

( i i ) 该核材料预定运往的国家； 

( i i i ) 该核材科准备起运的曰期和地点； ' 

(iv) 该核材料发货和到货的大致日期；及 

( V ) 为了本协定之目的，接受国将对该核材科开始承担责任的交接点， 

以及到达交接点的大致曰期。 

第九十一条 

第九十条所指的通知应能使机构在必要时进行特别视察，以便核材料在运出 

缔约®i子以确认，如有可能则核实其数量和组成；如果机构希望或应巴阿衡算 

控制机构的请求，则可在核材料起运前附加上封记。但是，无论如何，机构按这 

第九十二条 

一締约国受机构保障的核材料，在准备在接受国接受保障之前以及在机构已 

对此种材料作出实施保障的适当安排之前不应出口 。 



CD/1118 

Page 32 

转入缔约国 

第九十三条 

(a) 如果缔约国打算进口需按本协定受保障的核材科，而且进口总量超过1有 

效千克，或在三个月内分批从同一囯家进口，每批进口量虽不超过1有效 

千克，但进口总量超过了 1有效千克，则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应就此事通 

知机构。 

(b) 应尽早预先将该核材料预期抵达的时间通知机构，但无论如何不得迟于 

缔约IS对该核材料开始承担贲任之曰。 

(C)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可以商定有关预先通知的不同程序。 

( d )这类通知应详细列出： 

( i ) 该核材料的识别标记，如有可能，列出其预计的数量和组成； 

( i i ) 为了本协定之目的，締约囯将对该核材科开始承担责任的交接点 

以及到达该交接点的大致曰期；及 

( i i i ) 该核材料到达的预计曰期以及打算拆除其包装的地点和曰期。 

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三条所指的通知应能使机抅在必要时进行特别视察，以便在货物拆除 

包装时确认该核材科，如有可能，核实该核材科的数量和组成。但是机构按这一 

通知而采取的或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得拖延拆除包装。 

缔约国之间的转让 

第九十五条 

《辅助安排》应具体规定机构用于締约囯之间核材料转让的通知和核实国内 

转让核材料的程序。在《辅助安排》未生效时，应尽可能将此种转让预先通知机 

构，但无论如何，不迗于进行此种转让之前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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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 

第九十五条所指的通知应能使机构在必要时进行例行视察和在适当时进行特 

别视察，以便核材科在缔约国之间转让之前予以确认，如有可能则核实其数量和 

组成；如果机抅希望或应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请求，则可在核材料起运前附加上 

封记。 

专门报告 

第九十七条 

如果任何异常事件或情况使巴阿衡雾控制机构认为，转入、转出缔约国或缔 

约囯之间转让过程中核材料有损粍或可能有损粍，包括发生或可能发生簟大拖延: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则应按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提出专门报告。 

定 义 

第九十八条 

本协定中： 

1.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系指《共同衡算控制系统协定》所设立的法人。 

2. A.调整量系指衡算记录或报告中的一条目，用以说明发货方/收货方差额，或 

不明材科量。 

B. 年通过量系指为笫七十七条和第七十八条之目的，从按额定容量运行的设 

施中每年转移出的核材料量。 

C. 批量系指在关键测量点进行衡算时作为单位的一部分核材科，其组成和数 

量用单独的一套技术规范或测量方法确定。这部分核材料可以是散料状的： 

或包含在一些单独的物件中。 

D. 批量数据系指核材料中每种元素的总重量，如系钚和钴，则应包括其同位 

素组分。计算单位如下： 

(a) 所含钚以克计； 

(b) 总铀以克计，以及含铀-235和铀-233同位素的浓缩铀以所含这两种同 

位素之和的克数计。 



(c) 所含钍、天然铀或贫化铀以千克计。 

为了起草报告的目的，对批量中各项材料的重量应相加后再四舍五入到最 

接近的单位。 

E . 帐面存量 个材料平衡区的帐面存量，系指该材料平衡区最近一次实 

物存量与该次实物盘存后所有存量变化的代数和。 

F . 更正系指在衡算记录或报告中用于纠正业经核证的某一错误或反映对过去 

记录或报告中所列材料量的某一改进测量的一个条目。每项更正必须核证 

与其有关的^条目。 

G. 有效千克系指用于保障核材料的专用单位。有效千克量按以下方法计算： 

(a) 对于钚，以千克计的钚重量； 

(b) 对于浓缩度为0.01(1%)及大于0.01(1%)的鈾，以千克计的铀重量乘以 

其浓缩度的平方； 

(C)对于浓缩度小于0.01(1%)但大于0.005(0.5?〖）的铀，以千克计的铋重量 

乘以0.0001;及 

(d) 对于浓缩度等于或小于0.005(0.5%)的贫化铀以及对于钍，以千克计的 

铀以及钍的重量乘以0.00005。 

H. 浓缩度系指同位素铀-233和铀-235的合计重量与该总铀的总重量之比。 

I .设施系指： 

(a) 反应堆，临界装置、转化厂、燃料制造厂、后处理厂、同位素分离厂 

或独立的!!i存设施；或 

(b) 通常使用总量大于1有效千克核材科的任何场所。 

J.存量变化系指材料平衡区的核材料按批量增加或减少。这样一种变化应与 

下列情况之一有关： 

( a )增加： 

(i) 进口； 

( i i ) 国内收货：收到来自其他材料平衡区的货，或收到来自第十三 

条所述活动的货，或在保障的起始点收到货J 

( i i i ) 核生产：反应堆中特种可裂变材料的生产；及 

(iv) 撤消免除：对过去因其使用或数量而免除保障的核材料重新实 

施保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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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减少： 

(i) 出口； 

( i i ) 囯内发货：发往其他材料平衡区或发往用于第十三条所述活动; 

( i i i ) 核损耗：由于核反应核材料转变成其他一种或多种元素或同位 

素而造成的损粍； 

(iv) 经测定的废料：已测定或在测量基础上估计的并经处置不再适 

合于核应用的核材科； 

( V ) 保存的废物：加工或运行事故所产生的认为一时不能回收而予 

以J!:^存的核材料； 

( v i )免除：因核材料的使用或数量而免除对其实施保障；及 

( V I I )其他損耗：例如，事故性损耗（即由于运行事故造成核材科的 

不可恢复或无意的损耗）或失窃。 

K.关键測量点系指核材料呈某种可经测量确定其流量或存量之形态的某一地 

点。因而关键测量点包括材科平衡区的进科点、出料（包括测定的废料)点 

及1:^存点，但并不限于这些地点。 

L .视察人‧年对第七十八条而言系指 3 0 0视察人‧日。一人‧曰为一名 

视察员一天内任何时侯进入设施的时间总共不超过八小时。 

M.材料平衡区系指设施内或设施外的这样一个区域： 

(a) 可以确定每次转入或转出每一材料平衡区的核材料数量；及 

(b) 按照规定的程序，必要时可以确定每个材料平衡区的核材料的实物存 

量； 

以便能为机构保障目的建立材料平衡。 

N.不明材料量系指帐面存量同实物存量之间的差额。 

0 .核材料系指机构《规约》第二十条所指的任何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 

源材料一词，不适用于矿石或矿渲。本协定生效后，理事会按照《规约》 

笫二十条作出任何被认为是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的材料增加的决定， 

只有为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缔约国接受才能在本协定中有效。 

P.实物存量系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取得的在某一指定时间一材料平衡区内现有 

核材料的所有经测量或推算的批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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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发货方/收货方差额系指发货材料平衡区标明的一批核材料数量同收货材 

料平衡区所测定这批核材料数量之间的差额。 

R.重要量系指机构所设定的核材料的重要量。 

S.原始数据系指在测量或校准过程中记录的或用来推导经验关系时使用的那 

些数据。这些数据核证核材料和提供批量数据。原始数据可以包括诸如化 

合物熏量、确定元素重量的转换因子、比重、元素浓度、同位素比、体积 

和压力计读数之间的'关系以及所生产的钚与所产生的电力之间的关系。 

T.战略点系指审査设计资料过程中选定的位置。在正常条件下，汇集所有战 

略点的资料，则可获得并核查执行保障措施所需荽的足够资料；一个战略 

点可包括能进行与材料平衡衡算有关的关鍵测量以及实施封隔和监视措施 

的任何位置。 

1991年12月13日订于维也纳，英文文本一式四份。 

阿根廷共和国代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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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定 书 

第一条 

本议定书详述了该协定的某些条款，特别是说明了根据协定规定实施保障进 

行合作的具体安排。在执行这些安排时，协定各方应接受下列原则的指导： 

(a) 巴阿衡算控制机抅和机抅每方需要得出其自己独立的结论； 

(b) 需要尽可能协调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的活动以便最好地执行本协定， 

以及特别需要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的保障工作； 

(C)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在开展其活动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应按 

照两个组织一致的保障准则联合工作；及 

(d)需要使机构能够履行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同时考虑要求机构保守技术机 

密。 

第二条 

在执行本协定时，机构应给予締约囯和巴阿衡算控制机抅的待遇不低i在职 

能独立性； 

查系统的待遇， 

第三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根据《辅助安排》所附机构设计资科调査表，收集按照 

协定拟向机构提供的关于设施和设施外核材料的资;14。 

笫四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各方应审查协定第四十四条(a)款至（f)款规定提供 

的设计资科，并在《辅助安排》中写入其审査结果。机构应在巴阿衡算控制机抅 

合作下核实根据协定第四十六条所提供的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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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除本协定书第三条所述资料外，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还应提交有关它建议使用 

的视察方法的资料，包括对于设施和设施外材料平衡区的例行视察活动所作的枧 

察工作量的估计方面的资料。 

第六条 

制订'《辅助"安排》应是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机构和有关締约国的共同责任。 

第七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收集缔约囯基于经营者所保持的记录所作的报告，根据 

这些报告进行集中衡算，并对所收到的资科进行技术管理与衡算管理和分析研究。 

第八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一俟完成本议定书第七条所述任务，就应在《辅助安排》 

规定的时限内按月编制并向机构提出存量变化报告。 

第九条 

此外，巴阿衡算控制机构还应按,照《辅助安排》规定的频度和形式向机构提 

交材科平衡报告和实物存量清单。 

笫十条 

本议定书第八条和笫九条所述报告的形式和格式，经由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 

机构商定后，应在《辅助安排》中作出具体规定，并应同机构通常所用的形式和 

格式一致。 

第十一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的例行视察活动（在可能的程度上还包括协定第八 

十二条所述视察）应依照本议定书第十二条至第十九条及《辅助安排》的条款协 

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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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二条 

依照协定第七十七条和第七十八条，还应对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所进行的视察 

活动予以斟酌，以便确定机构对于每座设施所进行的视察的实际次数、深度、期 

限、时间和方式。 

第十三条 

类视察工作量（表示对于经商定的拟采用的实际视察工作量的估计），连同核查 

方案的描述及将由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进行的视察的范围应在《辅助安排》 

中予以规定。应按照正常工作条件和下列所述条件对厲于协定的每座设施的实际 

视察工作量作出估计： 

(a) 按照《辅助安排》的具体规定，根据协定第三十五条提供的关于共同衡 

算控制系统的资科是否继续有效； 

(b) 按照本议定书第三条向机构提供的资科是否继续有效； 

(C)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是否按,照《辅助安排》的具体规定继续提供协定第六, 

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笫六十五条至第六十七条以及第六十九条^第七 

十一条规定的报告； 

(d) 对于按照《(1助安排》的具体规定，根据本议定书第十一条至十九条所 

进行的枧察是否继续逬行协调安排； 

(e)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是否使用了根据本条对《辅助安排》所规定的有关设 

施的视察工作量。 

笫十四条 

根据协定所进行的视察的总日程和计划的制订，包括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 

排，应由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合作进行，同时考虑机构在该地区其他保障活 

动的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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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五条 

用于每类设:《fe和具体设旌的一般技术程序应同机构的程序一致，并应在《辅 

助安排》中作出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 

(a) 用于统计学样品随机选取的技术测定； 

(b) 检查和筌定标准； 

( C )封隔和监枧措施；及 

(d)核查措施。 

在《辅助安排》生效前，巴阿銜算控制机构和机构应就拟应用于每一具体设 

施的封隔和监视措施和核查措施预先进行矮商并对其加以确认。这些措施应和机` 

构的措施大体一致。 

第十六条 

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应向机构提交其根据协定所进行的所有视察的报告。 

第十七条 

除非巴'阿衡算控制机构不需要样品，否则巴阿衡算控制机构和机构所‧ ̂ 核 

材料样品应从fl机选取的相同的物件中同时抽取。 

_ 第十八条 

设施经营者需要提出和为血障目的要求核实实物存量清单的频度应与有关的 

《设施附件》的要求一致。 

笫十九条 

(a) 为便于实施协定和本议定书，应设立一个由巴阿衡算控制机构、締约国 

和机构的代表组成的联络委员会。 

( b ) 该委员会应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 i )着重审查本议定书规定的协调安排情况，包括商定估计视察工作量; 

( i i )检査保障方法和保障技术的发展；及 

( i i i )审议 ( C )款所述小组委员会向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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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该委员会可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以定期开会讨论根据本协定实施保障所 

发生的重要的保障执行问题。该小组委员会不能解决的任何问题应提交 

联络委员会。 

(d) 在不影响根据本协定可能需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情况下，如果在本议定 

书第十三条的适用中出现问题，特别是当机构认为议定书中规定的条件 

未得到满足时，该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应尽快举行会议，以便分析形势 

和讨论需要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问题不能解决，该委员会可以向缔约 

各方提出建议，特别是为了修改例行视察活动的诂计枧察工作量。 

1991年12月13日订于维也纳，英文文本一式四份。 

阿根廷共和国代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 

巴阿衡箅控制机构代表：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2 January 1992 

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会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1992年1月21日笫606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应促进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 

特别考虑到第一届和第二届专n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文件的有关规 

定,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及其他有关措施： 

― 、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 、 化学武器， 

一 、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武装部队；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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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与适当裁军措施有 

关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 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范围内通过了下列1992年议程，此项议程包括根据议事规 

则第八节的条款将由会议审议的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化学武器。 

6.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勝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GE. 92-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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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斩型大规划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综合裁军方案。 

9. 审议并通过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 

工作计划 

根据议事规则第28条，裁军谈判会议还通过-了1992年会议的下列工作计划： 

1月21日一31日 通过议程、设立附属机构并确定其职权范围、决定 

非成员国的参加、以及关于所有项目的发言； 

关于所有项目的发言、以及主席就未决问题的非正 

式達商； 

2月3日一14日 

2月17曰一3月27B) 

5月11曰一 "6月26曰） 

7月20日一8月14日〉 

8月17曰一 一9月3曰 

关于所有项目的发言、以及对附属机构工作的监督; 

最后发言、以及审议并通过报告。 

根据议事规则第9条，下列成员国将在1992年会议期间在以下所述曰期担任会 

议主席： 

(a) 南斯拉夫，1月21曰至2月16曰； 

(b) 礼伊尔，2月17日至3月15日； 

(C)阿尔及利亚，3月16日至5月24日，包括年度会议第一期与第二期会议 

之间的休会期； 

(d) 阿根廷，5月25曰至6月21日； 

(e) 澳大利亚，6月22日至8月9日，包括年度会议第二期与笫三期会议之 

间的休会期； 

<f)比利时，8月10日至9月3日，以及此后至本会议1993年会议之前的休 

会期。 

本会议将在下列各段时间内每周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分别为星期二和星期四， 

开会时间上午10时：1月21日一31日，3月23日一27日，6月22曰一26日，8月10日一 

21曰。年度会议的其余18周每周只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最好安徘在星期四。但在规 

定上应有所灵活，允许增加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向联 

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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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将根据最新的年度报告(CD/irn)第12和第13段继续进行协商，以期在1992 

年年度会议上就扩大成员但最多增加四个国家并需要保持会议成员之间平衡的问题 

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通报联合国大会笫四十七届会议。 

经会议主席与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况和需要，召开各 

附属机构会议。 

月2曰至13日举行会议。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会议锘记其议事规则第30和第31条的规定。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7 Hay 1992 

裁军谈判会i^QQ^i^在W化程和工佧卄jg, | 

MM 

第2页 

1. 在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议程中加上以下项目和脚注： 

9 .军备上的透明度. 

2. 将CD/1119号文件中的项目9改为项目10。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它在1992年5月26日第622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CD/ 

1150)将本项目列入1992年议程。 

GE. 92-61578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S 二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关于在1992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1992年1月21日笫606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大会笫46/35C号决议，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在1992年会议 

期间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以作为优先任务继续并加紧进行关于全面有效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谈判，力求在 

1992年就公约达成最后协议。 

会议还决定任命德国的阿道夫‧里特‧冯‧瓦格纳大使在1992年会议期间担任 

特设委员会主席。 

XX XX XX XX XX 

GE. 92-eOU8 





裁军谈尹， 会议 
CD/1121 

22 Jan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关于重新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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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1992年1月21B第606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92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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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徘达成协议。 

该特设委员会将在1992年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XX XX XX XX XX 

GE. 92-6012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122 

22 Jannanr 1992 

CHINESE 

Originalt ENGLISH 

关于重新设立:feM性武器特设4^员会决定 

(1992年1月21日第606次全体会议通过〉 

会议决定在1992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放射性武晷特设委员会，以期就一项禁止 

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 

该特设委员会将在1992年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XX XX XX XX XX 

GE. 92-6013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123 

31 January 1992 

(SINESE 

Original. RUSSIAN 

1992年1月30曰俄罗斯联邦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俄罗斯联邦总统B ‧ N ‧叶利钦1992年1月29日声明全文， 

题为《俄国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的政策》 

我谨随信附上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1992年1月29日发表的声明，题为 

《俄国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的政策》。 

请釆取适当步骤将该声明全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制并散发至包括裁 

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代表团。 

巴赞诺夫大使 

( 签 字 〉 

GE. 92-6Q2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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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总统B，N*叶利钦声明 

俄国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的政策 

1992年1月29日 

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 

我今天发表的声明关系到一个生死牧关的重大问题。 

这就是俄罗斯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的实际措施。 

我们的原则立场是:全世界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人手段都应该清除。 

当然,这要逐步而平等地予以实现。 

在这项生死牧关的重大事业上，我们随时准备与所有国家和包括联合国系统在 

内的所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今天我谈到的各项措施是根据参加独联体各国的不断商谈而拟定的，也是符合 

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明斯克、阿拉木图和莫斯科举行的历次会谈达成的协议的。 

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凡经苏联签署的现行双边和多边协议,其规定的义务我 

们都予以确认。 

俄罗斯领导重申信守以下方针:彻底削减核武器，保证核武器及其他一，刀与核 

武器的研制、生产、部署有关的设施处于最大限度的安全状态。 

俄罗斯正倡议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保证削减核武器。 

该机构在随后的各个阶段将逐渐将核生产的整个过程置于其控制之下一从开 

采铀矿、生产氣和氳，直到埋藏核废料。 

我们在裁军领域采取的措施丝毫不会削弱俄国和独联体各国的国防力量。我们 

只是主张明智地保有最低限度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这是我们在武装力量建设中的首要原则。 

实现这一原则可以节省大量资源。节省下来的资源要用于民用目的和实现改 

革。 

为了裁减军备而迈出重大步骤的条件，今天已经成熟了。其中一部分步骤我们 

是单方面采取的，另一些步骤则要在对等条件下采取。 

我们已经做到和决心优先傚到的有以下各项： 

第一,在战略进攻性武器领域。《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已经送交俄罗斯联邦 

最高苏维埃供其批准。批准程序是从美国开始的。我认为，使这项极其重要的文件 

生效，包括取得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批准，应该尽早实现。 



CD/1123 

P a g e 3 

但是,在该条约生效以前,俄罗斯已经为裁减战略武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 

―从战斗勤务撤回约600枚陆基和海基战略弹道导弹，即将近1250枚核弹 

头。 

-已拆除或准备拆除130座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6艘核潜艇准备拆除导弹发射设备。 

-若干型号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研制或更新计划已经停止实行。 

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略核武器将比早先计划提前拆除。为了已经达成相应 

协议。 

我要强调，这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裁军。美国也出于善意采取平行的步骤。 

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也需要沿此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 

最近已经采取了以下决定： 

―停止生产图一160和图--95MS重型轰炸机。 

-停止生产现有型号的空中发射远距离巡航导弹。我们准备在与美国对 

等的基础上停止研制新型号的同类导弹。 

--停止生产现有型号的海上发射远距离核导弹，不再研制新型号的同类％ 

弹。与此同时,我们准备在对等基础上拆除全部现有的海上发射远距离 

核导弹。 

-我们不再举行有大量重型轰炸机参加的演习。就是说，参加每次演习的 

重型轰炸机不得超过30架。 

―载有弹道导弹执行战斗值勤的核潜艇,其数量已经减半。在对等基础上 

我们准备完全停止有此种潜艇参加的战斗值勤。 

-俄罗斯将把战斗值勤中的战路进攻性武器削减至商定数量,所需期限从 

7年缩短到3年。 

因此，我们将提前4年实现有关条约规定的水平。 

如能与美国取得相互谅解，还能^此方向加速前进。 

我们的主张是:俄国和美国经过裁减后余下的战路进攻性武器将不以俄国和美 

国各自的目标为目标。 

最近几天西方国家领导人即将举行重要会谈。已经拟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入裁减 

战嗜进攻性武器的建议，将方战略核弹头的数目减至2，000至2,500枚。 

在此我们希望中国、英国和法国等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也加入真正核裁军的进 

程。 

第二，战术核武器。已经与美国平行采取削减此类武器的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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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已经停止生产陆基战术火箭的核弹头，核炮弹和核地雷的生产也已经停止 

进行。此类核弹药的库存将予以销毁。 

俄罗斯将销毁三分之一的海基战术核武器和一半的防空火箭核弹头。为此目的 

已经采取了措施。 

我们还打算把空军的战术核弹药储存量削减一半。 

空军战术核武器的其余部分可以在与美国对等的基础上从前Jfr(战术)空军部队 

撤回 i部署在集中保管的基地上。 

第三，反导弹防务和外层空间。俄罗斯重申信守关于反导弹防务的条约。这一 

条约是维持世界战略稳定的重大因素。 

我们准备继续公平讨论美国关于限制非核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建议。我们的原则 

立场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只要有助于加强世界战略稳定和俄国的安全，我们就会 

支持这个做法。 

我还在此宣布，俄国准备在与美国对等的基础上销毁现有的反卫星系统,并愿就 

彻底禁止专门用于摧毁卫星的武器制订一项协定。 

我们准备共同拟订,然后共同建立和使用一 *全球防卫系统，以替代战略防卸计 

划。 

第四，核武器试验和武器用裂变物质的生产。俄罗斯坚决主张禁止一切核武器 

试验。我们对1991年10月宣布的停止核爆炸一年的决定表示信任，并希望其他核国 

家也暂停进行核爆炸。相互克制的气氛会有助于就彻底停止此类试验达成协议。可 

以分阶段减少试验的次数。 

为了最终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建议美国恢复关于进一步限制核试验的谈判。 

俄罗斯计划实行停止生产武器级钚原素的计划。生产武器用钚原素的工业反应 

堆将在2000年关闭，其中若干座早在1993年即将关闭。我们重申继续与美国就有步 

骤地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寻求协议。 

第五，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俄罗斯璃认其按照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作为条约保存国的义务。我们希望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和乌克兰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尽快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该条约。 

俄罗斯声明完全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主张加强其保障制度的效力。 

我们正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我国的出口导致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忙散。 

目前正在釆取步骤由俄罗斯采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制度,作为其和平 

核物料出口的条件。 

俄罗斯原则上计划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的国际制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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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支持所谓澳大利亚集团为监督化学品出口所作的努力。 

俄罗斯联邦计划通过国内立法来管制俄国出口的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化学武 

器和生物武器以及军用火箭的及重用途物资。 

正在建立一个国家机构来监控此类出口 。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同独立国家联合体 

各成员国实行最密切的合作和协调。 

俄罗斯支持1991年10月在伦敦批准的武器贸易指导原则。 

第六，常规武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业已提交俄罗斯议会批准。凡领土在 

该条约规定范围以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也对批准该条约表示重视。 

俄罗斯确认其意愿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一起将原苏联的武装部队实际人数裁 

减70万人。 

俄罗斯十分重视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裁减人员和建立信任的谈判，以及 

关于玖洲安全与合作的新谈判。 

后者可以成为常设的全欧论坛，以寻求办法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 

俄罗斯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合作在同中国就边境地区 

裁减武器部队和军事设施的谈判中争取达成协议。 

已经决定1992年不再进行参加人数超过1.3万人的大规模演习，这一决定不仅包 

括独联体领土的欧洲部分,也包括其亚洲部分。 

我们还希望能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签订关于"开放天空"制度的条约。 

第七，化学武器。我们主张尽早在1992年签订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为了可 

靠地堵塞拥有化学武器的道路同时不损害締约国合法的经济利益,这项公约是必不 

可少的。 

俄罗斯保证信守1990年同美国签订的关于停止生产并销毀化学武器的协定。但 

是该协定中规定的销毀化学武器的期限有必要作若干修改。 

前苏联拥有的化学武器全部处于俄罗斯领土上，因此俄罗斯承担将之销毁的责 

任。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国家计划。 

我们愿意就此问题同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实行合作。 

第八,生物武器。俄罗斯主张严格实行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主张在多边 

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机制进行核査并实现信任和开放的措施。 

鉴于该公约的实施有些踌躇不前,我在此宣告:俄罗斯撤回其关于可能使用生物 

武器进行报复的保留。这项保留是苏联针对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 

武器的1925年B内瓦议定书作出的。 

第九，防务预算。俄罗斯将继续大幅度削减防务预算，使预算资金用于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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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标c 

1990 - 1991年度防务开支按可以价格计算已经减少百分之二十;这一数字包括 

采购武器和技术的开支中削减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计划在1992年将军事开支再削减百分之十〈按1991年价格计算〉。今年的武 

器采购额比1991年减少将近一半。 

第十，。俄罗斯欢迎军工生产转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主张将之扩大。 

我们方面将通过建立"最优惠待遇"制度和给予税收优待的办法鼓励有关的合 

营项目。 

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 

我刚才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在裁军问题上的行动计划。我希望这项计划得到你们 

的支持并臝得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人民的理解。 

我坚信，这项计划符合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这项计划如能实现， 

我们的生活不仅将更加宁静安全，也将更加繁荣富裕。 

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美国人民发表了关于大规模削减核军备以及 

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稳定性的措施的建议。 

我们事先已就此问题进行搓商,并就如何落实这一方针和已提出的倡议璀行着 

对话。及方的立场正在显著地接近。 

裁减进攻性核武器的道路上一定能取得成功，其保证就在于此。 

谢谢诸位。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124 

11 F d n w y 1992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秘魯常驻代表1992年2月10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 

交秘鲁和厄瓜多尔促进相互信任与安全措施协定草案全文 

谨此转交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先生1992年1月10日在基多域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厄瓜多尔总统罗德里戈‧博尔哈先生交送的《秘魯和厄瓜多尔促进相互信任与 

安全措施协定》萆案全文。 

该协定草案附有一项备忘录,涉及最后实施共同边界未决区段的划分,依据是 

1942年《和平、友好和边界议定书》、秘鲁共和国与厄瓜多尔共和国两国政府之间 

关于贸易和航行的条约草案"Braz Dias de Aguiar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一项边 

界一体化协定草案。 

请按既定做法安排将此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并分发给所有代表 

团,包括成员国代表团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不胜感激。 

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签字) 

大 使 

常驻代表 

GE. 92-6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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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和厄瓜多尔便进相亙信任与安全措施协定草案 

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 

出于以相亙尊重、合作和一致精神开展关系的愿望及努力设法增进两国人民信 

任和谅解的坚定决心，并 

确认非此不能执行确保两国人民安全与发展的根本任务， 

兹签署本项《秘鲁和厄瓜多尔促进相互信任与安全措施协定》： 

第1条应釆取措施，促进相互信任,并在符合加强两国友谊与增进合作的共同 

利益的适当范围内发展一种安全构想。 

第2条为此，各自武装部队之间应在秘鲁和厄瓜多尔轮流举行总司令一级或其 

代表一级的会谈,参加者应有各自外交部的顾问和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人员。 

第3条为实现有效和全面的机构间和睦关系，以求增进两国各级武装部队之间 

的了解，秘鲁和厄瓜多尔各自的武装部队及其情报部门承诺按相互商定的办法每年 

或每隔六个月执行活动方案,其中可包括： 

(a)各自国防情报部门之间就精报工作的军事因素及其涉及全面性质的其 

他内容举行双边会谈； 

在边防区G-2、 N-2和A-2之间举行汉边区域情报会谈； (b) 

(C) 

(d) 

(e) 

(f) 

(g) 

(h) 

(i) 

武装部队人员交流； 

边防驻军和海军防区指挥员之间举行官方的、职业的和或社交性质的 

互邀参加文化、艺术、职业和/或体育性质的活动； 

交流对武装部队有专业和/或社会意义的刊物和出版物； 

相亙让对方使用武装部队机构的文娱设施，鼓励两国军事人员旅行观 

光； 

访问生产军事设备的公司、弹药厂、测绘机构、航空设备厂等等, 

在武装部队机构设施交流保健和医护服务, 

交流各自国家军人社会安全及保健制度的资料； 

(k) 
养的资料。 

144此外,两国武装部队还承诺执行与边境地区陆地、空气、海洋和河域控 

制有关的措施，以防因发生误解而引起军事性质的事件,从而减少由此可能造成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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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后果。 

第5条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根据两国军队之间现行的一系列协议遵守秘 

鲁与厄瓜多尔边境哨所和驻军行为标准。这些协议的规定归纳如下： 

A. 一般规定 

(a)秘鲁和厄瓜多尔两国军队拟打本套规定，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件和加强 

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联系。 

<b)本套规定应对所有边防单位有约束力。 

(C)单位首长应是分发这些规定的专门负责人,为此,他们应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其指挥下的所有人员均熟悉这些规定,并应特别注意和严格监督各哨所执行这些 

规定。 

(d)凡因不遵守这些规定而引起的边境事件，概由有关指挥部门负责。 

B. 行为标准 

如巡逻队或个人偶然相遇，应采取下列正式行动： 

(a) 不得立即动用火器； 

(b) 应相互通报身份, 

(C)应确证有关巡逻队或个人在场的原因, 

(d) 应作友好表示(赠送香烟、邀请品尝食品、主动交谈等等〉； 

(e) 巡逻队应立即离开该区段； 

(f) 事件应向各自指挥部门上报。 

C. 亲善活动 

为实现边境区域的和谐与友好关系： 

(a)在因特殊或未预见的情况需要时，如在发生流行病、自然灾軎、任何 

一类事故、缺乏医护或通信联络时，各单位应按两国军事人员之间的 

传统亲善精神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以友好和主动的方式尽可能向对方 

提供后勳支持， 

0»应亙邀参加体育和文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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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指挥人员变动或高级指挥官命名日等场合应互致社交访问, 

(d)观察单位和/或哨所原则上应由军官指挥；若非如此,则任命的指挥员 

应是合格的军士，以确保根据常理判断解决任何事件并避免发生任何 

问题, 

(e〉在厄瓜多尔国庆日和秘鲁国庆B(分别为8月10日和7月28日〉，观察单 

位和/或哨所应以亲善精神致贺。 

D .为内河船舶或飞机椹#俥, 

着陆，即应为之提供此种便利；待紧急情况过后可继续驶往目的地，并应上报各自指 

挥部门。 

E. 训练演习 

(a) ijil练和/或炮兵演习应提前48小时通知相矩最近的主要单位指挥部门； 

(b) 观察单位和/或哨所进行巡逻和ilil练演习应提前48小时发出通知，其中要详 

述所用的区段、日期和大致持续时间。 

F. 军人礼节 

应就边防部队人员的行为发出指示；任何时候就应遵守军人礼节。 

G. 避免侵犯领空 

(a) 应避免会造成侵犯和对方国家领空的飞行； 

(b) 若飞入对方国家边境地区领空，有关飞机不得受到射击,事件应上报主管 

指挥部门,并由两国情报总部予以解决。 

H. 定期清^界标 

(a)界标应始终保持清洁；界标的原有特征不得改动，对之不得涂写或施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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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邻国尊严的行为； 

(b)为寻找或査定记录已失的界标，观察单位或哨所指挥员应事先订立关于通 

过联合行动查定标界的协议，此事一律应会同两国外交部为之。不得授杈观察单位 

或哨所指挥员就界标位置提出任何正式主张，因为这是联合界划委员会的专属贵 

任。 

I.边境事件或问题 

发生边境事件或问题时应仅发正式公报，此事应先由两国军队情报首长之间进 

行讨论，然后再征求两国外交部意见。 

J .巡逻活动 

观察单位或哨所指挥员应保证巡逻队员在巡逻活动中备有一枚信号枪和/或螯 

哨，以此作为备用联络手段（三枪和/或三声长鸣，闳隔5至10分钟）。 

(a)凡观察单位和/或哨所、战斗单位或主要单位的指挥人员有变动,应相互致 

意； 

<b)凡观察单位和/或哨所指挥人员有变动，应举行会议(称为和谐、和平与协 

议会议)；此一会议应在相距最近的界标处举行,其间应宣读有关双边协定中规定的 

程序。 

L . 一 f f l : ^ 龍 # 顏 ] 8 ^ 盒 、 1 赪 翻 《 * « & 編 瞧 J : 

M . 

N.内河-7海洋航行的抆术亊项 

(a)内河港口之间应实行通航，在法律规定和符合现行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应予 

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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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秘鲁海域航行的任何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杈。（"无害通过"是指外国 

船舶为商业或科学目的或为旅游或友好访问目的通过管辖水域。无害通过对战舰也 

适用；潜艇则需露出水面航行。） 

( C )船舶在航程中如有正当理由需进港停泊，可改变航线并进入最靠近的港 

口，理由是指以下所列的任何一种： 

船员需得到专门医治； 

遇到敌人、私掠船或海盗； 

发生了无法继续航行的事故, 

引擎损坏； 

表明必须采取此一行动的任何其他理由, 

(d) 鉴于领港和河道领航是对航行和生命财产安全十分重要的服务，港斧长应 

能随时遣派河/海领航员、高级河道领航员和普通河道领航员；"领港"涉及港内的 

一切移动、锚泊动作、并靠、靠泊和离泊,是沿河道领航的继续。领港活动应不分 

昼夜随时进行，不得中断, 

(e) 应为抵达河港的任何船舶提供必须的港口设施； 

(f) 船舶失事或发生事故时应发送下列信息： 

事故是否影响航行安全； 

船舶的状况，若继续航行，则包括目的港或目的地。 

为此，应举行双边磋商，以确定必要时用于联合救援和打捞作业的支持系统。 

为此还应制订搜寻和救援计划。 

为及时有效援助遇险者而使用人员和组织设施的工作应加以协调，目的是避免 

或减少船舶失事或事故造成的生命损失。 

一切船舶均有义务援助任何遇险者或落船者,前提是有此能力又不致使船舶和 

船上人员面临严重危险。 

第6条兹设立秘鲁和厄瓜多尔促进相互信任与安全措施双方委员会,作为体制 

上的决策机构负责执行本协定。 

第7条上述委员会的成员应由两国行政当局任命。 

第8条第5条所述之委员会本身应构成秘鲁和厄瓜多尔友好、合作和一体化;51 

方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友好、合作和一体化双方委员会是为促进两国合作与一体化 

而确立的一切机制的监督机构。 

第9条本协定应于两国签署并按各自法律程序批准之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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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本协定应无限期有效。任何一方得以至少提交六个月向另一方外交部 

送交通知书声明正式废止本协定。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裁军谈判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 

议程项目5下的特设委员会职杈范围 

(1992年2月13日第612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0段的规定行使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在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 

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下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继续研究并通过实质性和一般性审议 

査明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协议、现有的提案和未来 

的倡议以及自1985年特设委员会设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并在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会 

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XX XX XX XX XX 

CD/ms 

14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GE. 92-«)30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A126 
17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代表团团长1992年2月7日 

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关于完全禁止化学和 

生物武器的联合声明《门多萨协定》案文 

谨此转交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外交部长1991年9月5曰在阿根廷门多萨签署、玻 

利维亚共和国、巴拉圭共和国及乌拉圭共和E亦已加入的、称为《门多萨协定》的 

关于完全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联合声明案文。 

国代表团和有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代表团在内的所有代表团，不胜感激, 

阿根廷共和囯裁军问题特别代表团 

大 使 

罗伯托 ‧加西亚‧莫里坦(签名〉 

巴西常驻代表 

大 使 

塞尔索‧L'N.阿莫林（签名〉 

智利常驻代表 

大 使 

埃内期托，蒂罗尼‧巴里奥斯(11) 

GE. 92-G03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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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全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联合声明 

门多萨协定 

智利共和国政府，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深信完全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将有助于加强所有各国的安全， 

决心巩固本地区作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区的地位，免遭这些大规模毀灭性武 

器的灾难， 

确认三国分别及时作出的关于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单方面声明， 

同意需要通过目前正在裁军会议谈判的一项多边公约防止此种武器的扩散，该 

公约将完全禁止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敦便所有生产或拥有此种武器的各国加入 

该公约， 

对1972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消毁此It武器 

的公约》締约国所决定的建立信任措施作出贡献，该公约第三次审查会议将于今年 

9月9至27曰在曰内瓦举行， 

谨此声明如下： 

1. 本国完全承诺不发展、不生产、不以任何方式获得、不储存或持有、不直 

接或间接转让和不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2. 在未来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生效之前，三国声明决心预先研究和共同分析 

所有各种必要的机制，以确保履行其承诺； 

3. 在上述公约生效之前，三国拟根据国际法在各自国家内就各种被定义为化 

学战剂前体的物质建立适当的检查机制， ' 

4. 三国决心密切合作，以便利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的磋商，并作为 

创始締约国同时签属该公约， 

5. 三国有杈为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为其人民的福利利用各种和平的化学和生 

物方面的应用； 

6. 三国确信，该公约的执行将在締约国中造成一种相互信任的环境，并有可 

能大大加强在化学物质及有关设备和技术的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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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国有意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愿 

意考虑加强其核査机制的各种方法； 

8. 三国希望本地区其他各国加入本协定。 

1991年9月5日签署于门多萨（阿根廷）。 

智利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代表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 ^ 26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中 国 

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愔况 

第2页第二节第2段未尾： 

"苯氨乙酮"一词该为"苯氮乙酮"。 

XX XX XX XX XX 

GE. 92-6045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HINESE 

Qrisiaali CHINESE 

中 国 

• 龋 縐 ^ 巾 隱 辦 ^ 翱 一 錢 

公正和彻底地解决外国遗留的化学武器问题是化武公约谈判面临的刻不容缓的 

任务之一。根据一些代表团的要求和建议,中国代表团受杈提供这一材料,以利增进 

了解,推动裁谈会及其化武特委会的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曾深受外国使用化学武器之軎,时至今日仍然由于 

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而蒙受巨大损失和威胁。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至今不断发现外国遗留的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对中国 

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由于有关国家一直没有提供关于 

它遗留化武的情况,人们在发现这些化学武器时无法事先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致使 

很多人遭到中毒伤魯。据初步统计,迄今仅遭受直接伤害者已达2000余人。此外,遗 

留化武对我国的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威胁也在增加。例如，在诃北省石家庄市藥械中 

学的校园内发现外国遗留的化学弹,使该校2000多名师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协,严重 

影响了该校的正常教学。又如,吉林省敦化地区发现的化学武器,处于哈尔巴岭水库 

上游,数量庞大,年代久远,大部分严重锈蚀,一旦大量泄漏，必将对当地人民生命财 

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堪设想的危害和后果。 

这些情况，已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 

一、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剂的数量 

1. 化学弹的数量 

(1) 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毀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 

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2) 迄今为止,已由中方销毁或暂作初步处理的化学弹约30余万发。 

2. 化学毒剂的数量 

GE. 92-6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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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迄今为止，已经发现、尚未彻底销毁处理的毒剂近1004；。 

(2)迄今为止，已由中方销毀的毒剂20余《fe。 

二、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药和毒剂的品种 

1. 化学弹的品种 

(1) 150mm化学炮弹: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胂化学炮 

弹。 

(2) lOSnm化学炮弹: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胂化学炮 

弹。 

(3) 90mm化学迫击炮弹：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迫击炮弹和二苯氰 

胂化学迫击炮弹。 

(4) 75inm化学炮弹:光气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胂化学炮弹。 

(5) 还有航空化学炸弹、Slmrn化学迫击炮弹以及其它口径的化学弹药和毒 

烟罐、简等。 

2. 化学毒剂品种 

主要有：芥子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剂、二苯氰胂、复氰酸、光气、苯氰 

乙酮等。 

三、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剂的分布情况 

1. 中国方面已销毀或暂作初步处理的地区 

(1) 黑龙江省富锦县:化学弹10余万发(150、 105、 75、 90mm化学弹〉。 

(2) 黑龙江省尚志市:化学弹20余万发(150、 105、 75、 90mm化学弹），毒剂 

1100余千克。 

(3)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芥路毒剂4桶（约400余千克〉。一九八二年用化学 

法销毀(地下尚有埋藏,有待继续挖掘)。 

(4) 黑龙江省阿械市,化学弹300余发,毒剂10余《fe。 

(5) 吉林省长春市，辽宁省沈阳市、风械县等地：多种毒剂10.8«fe,̶九七 

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销毁处理。 

(6) 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安徵省蛘埠市：化学炮弹1万 

余发(150、 105、 75醒化学炮弹〉，一九八八年完成销毁处理。 

2. 有关情况比较清楚,但尚未作销毀处理的地区 

(1) 黑龙江省孙吴县:150、 105mm化学炮弹513发，毒烟简4箱,毒剂2桶。 

(2) 黑龙江省巴彦县:化学炮弹100余发。 

(3) 吉林省梅诃口渭津:芥路毒剂74«fe(用石灰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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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林省吉林市郊:75mm化学炮弹40余发。 

(5) 河北省菓域市:75n]m光气炮弹50发。 

(6) 浙江省杭州巿：75mm化学炮弹33发（品种待査）。地下尚有埋藏，有待 

继续挖掘。 

(7) 江苏省南京市:芥子气4桶(原有6桶，因有两桶开始泄漏，于一九九〇 

年用化学法销毁〉。 

(8)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苏子气3桶。 

3. 确切数量待进一步核实的埋弹地区 

(1) 吉林省敦化地区 

据敦化地区历史资料和参加埋弹、运弹人员介绍，该地区约有180 

余万发。主要品种有75、 105、 ISOmrn化学炮弹和90mm化学迫击炮弹， 

还有少量航弹和其它化学弹。 

(2) 吉林省梅河口地区 

在火车站铁路底下埋有外国遗留'的化学弹药，主要有75、 105、 

ISOmm化学炮弹。 

4. 经初步调査可能埋弹的地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域地区、齐齐哈尔地区，吉林省珲春地区、长春 

地区、敦化地区的秋梨沟、马鹿沟等。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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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附表3/ "其他有关"设施的试验性视察 

l i 

自I960年代末期开始大家已公认，民用化学工业的某些部分必须按照化学武器 

公约（化武公约〉的规定予以监测，以便建立对化学工业不参与秘密生产化学武器的 

必要信任。特别是，核査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一直是受到特别 

注意的问题。 

现有滚动案文(CD/1116)附录一中载有关于对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化学品 

(趄过某一规定闳值）的化学工业这些部分进行现场视察的规定。拟订有关监测生 

产、加工或消耗附表3化学品的设施的条款一直在讨论中，并且是B工作小tffel991 

年进行的大部分工作的重心。 

在民用化学工业范围内，有许多设施并没有参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1、 2或 

3的任何化学品，因此没有根据化武公约的现有规定作出宣布，但它们至少能够生 

产某些上述化学品。在1991年，进行了拟订有关例行现场视察这些"具有化武能 

力"或"其他有关"设施的条款的工作，其结果载于现有滚动案文附录二。最近提 

出的两份工作文件：一份是瑞典提出(CD/1053)、另一份是8个国家(埃及、埃塞俄 

比亚、印度尼西亚、伊朗、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南斯拉夫〉提出（CD/ 

348),也建议了对附表3和"其他有关"设施进行临时现场视察的可能形式。 

作为澳大利亚化学武器区域倡议的一部分，于1991年8月26曰至30日在澳大利 

亚国防科学和技术组织材料研究实验室举办了一次政府专家讲习班。该讲习班的一 

GE. 92-6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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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活动是对一个附表3或"其他有关"化学品设施进行试验性视察。視察的一个目的 

是让讲习班参加者了解将按照未来的化武公约进行的对附表3和"其他有关"设施的 

例行定性视察的可能形式。 

试验性视察是澳大利亚进行的。来自文莱、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印度尼 

西亚、基里巴斯、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新 

加坡、所罗门群J&、泰国、瓦努阿图和越南的参加者观察了视察进行情况。 

本工作文件的其余部分描述了这次视察情况。 

视察目标 

核査制度要包括这些设施的基本目标应是： 

a. 咀止化学工业秘密生产可能被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附表化学品；和 

b. 向各締约国保证其他締约国并没有将其化学工业用在违反化武公约的 

用途上。 

我们认为，对附表3或其他有关设施来说，以厂区作为宣布和视察单元可以"最 

好地实现这些目标。为了使这一视察制度有效且合乎成本效率，对厂区的视察需要 

在合理的短时间内，最好是在一个工作天内进行，而且不需要事先签订"设施协 

定 "。 

有筌于此，试验性视察的进行是为了： 

.调査在没有事先商定"设施协定"的情况下视察一个化工厂区的可行性； 

.确定在被视察厂区观察到的活动是否符合公司在开始时向视察组介绍情 

况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 

.找寻可能暗示公司违反化武公约的不寻常特征；和 

.检麦是否存在任何未宣布的附表化学品 

-如果存在，检查该化学品的存在是否低于汇报阈值，因此是合法活动。 

视察的进行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情况 

视察一到达现场，公司管理主任即向他们介绍了公司的简史和其现有活动的概 

况。 

然后生产经理利用一张厂区平面图就厂区所用的原料、最后产品和制造工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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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说明。他告诉视察组说，公司每年消耗的三乙醇胺超过30«fe。三乙醇胺目前 

在CD/1116号文件中列在附表3的一个脚注里。视三乙醇胺最后被放在哪里而定，这 

一设施在未来的化武公约下可能是附表3设施或是"其他有关"设施。 

概括地说，视察组得知： 

.厂区面积约为2公顷； 

.厂区雇用的工作人员约为120人, 

.设施即进行配制也进行化学反应(酸-碱)； 

.在进行视察的时候有3.2«fe的三乙薛胺在厂区。 

生产经理在回答视察组组长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厂区没有亚琉酰氯。 

视察计划的拟订 

利用厂区平面图和公司人员在介绍情况时提供的资料，视察组(组长和化学工 

程师)在同公司的技术经理和生产经理协商下拟订了枧察计划。 

.计划的拟订费时15-20分钟。 

大家同意视察将集中于治疗剂厂、主要生产区、"原氯化厂"和集中的发物流 

出厂。公司同意让公司工作人员从质量控制取样点或其他商定的取样点为视察组 

提取样品，但视察组所用的分析方法应只是为了表明是否存在附表化学品，并且不 

提供任何与化武公约无关的化学品的资料。公司还同意视察组可以使用手提式离子 

淌度谱蒸气检测器(化学物剂监测器)来检验是否存在某些附表1化学品的蒸气。 

大家还同意视察计划应该灵活，允许视察组走过厂区的其他部分，不过视察组 

将只收集否定证据，而且其侵扰性将不超过为査明公司不从事违反化武公约的活动 

所需的程度。 

也向视察组介绍了厂区实行的安全规则。 

视察的详细情况 

1.治疗剂厂 

视察组从接待区走到治疗剂厂并观察了这个厂内的作业。 

使用化学物剂监测器检验了这个厂排出的空气。 

要求从这个厂的原料储存区随机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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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所观察到的治疗剂厂是一个在正压力下作业的现代化生产区一视察组的 

化学工程师说这个厂能够随时转变成负压力作业。化学物剂监测器没有反应，样品 

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任何附表化学品。 

2. 主要生产区 

视察组走过"主要生产区"观察了这个区内的作业，要求从数个不锈铜反应容 

器中的一个随机取样，并要求从一个产品储存槽中随机取样。 

结果-观察到的情况是主要生产区没有人工通风或负压通风。工人带了防护帽 

和防腐蚀手套，但没有防毒面具或其他防护衣的迹象。 

3. 干燥粉末区 

视察组走过并观察了"干燥粉末区"正在进行的作业。 

结果-视察组在这个区没有观察到它认为与视察目标有关的情况，因此没有要 

求提取任何样品供作分析。 

4. 原氮化厂 

视察组视察了"原氯化厂"，观察了这个厂正在进行的作业，用化学物剂监测 

器作了检査，并从这个厂提取了擦拭样品。 

结果-这个厂在视察的时侯是闭置的。化学物剂监测器没有反应，也没迹象显 

示任何与有毒化学品有关的活动。擦拭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任何附表化学 

5.废物流出厂 

视察组视察了废物流出厂，用化学物剂监测器对液面上空间作了检査，用秦纳 

克斯管提取液面上气体样品，并提取了废水样品。 

结果-化学物剂监測器没有反应。浪面上气体样品和废水样品的分析结果显示 

样品中不存在任何附表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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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K 

视察组走过最后产品库房、露天原料储存区、和开放的桶储存区。用化学物剂 

监测器对数个储存桶作了检査(化学物剂监测器入口放在距离关闭的桶盖约20毫米 

处）。 

结果-最后产品库房是自然通风。在最后产品库房的一个I*车司机并没有穿防 

护衣。 

在原料储存区观察到的贴有三乙醇胺标签的储存桶数目符合公司提供的资 

料，即在视察时厂区有3.2>«ife的这一化学品。 

在储存区没有看到亚硫酰氯储存桶。在开放的桶储存区中一个桶的关闭的装填 

t附近化学物剂监测器起了反应。因此要求取样，随后的分析表明样品中不含任何 

附表化学品(见附件1)。视察组的结论是化学物剂监测器记录了一个"假信号"。 

7. 实验室 

视察铒走过并观察了质量控制实验室的特征和作业，并且走过研究和发展实验 

室所在大楼的走廊。视察组在门口看了一下研究和发展实验室，但没有进去。 

结果-视察组的结论是没有迹象显示实验室的结构是用于处理有毒化学品，它 

们也没有可以暗示公司违反化武公约的特征。 

8.医务间 

视察组组长看了医务间。 

结果-所看到的医务间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和一个小医药拒。没有 

与治疗化学战剂中毒有关的医药或疗法，也没有供氡器。 

结论 

视察组得到的结论是，只要视察组中有一个受过适当训练、有经验的化学工程 

师和化学家，是有可能在合理的短时间内(15"20分钟)拟订适当的视察一个化学厂 

区的计划。 

根据这一视察计划进行视察之后，视察组得出的结论是，视察中看到的一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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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符合宣布的三乙醇胺消耗量，也符合公司工作人员在初始情况介绍中提供的资 

料。枧察组相信公司没有从事违反化武公约的活动。 

实际的视察费时约1.5小时，样品分析费时约2.5小时。 

在视察结束时，被视察厂区的生产经理对枧察的进行作了有利的评论，他指出 

生产并没有因视察而受到损失，公司也对视察组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机密资料和数据 

感到满意。 

讲习班参加者关心地注意到枧察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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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化学分析 

如仪器配置问题技术小组在最近一份报告(a)/CW/WP.306〉中讨论过的，预计在 

根据化武公约进行的这一类视察中，样品准备和样品分析通常将在现场利用视察组 

带到视察现场的设备进行。 

材料研究实验室购买了一个小型气相色谱-质谱仪系统，这一系统将装在一辆 

车上，以便对视察样品进行现场分析。由于气相色谱-质谱仪尚未装在车上，样品 

是从被视察设施带到材料研究实验室作分析的。 

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分析样品是按照CD/CW/WP.353号文件所描述的方法进行 

的，即气相色谱-质谱法是作为快速筛析方法用以表明是否存在附表化学品，并且不 

提供与化武公约无关的化学品的资料。 

在作分析之前，用1.0亳升的高效液体色谱级二氯甲统从每一液体样品抽取1.0 

亳升的等份试样。将这一抽取物通过一小柱的无小硫酸钠予以干燥，然后用1.0微 

升的这一溶液的不断开注射液来作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分析时用了一根25米长内 

尺寸0.33亳米的BP5毛细柱，温度控制在5(rC至25(rC/分。泰纳克斯空气样品是在 

类似气相色谱分析的条件下用热解吸-气相色谱-质谱法进行分析的。 

对应于每个气相色谱峰的质谱都同库存的各种附表化学品的质谱作比较，以便 

利用CD/CW/WP.353号文件所述的方法确定是否存在附表化学品。没有在视察期间取 

得的样品中检测到未宣布的附表化学品。 

如果这是一次一般的试验性视察，将不会进行进一步的样品分析。不过，作为 

讲习班课程的一部分，为了说明其他有关技术而进行了额外的实验室样品分析。用 

红外光谱分析和核磁共振谱法进行的样p3分析也是为了检查是否存在附表化学品。 

讲习班参加者注意到这一额外的分析通常是不进行的，除非是气相色谱-质谱法的 

分析结果含糊不明确。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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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秘书处：化学工业调査 

I t 

在1989年9月堪培拉政府与工业界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宣布外交和贸易部正在着手组建一个国家秘书处，作为以后成立化学武器公约国家 

主管当局的核心。部长表示，这个秘书处将与适当的联邦和州政府部门协商，负责审 

查与澳大利亚化学工业活动有关的现行法律和规章，设法采用未来化学武器公约6^ 

要求并使之与现行规章体制相适应。 

秘书处的第一项任务是制订战略，为澳大利亚本国执行化学武器公约作好准 

备。战嗜包括一项方案，先进行征求意见和研究，由此拟出一套执行措沲，由澳大利 

亚政府在适当时侯审议。一份题为"为澳大利亚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做好准备的战 

略"的文件已于1991年2月提交裁军谈判会议(CD/1055〉。 

从该文件可以看出，任何政府如要使本国能在化学武器生效时真诚予以执行，必 

须提前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 

上述战文件着重指出的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之下的重要要求之一是，收集关于 

生产、使用和交易的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化学品的数据。澳大利亚的国家秘书处 

在考虑执行办法时面临的问题是不了解澳大利有关化学品的生产水平或用t。这 

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极为重要，不仅关系到确定国家主管当局的规 

模和结构,而且关系到需在全国作出的执行努力。 

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溴大利亚也对化学品定有大量规章。在规章之下确实 

存在各种有关化工生产的数据库,但愤况表明这些数据库本身不能满足化学武器公 

约的所有要求。由于数据库结构不同，在以适合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格式汇集这一资 

GE. 92-6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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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方面也遇到了困难。此外，签于这些数据库分别由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掌握,可能还 

需要解决数据库査找权问题。因此,澳大利亚国家秘书处得出结论:有必要进行一次 

专门按化学武器公约要求安排的化学品调查。 

2. 调査的设计 

调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按国家秘书处提出的数据设计，该统计局是澳大利亚负 

责进行本国人口和住房普、査及许多工业调査的政府机构。 

此次调査的关键目标是收集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国际组织将要求澳大利亚提供 

的关于化学品产量、加工量和消耗量的资料。调査的另一个设计目标是收集关于澳 

大利亚出口管制之下的化学武器前体化学品的类似资料。 

调查设计的第一步是分析要涵盖哪些组织。对可能使用附表化学品的和平用途 

所作分析表明，除化工生产厂商和工业化学品用户以外,还需包括联邦和州政府两级 

的政府机构和实验室、大学以及医院。 

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

•这是一次通信调查 

‧ 自愿参加 

•针对公司而不是个别工厂。 

有意识地未在调查对象中包括专事化学品分销或贸易的公司。原因是考虑到有 

可能造成贸易商和用户之间一定程度的重复计算，而且毕竟还有其他数据一或许更 

为可靠,这就是有可能得到政府提供的进口和出口数据。 

由于这是一次通信调查，因此需有一份最斩的通信录。编订这一通信录所依据 

的是化学工业名址录,并用企业电话薄作为补充。对于医院和第三级机构,则利用了 

政府关于这些,且织的名址录。对于州和地区政府组织，则请州政府和地区政府提名 

编入通信录。同样,对于联邦政府级的有关机构,则请联邦各部提名。 

通过这项工作收列了约2000个公司和组织，其中包括化工生产厂商、工业化学 

品用户、政府机构和实验室、医院和大学；调查问题表最终寄送给这些公司和组 

织。 

3. 编拟调査问题表 

为了向公司和组织了解化学品产量，需有一份内容适中的化学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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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将涵盖的化学品列在三个附表内。在这些附表中，有些化学品是 

单列的，有些则按"族类"列出，我们此间的谈判采取族类分列办法是为了涵盖一切 

有关化学品。然而，由于有些族类可包含许多种化学品，因而无法具体要求编一份完 

整的化学品清单，把澳大利亚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的立法将要涵盖的化学p3全部收列 

在内。 

此次调査利用了澳大利亚化学物质清册(AICS)来区分澳大利亚生产或进口的、 

不同族类中的各种化学品。清册是在国家职业保健和安全立法之下编制的，据以区 

分已有化学品和新的化学品，以便评估新出现的化学品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此次 

调査利用这一清册是作为一种替代办法，这样就不需要编拟一份收列数千种大多与 

澳大利亚无关的化学品的清单。 

本文件附有一份调査问题表复制件。请注意，凡是与化学品族类有关的问题，表 

中先列出一个族类中的各种化学品，然后再列出关于同一族类中其他成员的问题。 

为进一步帮助填报，问题表中有一页提供了关于这些族类的化学资料。 

除附表化学品以外，调查还涉及另外一些可用于生产附表化学品的化学品,(C节 

第18至40项）。这些化学品均在澳大利亚出口管制之下。 

问题表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编制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材料研究实验室、化工 

业组织和一些化工公司的技术协助。 

4.调查的进行 

调査于1991年12月进行。向调查对象寄送了问题表,第一页是国家秘书处的一 

份请调査对象给予合作的信件,列出了查询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提供了一个印 

有复信地址和邮资已付印戳的信封。对于未在指定时间寄回问题表的调査对象均发 

函提醒。对提醒再不作复者则在经过适当间隔后会接到提醒电话。 

寄发之前在化工联合会的两种业务通信中作调査前宣传。在开始寄送问题表之 

前,提前两周由澳大利亚化学联合会负责人按通信录上的所有地址发出请求合作的 

函件。 

数据输入和分析工作将在收到最后一份回复后尽快开始。待这项工作完成后； 

澳大利亚将能较好地确定执行要求，包括与国家主管当局有关的资源问题。此项工 

作还将提供宝贵经验，以此帮助研订澳大利亚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立法之下将要实行. 

的义务数据报告制度。 

澳大利亚在取得调查结果后将把这种结果编入一份工作报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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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一初步通报,特别是其中叙述的调查方法及所附的问题表能有助于其他 

国家为准备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开展类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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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Survey of Chemical Industry 
N o v e m b e r 1991 

Confidentiality 

Your completed form remains confidential to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ue Date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and return it to the address below by 
3 December 1991 

Help Available 

Chemicals marked with a * have a brief technical note on page 26. 

If you have any other problems in completing this form or if you 
require additional copies, please contact Henry Fox on (06) 261 
2431 or Sherree Minehan on (06) 261 2338. 

Instructions 

Please answer all questions carefully, even if you have not handled 
or produced any of the chemicals listed. 

We are interested in your entire Australian operations, so please 
compile your information accordingly. 

Careful estimates should be provided only when actual figures 
cannot be obtained. 

This survey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1990 calendar year. 

Return Address 

The Executive Officer 
Chemical Industry Survey - CBS 
D-3-N/DND 
Depan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anberra A.C.T. 2600 



A. Were tlic ehcinicaLs described l，t'lo、̀  produced. 

synthcM/cd, consumed or handled durin«* I WO 

in ANY amount: 

l，，t iiuic • wifitntt ti a m i I 、/1", ft d 

-"，"""'"、ftnH c\Md n,,/','"/ ( "',1«t 

1 j 0-iM)prop\¦ mcthytphosphonotliuiniUtc 

N.， 0 ^ 

Yes ^ 2 

b 0-piiucolyl incthylpho\phonolluonda(c 

tSttman CAS Nmnher 9 6 - ^ - 0 1 ' 

No • 1 
Yc^ Da 

c Other 0-AIkyl (SCto mdudtns cxxiaaii\/) 

alkyl (Me Et n-Pr or i-Pr)-

phosphonofluoridates * ， 

No . 口1 
Yes 《Spcaf、 nameisi hehm) • 2 

2 a. 0-cihyl N,N-dimethylpho5phoramidocyanidate 

" ( T a b u n CAS Number TJ-H 1 ^ ) 1 

No • 1 
Yes 口2 

b Other 0-Alkyl fSC/o, cyxloaik\!) 

NaN-diaIkyl (Me. £,• n-Pr or t-Pr) 
phosphoramidocyanidates " 

No … … • 1 
Yes (Speafv namcis) M o w ) • 口 2 

3 a. 0-cihyI S*2-<ltisopropylamtnoethyl methyl 

phosphonothiolate 

iXK CAS Number 50782'69'9P 

• No • 1 
Y« 0 2 

b. Other O-AIkyl (H or i C i o , uicittdm^ cyctoaitH) 

S-2-diaikyl m e . E i . n - F r o r t ^ P r h 

aminoethyl alkyl 《Me* fir, tt^Pr, or t - P n 

phosphonothiolates拳 
aiui comspondtng a U y i m d and protonmtd s a l u l 

No ' • ， 

Yes (Specify n a m t M b d o w i 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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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Mcihv IpluiNphon> iiiitluundc 

tPF (. ,\S AWw r 。70.W. <»' 
No • > 
YcN Da 

b Other Alkyl iMe Et n - P r o n - P n 

pliosphunyldiriuoridc& " 

No . . • 1 
Yes (Sprtif\ nameisi helm> I . 口2 

5 X 0-e(h)'t 0-2-KitKopropyiainnioeth> I 
(neibylphosphonite 
<QL CAS Numhrr 5 7 H 5 6 - n - S C 

No Dl 

Yes 

b. Other O-AIky! ( H o r S C i o inchidm^ c y c l o a l M 

0-2-dialkyl ( M e . E l . n . P r o r i . F r h 

aminoethyl alkyl (Me. Ei n-Pr or i-Pr) 
phosphonites *. 

and corresponding alkvlaied and protonated salts'* 

No Dl 

Yes (Specify iwmeW M m 、-. 口2 

6 a. 0-isopropyI methylphosphonochlondate 

( C U o r o Sann CAS Number 1445-76-7P 

No • 1 
Ye$ Qz 

b. O înacoly! methylphosphonochondate 

( C U o r o Soman. CAS Number 704Q.S7.5P. 

No . Dl 

Yes 02 

t Other O-AIkyl fSC/o. induiSng cvdoalJnl) 

alkyl (Me. Et. n-fr or h P r h 

phosphonochloridates " 

No 口1 
化(Specify n a m e M M o w l 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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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704Q.S7.5P


A. Were the chemicals dcM-'ribcd beluw produced, 

synllicsi/cd. coriMiincd or hjndlcd during 199(1 

in ANY amount: 

Im /"«/< - iiiWHiiU\ '"If"" ted ami «•»;»« Uul 
- u m i m n i s m m fsseJ ，̀"/1"1" 1 "'"{*""'" 

a)/U2! 
8 •> 2-chIorovinyldichloraarsinc Oi/Olfl 

i L m i i W I . CAS Number .W/.25-J)' 7 

Nil . 
Yet 

b bn (2-<.hlorovinyl) chloroatsine 

tLewiuie 2 . CAS Number 40JJ4^^`ip 

No 
Yes 

c tns (2-chIorovinyl) arsine 

(LewaiK 3 . CAS Number 4 0 J J 4 - 7 0 - I P 

N o . " . 
Yes 

9 a. bis (2<hIoroethyI) ethylamine 

( H N I . CAS Number 5 X - 0 7 - 8 f ! 

No 

Yes 

b. bis (2-chIoroethyI) methylamine 

( H m . C A S N u m b e r 3 l - 7 5 - 2 p 

No 

Yes 

c ois (2<hloroethyl} amine ` 

(HN3. CAS Number 5 5 5 - 7 7 - l p . 

No , 

Yes 

10 3-quinucKdinyl benzilaie 

(BZ, CAS Number a S I - 0 6 - 2 p . 

No 

Yes 

11 Saxitoxin 

(CAS Number JS3V-89-8P 

I 
No 

Yes 

12 Rido 

No 

Y « 

L3 3J-DimethyIbutan-2-ol 

I f w a a d y l d e o h t d . CAS N u m b e r 4 6 4 ^ . j n 

J. bis (2-<.hlurucihyl) \ulphiUc 

(MiiMurJ via CXSNumher W^rfJ-.'j' 

No 
Yes 

b. 1^ bi、 (2-chloro«thylthio)-c(hane 

(Sc甲mnutmj CAS Number JS6J-J6-H)'' 

No 
Yes 

c bis (2-chloroethylthioethyl) ether 

(O-niustard CAS Number 639IS-S9-SP 

No . . . . 
Yes 

d. bis (2-chIoroahylthio) methane 

(CASNiimh<r63869-l3-6l'> 

No 
Yes 

e IJ-bis (2-chlorocthylthio)-n-propane 

(CAS Number 6390S-10-2}'> 

No . 

Yes 

f. 1.4-bis (2-chloroethylthio)-n-buume 

( C \ 5 Number not availablcf! 

No , 

Yes 
g. 2-chIoroe(hylchIoromethylsulphide 

(CASNiaitb<r2625'76-5p. 

No 

Y« 

h. U-bis (2<chloroethylthio)-ii-pentane 

(CAS Number n a a v m l t t M e f l 

No , 

Ye$ , 

L bis-(2-chIoroethylthioinethyI) ether 

(CAS Number not a v m l a U e P 

No ,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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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ere the chcmicab described l)du、、 produced, 

synthesized^ consumed or handled during 1990 

in amounts "hich total at least 10 kilograms: 

liH tmU "，，，"，"，，、 tntfuti ted and cytnrted 

- p i iH c^xed "'"/"",/ (on\ m t o t t 

1 u N N-<iimc(hy( pho\phonitni<lic dichlondc 

(CAS NwifiHT 677-43-0)> 

No Dl 

Yc 0 2 

b Other N. N-Dialkyl (Me. £>• n-Fr or ,-/»r, 

alWyl (Me Bt n-Pr ori^rK 

phosphorainidic dihalides， 

No . . .Dl 

Yes iSparifi nametsi M < m ) • 2 

2 a. Diethyl-N N-dimethylphosphoramidiaie 

(CAS Number 24Q4-03'7p 

NO 
Y « 日2 

b Oiher Dialky! (Mt. Ei. n ^ r . or t - M 
N. N-dialkyl We>£/. n-Pr.ort-Pr) 
phosphoramidates''-

NO Dl 

Yes (Spteifi named) below) • 2 

3 Arsenic mchlonde 

(CAS Number " 8 4 . 3 " >7 

No . . . • 1 

Yes 口2 

4 l̂ -Diphenyl-2-hydroxyacetic acid 

(CAS Number 76-93-7J? 

• 
NO 口1 
Y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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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inuclidin-3-ol 

(CASNumher /A/9..W.7,' 
No 
Yes 

6 BIS (2-hydfoxycthyl) sulphide (ihiodiglyco!) 

( C A S N u m h e r l l l - I . U V * 

No . 

Yes 

7 a. N. N-dieihyUimmoethyl-2-chlonde. hydrochlonde 

(CASNiunberS69-24-9P 

No 
Yes 

b Chlorocholine chlonde 

(CAS Numbtr 999^1.5)1 

No 

Yes 

c. N, N-diisopropyl-2-aininoethyl chloride 

(CAS Number 96-70-7fi 

No • • 

Yes 

d. N, N-diisoprepyI-2-anunoeihyI dilonde hydnxMonde 

(CAS Number 4 2 6 1 - S S - i n 

No 

YM 

e. Other N,N-Dialkyl (Me.Et.n-Frori.Pri 

aminoeUiyI-2*chlorides 
a n d c o r r a p a i u B n g a l t f t a e d and p r o i o n a t d salts"! 

No 

Yes ( S p e c ^ aameft)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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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ci c I lie chemicals dcscribcil below produced, 

s>iitlicsi/o(L consumed or handled during 1990 

in amounts uhich tiital a( least 10 kilo«;raiiis: 

8 a 2 Diint.iln laintmKtlutu)¦ 

N" D 1 

b. -̂DiethylaminoeilMiio¦ 

No . • 1 

Yes 口2 

c 2-Di-isopropylaininoethanol 

{CASNmther96-SO-0)i 

No D t 
Y« D a 

d. Choline 

(CAS Number 62-49-7]'> 

No • 1 

Y« 0 2 

e Chotme carbonate 

( C ^ Number 7S-73-9P 

No • 1 

Y« 0 2 

f. Chohne chlonde 

ICAS Numhrr 67^!t-tyi 

No . • 1 

Yes 0 2 

g. Oioline hydroxide 

l C A 5 N w n h e r l 2 3 - 4 l - t f i 

No • 1 

Y « 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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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 Gtoliite nwihy¦ Nulpluic 

i f t、 Numlvr n < l ^ I ^ C - l t ， 

No 
Yes 

I Cholme liihydrngcn kitraic 

(CASNuniHr77-`>l-Hp 

No 
Yes . 

j. Tncholme citrate 

(CAS Numher S^A-oS-t)' 

No " . 

Ye« 

k Chohne biiannue 

(CAS Number S7-67-2f! 

No • • M . 

Yes 

I Other N,N-DialkyI(Me.Et.n-Pr ort-Prl 

aminoethane-2-ols 

and cerrespottdtng alt\ tared and prottmated salts'! 

NO ` * 
Yes (Specify aamHil belowi 

9 a. N -̂diisopropyl-2-ammoethane thiol 

(CAS Number 5S42-07-9f> 

No 

Ye* 

b Diinethyiaminoethane-2-tiuol hydrochlonde 

(CAS Number I3242-44.9P 

No 

Y « 

c Other N. N-Dialkyl (Me, Et. it-Pr. or i ^ r ) 

aininoethane-2-thiols 

cm/ eemspantSttg alkvlared and proitmauJ talu'' 

No 

Yes (Speafy namtd) M o w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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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ere the chemicals de、tnl)ed below produced, 

6yn(hc6i/cd, consumed or Itundlcd during 1990 

in ammiiUN v\hicU total at least 10 kihi^^rains: 

/"< fltth twunttit\ mtftitrtt (/ and«' \pitrnul 

/1/ </ " tllumt < on\ t rxtiw 

10 J 0-cthvl b-phcnvl eihylplu)%phonoihioU)ihu)iuac 

No • 1 
Y« 口2 

b Dicih>¦ ethyl phosphonate 

No D l 

Yes . 0 2 

c. Meth> 1 phosphonic acid 

(CAS Number 9 9 S ' I 5 ' S P 

No 口1 
Yes 0 2 

d Dimethyl tnethylphosphonate 

(CAS Number 7S6-79-6I1 

No . . • 1 

e Dipheny¦ methyiphosphonate 

(CAS Number 7S26-26-3fl 

No 1 

' 。 • • . 
f. Phosphonic acid, methyl- methyl 

3 t̂nmethoxystlyl)-propyi ester 

(CAS Number 67812-/7-3/！ 

No . • 1 
Yes Ck 

g Phosphonic acid, methyl-, monoammonium salt 

(CAS Number 342SS-87.3n 

No • 1 
Yes 0 2 

h. Phosphonic acuL methyl-, monoethyl ester 

(CASNumher7375(M'3f! 

No • 1 
Yes 0 2 

L Methyl phosphony! dichlondc 

(CASNumher676'97'il^ 

No D l 

Yes QZ 

CD/U29 

sage 10 

J l'hospluMu«liu»it diLhliinilc cihyi-

Yes 

k Methyl phosptunyl UtchlonUc 

(CAS Number 676，Vi.."? 

No 
Yes • 

I. Phosphonic acid, methyl-, bis(3-(nnictho\ysilyl) 

propy¦ ester 

{CAS Number 

• 1 
• 2 

No 
Yes 

No 

Yes . 

o. Phosphonic acid, methyl-. bis[(5-«ihyl-2-methyl-

UJ-dioxaphosphonnan-S-yD methyl ester, 

P. P* dioude)] 

(AnnUaze 19. CAS Number42595-45-9P. 

No. 

Yes 

p. U-Oxaphospholan-SH>ne. 2-me(hyI% Z-oxide 

( T r t n n V I . CAS Number I S P I - i M f ! 

No. 

Yes 

q. Methyl plwsphinyi difluonde 

(CAS Number 753-59-3f! 

No 

Yes . . . 

• l 
• 2 

. . . D l 
. . 口 2 

m Phosphonic acid, methyl-, 

compounded with (anunoiminomeihyI) uica (1:1) 

(CAS Number 

No • • . D l 
Yes . 口2 

n. Riosphonic acid, meihyl-, (5-cihyI-2-incthyI-

I Ĵ -dioxaphosphorinan-5-y I) methyl methyl 

ester, P. oxide) 

(Amiblaze 19. CAS Number 41203-81-Of! 

• 1 
• 2 

• 1 
• 2 

• l 

• 2 

D l 

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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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Were llic dicmicjls dcMrribcU below produced, 

synthesi/cd, cnnMimcd or luindled durmg 1990 

in amiHints which total at least 10 kilo<>rams: 

//¦« huh* unumitis imported and cxftot uul 

10 r Ethyl pho%phinyl UichlonUc 

No 
Yes 

s Ethyl phô phony! dichlonde 

(CAS Number tOeA-SO-HP 

No 

t Diethy¦ methylphosphonite 

iCAS Numher I S T i S - f I-0)1 

No 
Yes 

• 2 

• 1 
• 2 

• 1 
• 2 

u D11111.1I1V I e l h y l p l u i N p l u t n i i i . 

1、 . V m ' i ' w ft//> <• ？，.')' 

N" 
Y o 

V Dicihy¦ mcthyiphosphoiKUc 

(CAS Numher 9»' 

No 

Yet 

w Ethyl pho\pliinyl difluonde 

(CAS Numhrr 4 J 0 . 7 X - I P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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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i 

• 2 

• 1 
• 2 

X Other chemicals conumtng a phosphorus atom co 

which IS bonded an alkyl (Me-, Et% n-Pr- or i-Pr-) 

group bui no other carbon atoms •? 

Exclude - chemtcais hsted in Q l Q2 or d M v e 

No 
Yes (Specify nameis) M a n > • • 2 

Addmonal chemical names from a b o v e . tfyou need more s p a c e pieasc use page JO, ICAS Numher J 



9 rncjhy¦ plHi>plnie 

t t A S N u m l > e r i : : - < 2 If' 

N o 

Yes 

lU Dinxnhy¦ pttosptute 

(C,\S Sumlter .SWWy.W, 

No 

Yes 

11 Dmhy¦ phosphHc 

(CASNumher7t2-04.9r> 

No . 

Yes 

12 Sulphur monochlonde 

(CAS Numbtr 10025-67-9)1 

No . 
Yes . 

13 Sulphur dichlondc 

(CASSumbtrlO»5-99-OP. 

No 

Yes 

14 Thionyl chlonde 

(CAS Numbtr 7 7 1 9 ^ - 7 f ! 

No 
Yes 

15 Tnethanotamine 

(CAS Number l 0 2 - 7 I ^ n 

No 

Ye$ 

16 Ethyldiethanolaffline 

(CAS Number 1 3 9 ^ - 7 ^ 

No 

Yo 

17 Methyidtethanolanune 

(CASNuiid)erlOS-S9'9f! 

No 

Yes 

>> crc tiic ihcmiLj¦`> dtscribcd below produced. 

！,ynlliesi/cd, consumed or handled during 1990 

in amounts which total ut least 100 kilograms: 

I'u h u h """""I" imported a n d <•、,'"' r( </ 

• ami mill\ prtn <>»«"</ u itliou! < " , " , " 〃 " ¦ 

iCtulnMH JH hliiruU CAS Number 7S-I4.5> 

N o 

YcN . . 

Cyunosicn chlonde 

fC/lS Numlwr 51)6-77-4)' 

No 

Yes -

Hydresen cyanide 

{H\dr(K\anic a a d CAS NiuiAtr 7 4 ' 9 0 S P 

No . • … 

Yes 

Tnchloronitromethane 

(Cliloropicrm. CAS Number 76-06-2)'' 

N o . 

Yes - . … 

Phosphorus oxychtonde 

(Phosphon! M o n d e . CAS Number 10025-87-SP 

N o . . . . 

Yes 

Phosphons mchlonde 

(CAS Number m 9 - 0 9 - 7 P 

No • 1 

Yes 

Ftnsphonispouxhlonde 

(CAS Number 10026-13-Sp 

No • 1 

Yes Ch 

nnieinyl pnospnnc 

( C A S N t t m h e r l 2 M S - 9 f ! 

No D l 

Yes 0 2 

• 1 

• 2 

• 1 

• 2' 

CD/U29 

aVCW/WP.386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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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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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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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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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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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CD/U29 

CS/W/MP 

N" 

、、、 

2 Chlor<K"<lui«>¦ 

No 

Y « 

3.3-Dim«h> l-2-butanonc 

iPuttualmie C " .\umher 7f-97-.`tP 

No - . - -
Yes 

Dimethylamine 

(CAS Numher 124-iO-S)'> 

No 
Yes . . . . . . 

Dimethyldmme hydrochlonde 

(CAS Number S06-S9.2n » 

No . . - . 
Yes 

Diisopropylamine 

(CAS Number lOS-l8-9f! 

No . . ― _ . . . . 

Ya 

3-Qumucndofie 

(CAS Number J 7 3 I . J 8 ' 2 ) ' ! 

No 

Y « 

Phosphorus sulfocfalonde 

(Thophospkoryt c M o n U . CAS N a m b e r j m - 9 1 - O r 

No 

Ya 

Tnethanoiamine hydrochlonde 

(CAS Number 637'39Jtn 

No 

Yes 

Oxalyi chlonde 

(CAS Nuifher 79-37^ f! 

21 Sodium fluonde 

(CAS Numher 76HI ̃t9-i)'> 

No . • 1 

Yes Ch 

22 Potassium fluonde 

(CAS Number 7789-23-3)'> 

No • 1 
Yes D a 

23 Potassium bifluonde 

(Pauasium h\drofen fluonde, CAS Numbtr 

No …. • 1 
Yes 0 2 

24 Sodium sulphide 

(CAS Number 13U-S2-2P 

No D 1 

Ye, D a 

25 Phosphonis peniasulphtde 

(CAS Number t 3 l 4 ^ 3 f ! 

No D l 

Yes 0 2 

• 2 

26 Sodium cyanide 

(CAS Number l43'SJ'9fl 

No 
Yes ― 

C. 

18 

19 

20 

\\ crc ihc chciiucaK "es" ihccl below piixliued. 

N\iithcst/ed. Lonsuincd or ihiiullcd during 1090 

in aiitounts \\IHCII l"t.ii al IvAsi 100 kilo«>rjnis: 

htt h u h t w u m i i t \ tinfhit u ti ，"'</ < 、,'"' ' r " 

-t"""""t、 /,",' (•̀、<•'/», " h " , " i o m < t 、〃", 
Hyiln>i:cn Huonilc 

f〃、,/r"/,w,"，, "，uJ CW Stun/hi ：fit" W No 
• 2 

Ammonium bitluondc 
tAinntomunt /,"/"'，J7iw$ulf CAS NUMIH r / U1-49-7)， 

No O 1 

YcK 口2 

Sodium bitluonde 

(Sttdutm iwdro'icnfluonde CAS Ntimtwr IJJJ-SJ-fP 

1

 
2
 

•
 
•
 

•
 
•
 

•
 
•
 

•
 
•
 

•
 
•
 

•
 
•
 

•
 
•
 

•
 
•
 

•
 
•
 

•
 

I
 

•
 
•
 

file:///umher


C. U crc the L h e m i c i i i s t l c M T i l u r d helm` priuluccd, 

\ \ i U h c M / c d , consumed or luuuilcd <tui tiiu I'"川 

in •"""(!1"、 UUKII tulat at lc;isK 100 k i l i i u r a i u s : 

"¦"，•*¦《 '"八〃"/>1","/""¦/, t/N (f u »i 

"•",•"，"、 /turn t \ u i i II ithtnit t I ' m 11 \ u i n 

37 1ii-ii-1nit\i.mitiic 

\o 

U、 

3<{ S«Hltuin iiHlutc 

\« 

Yes 

39 Morpholiitc 

，CAS'、'""，hcr，ff)-9f,V, 

No 
Yes 

40 Decaim 

No 

• 2 

• 2 

• 1 
• 2 

• l 
• 2 

D. Were the chemicals described below produced, 
synthesized, consumed or handled during 1990 
in amounts which total at least 1 kilogram: 

I n c h i d f - a m o u n t s i m p o r t e d a n d e x p o r t e d 

- a m o u n t s processed without con\enion 

1 X O. O-Dieth}-¦ S- (2- (dkthylainino) «hyl) phosphorothiolste 

{Annum CAS Numhtr 7lS.3J.Sfi 

No. 

Yes . . 0 2 

b. Alkylated and/or protonated salKs of 

0.0*Diethyl S- (2- (dieihyfamino) ethyl) phosphotDthiotaiê  

No Dl 

Y d iPt€ausp<c^Mowl Qz 

Chtfncoi name 

ICASNymherl 

l.lJJJ.-pemafluore-2-{trinuon»nethyl)-I-propene 

(ma, CASNumherSeZ-V-ap. 

No. 

Yes • 2 

CD/U29 
CD/CW/WP.3a6 

14 

r:- Did \ ott .insw cr " 、 cs" t o c h e m i c a l in 

' 〕 : 

Mow iiuiii\ (lilTcren! chcmiculs from 
•Section \ ucrc handled? 

\uinlxT 

C tm,，", ft 、• I thnt I J,tr vtH A h I «m •¦/ 

F. Did \ou answer "Yo" to an\ chemical in 
Section B? * 

N" tC*n*»Si.iiit»nCi . . 

How many different chemicals from 
Section Bwere handled? 

Number . . . 
C t m t p l a c Secntm J f a r each s t i d t t Iwmwat 

G. Did you answer "Yes" to any chemical in 
Section C? ' 

No (Co to sccrmn H) • • • 

Y " 

How many difTerent chemicals from 
Section C were handled? 

-口， 
• 2 

Number 
Catnplete Sccttiut K far each such c henucat 

H. Did you answer "Yes" to any chemical in 
Section D? 

No (See nate at batrom p a ^ ) • 1 

Yes 0 2 

How many difTerent chemicals from 
Section 0 were handled? 

Number 

Cumplcte Seenan Lfitr eaeb such ehmiea! 

Ifyou a i u w t n d "So" to ALL o/Questioas E, F, G and H , 
pUttU turn to the bade page. 

Ifyou m s w e n d T w " to A N Y c/Queaions E, F, C, or H, 
please turn to page I t . 

file:///uinl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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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n e s m m m m J w AJJuumtJ c lirtim-ttl names [CAS N u m b e r | 



CDA129 

CD/Of 

I. Ifx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E， g o to p a g e 13 16 

ir><)U answcrcd "Yes" to Question ¥s^ c o m p l e t e the w turn below Jot ""/"/"‧,〃〃"〃,"〃《〃"/〃/ tion A 

N O , E P l e t i w I cpo9 r a i l {ftiannnes t o the n e w cm OJ g r a m If u q t u i n t u \ '、 ' N I L \ p l e a s e " / 〃,‧ V 

Repot t fii^m f a r y o u r 1990 n p c r a t m n x 

If \ou i c q u u c c \ n a s l w m for iln'i \c( n a n t nntm t the D e p o t (men! o r phnUK o p \ 〃,K/,"‧、'(' 

CHEMICAL I (from Sect , A) 

QucNiioii number Common or Trailc Nunic CAS Number 

Gicni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m 

conv 
iiy processed without 

i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rted 

grams 

grams 

grams 

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I grams 

CHEMICAL 2 (from Section A)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QiemicaJ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b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conver 
'pfocesscd without 

Qittfittty consumed 

1 grams grams i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ited Quandty stored on 31/12/90 

I grams grans ,grams 



CD/1129 

I. If y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E， g o to p a g e 13 17 

If you answered " Ycb" to Question E，《 o n n n u c ( a m p l e tin\: the w u a n hclaw |《"Set turn A c /"'"," als 

N O T E P h a s e / c p o t t a l t q u a n n n e \ t o (he n e a t 0 . 1 g r a m If a quaimty t\ ' N I L \ p l e a s e write V' 

R e p o r t J t i ^ i n e s j o t \ o m 1990 o p e r a t t o n s 

If \o(( I c q u n e e x t r a sheets fot t h i s s a n o n c onuic t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 l w t o t npy tinspai{€^ 

CHEMICAL 3 (from Section A)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I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my produced 

Quantity imported 

grams 

grams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uty consumed 

Quantity exported 

grams 

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

grams 

grains 

CHEMICAL 4 (from Section A)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tf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inD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 

conversion 
processed wichottt 

Quantity consumed 

gnims grams 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rted Quandty stored on 31/12/90 

grams Igrams Igrams 



0/1129 

GD/a//WP,386 

J. Ifyou an&uercd "No" tu Question F ^ g o to p a g e 17 18 

If .V"u ans、、cred ,' Yes" to Question F, i o t u p l c i c the \ci tton /"'/,'" p " i h < "/ / " " " 〃 " / 1 . 

N O T E P l e a s e i c p o t t a l l (〃""",,"'、 to ilit: w " , c s t 10 k i i o g r a m s if a屮""""、"'NIL\pivuw w i u c ‧()‧ 

R e p o r t f i ^ u r c ^ f a r y n m 1990 n p c r a t t o n s 

Ifyou r c q i a r e extra \licefs/oi (lu\ w turn c/ntta< t the D e p a r t m e n t ot /，/""""'/'、 

CHEMICAL I (from Scclum U)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 

con' 
itiiy processed without 
i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Quantity import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i I kilograms 

Quantity export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 [kilograms 

CHEMICAL 2 (from SecUon B) 

Quesn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hty where chemicai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I kilogram& 

Quantity imported Qoanuty export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CD/U29 
CD/CM/WP 386 

, page 10 
J It }ou Jnswcrcd "No** lo Question F, pai^c 17 

【r、mi ans>`ercd "\ es" to Question F"/〃〃〃〃"' "〃",'/"〃,'、' r/ic "'〃〃"/ /"'/〃" fnt Set n o n B (/"'〃〃（"/、 

Intense i c p o i t all《"""/〃"‧、 to the /"'"/of 10 k i l o g r a m s Ij a qiumitt\ " ' N I L \ p l e a s e w n i c ‧()‧ 

R v p n i t J l ^ i u c \ f o t \nw ! 9 9 0 u p c i a t t o n \ 

It \o(i i c a t t n e c \ n a " " ' m tor this \ c c t u m (onttn t the D e p o t n n c n t o i n h o t n n w \ n a ^ i c 

CHKMICAL 3 (from Section W) 

QucM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imported 

Quami 
conv 

ity processed without 
iversion 

` kilograms 

Quantity exported 

kilograms 

Quanu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i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CHEMICAL 4 (from Section B) ‧ 

Questt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oanmy produced 

Quantity unponed 

Quanm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uty exported Quanm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kitograms 

file:///cctum


CD/U29 

a)/CW/WP.386 

J . If }Oil answered "No" to Qucbtiun F, »o tu paqe 17 ^ 

ir\ou jnsucrcd " Y C N " t o Question !•̀ "〃〃〃/〃"'"'/»,,/《'〃〃、'the \Ci rion hclow /"/ Set turn Ii (/"',"""/、 

N O r C P l e a s e t c p n i t a l l qiumuuc^ to ,/"' t t c a r M 10 k i l o g r a m s // a quannt\ '•、 ' N I L \ p l e a s e " i t i c '()• 

K e p o i i figtu I'\ f o r y o u r 1990 operanoiiK 

IJ y o u I ecfuirc c M r a sheef^for this " ' " 〃 " ' • (onfa< t the D c p a i intent ot p h o u n 甲 t l u \ ,,"'、 'f 

CHEMICAL 5 (fnim » )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I ̶ 

Chctnicj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nion Quantity consumed 

i kilograms I kilograms I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uty exported Quantity stored on 3 \ l \ 2 f 9 0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6 (from Section B)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而ported 
Quanuty export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Jblograim 

file:///l/2f90


a)/ii29 

CD/0//WP.386 

I ir \uu jiisucrcd "No" to Question F, jj/; t o p a i ^ v 17 21 

If \ou .Ills\\crod " Yes" to Question F, < 〃"/〃〃"' < 〃〃/〃/('〃〃'、' the s a /"〃' h c l o w f n t Sei n o n B i I t e m u a h 

NO I L P U ' a w I c p o i t uU q u a i U t t i v \ !o the neat c\( 10 k t l o g r a m ^ IJ a q i t a n t t t \ u\ N I L \ p l e a s e " / i i c ‧(}‧ 

R e p o t tfi^itu CK f o i \otit 1 9 9 0 o / n r a n o n \ 

II 、 〃 " i c q m w c u t a \ltccr\ f a r tin\ s a turn (onrac t the D e p a r t m e n t at pltntoc o p y thts p a g e 

CHKMICAI, 7 (rr" i i， Svction R) 

QucNtuin number Cuminua or TfaJc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processed wiihout 
convenion 

,kilograms 

Quantity exponed 

kilograms 

Quantity consumed 

j kiiograms i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ĵ 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8 (from Section B) 

Qucsx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c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 

conversion 
processed without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Quanmy icnpomd Quantity exponed 

一‧ i 
kilograms 

kiiograms< 

kibgrams 

Quanu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file:///otit
file:///ltccr/


CD/1129 

CD/Of/WP.386 

K. Ifyou ansuered "No" to Question G， g o t o p a g e 2 5 page 22 

Ifyou answered ，， Yes" to Question G, < o m p l c r e (he sec tton h c l o w j o r eac h U i e m u a l h a n d l e d m S e c t i o n C 

NO I E P i c a s c t e p o r t a l l q u a n t m c s t o t h e n e a r e s t 100 k i l o g r a m s . If a q u a n u t y iS W L \ p l e a s e w n i e W 

R e p o r t f l i i u r e s f o r y o u r 1 9 9 0 o p c r a n n n s 

,f urn r r n i u r e e x t r a s h e e t s f o r this s c c t w t u c o n t a c t (h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 h o t o c o p y t i n s p a ^ e 
CHEMICAL 1 (from Section C) 

Quesi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CAS Number 

Quancu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imported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uty consumed 

Quantity exponed 

kilograms 

kilograms 

J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CHEMICAL 2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i 

t 

i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u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 

conversion 
processed without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Quantiiy impoited Quanticy expon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I kii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I kilograms 



a)/ii29 
CD/Q//WP.386 

K. It UUI .mN``crc(| "No" to Question (；‧ l o p a g e 2 5 23 

II Miu .niNwcm! ， ' k 、 " to Qucstiiiu ( ; ,《〃〃〃〃〃(‧ " " " / , / t ' 〃〃 ' 、 ' the \ci n o n IK'I《，、、 ( O I Set m m C i h c m n a l \ 

A () I L r i c a w I cjuit I a l l q t a u u i t i c \ t o the nvat e\t ! 0 0 k i l o g r a m s If a q u a i m t \ /、 ' N I L \ p l e a s e " / uc V 

/\\ 〃〃/ r 〃'、'"/ r\Jtn \ out 1 9 9 0 o p a a i m m 

I I \ou I cqun c c u i a sheets Jof (lus 、('"""/ c n i u a i t t h e D c p a r i m c n f o r p l u f u n o p v t i n s pat^c 

n " . M l < ` \ L . 、 (froiu Section C) 

QtiuMinn miiiiKr Ciininmn or Tntilc NJIIIO 

I 

Cht"i""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cNs ot Faciliiy whcrcchcmicu!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u\ produced 
Quanm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rted 

kilograms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U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I kilograms i kilogntms 

CHEMICAL 4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i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I without 

j kilograms 

Quantity processed ， 
conven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rted 

I 

kilograms 

Quanm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CD/1129 

a5/a*/WP.386 

K. If y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G, g o t o p a g e 2 5 24 

Ifyou answered "Yes" to Question G, c o n t i n u e c o m p l e t i n g the s e c t i o n b e l u w f o r S e c t i o n C c h e m i i a l s 

N O T E , P l e a s e report a l l q u a n t i t i e s t o the nearest 1 0 0 k i l o g r a m s . If a quanuty i s W L : p l e a s e w r u e V 

R e p o r t figures f o r y o u r 1990 o p e r a t i o n s , 

I f y o u r e q u i r e extra s h e e t s f o r this s e c t i o n , c o n t a c t th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 h o t o c o p y this p a g e 

CHEMICAL 5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1 t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i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kilograms ,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ned 

kilograms ' 

Quantity consumed 

i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6 (from SecUon C) •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I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num \ 1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ported Quaniuy siored on 31/12A,(> 

kilogram\ 一 kiluirrams kik»j:rams 



CD/1129 

a)/CV/WP.366 

K. Ifyou anbucred "No" tu Question G, g o to p a g e 2 5 page 25 
Ifyou answered "Yes" to Question G, c o n n n u e i omplcnm> the w n o n M m ` , f t " S e t n o n C c itemu als 

N O T E P l e a s e 1 c p o r t a l l q u a n n u e s to the nearest 100 k i l o g r a m s If a quantity is ' N I L \ p l e a s e w n t c V 

R e p o t t f u t u r e s f 0 1 y o u r 1990 o p e r a t i o n s 

If Miu I c q u u e extra sheets f a r ihts sec n o n , c o n t a c t the D e p a r t m e m o r plmroc o p y this p a ^ c . 

CHEMICAL 7《rrom Section C) 

QuCN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iuy produced 
Quantti 

conv 
ty processed without 

i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Quantity import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export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8 (from SecU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U{ 

conv 
iiy processed without 

i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Quanuty tmponcd 

Icilograins 

kilograms 

Quantity exported 

kilograms 

kilograms 

J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a 31/12/90 

kflograms 



03/1129 

a)/CW/WP.386 

K, If you answered " No" to Quesdon G， go t o p a g e 2 5 ， 2 6 

If you answered "Yes" to Question G， c o n t i n u e c o m p l e t i n g t h e section b e l o w f o r Section C c h e m t c a i s . 

NOTE P l e a s e r e p o r t a l l q u a n t i t i e s t o i h e n e a r e s t 1 0 0 k i l o g r a m s If a q u a n t i t y ts ' N I L \ p l e a s e w r i t e '0* 

R e p o r t figures f o r y o u r 1 9 9 0 o p e r a t t o n s 

If you r e q t a r e e x t r a sheets f o r t h i s sec : i o n , c o n t a c t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hotocopy t h t s p a ^ e 

CHEMICAL 9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r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imponed 

Quanm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I kilograms i 

Quanuty exported 

kilograms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 kxi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J%0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10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iored 

Quantu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ihout 

conversion 

` kilogram.%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I kilograms 

Quanmy iinponcd Quantity cxpuricd 

kilograms 

‧ Quantuy Moicd on 31/12/90 

kilogram<( kilograms 



K It 、'"1 .inswcred "No" to Question {*o t o pa»e 2 5 

【f Mill .insvvcrcd " Y c 、 " to Quc*»tt(in (； , i onttnuc (〃〃 ' , ,/f〃〃 '、 ' 

NO / E R i c u w / c p o i r a i l qtumtmc^ t" //"' neat I ' u 100 k i l o g r a m s 

R c p n i t f r ^ u u ' S ] o t 、 • " , " ! 9 9 0 o p e t a n a n \ 

It \ou i c q u i i c cwna sheer\ Jot rhn \CLUon c tmtuL t the Dcpui 

CHFMICM-11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tKr Common or rrudc No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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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Jot Si'( turn C i h c m n a l \ 

/.、 ' N I L p i c u w \\ n t c V 

, r /,/",,/« o p y rhts pa:《c. 

CAS Number 

ChcmiL.i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my produced 
Quancx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 î ilogninu 

Quantity imponed Quanmy expon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CHEMICAL 12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 

conversion 
processed wittout 

QuanQQf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nty exponed Quantity sxostd on 31/12/90 

ktlograms kilograms I kilograms 

file:///CLU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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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 
K. If y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G, g o t o p a g e 2 5 

iryou answered "Yes" to Question G, c o n t i n u e L o m p k t i n ^ the s e c t i o n b e l o w f o r S e c t i o n C c h e m i c a l s , 

N O T E . P l e a s e r e p o r t a l l q u a m m e s t o the n e a r e s t 1 0 0 k i l o g r a m s If a quantity ts W L \ p i e a s e uri/e '0' 

R e p o r t f i g u r e s f o r y o u r 1 9 9 0 o p e r a t i o n s . 

If v o u r e q u i r e e M r a s h e e t s f o r this sec n o n , c o n t a c t th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 h o t o c o p y this p a g e 

CHEMICAL 13 (from Section C)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i Name 

Name and Address ol Faciliiv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 

conversion 

I 

I kilogram& 

Quantity imported Quantity exponed 

kilograms 1 

Quantity consumed 

I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i kilograms j kilograrm 

CHEMICAL 14 (from Section C) 

Quesn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 r 

Name ami Address ot facilii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br stored 

Quanuty pitxiuced 
Quanti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ciMun Quantity consuitKd 

kilograim Lilognum kilograms 

Quantity imported Quaniuy c\poncU Qujnttiy "wed on 31/12/90 
- 、 T - " 

k—rams kilogram& kilosn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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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r ‧""， answered ', No" to Question (； , q o t o p a g e 2 5 

If \oi| ansucrcd "Yes" to Question ( ; "〃〃〃〃 , " '（〃〃 ,〃/ ( ‧〃〃 '、 ' ttic \Ci turn hclow f o r S c i turn C c h a n u a l s 

NO I I I P l a n e w p o n a l l quant t u e \ to the n c a i e v 100 k i l o g r a m s If a q u a i i t u \ /、 ' N I L \ p i e a s c w / ife V 

Rc'fuit r ft^m cs j o t \mu 1990 o p c f a t i o n \ 

Ij \oti i v q u u c c \ t i a sheets Jot tin\ c nntac t the D c p a i t n t a t i ai p h o t o t o p \ thtK par^c 

CHKMICAL \5 (from Section C) 

QucNtion nuniN-r Common orTradcName CAS Number 

ChcmitJ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t Fjcj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uy produced 

Quantuy imponed 

Quant 
coǹ  

liny processed without 
version 

'kilograms 

Quantity exported 

kilograms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kilogranu 

CHEMICAL 16 (from Section C) ‧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f facilit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suicity produced 

Quantity imponed 

Quanut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 

Quantity exponed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I kilograms kil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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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f y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H， g o to b a c k p a g e ^ 

Ifyou answered "Yes" to Question H, c o m p l e t e the s e c t i o n b e l o w f o r e a c h the鼠al h a n d l e d S e c n o n D 

N O T E P l e a s e r e p o r t a l l q u a n n n e s t o the nearest k i l o g r a m If a quantity ts ' N I L \ p l e a s e w n t e V 

R e p o r t figures f o r y o u r 1 9 9 0 o p e r a t i o n s 

I f y o u r e q u i r e e x t r a s h e e t s for t h i s \ c c i i o n t o n t a c t the D e p a r t m e n t o r p h o t o c o p y t h i s p a g e . 

CHEMICAL 1 (from Section D) ' 

QucNU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AS Number 

Chemical Name 

Name and Address ot Faciln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roduced 

Quanuty imported 

Quaniuy processed without 
conversion 

kilograms 

Qujnmy exported 

kilograms 

Quantity consumed 

kilograms 

kilograms 

kilograms 

Quantity stored on 31/12/90 

kilograms 

CHEMICAL 2 (from Section D) 

Question number Common or Trade Name 

Chemical Name 

CAS Number 

Name and Address ot taciliiy where chemical handled and/or stored 

Quantity pmduced 

Quantity imponcd 

Quantity procdNcd without 
converuon 

kilograrm 

Quantity exponed 

,kilograms 

Quantity amsumctl 

kilograms , ^kilograms 

Quaniuy vuircJ on 3!/l2/`H) 

Kiiograms kilosnims 

file:///cciion


N o t e ' s o n c h e m i c a l g r o u p s f r o m S e c t i o n s A a n d B 

QufNtum ,\ I c: Other ()-alk\t alky I phoNphonoiluortdate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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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 

OR, 

R, = CH，. C,H`, C、HK 
R, = C H, "n = I to 10 

R. 

N―P 

Question A 2 b: Other O-alkyI N,N-dialkyl phosphoramidocyanidatcs 

O 

.OR, R, = CH,. C,H,. C,H, 

' R : = C„Hh*,, n - 1 to 10 

R,z CN 

Question A 3 b: Other O-alkyI S-2-dialkyl aminocthyl alkyl phosphonothiolates 

O 
R, 

R,0' 

R、 R, = CH,, CH,, C、Hg 
P - SCH，CH，N^ R: = CnH，」n = Oto 10 

Rj = CHj, CjHj, CjHg 

Question A 4 b: Other alkyi phosphonyldifluorides 

O 

Rj P \ R， - CH" CjHj, CjHj 

\ f 

Question A 5 b: Other O-alkyI O-2-diaIkyl aminoethyl alkyl phosphonites 

R. 

R,0 

\ /Rj R, = CH,. C,Hj. C,H, 
P̶ OCH,CH,N C . R, = C„H&*,: n = 0 to 10 

/ `̀  Rj R3 = CHj, CjHj, CjHg 

Question A 6 c: Other O-alkyI alkyl phosphonochloridates 

O 

Cl 

R̶  P 

OR, 

R,=CH,.C,H3.C,H, 

Question B 10 x: Other chemicals containing a phosphorus atom to which 
is bonded an alkyl group but no other carbon atoms 

X 

R 一 P 

or 

R 一 P 

X， y and z may be any functional group or 
heteratom. provided that no other cartran 
atoms are directly bonded to this phosphorus. 

All of the chemicals in Question B 10 are 
examples of the structure described. 



Did you answer yes to any of the chemicals or chemical groups 

ILsted inside the form) 

‧ 1 

Vcs ‧ 2 

Did you need any extra sheets For Sections I， J, K or L? 

No《G" l o Question PI 

‧ 2 

How many extra sheets did you nee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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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 c o m p a n y . f a c i l i t y . l a b o r a t o r y , e t c . ) 

covered by this qucstionnnaire? 

Name 

Mailing Address 

If we have any queries about this form, who should we contact? 

Name and title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is collection?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by 3 December to: 

The Executive Officer 

Chemical Industry Survey - CBS 

D-3-N/DND 

Depanment of Foreign AfEuis andTrade 

Paikes A.C.T. 2600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C O - O P E R A T I O N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HINESE 

Original. CHINESE 

CD/1130" 

CD/CT/*?.387' 

26 February 1992 

中 国 

关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和逑议 

1. 未来公约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毀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实现无化武 

的世界。关于外国在受害国遣留的化学武器问题,与实现公约的目标直接相关，因而 

必须在公约内加以公正解决，并成为公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已成为裁谈会及 

其化武特委会的重要共识之一,并明确载入1990年和1991年的"滚动案文"东。 

2. 解决这.•"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很明显的。一囯在他国使用和遣留化武 

的情况，决不仅是涉及有关国家的"历史问题"，也是对国际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问 

題；而且，直到无化武的世界实现以前，这种情况仍不能完全排除再度发生。因而，这 

是涉及公约所有締约国的权利和义务的一个重要问题。 

3. 作为公约的一部分,遗留化武问题与公约中的化武定义、使用、宣布、销 

毀、核查、制裁、合作等条款有内在联系，应该通盘于以平衡、合理的解决。只有 

ilh,才E二莫三达公约的全面性、有效性和普遍性。 

4. 作为长期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必须对遗留化武问题作出公正的规足, 

明确规定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由使用和遗留国承担:消除其使用后臬和销毁其 

所遗留化武的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公平合理的;也只 

有这样，才足以羝前毖后。反之,如将此责任强加给受害国，这不仅极不公正,而且还 

武。显然,这是与本公约的文字和精神完全相肯的。 

« 因技术理由重新印发。 

GE. 92-6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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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2 

5. 考虑到各种已经和可能发生的遗留化武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应实事求是 

地加以区别对待。公约在确定应由遗留国承担销毁责任的原则前提下，不排除有关 

国家通过协商寻求适当的具体解决办法。 

6. 公约应确定并充分发挥未来公约组织在推动和落实解决遗留化武销毀办法 

方面的作用。 

7. 基于上述原则立场，中国代表团一贯为便进遗留化武问题的早曰妥善解决 

而努力。为此，我们重申并进一步建议对公约"滚动案文"的有关段落作如下必要 

补充或修改-

8. 将第一条笫3款改为-

"3.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毁其所占有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 

器,第5款所列情况除外。，， 

同时,在第一条增加第5款： 

"5.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毀其遗留在别国领土上的一切化学武器，有 

关囯家可据此协商适当的具体解决办法。" 

9. 在第二条第1款后增加一款关于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定义："木语'遗留的化 

学武器'系指过去和今后在战争和冲突中或其他惰况下.一国未经另一国同意而遗 

留在该国领土上的一切化学武器。" 

10. 将第三条第1款(a)项的^(1)目改为： 

"它是否拥有或占有任何化学武器，或者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是否有任何化学武器，或者在其他国家的任何地方是否遗留了任何化学 

将笫三条笫1款<a〉项的(2)目改为， 

"其领土上在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是否有任何化学武 

器,或者在其领土上是否有其他国家所拥有或占有的任何化学武器, 

11. 在第三条附件第一节中插入新的C、 D两段(原C段改为E段)： 

"C.在其它地方造留过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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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领土上有其他任何一方遗留的任何化学武器 

否' 

12.将第四条第1款修改为： 

‧‧"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一締约国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 

或控甑'下的任何地方的或if留于其他国家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 

器0 

将第四条第2款(a) 、 （b)和(d)项分别修改为： 

"(a)详细说明其所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直 

留于其他囯家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种类、合计数量 

和详细的存货清单； 

(b〉报告其《土上位于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 

器或其他国家所遗留的任何化学武器； 

(d)提供其所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 

于其他国家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的总的销毀计划"。 

将第四条第3款修改为： * 

"每一締约国应在根据本条笫2敫作出宣布后，立即使其所拥有1；^占有 

的或位千:管结或持制下的任何:Hb.方的或所发现的其他国家遣留的化学武 

器能够接受察看，以便通过现场视察对这一宣布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 

查。此后，每一缔约国应通过为进行系统的囯际现场核査而使其所拥有或 

学武器接受. 

除了被运往化学武器销毀设施以外一直留在原地未动， 

将第四条第6款(a) 、 （C)项分别修改为： 

"(a) 

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或遗留于其他国家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 

(C)至迟于宪成销毀过程后30夭核证其所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或所发现的其他国家遗留的任何化学武器均已 

销毀"。 

将第四条第7款修改为： 

"每一締约国在运输、储存和销毁其所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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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或遗留干其他国家任何地方的任何化学武器及对这些 

化学武器取样的过程中，应最优先地确保人民安全和保护环境。⋯⋯" 

13. 在第四条附件第一节下插入新的(：段（原(：、D, E段分别改为D、 E、 F段）： 

" C .关于遗留的学武器的资料: 

1. 发现任何遗留的化学武器的缔约囯应宣布: 

(1) 发现的时间一 

(2) 发现的地点（地名和坐标) 

(3) 所发现的遗留化学武器的种类 

(4) 所发现的遗留化学武器的数量 

(5) 处理情况 

2. 遗留任何化学武器的締约g!应宣布: 

(1) 遗留的时间 

(2) 遗留的地点（地名和坐标) 

(3) 所it-^的化学武器—的种类 

(4) 所遗留的化学武器的数量" 

在第四条附件第三节B段关于"多元化学武器"的规定之后增加关于"遗留的 

化学武器"的部分： 

"遣留的化学武 H 

在公约生效前发现的遗留的化学武器应至迖于公约生钕后五年完成销 

毀:在公约生效后发现釣遗留的化学武器应至迟于发现后两年完成销毀。，， 

14. 在第十条中增加第11敎-

"11.如果任何缔约国在其领土上发现有本公约的非缔约国遣留的任 

何化学武器或无法査明其ifr留国.，则公约组织在发现此种武器的缔约国请 

求下应对这些遗留的化学武器的销毀提供援助"。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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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阿根廷和巴西代表1992年2月18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的信,转交阿根廷和巴西两国总统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签署25周年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全文 

谨此转交"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卡洛斯‧梅撖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 

科洛尔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全文。 

请按既定做法安排将此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并分发给包括成 

员国代表团和有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代表团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我们将不胜感激。 

阿根廷共和国裁军代表 

大 使 

罗伯特‧加西亚‧莫里坦(签名） 

巴西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 

大 使 

塞尔索-L-N*阿莫林(签名） 

GE. 9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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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卡洛斯‧梅嫩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签署25周年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 

"1.我们自从分别担任我们两国的总统以来，一直为推动一项包括不扩散内容 

在内的共同核政策做出着新的坚决努力。一向激励着我们的一个设想是,使我们的 

核方案具有对内和对外的透明度,并向国际社会表明按照《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精 

神指导着我们核方案的完全和平的目标。 

2. 这些方案除其他外釆用了明确的核査机制，反映了我们两国政府加强区域 

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政治意愿。 

3. 在这方面，我们在1990年11月28日的关于共同核政策的福斯杜伊瓜苏声明 

中商定了三个具体步骤： 

建立一个共同的核材料衡算和控制制度，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締结一项联合保障协定； 

采取适当的行动,使《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对两国完全生效,其中，括 

补充和改进其措词的行动； 

4. 国际社会已经看到这一众所周知的承诺迅速和有效地取得的成果： 

阿根廷和巴西1991年7月18日在瓜达拉哈拉市签署了完全和平利用核 

能的协定,两国议会和政府分别通过和批准了这一协定,这是第一个步骤的 

具体实施； 

1991年12月13日签署了阿根廷、巴西、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 

控制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间关于实施保障的协定。 

5. 今天我们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实施福斯杜伊瓜苏声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项 

承诺。我们将尽早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案文的一些修正案提交拉丁美洲禁止核 

武器组织审议。这些修正案主要属于技术性质,不以任何方式影响条约的原则和宗 

t o 

6. 我们请我们地区的所有国家对目标在于促进条约适用的这一主动行动给予 

必要的支持。 

7. 我们祝贺法国政府决定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议定书,这将有 

助于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议定书所指的整个区域内确立议定书的法律效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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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愿望,这使我们一致深信,现在宣布的通过条约文本修正案的进程最后成功将 

会为条约在我们各国生效决断性地开辟道路。 

9.阿根廷和巴西正以此方式明确地和建设性地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局 

面，它的特点是国家间的合作和建立信任，而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内 

容 。 " 

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 

1992年2月14日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12e 

21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2月19日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的信，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991年会议期间有关化学 

武器的全体会议发言和工作文件简编' 

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化学武器文件简编，内容包括裁军谈判会议1991年会议期 

间有关进行中的化学武器谈判工作的全体会议发言(PVs， 一卷)和工作文件(WPs,两 

卷）。 

谨请作出必要的安排，在CD文号下将此一简编分发给各成员国代表团和参加会 

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 

公 使 

安 格 斯 ‧ 罗 伯 逊 ( ^ 〉 

该简编只有英文本，已有限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以及应邀参加会议工作 

的非成员。额外份数可向加拿大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索取。 

GE. 92-«)42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133 

21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2月19日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关于军备控制核査的笫9号不定期文件， 

题为"军事人员限额的核査"' 

兹随信附上加拿大关于军备控制核査的第9号不定期文件，题为"军事人员限 

额的核査"。 

谨请作出必要的安排，将这些小册子非正式地分发给各成员国代表团和参加会 

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 

公 使 

安格斯‧罗伯逊(签字 ) 

'该小册子只有英文本，已有限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以及应邀参加会议 

工作的非成员。额外份数可向加拿大常驻代表团索取。 

GE. 92-6043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A134 

24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1992年2月21曰智利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智利代理外交部长关于国际裁军的声明全文 

我谨转交智利代理外交部长爱德华多‧巴尔加斯先生今年2月12曰在圣地亚哥 

市、发表的关于国际裁军声明全文。 

谨请按照惯例作出安排，将声明全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各成 

员国代表团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常驻代表 

大 使 

埃内期托《蒂罗尼 

GE. 92-6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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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外交部长关于国际裁军的声明 

我愿宣布在智利政府极其重视的国际裁军问题上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 

首先我愿提到，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今年1月31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高蜂会议上宣布法国决定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又称为《特拉特洛尔 

科条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我们欢迎这项决定，并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步，有 

助于该条约生效，实现人们的这一愿望。 

除了法国采取的这项主动行动以外，阿根廷和巴西最近同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 

构締结了保障协定，而古巴政府也声明它正在积极考虑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鉴于这种情况，现在有理由期望该条约可于1992年、也就是条约签署第二十 

五周年生效。 

根据艾尔文总统的一直有效的指令，外交部正采取必要的外交行动，请该条约 

为此目的设立的技术性机构一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一早日审议加强和修订《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并使条约生效的法律和技术程序。在准备过程中，外交部将与本 

国有关技术机构智利核能委员会进行协调。 

国际领域值得注！:的另一个发展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1月30曰同 

维也纳原子能机构签订了一项保障协定，其中规定原子能机构可对该国的设施和裂 

变材料进行适当的视察。我们有理由期望这项协定得到批准，而这项协定加上两个 

朝鲜之间的和解协定，将有助于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和平、稳定的气氛。我必须指 

出，智利支持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曰本促请北朝鲜政府締结保障协定的建议，而且 

智利驻原子能机构大使作为维也纳77国集团的主席，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作了 

重要的努力。亚洲地区的这一发展，加上新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成员国已明确 

表示支持不扩散，使得全球范围的国际安全大为加强。 

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谈判中的化学武器多边公约。此 

一公约无疑是一项至为重要的国际裁军努力，对全球环境的保护具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在这一方面应指出，智利外交部长席尔瓦‧西马已与阿根廷和巴西外交部长签 

署了《门多萨协定》，其后在卡塔赫纳举行里奥集团总统会议之前和期间，其他一 

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加入了这一协定。目前，我们正与阿根廷和巴西进行最后磋 

商，以便按照《门多萨协定》中表明的立场，就未来公约的核査程序和执行提出建 

议。 

1992年2月12日，圣地亚哥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4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匈 牙 利 

#供与化学武器么\约有关数据 

为了促进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匈牙利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 

议上主动宣布：匈牙利愿意遵守正在谈判中的公约的所有条款，并从现在起就充分 

遵照执行。按照这一主动行动，1990年2月和1991年2月匈牙利宣布了与公约有关的 

化学品的生产量、消耗量以及出口量和进口量(CD/969、 CD/1061〉。 

本着这类措施的精神，匈牙利愿意再次作出宣布，提供1991年的详细资料。 

这项宣布是根据公约条款草案编拟的。宣布的数据是以化工厂和企业自愿合作 

提供的资料作为依据的。 

宣布中所列附表2化学P3和附表3化学品的数量分别超过1«&和30««！&。这项宣布 

所采用的一般方法决不妨害公约草案有关部分的ft后议定规定。 

GE. 92-^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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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附表2化学品生产量、消耗量、出口量 

和进口量的全国合计数据 

化学名称：N,N"diinethylamino^thane"2"Ol (二甲氨基乙-2-薛〉 

设施用名： dimetilamino-etanol 

结构式： 

CH3\ 

N̂-CHj-CH,-OH 

CH3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108"01-0) 

总生产量(《fe): 0 

总消耗量（化）：2 

总出口量（》ife): 0 

总进口量(《fe〉： 2 (从联合王国进口) 



宣 布 

1991年 

附表2化学品 

化学品 

化学名称：N,N"dimethylaminO"ethane"2"Ol (二甲氨基乙-2-醇） 

设施用名： dimetilamino-etanol 

结构式： CH3\ 

N-CH,-CH,-OH 

CH3Z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108-01"0) 

总生产量（4；): 0 总出口量（《^)： 0 

总消耗量(""ife): 2 总进口量 (4；): 2 (从联合王国进口) 

化学品生产、消耗或加工的目的：药用 

设 施 

设施名称： K&nia-5 iizem 

设施拥有者名称：EGISRT 

设施经营者： EGIS RT 

设施的确切地点：lO.Keriilet Kereszturi fit 30-38 

24. 6pulet 

1106 Budapest 

设施为多用途设施 

设施的主要使命： 

生产中间产品 

设施不能用于生产附表1化学品和其他附表2化学品 

宣布化合物的生产能力：lO^fe 

与宣布化学品有关的活动如下： 

加工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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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附表3化学品生产量、消耗量、出口量和进口量的全国数据 

以及生产、消耗、加工或转让的数量超过30>*的设施 

一、化学品 
化学名称：carbonyl dichloride (碳酰二氯）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phosgene(光气） 

结构式：Cl、 

c r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75~44-5) 

总生产量（>"ife): 5000-10000 总出口量（""ife): 0 

总消耗量（《fe): 5000-10000 总进口量（""sfe): 0 

生产量（""ife): 1000-5000 能力（喊〉：10000-20000 

消耗量1000-5000 能力（《fe〉： 1000-5000 

Foszg^ tizem 

BORSODCHEM RT 

BORSODCHEM RT 

KAZINCBARCIKA Bolyai U r 

MDI tizem 

BORSODCHEM RT 

BORSODCHEM RT 

KAZINCBARCIKA Bolyai thr 

称

 
点
 

名
：
地
 

：
者
者
切
 

称
有
营
确
 

名
拥
经
的
 

施
施
施
施
 

施
1

1

设

设

设

设
 

称

 
点
 

名
：
地
 

：
者
者
切
 

称
有
营
确
 

名
拥
经
的
 

施
施
施
施
 

c
s
S
设
设
设
设
 

生产量（化）：5000-10000 能力（《b: 10000-20000 

消耗量（《fe): 5000-10000 能力（《fe): 10000-20000 



3. 

设施名称： V-3, V-4 iizem 

设施拥有者名称：Eszakmagyarorszigi Vegyimiivek 

设施经营者： SAGROCHEM Kft 

设施的确切地点：3792 SAJOBABONY 

生产量（《fe): 500-1000 能力（《fe〉： 10000-15000 

消耗量（《fe): 1000-5000 能力（《fe): 5000-10000 

二、化学品 

化学名称：phosphorus trichloride (三氯化辚）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phosphorus trichloride 

结构式：PCl^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7719-12-2) 

总 生 产 量 0 总出口量（《^)： 0 

总消耗量（4；): 500-1000 总进口量（""sfe): 500-1000 

设 施 

设施名称： Szint&is iizem 

设施拥有者名称：Rhone-Poulenc - Agro Borsod KFT 

设施经营者： Rhone-Poulenc - Agro Borsod KFT 

设施的确切地点：KAZINCBARCIKA Bolyai t&r 1 

生产量（>*): 0 能力（《fe), 0 

消耗量（《fe): 100-500 能力（《fe): 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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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lizem 

名称：Eszakmagyarorsz^gi Vegyimuvek 

： SAGROCHEM Kft 

地点：3792 SAJOBABONY 

生 产 量 0 能力（《b: 0 

消耗量（《fe): 50-200 能力（《fe): 1000-2000 

3. 

设施名称： KloracetiIklorid Szen 

设施拥有者名称：Nitrok&nia Ipartelepek 

设施经营者： Nitrok6mia Ipartelepek II.sz. Gyaregysdg 

设施的确切地点：8184 FIJZFOGYARTELEP 

生 产 量 0 

消耗量（》ife): 500-1000 

能力（""̂fe): 0 

能力（""ife): 1000-5000 

三、化学品 

化学名称：Dimethyl phosphite (亚鱗酸二甲酯）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dimethyl phosphite 

结构式：CH3O\ 

P-OH 

CH3O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86819) 

总生产量("ife〉： 0 总出口量0*〉： 0 

总消粍量(‧*〉： 500-1000 总进口量(《fe〉： 500-1000 

：
者
者
切
 

称
有
营
确
 

名
拥
经
的
 

施
施
施
施
 

J

设

设

设

设
 



设施名称： K&nia Ill.uzan 

设施拥有者名称：STATE PROPERTY AGENCY 

设施经营者： Alkaloida Vegy&zeti Gy^ RT 

设施的确切地点：TISZAVASVARI 

Kabai J^os u. 29 

生产量（喊）：0 

消耗量500-1000 

能力（《fe): 0 

能力（""sfe): 500-1000 

四、化学品 

化学名称：Diethyl phosphite (亚裤酸二乙酯）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diethyl phosphite 

结构式：（yy), 

C^O 

\ 
P-OH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762"04-9) 

总生产量（""ife): 100-500 

总消耗量（‧*): 100-500 

总 出 口 量 0 

总进口量（>*)： 0 

Szint6zis tizem 

名称：Rhone-Poulenc - Agro Borsod KFT 

： Rhone-Poulenc - Agro Borsod KFT 

地点：KAZINCBARCIKA Bolyai t6r 1 

：
者
者
切
 

称
有
营
确
 

名
拥
经
的
 

施
施
施
施
 

施
 

设
设
设
设
 

生产量（《fe): 100-500 能力（《fe〉： 500-1000 

消耗量（《fe): 100-500 能力（化〉：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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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品 

化学名称：Thionyl-dichloride (亚硫酰氯）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thionyl~dichloride 

结构式：Cl、 

C1 
/ 
s=o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7719"(»^7) 

总 生 产 量 0 

总消耗量（《^)： 100-500 

总出口量（Oife): 0 

总进口量 1 0 0 - 5 0 0 

设 施 

设施名称： 

设施拥有者名称: 

设施经营者： 

设施的确切地点： 

K&nia-2 

EGIS RT 

EGIS RT 

10. keriilet Kereszturi ut 30-38 III. csarnok 

1106 BUDAPEST 

生产量（-ife): 0 

消耗量（》ife): 100-200 
能力（""ife): 0 

能力（《fe): 100-200 

9 

K&Dia IV 

名称：Richter Gedeon Vegy^szeti Gy^ RT 

： Richter Gedeon Vegy&zeti Gyar RT 

地点：10. kerulet GyomrCi ut 19-21 

BUDAPEST 

：
者
者
切
 

称
有
营
确
 

名
拥
经
的
 

施
施
施
施
 

i

设

设

设

设
 

生 产 量 0 

消耗量（《*): 50-200 

能力（>*): 0 

能力（《fe): 100-200 



六、化学品 

化学名称：Phosphonyl chloride (璘酰氯） 

通用名称或商业名称：phosphorus oxichloride 

结构式：P(0)Cl3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10025-87-3〉 

总生产量0>^): 0 总出口量（《fe): 0 

总消耗量（《^)： 100-500 总进口量（》ife): 100-500 

设 施 

设施名称： K&ia I 

设施拥有者名称：Richter Gedeon VegySszeti Gyir RT 

设施经营者： Richter Gedeon Vegy&zeti Gyflr RT 

设施的确切地点：10. kerulet Gyemrfii ut 19-21 

BUDAPEST 

生产量（-ife): 0 能力（《fe〉： 0 

消耗量100-500- 能力（《fe): 100-500 

2. 

设施名称： K A n i a V iizem 

设施拥有者名称：STATE PROPERTY AGENCY 

设施经营者： Alkaloida Vegyesz^ti Gy^ RT 

设施的确切地点：TISZAVASVARI 

Kabai J^os u. 29 

生 产 量 0 

消耗量（《fe): 50-200 

能力（4；): 0 

能力（《*〉，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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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施名称： 

设施拥有者名称: 

设施经营者： 

设施的确切地点-

Kemia VII. X. XII. 

CHINOIN RT 

CHINOIN RT 

4.kerulet T<5 u.1-5 

BUDAPEST 

生产量（《fe): 0 

消耗量（喊）：50-200 

能力（《fe〉： 0 

能力（>"ife): 100-200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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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 Febn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I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防备化学武莽 

(现有基本手段数据库） 

1.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曽多次表明不拥有任何化学武器，并已宣布愿 

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始签署国之一。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在目前的滚动案 

文(CD/1116)的各个方面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为了促成化学武器公约的早曰締 

结。 

2. 为了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曾向裁军谈判会议 

通报了本国过去和目前在化学工业(包括军事设施）以及其他有关工业部门的各个领 

域进行的活动。捷克和斯洛我克联邦共和国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进行中的谈判所 

作的此一积极具体贡献载于CD/1021、 CD/1022和CD/1048等号文件中。 

3.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欢迎一切皆在加紧进行化学武器公约案文工作 

的活动和建议。目前，多边公约的谈判正按照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授权继续 

加紧进行，以期在1992年就公约达成最后协议。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成员，捷 

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一贯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谈判工作的圆满结束而努力， 

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克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4. 在这一方面，除其他外，捷克和期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认为有必要使未来公_ 

约的各个附厲机构能够很顺利地开展工作。为此应着重指出，与未来公约有关的一 

个重要问题是防备化学武器。根据目前的滚动案文(CD/U16〉第十条第4款，"技术 

秘书处应在公约生效后180天内建立并维持一个数据库，其中存有可方便获得的关 

于各种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资料以及各締约国可能提供的此种资料，以供任何提出 

请求的締约国使用。" 

5. 在这一方面，早日建立此一数据库，对于公约的文字和精神得到遵守可起 

GE. 92-6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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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促进作用。出于对公约的重视，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自愿预先提供化 

学武器防备手段和设备的资料。这些手段分列于下。 

6. 

手 段 特 性 说 明 

7-ME0TA BZ—类精神病拟态化合物的解毒剂 可用于非军事目的/注 

射和片剂/ 

自动注射器的 神经剂解毒剂，含有活化剂和阿托 装于塑料注射器，使用 

注射部分 品 时不一定需要自动注射 

器/注射/ 

FOSAN 神经剂解毒剂，活化剂和阿托品（溶 注射 

液）多件头药剂 

CHONOL I 神经剂解毒剂，阿托品（等渗压溶液） 通用药物，注射 

多件头药剂 

CHONOL II 神经剂解毒剂,苯乃静(等渗压、经 通用药物，注射 

低压升华干燥处理）多件头药剂 

RENOL 神经剂解毒剂，经低压升华干燥处 药效极高，注射 

理的新的活化剂 

PANPAL 神经剂预防解毒剂，含有胆碱酯酶 包有丸衣的片剂和囊剂 

可逆抑制剂，并含有两种抗副交感 

神经药 

DESPRACH 紧急去污器 根据吸附机械原理/粉 

末/ 

PCHB-60-P 去污和皮肤消毒用/由两部分组成的 去污面积达50平方分米 

便携式防化器 溶液/ 

PCHB-60-P 去污用，含有进一步去污用的溶浪 去污面积较大 

M-10 固定在面具两颊部位的面罩中装有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防护面具 两个过滤部件，可保护呼吸器官、 

眼部和脸部不受蒸汽、气体或烟雾 

形式的化学战剂、放射性化合物和 

生物战剂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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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M-10面具，表面可防刮，戴上 

后可饮水，并可通过传声薄膜交谈 

保护人体、衣服和手臂不受化学战 

剂、放射性化合物和生物战剂之害。 

对核武器和燃烧武器所发射的光具 

有一定的抵抗力，由斗篷、手套和 

橡皮套鞋组成 

供特种部队使用的绝缘类个人防护 

装备,密闭程度高，生理财热力强。 

保护人体表面和个人装备不受放射 

性化合物、化学战剂、生物战剂和 

极性工业化学品之害。对核武器和 

燃烧武器所发射的光具有抵抗力， 

包括短期间耐火性。其中一种防护 

衣具有有效通气性能，因此，可持 

续穿着此种防护衣活动24小时之久 

(温度不超过sere,湿度不超过5590， 

并可穿着此种防护衣工作（中等程度) 

至少3小时。被动式防护衣的参数与 

orcH-70相同。 

多用途绝缘类防护装备，可防化学 

战剂、生物战剂和雨水。对核武器 

和燃烧武器所发射的光具有抵抗力。 

可用作简易物品袋、帐篷或防水床。 

过滤类防护装备，可保护人体表面 

不受化学战剂之害 

供特种部队防化用，可保护人体表 

不受化学战剂、生物战剂和放射性 

化合物之害，十分埘用，经设计可 

在污染区长时间使用。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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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面列举的防护装备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基本防化手段。其中 

一些可出售。必要时，一些装备应预先订购。其中许多种装备已在专门设施中用于 

防备剧毒化学品和治疗意外中毒或疾病。一些手段在实地条件下验证过。 

8. 

的一项初步贡献。同时，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还认识到，只有在其他締约国 

也提供合作的情况下，数据库才能做到合理和有用。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 

和国请其他代表团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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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常驻ei代表1992年2月26日致裁军谈判会议 

秘书长的信,转交题为"2000年以前的核査工作"1 

的第4号军备控制核査问题研究报告 

我们刚刚收到加拿大军备控制核査问题系列研究报告中的最新一册,即,第4号 

研究报告，题为"2000年以前的核査工作"。 

请作出必要安排,将这一册研究报告在CD文号下分发给所有成员国代表团和参 

加会议的非成员国代表团，不胜慼激。 

公使，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 

A-Wo J .罗伯逊(签名) 

1该册研究报告只有英文本，已有限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以及应邀参加会 

议工作的非成员。额外份数可向加拿大常驻代表团索取。 

GE. 92-6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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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NGLISH 

加拿大常珐到代表1992年2月26 B致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出版物， 

题为"军备控制核査书目:1962 - 1991年"' 

谨此附上一份新的加拿大军备控制和裁军出版物的到本,题为"军备控制核査 

书目：1962 - 1991年"。 

请作出必要的安排,在CD文号下将此书目分发给各成员国代表团和参加会议的 

非成员国代表团。 

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 

公 使 

罗伯逊(签名） 

该简编只有英文本，已有限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以及应邀参加会议工作 

的非成员。额外份数可向加拿大常驻曰内瓦代表团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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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常驻副代*1992年2月26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厄瓜多尔和秘鲁信任与合作措施协定草案全文 

谨此转交"信任与合作措施协定草案"全文,该草案已由厄瓜多尔珐秘鲁大使 

于1991年10月28日根据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罗德S戈‧博尔哈先生21天前在联合国 

大会上就通过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仲裁永久解决厄瓜多尔与秘鲁领土争端提出的建 

议，提交当时秘鲁外交部长卡路斯‧托雷斯‧伊‧托雷斯‧拉腊先生审议。 

请按既定做法安排将此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并分发给各成员 

国代表团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不胜感激。 

公使,常驻副代表 

临 时 代 办 

弗朗西斯科‧里奥弗里奥 

(签名） 

GE. 92-6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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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合作措施协定草案 

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 

决定加强两国之间的团结与相互信任关系， 

相信此一精神启迪整个拉丁美洲争取创造条件,使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更为紧密 

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加强本区域的一致、和平、安全与合作， 

确信区域和分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于两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并且需要有通过谅解 

和合作防止并消除紧张状态的政治意愿， 

法原则宣言》中所载的原则，愿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国 

际安全宣言》加强和解精神， 

决心作为邻邦相处,履行以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和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以武力相威 

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 

议定締结下列协定,为此特指定代表如下：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阁-下，外交部长，‧‧‧‧‧‧先生， 

秘鲁共和国总统阁下，外交部长⋯⋯先生，协议如下： 

締约国承诺不从事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囯家组织宪章》宗旨和原 

则的行动,重申在相互国际关系中不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形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 

因此,締约国承诺不入侵或占领对方领土，不采取任何按联合国大会1974年12月 

14日第3314(XXIX)号决议定义属侵路性质的行动,不采取任何其他可危及两国和平 

共处的行动。 

双方重申有义务毫无例外地以和平途径并遵照国际法解决一切问题和事件,包 

括因军事侵袭报告引起的任何问题和事件。 

在任何此类局势解决之前,双方应进行搓商，以避免采取可损害两国共处的行 

动,并采取措施实现缓和。 

国家组织宪章》及《各国间友好关系与合作国际 

第 一 条 

第 二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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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一军事事件无法以商定作为信任措施一部分的两国武装部队之间实行的军 

事机制加以解决,双方外交部长应设法达成互为满意的解决办法,避免紧张局势出现 

任何悉化，并保障国际和平。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可包括以联合协议在冲突地区建立 

非军事区。 

第 三 条 

及方同意在两国之间促成友谊与信任气氛,并承诺保持和平睦邻关系，为此应鼓 

励建立在团结、公正和谅解基础上的联系，以期加强相亙合作,克服和平共处和商国 

人民全面发展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碼。 

第 四 条 

本协定应于在联合国秘书处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及方应承诺按《联合国宪 

章》第102条向该秘书处办理本协定的登记，联合国秘书处应为本文书及有关批准书 

的保存者。 

本协定一经签署,及方应避免采取任何有损于其t所订宗旨的行动。 

第 五 条 

本协定应无限期有效。" 

XX XX XX XX XX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S ; !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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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25曰德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信， 

转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1992年2月8日 

就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问题致裁军谈判会议 

成员国的信的正式文本 

我谨随信附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1992年2月8曰就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问题致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信的正式文本。 

谨请将该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分发,并作出安排将它译成会议的其 

他语文文本。 

阿道夫‧里特‧冯 ‧瓦格纳博士 （^〉 

( 大 使 ） 

GE, 9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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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曰内瓦化学武器谈判的参加者在其职权内订下了在1992年圆满结束《化学武器 

公约》的目标。 

今年我们有机会实现我们于1989年1月11日在巴黎会议上公开承诺的目标："通 

过全面消除化学武器来防止诉诸这类武器"。我们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我们 

寄予这一《公约》的高度期望。我们在日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已经就《公约》 

浪动案文的主要部分达成了共识。现在,余下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作出努力。我相 

信我们能够在今年的谈判中就《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此我请您对 

这一影响到全人类的目标给予密切注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在今年笫一次担任谈判的主 

席，它很清楚这给它带来的特别责任。我愿对贵国通过这一选举对我们表示的信任 

表达衷心的感谢。联邦政府将在其权力范围内作出一切努力争取谈判的圓满结束, 

可能时在今年年中之前结束。 

阁下,请接受我的最高t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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