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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调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强调需要密

切注意可能对安全环境和对军备限制和裁军进程造成

不良影响的科技发展并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引导到有

用的目标上，

着重指出 1988 年 12 月 7 日第 43/77 A 号决议

所载的提议不影响为和平日的而进行的研究和发展工

作，

注意到 1990 年 4 月 16 日至 19 日在日本仙台举

行的科学和技术的新趋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的联合国会议的结果， 69并在这方面认识到科学界与

政治界必须进行合作，以应付技术改变所带来的复杂

影响，

l . 注意到秘书长题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
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报告； 70

2. 完全同意：

(a) 国际社会必须能够更好地知悉技术变化

的性质和方向；

(b) 联合国在这方面可起促进作用和作为思

想交流的场所；

3. 请秘书长继续注意科技新的发展，以便对新

兴的“新技术”作出评价，特别是根据其报告中所建议

的准则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技术评价的纲要；

4. 决定将题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国际

安全的影响＂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o

1990 年 12 月 4 日

笫 54次全体会议

45/61. 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

大会，

深信科学和技术对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尤其是

对促进其社会和经济发展，能够有极大的帮助，

注意到国际社会关切将科技成就应用于与裁军有

关的方面，

“见A/45/568,

10A/ 45/ 568. 

蒲认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用于帮助执行军备控制

和裁军协议尤其是在核查缔约各方是否遵守军备控制

和裁军协定和武器处理方面，

欢迎迄今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有关国际活动，

考虑到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期利用科技成就来

促进与裁军有关的目的，特别是在核查军备控制和裁

军协定是否获得遵守、应用技术来改进核查方法以及

武器处别方面，

注意到 1990 年 4月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科学和技术

的新趋势：对国际沮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联合国会议和

1990年 8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转化裁减军备时期的经济

调整的联合国会议有助千促进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

L 喜见利用科技成就促进打义裁军目的的各国

和国际活动；

2. 呼旰会员国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加强和扩大这

种活动并随时通知联合国这个领域的进展情况；

3. 请所有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在这个领域建
立国际合作，以期利用科技成就来促进与裁军有关的

目的，特别是仆核查缔约各方是否遵守军备控制和裁

军协定、用技术来改进核查手段和武器处理方面；

4. 建议联合国充分注意收集和散发有关这些领

域的科技发展资料；

s. 决定将题为“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四十七屈会议临时议程 o

1990 年 12 月 4 日

笫 54 次全体会议

45/6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宣布 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大会，

回顺其 1980 年 12 月 3 日第 35 I 46 号决议，其
中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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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回顺其 1979 年 12 月 11 日第 34 / 75 号决议，

其中责成裁军审议委员会拟订题为“宣布 1980 年代为

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决议草案，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审议通过，

铭记其第 35/46 号决议宣布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即

将结束，

重申其 1988 年 12 月 7 日第 43/78L 号决议，其

中决定宣布 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又回顾其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 44/ 119 H 号决

议，其中责成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 1990 年实质性会

议上完成拟订题为“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的决议草案的工作，并将其提交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审议通过，

又重申联合国对实现裁军负有责任，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之间的限制军备谈判和裁军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国

际关系上其他一般性的最近正面发展及其对实现全球

和平与安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希望保持目前裁军进程的势头，

深信第三个裁军十年将加速裁军进程，

1. 满意地欢迎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 1990 年会

议所做的工作，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顺利完成了一项

《宣布 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草案； 71

2.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

《宣布 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3. 宣布 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4. 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十年”的各项目标，并参

与《第三个栽军十年宣言》所制订的各项活动；

5 . 请秘书长视需要随时就《宣布 1990 年代为第

三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进度向大会提出报告。

1990 年 12 月 4 日

笫 54 次全体会议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2 号》
(A/ 45 I 42) ，第 35 段．

附件

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1. 本《宣布 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是向整个

国际社会宣布，表达人民对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和愿望．

2. 经过一段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后，在 1980 年代后

期，许多国家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方式有显著改善．尽管出现

了这种有利的趋势，笔二个裁军十年的各项具体目标仍未完全

实现．

3. 在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国际社会有必要促使人

们更深入地认识我们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我们对实现裁军

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关切．国际社会今天面临巨大的

挑战。因此，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各国必须拿

出政治决心，进行对话和谈判，促进国际合作，包括采取旨在

缓和各国紧张局势和军事对抗危险的建立信任措施，同时要考

虑到有关区域的具体情况。另外还需要确认，裁军、社会和经

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之间有深切的相互关系．

4 . 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是，坚决谋求裁军并进行实现

真正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其他工作，决心在 1990 年代取得进

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确定了下列共同目标。在核

领域，我们必须继续紧急谋求早日裁减和最终消除核武器，

并为全面核禁试而进行工作。为了实现不扩散目标的一切方

面，鼓励所有国家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并

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止核武器扩散．国际社会的目的应当是根

据议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无歧视地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合

作。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仍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领域．许

多国家还看到需要审议海军方面建立信任的措施和裁军问

题．在常规武器领域，我们必须谋求裁减世界各地的武器和

军队，尤其是军备密度最高的地区．在这方面，我们迫切谋

求圆满结束关于欧洲常规力量的谈判．我们要继续审议武器

转让的一切方面。在化学武器领域，我们必须为早日缔结关

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和关千销毁化

学武器的公约而努力。国际社会还呼吁必须严格遵守 1925 年

6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

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为了向前再迈进， 必

须促进一切有关军事情况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促进核查的范

围和技术、促进科学和技术用于和平目的和审议对安全的非

军事威胁。所有其他在质童和数量上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的倡议，都值得仔细审议。这些倡议包括

按照有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安排建立无核武器区，和按照

区域有关国家自由界定和决定的适当条件建立和平区．在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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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现上述目标方面，国际社会确认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

家负有特别责任。通过裁军腾出的资源可用于促进平衡的世界

发展．这些目标应列入将在适当时候完成的综合裁军方案。

5. 联合国将继续促进裁军方面的多边合作，这种多边

合作同双边和区域努力可以相辅相成，以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和

原则．国际社会可通过联合国进一步促进裁军，其方法是加

强联合国在这方面巳取得的成绩，例如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

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15 

6. 国际社会确认，了解情况的公众可推动关千裁军问

题进行建设性和现实的对话，在裁军进程中起积极作用。在

这方面，举办世界裁军宣传和庆祝裁军周将继续起有益的作

用．国际社会确认非政府组织起着宝贵的作用，这反映了在处

理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日益增进的了解和决心。国际社会

还支持妇女更多地参与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7. 在世界迈向二十一世纪时，后代的人显然需要对地

球上生命的相互依赖有更多的知识和了解．关于国际和平与

安全问题的教育将发挥根本作用，可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他

或她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所起的作用．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28

再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内所载各项有
关建议和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考虑到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尸的有关章节，

井考虑到大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即第三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广泛表示的各种观点，

考虑到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审查和提出关于裁

军领域各项问题的建议和在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各项有关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它所应作出的贡

献，

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33/71H号、 1979年

12月 11 日第 34/83 H号、 1980 年 12 月 12 日第 35/

152F号、 1981年 12 月 9 日第36/92B号、 1982年 12 月

9 日第37/78H号、 1983年 12 月 20 日第38/183E号、

1984年 12月 17 日第39/148R号、 1985年 12 月 16 日第

40/152F号、 1986年 12 月 4 日第41/86E号、 1987年 1l

月 30 日第42/42G号、 1988年 12 月 7 日第43/78A号

和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44/119C号决议，

1. 注宣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2. 赞赏地注意到除了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的项目之外，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结束对其议程上所

有实质性项目的审议；

3. 赞扬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对

下列议题的具体建议： （ a）南非的核能力，（b）联合国

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c）常规裁军和(d)《宣布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草案：

4.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就海军军备和裁

军的项目提出的报告中所载的结论和建议“已获所有

与他协商的人士的核可；

5. 还注意到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及核

裁军的各个方面有关的项目以及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

军谈判的一般办法提出的具体建议未能达成协商一致

意见；

6. 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多边裁军机

构内专门从事审议的机关，能对具体裁军问题进行深

入审议，从而提出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7. 遇调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根据裁军问题的有关

议程进行工作，使裁军审议委员会能依照第 37/78 H 

号决议集中力壮从而取得对各项具体问题的最大进

展；

8.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几 1990 年的

实质性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套“加强裁军

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方法”;

9. 戛求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最后文件》第 118 段中为委员会规定的任务和按照

第 37/78 H号决议第 3 段继续工作，并为此目的，考

虑到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

方法”，作出一切努力，就其议程项目提出具体建议：

丸司上，第 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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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邃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协商之后，在其1990

年组织会议上通过下列实质性项目，并把它们列入委

员会1991年会议的工作议程：

(1)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2) 国际和平与安全范畴中旨在消除核武器的

核裁军进程；

(3) 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裁军方法；

(4) 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相关

领域的作用；

11. 又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 1991 年的会期不超

过四个星期，并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实质

性报告；

12. 请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裁军谈判

会议的年度报告“以及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有关裁军

的所有正式记录，并向委员会提供它为执行本决议所

需的一切协助；

13. 还请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附属机

关充分提供各正式语文的口译和笔译设施，并作为优

先事项，为此调拨一切必要的资源和服务；

14.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C 

1990 年 12 月 4 日

笫 54 次全体会议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栽军及防止核找争

大会，

相信核裁军谈判同所有国家休戚相关，因为核武

器的存在同样危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

安全利益，

回顺其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 44/119 E号决议，

又回顺国际社会通过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

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同

意，核军备竞赛非但无助于加强各国安全，反而增加

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注意到 1989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

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重申，

核裁军是所有国家应当参与的进程，并欢迎其看法，

认为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加快正在进行

中的裁军进程并扩大其范围，＇

考虑到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

库的国家对实现核裁军目标的任务负有特别责任，

深信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攸关世界上

所右人民重大利益的最高优先事项，

欣慰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

坚合众国继续确认核战争中没有赢家，也决不可发动，

认识到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同停止核军

备竞赛和核裁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最终应当在

其相互关系中把它们看作是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基本

组成部分，

又深僖应当寻求一切途径，确保在这两个极其重

要的领域取得进展，并深信迫切需要采取建设性的多

边行动来补充和加强正在进行的双边进程，

1. 重申关于核问题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是相辅相

成的；

2. 认为应加紧努力，以便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的《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开展多边谈判；

3. 重申鉴于这个事项的重要性，因此同样有必

要制订适当步骤以加快采取防止核战争的有效行动；

4. 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 1991 年的会议开始时

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和关

于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委员会，并授以充分职权，以便

就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最能促进这两个迫切事项的进展

问题进行按部就班的实际分析；

5. 井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对这些题目的审议情

况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决定将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

“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

程。

1990 年 12 月 4 日

笫 54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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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 1979 年 12 月 11 日第34/83B号、 1980年

12月 12 日第 35/152 J号、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92

F号、 1982年 12 月 9 日第 37 /78 G号、 1983年 12 月

20 日第 38/183 I号、 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148 N 

号、 1985 年 12 月 16 日第 4'0/152 M号、 1986 年 12

月 4 日第 41/86 M号、 1987 年 11 月 30 日第 42/42L

号、 1988 年 12 月 7 日第 43/78 M号和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 44/119 D号决议，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37

深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

机构，应在各项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方面起主

要作用，

裹示傥憎裁军谈判会议在 1990年未能就其议程上

的各项核问题着手进行谈判，

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在裁军一些重要领域目前正积

极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就其审议多年而且又是联合国

定为最高优先和最迫切事项的裁军问题达成具体协

议，

认为目前的国际气氛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向各级的

裁军谈判提供新的推动力，并在最近的将来取得真正

的进展，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有关改进本会

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进展情况的有关段落，“希

望其工作的所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1. 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唯一多边裁

军谈判论坛的作用；

2. 注意到在制订一项关千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

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以及销毁这些化学

武器的公约草案的谈判工作方面的进展，并促请裁军

谈判会议加紧工作，以期尽快完成有关这一公约草案

的谈判；

，气司上，《补编第 27号》 (A/45/27)，第 16-18 段．

3. 还注意到重新设立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特设

委员会；

4. 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在作为最适当机

构的各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更加认真地通过实质性

谈判来履行其职责，并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三节所列（（行动纲领》，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

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5. 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所规定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基本职责，给予各

特设委员会就所有议程项目进行谈判的职权；

6. 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

其工作报告；

7. 决定将题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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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

回顾其 1969 年 12 月 16 日第 2602 E(XXIV) 号

决议，其中宣布 1970 年代为裁军十年，并特别请当

时的裁军委员会会议拟订“一项综合性方案，处理停

止军备竞赛及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

的所有各方面，以便为该会议提供指导方针用以计划

其进一步工作与谈判的途径”,

又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3 日第 35/46 号决议，其

中通过《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该宣

言特别要求最迫切地制订综合裁军方案，

还回顺其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44/119A号决议，

其中大会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 1991 年会议开始时考

虑恢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以便解决悬

而未决的问题，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

审查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其中载有一项协议的

部分，该协议议定应在 1991 年会议一开始便审议关于



二、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89 

综合裁军方案的组织纲领，就象其他议程项目的组织

纲领的审议一样， 74

忆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其 1989 年报告

中作出的结论，大意说，“它应该在最近的将来，当情

况有利千在这方面作出进展的时候恢复工作，以便解

决悬而未决的问题“.,5

考虑到目前东西关系的改善给重新努力拟订综合

裁军方案提供一个适当的图景，

又考虑到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工作将成为对

第三个裁军十年和对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一项

重要贡献，

1. 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91年会议一开始时再

度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

2. 邈议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继续其工作，

在已经达成协议文本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以便解决悬

而未决的问题和从而结束有关的谈判；

3. 决定将题为＂综合栽军方案”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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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指导

方针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顺 1988 年 12 月 7 日未经表决通过的第43/78

H号决议，

重申支持该决议核可的制订关于适当类型的建立

信任措施以及在全球或区域范围执行这些措施的指导

方针， 76

“同上，第133段．

飞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27号》(A/44/21),

欢迎秘书长就会员国报告的关于执行信任措施的

经验提出的报告，“

铭记着建立信任是一种与时转移的动态过和，因

此根据取得的经验进行中期评价极具价值，

满意地注意到有此区域议定并执行的具体建立信

任措施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

又铭记着在政治紧张和处千危机之时特别需要建

立信任措施以及建立信任措施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方

面的潜力，

还铭记着在区域范围进行的建立信任措施有助千

促进令球安全．

考虑到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尤其在整体的情况下进

行的建立信任措施有助千达成以合作和公开为基础的

安全结构，

指出在执行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方面取得进展的实例，这项进展有助于使

欧洲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增进安全，并减少军事冲

突的危险，

注意到某些区域的特殊情况会影响到在这些区域

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性质，

1. 邃议所有因家本着主动精神并在有关区域内

各国的同意下执行指导方针，同时充分考虑到区域内

的具体政治、军事和其他情况；

2. 还邃议已经开始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所有国

家进·步落实这项工作和加强这项过程；

3. 吁请所有因家在其国际关系上，包括双边、

区域和全球谈判中，而尤其在政治紧张和处千危机之

时，考虑最广泛地使用建立信任措施；

4. 请秘书长继续从所有会员国收集有关资料；

5. 吁请所有尚未向秘书长提交报告的国家向秘

书长提出报估；

第 100 段（引文第7段）． 6. 决定将题为“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
“同上，《第四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3 号》 (A/S一15/

3)，第41段（引文第6段）． “A/4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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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方针的执行悄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临时议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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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栽军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大会，

回顾其 1979 年 12 月 1l H 第34/83M号决议，其

中请秘书长根据他的报告的建议， 78设汀联合门裁勺了

研究所，

重申其 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l 48H乃决议，其

中核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苏程）），再度邀悄各门政府

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自愿捐助，并沾秘书长

继续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支lU尸UI他支曲，

又回顾其1987年 11 月 30 日宽42/421 号决i、I, ！ t中

赞赏地注意到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拒仇， 19 并注

意到研究所的成立为裁军领域的研究桯代了新的机

会，

注意到 1989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右贝尔格莱伯举

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 I)义

国际安全和裁军的《最后文件））7赞扬联合＇，！裁 'I, 研亢

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并强调杠必要通过贮合＇经常预

算和自愿认捐提供有保障的财政支曲，从血确保该所

的持久活力，

认为国际社会{:必要获得独立深入的伐／，仙亢，

特别是关于正{+出现的问题和义千，l［预期的戊，銡果

的研究，

在这方面又注意到裁齐的经济方曲研亢的，！I ＇；

性，

审查了研究所主任的年度报告“和裁勾巾叽咨询

委员会以研究所董事会资格提出的报告。 81

i•A/34/589, 

11A/42/300, 附件．

加A/45/392, 附件一 c

“同上，附件二．

1.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2. 礁认研究所执行其《章程》规定的职责，工作

日益重要，成果优良；

3. 重申深信研究所须继续进行裁军方面问题的

独立研究，并须更加激励，进行专题研究或需要高度

片门知识的研究；

4. 呼吁全体会员国以及公私营机构考虑向联合

围裁军研究所提供捐助，确保其持久活力并实现大会

1989年 12 月 21 日彷44/201 B号决议第四节中订定的

各项 H 标；

5. 建议绯续执行（（联合同裁军研究所节程》；

6. 请研究所L任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继续就

研究所进行的沾动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

7. 请研究所在独立专家协助下编罚义千裁军的

经济方血的研究报告，并通过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

七屈会议而这研究项目的费用由联合门经常预算和

f1 愿扣，饮分摊。

大会，

199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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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3. 以色列的核军备

铭记 J［以 fi 义千以色列的核＇军备的各项决议，战

近坝力 19 伈）勺 l2 月 15 ll 釬N44/121 号决议，

回顾 'II! ） 89 仆 12 月 15 |1 第 41/108 勺决议，八中除

只他外， l1平 llf{1 建立中东）U核武器 lX之前，将该 1大成

所，l]核戊施讨 j．．国际原（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又回顾，；个珅事会1981 年 6 月 19 H ~487(1981) 沙

决议，八中除且他外，安理会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几· -

切核设施罚 ll; [ J勹脂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注意到唯们以色列被安全理事会特别要求将具核

设施肾．［原 f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虽然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