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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î.全体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开始工作，自该日至十月九日共举行 

了七次会议，会议的简要记录载在A/C0101. 95ZCW/SR. 1〇至16号文件中.

2 .上届会议所任命的委员会主席彼塔尔•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继续担任 

本届会议的委员会主席.普尔沃斯拉弗•达维尼奇先生担任委员会的秘书•

3 .全体委员会在其第十次会议上，根据常规武器会议的全体大会的决定，

请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和燃烧武器工作小组继续对其各自的议定书萆案进行审议， 

并按照商定的时间表的规定，向委员会提交它们的最后报告• ‘

4. 在九月十九日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上，全体委员会决定将上届会议上已达 

成协议的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草案的案文转递给起箪委员会•

5.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已达成协议的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 

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萆案的几个部分转交给起萆委员会.

6 .+月三日举行的全体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注意到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的报 

告（A/COUP. 95/cw，7 )，并把该文件所附的议定书萆案案文的其余部分提交 

给起草委员会• 关于议定书草案第三条，在对本条的了解和实际应用时，全体委 

员会同意应将对第三⑶(a)H条的如下解释包括在会议的报告中，作为会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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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⑶⑻㈠条必须与第三⑶(c)和第三条之三一并理解.它们是普遍适用的，

不论敌对各方印部队位于何处•当事各方必须采取它们可以采取的任何搢施来 

保护平民，不论他们位于何处• 它们可以为此目的使用记录，举例说，以标 

志布雷区或其他办法警告平民居民注意地（水）雷和饵雷的危险.当事各方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采用单方面，相互协议，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有关布 

雷区，地（水）雷和饵雷位置情报的办法，协助这项工作的进行”

关于议定书萆案第四条，在对本条的了解和实际应用时，全体娈员会同意应注 

意到第二条之二所规定的各项限制完全适用于第四条所具体规定的关于遥布地雷（ 

(水雷）的使用• 这一理解应成为会议记录的组成部分.

7. 在十月八日举行的第十五次会议上，全体委员会注意到燃烧武器工作小组 

的报告（A/COI^. 95，CW/6和Add. 1 )，并把该文件所附的议定书箪案的案文 

转交起草委员会.关于议定书草案，全体委员会也注意到工作小组建议应将下列 

声明包括在会议的报告中：

“会议了解到，在第3段中提到的对燃烧武器定义的不同意见应忠实地予以解释 

而不应改变其含义或影响载在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中关于禁止或限 

制使用燃烧武器的条规的运用，特别是保护平民和平民目的物”•

8.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为了避免工作的重复，全体委员会决定要求起草委员 

会将它的报告和议定书的案文直接提交常规武器会议的全体大会.

9. 在上述的武器以外，也审议了有关小口径武器系统的问题.在瑞典九月 

二十六日提出的工作文件（A/CONT 95/CW/5 )的基础上，在对小口径武器系 

统有兴趣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非正式嗟商.磋商的结论在十月八日提交全体委员 

会并编印在A/COFF. 95/CW/8号文件中•该文件附在本报告之后（附件一）•

10. 关于空气引爆燃烧炸药问题，人体杀伤碎片武器和空投细箭问题，时间不 

允许对它们进行审议，从而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但许多代最团认为，这些问题可 

在适当时候，在总公约内所载的后续行动范围内提出.

11. 在十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六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它提交给会议的报告， 

由常规武器会议的报告员，罗伯特*阿克曼先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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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菲正式工作小组技术性逢商的摘要

瑞典提出

磋商的目的:!就小口径武器系统问题提儀技术性讨论和交换意见，以A/C 0SÏ.95, 

PSSP. c〇]〇*.Z9 号' AZC〇]ï：P，95/8 号的附件三和 VC 0]?：?• 95/CV5 号文 

件为讨论的基础，但并未寻求对具体案文达成协议.

上一个工惟小组所裉据筘理论基础是祀创伤与能量转移联系起来的概念，某些 

代表团看来认为这一想法是潜在地可行的，而其他代表团则对此表示保留或把对讶 

论的评述只限于技术性问题这些讨论试图对上一个工倌小组开会以来所取得的资 

料有所增加或澄清。

对技术方面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 现附上对A/CO取.95/<PaEP. C〇]î2*./9
号文#跗件的逐点讨论，它不但表明继续存在的分歧之点，也表明技术问题现在达 

到了哪些共同的理藤在这一范围內，也提供了与A/COU*. 95/t；W/5号文伟 

有关的评述。

关 以前曾以AXCOD. 95/CW/8文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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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讨论A/C03O1.95/PKER. COHE^号文件

这次讨掩是对上述摄告的附件逐点进行的讨论。

1.有人再次询冋，瑞典是否将建议，对子彈或子弹武器结合体系统进行域验。 

大家瞢遍同意，整个结舍体系统必须成为进行试验和测定的基袖。大家也认为，

这一要求将是困难而且是会很费钱的，但这一要求是合理的。

2 •有人又问，瑞典代表傾尙于使用哪一^术语：子弹还是投射体。大家同 

意，虽然投射体的词义更广泛，但目前为了筒便起见》应将此冋题限于一^称之为 

子弹的范围内。

3»确定在武器系统中包括可能影响子弹性能的武器/弹药结合体的所有部件。 

例如，如果一^雎准系统的重量足以在射击时影响子弹离开枪管，那末这个瞄准系 

统就应认为是这个武器/弹药系统的一个部件。

4•大家词意，枪管磨损会影响子弹性能，而且往往影响相当元因而能大大 

改变子弹对乾子的特性〇 大家还注意到，要对枪管磨损程度不同的武器系统结合 

体进行试验，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和时间。虽然新武器肯定是大家所主要关心的，

但也认为枪管磨绩问题也是应予考虑的技术性问题，因为枪管磨损在战场上是普遍 

的，而不是例外情况。

5•瑞典指出，他们对“高能量转移”的概念可用A/C03O«.95/CW/5号文 

件中第3页上的曲线来表示。他们还说明，该曲线顶端的形状改变是由于子弹达 

到了最大的侧滑角并继续保持这个角度，然后子掸发生变形，然后降低速度。瑞 

典提出，对高能量转移的具体定义是》子弹侧滑后或滚转开始时所显示的积聚的能 

量。

6•有人提出一个冋题，穿甲弹药是否属于拟议的限制范围内考虑的问题。

瑞典代表团指出，穿甲弹一段不在考虑之列，但如打算钯这种子弹对付人员时不在 

此限。同时也指出，穿甲弾在“穿甲后”所引起的效应也不予考虑。

7 •大家同意不考虑跳弹的间接命中冋题。接着就在任何试验和测定中是否 

要考虑胸甲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也瑞典代表团指出，只是在胸甲问题成为一个 

典型问题时才应加以考虑。美国代表团认为，由于胸甲会导致侧滑角的潜在性， 

任何试验都应包括胸甲。大家同意包括胸甲的试验会更加困难并费用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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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接着，大家同意，如激光系统这类武器不属于I*. 14号文件所规定的范围

内.

9.大家普遍同意筒单地提“說量转移”要比“容易滚转”、“容易崩裂”等 

等术语更为明确•-

10. 没有讨论“击中点附近”一词.有关创伤深度问題的讨论在下面第13段 

中叙述•

11. 瑞典提到A/COin*. 95/CW. 5号文件附件一时，重新强调在描述子弹对 

一个目标的效应性质时，侧滑角是罪常重要的.美国崗意这点，并指出，这就是 

美国为什么关心子弹穿过胸甲时产生的侧滑角问题.

12. 关于肌肉组织是代表性的人体组织的假设还存在着大量的技朮上的分歧意. 

见.美国所持的最基本的分歧意见是，美国认为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命中除触及肌 

肉逛织或其他组织外，还会餘及骨头.此外，美国认贵，大部分的命中（也诗超 

过百分之五十）会击中头蓮、颈部、胸部和A■体的躯千.最严重的创伤隹往是在 

这些部分，而在这些部分所遇到的肌肉â织与其他里织相比会是最少量的.然而， 

错典代表囷指出，某秭子彈在各神盘织中造成的能量转移受这些组织的结构影响相 

对地说是很小的（对肺部组织有某些例外，因肺部逛织密度低。）然而，某秭能量 

转移在人体各不同部位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人体不同部 

分的伤窨标准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13. 大家大体上同意，例如美国M—秭概率函数来考虑人体中任何创伤深度都 

有遇到肌肉组织的可能性，应可适用于任何估计子弹能量转移榇性的方法。还有 

人指出，整个人体的平均厚度大约是十五公分，不过人体各部分的厚度可能不同。

关于小口径武器在人体全身造成创伤的预期分布情况，大家意见还有些分 

歧。

15. 关于J1.14号文件附录中钓Y和2：因数，瑞典专家请大家参考CW/5号文 

件第3页（英文本）上的西线.关于50 口径的机枪，有些人怀疑这钟武器究竟 

是否属于小口径投射体的讨论范围。

16. 大家同意，和平时期执法机构使闬的弹药，不属于1. 14号文件約范围•

大家大体上同意，“立即丧失能力”（例如一秒钟以内），通常不宜倌为小口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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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统的失能标准.有人指出，只有击中影响中枢神经的部位时才能造成这种立 

即丧失能力的结杲。大家认识到•最常用的失能标准所指的丧失能力的时间要长 

得多》

17.美国和瑞典两国代表团表示，模拟乾场的方法是可行的，佢这种方法需要 

昂贵精密的仪器设备《 至于那一秭射击场适合闬于试验的问題，还存在着不同意 

见，

18«瑞典提出的CW/5号文件表明I 一定M成规格的肥皂可以用作肌肉组织模 

拟物• 大家认误到，就物质密度友其对子弹的效应而言•肥皂和凝胶都可以作为 

肌肉组织模拟物《 但就肥皂和凝胶的物质强度和轱滞性能相对于它们作3&模拟物 

的效能而言，还存在着技术上的空白.

19.瑞典专家谈到CW/5号文件时表明，这是括计肌肉组织模拟物中能量转移 

特性的一个简便方法• 美国不认为可以使闬这个方每来测量整个人体创伤的严重 

程度.大家大体同意瞬发X射线技术是测量模拟媒介物中子弹活动的一个可以接 

受的办法。墨西哥代表团认为可以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这秭试验，模拟物绝不可 

能完全代替人体# 该代表S进一步建议在统计学基础上进行这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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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空气引爆燃料炸药的建议草案

~墨西哥、瑞典和瑞士提出*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意识到新型爆炸武器，特别是空气引爆燃料炸药的不断研制，

切望制止以一种可能引起战斗人员不必要的痛苦或使其不能免于死亡的方式来 

使用武器，

同意避免使用借在空气中扩大蔓延的物质造成的云状物的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发 

挥效力的军火，除非其目的是专门为了摧毁物质实体，诸如清理布雷区。

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 

人体杀伤碎片武器的条款草案&

以发射大量小口径碎片或弹丸杀伤人体的集束弹头或含有许多小炸弹的其他装 

置，都应禁止使用。

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 

空投细箭的条款草案_

能发射许多细箭、小针或类似形状投射弹的军火，都应禁止使用。

以前曾以 A/C OEP, g 5/ïiî；EP, C 0 瓦2\ a/R e V. 2 文号印发。

以前曾以 A/COITP. 95/PREP. COÏTF./1. 6 文号印发，

以前曾以 VCOITF. 95/ÎR：EP. COÜTP./X. 7 文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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