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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7 2 (b)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对苏丹軍灾地区的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K 大会在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题力" 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遭受 

单灾地区提供援助 " 的第35//9G号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a)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组织协商，尽快在联合国系统内指定主管机 

构负责援助该区城的这蕴国家，其资金将来自自愿捐敦、它将负责协调联合国系统支 

助有关国家复原和重建工作的活动，并将在协调各方捕助者所提供的投入和加强本国 

和本区域减轻未来軍灾的影响及促进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方面，直接援助这 

些国家的政府；0?)为有关的四个国家因翠灾和其他自然灾香而受影响的人民傅动国际 

援助；（e)作为紧急事项，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游遣多机构特振团仿计 

这四国政府为援助軍灾灾民的中期和长期需要；（d)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 第  

二届常会提交多机构特派团关于有关各国政府中期和长期需要的调查结果报告，并向 

大会第三千六届会议提交关于执行决议的进展情况报告。

2 , 秘书长为执行大会第3 5 / 9 0号决议，于 1 9 8 0 年 1 2 月 2 3 日致函各会 

员国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提及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70号决议的要求于 

1 9 8 0 年 9 月/ 1 0 月访间了这些国家的特振团的报告，并呼吁国际援助以应付单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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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即影响。 信里也提请注意大会第3 5/ 9 0号决议的第7 段，并告诉各会员国 

他已就他的方案内责责捷助该区城受灾国家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支助这些画家复原 

和重建的活动的主管单位，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作了安排。 此外，秘书长呼 

吁各国提供自愿捐款，以支付此一单位的业务费用。

3 。秘书长安徘了多机构特派团于1 9 8 1 年 9 月 2 5 日至3 0 日访.问了乌干 

达; 1 0 月 1 曰至8 日访问了索马里； 1 0 月 8 日至1 5 日访问了吉布提， 1 0 月 

1 5 日至2 4 日访问了苏丹。 访问苏丹的多机构特振团的报告附在本报告之后。 

特派团关于其他国家的报告已作为单独的文件分发：乌干达 ( A/36/274  ),索马 

里 （A ^ 6 / 2 7 5 )和吉布提（A/3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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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大会在1 9 8 0 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口; f取了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1 9  8 0 

年 1 1 月 3 日在第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连年軍灾对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 

的严重影响及其所造成的粮食、铜料和水源缺乏的现象。 在苏丹，由于该国面积 

广大和交通不便，粮食和铜料极难从剰余地区迅速运至缺乏的地区，因此更增加了 

- 些与翠灾有关的问题的复杂性。

2 。由于这些间题，以及苏丹阜灾地区的严重冲蚀和牧地退化，大会于 1980 

年 1 2 月 5 日通过了第35_/90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除其他事项外，（a)为有关 

的四个国家因軍灾和其他自然灾香而受影响的人民调动国际援助；m作为紧急事项， 

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游遣多机构特浪团，佑计这四国政府为拔助卓灾灾 

民的中期和长期需要。 '

; 3 。秘举长指浪了一位助理秘书长率领多机构特振团于1 9 8 1 年 1 0 月 1 7 

日至2 4 日访问了苏丹。 特浪团由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苏丹一萨 

赫勒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精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 

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 

組成。 特派团成员名单见本报告附录。

4 。经秘书长同意的特派团职权范围如下：

( a ) 调査苏丹軍灾地区；

( b ) 佑计苏丹政府在此情况下的中期和长期需要；

( C ) 特浪团在进行这件工作时，将考虑到斧丹政府所采取的应付单灾威脉 

和旱灾后果的政策和方案；

( a ) 审査以往的特浪团，特别是 1 9 8 0 年由救灾协调专员率领的紧急特 

.派团的建议尚执行情况；

( e ) 审査可在一国内执行的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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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讨论大会第3 5 / 9 0号决议中提到的政府间机构的作用和可能的方案ï

( g ) 在其建议中考虑到以往的活动或仍在继续进行的活动；

( H ) 审议需要国际社会何种援助及其数量，并评价取得这种额外援助的可 

能途径。

5 。特游团团长同第一副主席，外交、灌親和卫生部长以及农业和国家规划国 

务部长进行了讨论。 特浪团成员也同有关各部代表和技术人员集体地或个别地进 

行了详细的会谈。 乘飞机和经陆路前往西部东部和南部单灾地区访问S 使得特 

滅团成员能够分别在东部，科尔多凡、达尔福尔和南部地区政府在卡萨拉、奥贝德、 

法席尔和朱巴的总部会见这些地方政府的官风除了以轻型飞机飞越苏丹的广大地区， 

以及由陆路到达卡拉和耗里特之外，特浪团还乘侦察机飞越东赤道省。 工作完 

成后，曾就初步调查结果向苏丹政府作了汇报并提出建议。

6 。特浪团要求表示感激苏丹政府第一副主席和各部部长及工作人员以及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及其所属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各It*拘的代表和专家提供的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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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和建议搞要

7 . 在考虑抗翠的中期和长期措施时，特浪团发觉很难把这些措施同经济发展 

的比较一般性的措施分开来。但二者还是有些不同，本报告在后文中会提到。苏丹 

目前仍然遭遇到的一般经济困难胆碍了许多需要采取的抗旱行动。，

8 . 苏丹政府在向1 9 8 1年 9 月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提出的报告中清 

楚地搞述了苏丹发展的巨大潜力。苏丹的土地相对于人口的比率很高，虽然 5 0 %  

的人口集中在全部面积的1 5 % 的地区中，其他的土地具有尚未利用的农业潜力。 

由于仍然可能增加利用尼罗河河水供农业灌慨，并且面育地带又有广大面积可开藍 

出来，因此在原则上有十足的理由相信，就长期来说，苏丹可成为一小主要的粮食 

输出国。

9 . 苏丹政府报告，苏丹人口目前的增长率每年约2 . 5 % , 所以至少在目前 

对于资源并没有什么人口压力。尽管有良好的训练设施，严重的因素是由于人材外 

流 , 特别是流向波斯湾地区的结果，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材。苏丹立国以来就面临着 

各级技能的人材不足现象。

1 0 . 苏丹政府告诉特派团，虽然六年计划（1977/78 -1982/83) 中包括一 

些以种种方式解决旱灾问题的工作，但苏丹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抗軍政策。早些年没 

有抗軍政策报可能是由于上述的广泛乐观前景，只有到最近，在全球能源危机、国 

际收支失衡、外援拔敦的迟缓、以及财政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单灾问题才造成新的 

冲击，对发展的步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些情况的交并，响下，早灾成为国家生 

活中一个较具威胁性的因素。

1 1 . 农业国务部长向特派团解释说，一般而言，单灾地区距离粮食生产地区很 

远，运输工具不足以连系这两地区，并且没有足够的储存设备。軍灾地区的农场 

倾向于分散化，因此很难通过现有的推广和其他服务机构提供协助，例如向它们供 

应适于当前的气候和土壤情况的种子。国务部长也提到由于翠灾的积累影响所造成 

的沙漠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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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灌《部已有一项在今后2 0 年内利用尼罗河河水的总计划，包括在灌嚴、

养和水力发电方面的发展。这项计划保证对国家带来巨大福利，但对于受单灾影 

响地区的问题只是略有关连，按照灌嚴部长的说法，关连在于可将若干人从軍灾地 

区遂出，重新安置在灌親的地区。.目前尚未有一项这种重新安置工作的计划。

1 3 . 特派团从灌瓶部获知，近年来，由于軍灾情况造成的水源缺乏现象，已对 

一些灌瓶方案造成显著的影响。对于一♦大量依赖灌瓶农业作为国内消费和输出的 

粮食的主要来源的国家来说，这是极其严重的情現。

1 4 . 灌嚴部表示，灌嚴的田地所能提供对翠灾地区有用的報食，是花生、棉油 

子和一定数量的蜀黎。由于蜀黎在经济上的收益相当低，通常不在灌嚴的土地上种 

植 。所有这些都遭遇到运粮食到軍灾地区的巨大困难。 •

1 5 . 国家计划国务部长告诉特浪团，如果苏丹不是同时受到一连串的重大内外 

危机，则可能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处理阜灾问题。这些危机包括这♦地区的 

军事和安全问题；能源费用的急剧上升 ( 1 9 7 3 年的进口总额为⑧1700万美元 , 

1 9 8 0 年为《 5 亿美元）；苏丹镑的贬值；棉花生产的下降等。

1 6 . 特派团作出总结说，軍灾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不同 

的结果。对苏丹各地的翠灾情况提出一香意见是不可能的，只提出一香办法也是不 

恰当的。 .

1 7 . 特浪团认为，只有在有条理有顺序的正式抗軍政策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地 

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唯有这样的抗旱政策，才能促进必需的集中和综合工作，以 

便減轻未来旱灾的后果，并且在旱灾危机出现时加以应付。制定政策的过程将弓I起 

对阜灾问题的再思考，特浪团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也会使这小问题更加获得优先重视 

及采取行动。这小政策应反映在一小照顾到中期和未来的方案中，并且应特别针对 

如何在缺乏有训练和有经验的人材及资金的限制下取得成果的问题。这些限制看来 

可能还会存在一个时期。

1 8 . 在考虑如何减轻翠灾的政策和方案时，特浪团遇到苏丹政府目前正面临的



同样困难问题—— 情报极为缺乏，有时完全没有。所能获得的情报似乎都有点缺陷。 

显然，必须大事努力以建立良好的方案制订的事实基础 , 但这种缺乏不应風碍目前 

采取一些行动。.以下提出一些关于切合实际的步骤的建议。

1 9 . 本报告探讨许多由于缺少雨水而产生的问题, 但为使情况容易明白而泛泛 

说来，可以说阜灾的主要后果如下：

( a ) 由于破坏了地被植物因而加速沙漠化的蓋延，例如在达尔福尔省北部 

和科尔多凡省已迫使人民迁离；

( b ) 可从尼罗河取得的灌瓶水量的减少。i t 是由于尼罗河支流发源地的许 

多地方缺雨所造成的合并影响。在苏丹造成的结果是灌源地区的减少；

, ( C ) 有些地区在丰年时雨水就很不足，农民一直必须挣扎，这些地区雨量 ’ 

稍稍减少，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这种问题去年下半年发生在东南地区( 东赤道

. 省 ）。乂■
. 2 0 . 特旅团认为, 在考虑采取什么步骤以减轻翠灾的影响时，最重要的是不再 

把翠灾当作一种紧急事件，到发生时才来处理。应将它视为一再出现的现象，应尽 

早作颜先防止的准备, 并作为全国发展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人们不愿再继续因突如 . 

其来的新軍灾而受苦，这种态度的改变在级都是必要的。

2 1 . 除了本报告其他地方提到的改进调查、规划和管理的措施之外，特浪团还 

提出以下行动： ’ 、
( a ) 加强和加速进行防治沙漠化的措施。这些措施将需苏丹政府i l 捐助IT  

的共同努力（评细意见参看下面节 ■ ) ;

( b ) 改善气象服务和充分利用可获得的数据以供抗軍规划的用途； /

( C ) 在农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自助办法,这将需要在每个地区兴建粮食储存

库，并引进较适当的作物生产和家畜养殖制度，以及推广服务和单灾警报系统。' • . • . • ■ .
如能得到几种外援，例如提供储存设施，那么，象这种有效的办法就可在两年 

到四年的期间免除这'些方面的外拔之需，并消除在苏丹境内运输救济粮的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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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液团对自助想法的实行极为重视。

2 2 . 规划国务部长和特振团都认为，捐助者之间和苏丹政府的有关部门之间以 

及捐助者和苏丹政府之间，需要更好的协调，以应付早灾问题。特浪团欣悉苏丹政 

府正积极建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由规划部提供一♦ 永久秘书处。

2 3 . 在象苏丹这么大的国家中面临这种问题，特浪团只能作出徽薄的贡献。将 

需要缝续努力以期制订出对軍灾及其后果的全面应付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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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背景

2 4 .，苏丹有一种其他最不发达国家一般不具备的快速经济发展的潜力。 苏丹 

拥有2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非洲加最不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 苏丹经济潜 

力的一♦ 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土地对人口的高比例。 苏丹的人口近1900万 其 人  

口密度低，只有每平方公里7 .6人，而这些人口中50%集中居住在总面积1 5 % 的 

土地上特别是集中在溶土穆附近。

2 5 . 人口集中在面积相对小的地区的现象，并不会掩盖仍来利用的农业潜力。 

苏丹最雄厚的自然资源，土地，仅开发了很有暇的面积人们一般认为，苏丹近 

6亿英吉的土地中，有 2 ；f乙英亩是可耕地。 但是，百前只有2000万英亩土地， 

即可耕面积的1 0 0/0、已 耕 地 。 隨时都有农作物的实际面积约1600万英亩。 

苏丹主要的谷物奏.§ ’梁 ( d u r r a ) . 这是该国的主食，主要靠甫水生长。 该国生 

产 的 高 梁 一 般 足 够 国 内 消 赛 有 400万英亩的土地为灌就土地，生产大量棉花， 

其杀' 1200万英亩的土地是靠面水种植的农作物。 尚来耕种或没有充分利用的大 

面积土地为1 9 8 0 年代和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报大潜力。

2 6 . 几乎一半的居民都甸养牲畜。 这是农村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对该国的 

经济有重★ 影响。据慨略统计，全 11牲畜放牧率为每5 公顷小牲畜单位 „ 人们 

都知道，该国的自然放牧区条件在变坏，近来出现的阜灾使这种条件更加恶化，而 - 

全国的牲畜数量在明显的增加，这就明® 地看出牲畜放牧率提高的严重性。\ 为 了  

保证天然牧场的条件不进一步恶化, 该国就须要设法平衡和控制全a 牲畜的iè长率， 

或者在干軍季节利用雨水和灌慨的农0 提供铜料。.

2 7 . 任何有关苏丹的描写都是从尼罗河开始的，因为它•对苏丹共和国是生死修 

关 â i  尼罗河从乌干达流入苏丹的南部。 该国西南地区的若干小河流入了尼罗 

河。 白尼罗河流经苏德（Sudd)地区北流，有一半的水流已在.苏德地区被蒸发掉0 

兰尼罗河流经埃塞俄比亚大部分高地，在疼土穆同白尼罗河汇流。 这两条河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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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区别。 兰尼罗河于8 月泛滥，通常比水位低时高液7 米左右。这时在溶土穆 

.供应近9 0?《的流量。 在水位低时，一般是白尼罗河供应8 3 % 的流量。 在落 

土穆以北，尼罗河是大部分农业活动的中心。 从尼罗河引水灌瓶，使它的两岸呈 

现出沙漠里肥沃地带。

2 8 . 苏丹属热带大陆性气候。 从南方到北方，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到西北，呈 

现气候的变化曲线。 南方的商季可持续5 到 8 个月 （4月至 1 1月 ），提供 750 

毫米到 1800毫米的降II量 , 而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甫李是1 ♦ 月到 5 ♦ 月 （6 月到 

1 0 月 ），降II量为 7 0 ( ^ 米到最北方的2 5 毫米。

2 9 . 尽管苏丹的农业现在，并在将来，仍然是该国经济的生导部分, 值是苏丹 

的费济潜力不暇于农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 矿藏资源遂步里示出其重要性。 

矿藏的开采能够为该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报大的推动力。 目前的采扩业只限于少量 

的格铁矿、石膏、硬石# 、猛、云母和滑石。 过去,这些矿藏对苏丹的国内生产 

总 用 i 微乎其後的。 最近的调查表明，苏丹有r ■藏开采的潜力。 特别是 

苏丹西南部的霍夫技特 • 哈哈斯（H o f r a t  en H a l ia s )地g » 铜的蕴藏量可以对
. i, .

今后的经济有报大的推动潜力。 除此之外，现在还正在进行岸上和近海岸的石油 

和瓦斯勘探《 西南部已经发现油田，并且即将建设一座加工原油的小型炼油厂。

3 0 . 人力资源的潜力，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暇的。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潜力的工 

作，取决于政府能否合理使用该国的劳动力，以适合该国尚来利用的大片土地的要 

求》 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2； . 5% 。 尽管该国的一些地区有就业不足现象，

但是苏丹还不存在明显的失业问题。 实际上 , 苏丹的劳力不足，特别是在收获棉
. . . ' . ■ . . . . . . .  '

花的季节经常在采棉花季卞雇用邻国的劳动力。最关鍵的问题是受过训练的劳动力。 

该国有良好的训练设施，在国外也有受训练的机会。 但是，向其他国家的移民， 

特别是向海湾地区国家的移民，越来越严重。 在外国工作的苏丹人向国内汇款， 

固然是该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但是该国本身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 

门和联合企巫 ) 需要人力，也需要具体认真的考虑。 ’



3 1 . 除农业和工业以外，还有一♦ 新生的建筑部门，一小不小的金融部门，包 

.括报多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服务部门。 服务部门将因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推动而继 

续扩大，并反过来支拔农业和工业。

3 2 . 经 '济掠据将趣续P且碍苏丹庞大的发展方案。 现在每年花费S 5 亿的石油 

进口，和需要偿付想2 5 亿的外债，大约消耗该国出口收入的8 由于t 巴 

萨的正常供应线遭到破坏，和鸟干达难民的突然涌入，苏丹南部地区的商品供应不 

足现象变得特别严重。

.. ® 上一•：?：̂联合国调查軍灾情况襄急特浪闭的后续行动

3 3 . 对去年特搬团建议、( A / 3 5 / 5 6 1 )的行动，只限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梭食 

援助。 : 1  9 8 0 年 1 2 月 3 Q.H核可的援助计划，向苏丹南部的东赤道營受阜灾 

影响的5 0 0 0 0 人提供救济。 援助的食品约有2 4 1 7公吨白面粉、 吨妨粉、 

107公纯菜油，总计值银1, 071. 600。 1 9 8 1 年 9 月 3 0 曰完成了軍灾紧憩

食品援助的分发。 .

五、 目前情况加提议的减轻阜灾參响的中期和长期措施

\ 计划

3 4 苏丹在计划方面有较长的传统。 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 9 7 0 年至 ï‘975 

年，后来延至1 9 7 7 年 6 月。 在此期间，经济每年按实际数值的增长率为4’ .5  

% 。 为 1 9 7 7 / 7 8 年至 1994/95年制订的前景计戈!1中提出了相当庞大的目标， 

要使平均每人收入每年增加6 %、重点是发展农业,特别是把传统的农业同现代部 

门結合起来，并且强调区域性平，发展。

3 5 . 在前景计划的范围内，六年计划 (1977/78 -1982/88  ) 的主要特点如

下 :

( a ) 使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化；

a/3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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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几种梭食商品上达到自给；

( 0 加強和扩大基本建设（电力、运输和储藏）；

( d ) 着重落后地区的发展；

( e ) 反映每♦ 地区的潜力和需要并实现专门化和互补性的地区规划。

3 Ê L 尽管该计划重视地区规划，但是权力下放最近才开始，在五小地区分别设 

立了规划委员会，其任务主要将是执行发展项目。 每小地区须负责自己的投资预 

算 ，并负有协调农村发展方案的特别责任。

3 7 . 在这一计划开始真正起作用之前，疼土穆的国家规划部负责规戈!1工作。 

该部有一个小组(由六名顾问姐成）的协助 ( 根 据 发 计 划 署 / 世界報行SUD/80/ 

016号项目），处理经济的每个主要部门。 每小技术性的部都有规划单位》 在 

按照特殊情况设立的部会间委员会的监督下，通过灘门间方案执行六年计划。

3 8 . 现在还没有一♦ 正式文件谈到过軍灾间题，苏丹政府代表在巴黎举行的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间题会议，的发言也没有提起过单灾间越。 现在虽有处理这一 

问题的机构，但政府至今没有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考虑到：（a) 苏丹具有为本国 

人民生产足够格食的潜力；化） 單灾是 " 地区性 " 的现象，可能在^国报多地区出 

现軍灾，但决不会同一小时期内全国都出现阜灾，在此前题下，特浪a 同苏丹官员 

讨论了各种可取的办法。

39. 看来有两种选择：在地区一级实现粮食自给（农村发展的办法）；或者实 

行全国互济有无的办法，把有剩余地区的粮食运往精食不足地区。 这两种办法并 

不互相矛盾。 考虑到每一种办法的优点翁献点，最好能把这两种办法合理地结合 

起来。 要慎重地考虑这两种办法的优点和缺点，要充分注意一些穷困地区在发展 

时的实际限制，以及每种办法的中期和长期影响。诚然.两种办法都需要改进人力 

资源，第二小办法还要特别依赖现在尚不存在的运输设施。

会议报告，见 A /C 01O ： 1 0 4 / 2 2 ^  A d & l



40。 特浪团愿意建议，苏丹政府应采取适当步骤，尽快研究对付軍灾的最好战 

略。 特浪团相信，必要时 , 国际社会—— 具体说就是联合国系统—— 可以提供可 

能需要的技术知识。

41。在苏丹，谷物是所有食物中淀粉的主要来源。在南部某些地区，主要是赤 

道省 , 木著和暮養是这方面的重要梭食。

( a ) 蜀黎是大多数人民的主食，其耕种面积约占6 百万英亩，主要靠雨水耕作。 

因此，产量变化很大，由雨量多少和分布决定P 估计 1979年至 1980年的收成共 

计 220万纯。 苏丹向缺乏•的地区输出剩余的蜀黎，它是贸易出超的项目；在正常 

年份销食的剩余揚黎佑计大约在产量的20 % 。 1980年，蜀黎的出口，主要卖给 

红海各国，佑计为286 ,000吨。 必须指出，有些蜀黎在埃塞俄比亚和乍得的边境 

贸易中非正式销售，因此还没有记录。

( b ) 小米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该国西北的草原地带，产量佑计力400,000纯 ，是 

一种贸易范画较小的地区性粮食》 小米的出口量大慨不超过10,000纯0

( C J 传统上， 小麦是在北部省份尼罗河沿岸耕种。收入和耕作方式的最近趋势 

增加了对小麦的需求。 目前，大部分生产是集中在吉齐粒和新哈法的灌嚴地区， 

并在吉齐拉省和落土穆的面粉r 加工。 1980年，产量係计为266 ,000吨。、当地 

消養很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需要进口近300,000哺小麦。 '

谷物储备

42„ 1981年初访问苏丹的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派团的初步建议之一是，在今 

后五年中应当建立由蜀黎构成的战略谷物储备, 指标是105,000吨。 到 1984 -  

19 85年，这等于一个月的市面消费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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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特滅团进一步建议实际上，应当采用两个办法来达成指标，这些方法为:

( a ) 佑计紧急需要，特别是在已知供应不足的地区；

0 ) ) 分析战略位置最好的地点，即接近运输设施，使谷物储备能够运往其他地 

区，包括人口集中需要依赖市场供应的主要城市。

这仅是小开始，虽然尚不能满足偏僻农村地区的需要，但同自助计划结合起来还是 

可行的。

4 4。采用上述办法之后，特滅团还建议战略律备的地点应安排如下： 库斯提 

65 ,000吨，朱巴 40,000咕。 应当在两小被挺议适宜长期炉藏的地点建造仓库。

4 5 . 粮食计划署协助的项目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梦及国内运输和如何把粮食分配 

给最后受益人的问题。 数路和公路网都无法满足全国，特别是偏僻地区的需要。 

因此，不能及时把报食计划署提供的精食运到目的地, 特别是西部各省。有时由于 

缺乏秩路货车，大批粮食淮积在苏丹港。 虽然苏丹故路部门已不断作出努力，但 

还是赶不上苏丹政府要求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粮食数量。 -

4 6 . 作为协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努力的一部分，粮食计划署承担苏丹境内根 

食运输费达5 0 % , 即需要每年平均支付约50万美元。

4 7。苏丹政府在联合国僻赫勒办事处协助下，目前正在拟订一个与控制沙漠化 

有关的新项目，重新种植按树。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给予作为一种刺激的粮食 

援助。

C. 农业和言牧业

4 8 . 苏丹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 80 % 的人口住在农村地区波业占外汇收益 

的95 %。 虽然灌源起着日益重要和发展的作用，但农业部门还是主要依靠甫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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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因此广大地区受到翠灾的影响。

4 9 . 在干单地区，游牧生活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是利用草 

原的潜力的最有效方法。 事实上，最近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牧地特诚团 

发现在雨水少地区推广阜地农作法是沙漠化的根源，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人口 

日增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在1 9 6 0年代雨量较多的年份在这远地区使用軍地农作法获 

得成功。

5 0 . 畜牧者和农民（大多数在干軍地区养一些牲亩）之间传统的共生，目前不 

仅i 到人口增长，而直受到动物增长的威脉。如果苏丹的人口与面积相比不是仍然 

较为稀少，这种情况是很不利的。 就整个国家来说，粮灰组织方案规划特派团于 

1 9 8 0年 1 0月做了係计，认为适宜雨育耕作而管理完善的地区比目前主要种植如高 

梁、小米、芝麻和花生等雨育作物的耕地多三至六倍。

5 1 .这不是说苏丹并没有极为严重的单灾，但这不纯粹是个干翠问题，只不过 

因为最近的軍灾是在苏丹最易受打击的时候发生的。 旱灾的损寧在每个地区都有 

报大的区别，但基本上是由上述几个因素造成的。 由于这些因素, 为应付翠灾紧 

急情况—— 可能持续数年—— 制定长期计划和协调这方面的一切方案及项目的工作 

都很重要。 在中央与各地区之间、各地区本身之间、研究与发展之间和中央的各 

部与各机构之间特别需要进行协调。 特滅团获悉苏丹政)^打算设立一个^̂ >̂ 机̂构 , 

感到很鼓舞（见前面第2 2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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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雨育作物的种植情况

5 2 . 过去十年来，雨育作物的产量显著下降。 除了早灾外，这是由若干其他 

因素造成，例如，过去料种扩展到太干軍地区和管理不善等等。 去 1 5 年来， 

大规模机被化的扩展被视为翠地农作法成功的关键。 但干軍地区的生态系统很薄 

廣，如没有长期的休將，就不能保持肥力，结果造成土壤退化。 毫无疑问，苏丹 

有广大地区非常适合机械化种作方法，但如要避免早灾产生太严重的影响，就必须 

根据长期土壤保持原则加以良好管理。

5 3 . 在西部，传统上是私有小农田祐区，就追切需要长期保持土地的潜力。必 

須减少对土地的种作压力, 并且极干軍的地区只能供季节性放枚之用。 这弓I起重 

新安置在那里的人口的问题0 虽然他们已习惯于在艰苦时必须移居的情况，但需 

要苏丹政府领导，以便有效地协助重新安置居民在南方雨量较多的地区并减少社会 

紧张的危险。

5 4 , 在 1 9 6 0 年代后期和1 9 7 0 年代初期，軍灾严重破坏了种植阿拉伯树 

胶地带，造成某些地区的胶村枯死，产量下降到一半以下。 在荷兰、联合国萨赫 

勒办事处和世界银行的协助下，苏丹政府积极重建阿拉伯树胶区，重新植树。

55。 有几个研究所正在研究翠灾问题，这显然是一切干早问题的基本需要。虽 
然£ 取得有用的结果，例如在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半干軍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协助下进 

行的高梁和小米项目所得到的结果，但还须要全面审查目前大多数研究工作的价值 

和适用性。 与邻国合作和交换资料,例如关于半干軍热带作物研究所支助在肯尼 

亚进行的项目，会很有用。 特派团发现在苏丹某些地区的一些农技人员感到夫望, 

这是因为由中央政府指导的全国研究工作不太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需要。 这是值得 

改进协调的一个方面。 研究的范围也应包括使用树提供燃料、御料和木材作为重 

建干軍区的部分工作。 这可以结合经改进以保存土壤水分的新作方法和保证包括 

有高度适应能力作物的# 种方法的试驗。 在察易受軍灾^ 区的 " 饥僅 "作物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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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断引起特振团的注意o, « 开发银行最近批准一笔贷款1 4 0 0 万美元以继 

续执行和扩展苏丹政府》 » 发计划署及粮农组织一起制定的种子繁殖和验证计划。

5 6 . 如果要把研究结果在观场应用，就应当把研究工作与推广服务紧密联系起 

来。 苏丹政府的官员很坦率地告诉特滅团推广服务几乎不存在。 由于极大的距离

和运输困难，这些问题很难克服。 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所有人士都同意流动性是个 

先决条件。 其他问题涉及在偏僻地区推广服务职位的低声誉和受过训练的工作人 

员不愿意担任这翁跟苦的职位。 苏丹政府认识到这些义事问题并打算加以解决。

' 5 7 , 合作社的推广是苏丹政府最令人教舞的一项活动。 合作社和推广服务显然 

应当患息相关K 在这方面可能找到解决推广服务问题的一些办法。 世界银行和美

国国际开发署在这方面正è 予有用的支持，这对减轻專灾的影响起直接的作用。
.) * '

5 8 . 改善供水是男一种抗单活动。 在儿童基金会的协助下，苏丹政府作出极 

大努力更新已开掘的地塘并提取地下水以供家庭和牲畜用。 利用藏在沙床的季节 '  

性雨水的可能性傳得调查研究，这可以同肯尼亚和索马里等邻国合作执行类似的项 

目。

5 9 . 有人曾经提到需要代用能源可以不必进口机器和燃科。 虽然利用畜力的 

工具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如能够克服最初的胆力，这会提供很大的好处。 风能 

的使用，在适当的时候用太阳能抽水, 这两方面都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过》这 

可以在试验的基础上慢慢引进/  ' \

6 0 . 尽量减少对外援或需要外汇的供应;品的依赖也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题目。许 

多与特滅团讨论过的官员认为，通过在丰牧时当地炉存余精fP把这些存粮分发给容 

易受翠灾地区的方法可以大为减少在單灾期间对粮食捷助的需要。 毫无疑问，在 

各级—— 农场、乡村、县、省和地区—— 建立经大大改进的设备可以减少损失。在 

南部地区挪威教会援助计划在这方面提供援助，并《期和粮农组IR合作执行关于防 

止精食损失和精食安全方案。 这也需要在全国粮食安全政策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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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可请粮农组织协助。 精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全球预报系統的应用和提 

议由粮农组织气象组织在农业气象学方面提供援助的计划也正在讨论中。 '

6 1 . 在为牲畜和作物防治疾病和香虫方面的国际合作也是最宝责的。 在北科 

尔多凡关于西瓜害虫的防治也需要援助。 这是个与翠灾直接有关的计划，因为 

每公顷的西展园可炉藏6 0 0 立方米的水分，在單季可提供人和牲畜几个月的食品 

和水分，并且干的;15̂子可作为一种宝责的支助作物。

2 , 畜故业和枚场

6 2 , 半数苏丹的人民从畜牧业获得收入的大部分，牲畜几乎完全以传统的山牧季

移方式来铜养。 铜养牲畜是为了： 口畏饱业主及其家属，是财富的一种表示，也

是现金及经济保障之一/ 实阵牲畜群的痛切数字难以取得，但根据农业I 粮食及

自然资源部所作的佳计，以及 1 9 7 0 年代后期从事的一项航空渊量的结果，可知

自从1 9 6 9 年以来牲言的增长迅速。 八年间牛群增长2» 7 % ,  1 9 7 7 年总数
‘、

几 近 1, 600万 失 同 一 期 间 ，绵羊增至1, 500万余头 , 平均每年增加4 , 7 % 。 

山羊的数目增至1, 160万头，年增率为4 。6 % ,  只有路驶的数目增长较为缓慢， 

1 9 7 7 年共计2 8 0万头。 尽管 1 9 7 0 年代初期发生严重單灾，全国牲畜看 

来一直在稳定增长，总数达4, 400万头左右。 家畜增加数似乎大大超过人口的平 

均年增率，因此使人有理由相信也许是为了财富的威望目的而铜养愈来愈多的牲畜„

63• 过去几年来，西北和东北主要牧区年雨量日渐减少，加上牲言数目不新增 

加 ，对欲地情况有不利的影响《 甸料数量减少, 以及严重的缺水情况的追使游故 

的饮人更早迁移，而在軍季更深入南方, 于是更频繁地干扰那些为寻找镇外可耕地 

而向北迁移的小农主的作物耕种，有时甚至诉诸武力 ,中部和北部一带牧场只获  

得有限雨量，共计 2 0 0 毫米至4 0 0 毫米之间，那是一块对放饮过度和对靠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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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极其敏感的生态地带。 凡是牲畜和农夫聚集的地方，植物，光其是近水周围 

地带的植物往往消失，在全国各处留下沙漠地带。

6 4  ' 除了少数牲畜保健或兽医助理之外，牲畜推广服务倚直不存在，因此牲畜 

过多的情况更为严重。 过去2 0 年来相当成功的疾病誉制运动当然有助于牲畜数 

量的倍增，不幸的是，为平衡这种发展，国内既无畜牧业、营养和牲畜经济措施的 

全面教育方案，也没有销售和其他的安全投资机会。

3 . 建议

6 5 . 特浪团注意到夢合国调查軍灾情况紧急特派a 在 1 9 8 0 年 9 月提出的 

建议有些是中期性质；许多建议尚未实行，1：̂然适用

6 6 . 特浪团建议译细研究各种生态系统土地的生产能力，以及如何制灯一项牧 

场及單地，作控制和发展的政策；此项政策应可达成稳定的长期生态平街，而为土 

地使用者所接受* ■ 在这方面，特浪团对于沙漠漫延控制及重建方案（ 1 9 7 6 ) 

制ÿ 的 " 决定于土地使用者的参与，须以土地使用者为方案的骨干的一项政策感到 

款午，并核可此项政策广'

6 7 . 特浪团注意到该国政府在于翠地区已着手进行辟许多活动，包括[沙特阿 

拉伯、阿布札比、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世界報行共同协助的西#凡纳 

发展项目；联合王国和世界報行协助的达尔福尔和科达泛家畜及肉食公甸项旨；美 

利坚合众国在合作社发展方面提供的援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努巴山区提供的提 

助；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在重植阿拉伯村肤带方面提供的援助；美国、瑞典国际 

开发署和世界報行对干單地区研究提供的援助。 特游团也注意到不当的规划和协 

调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因此，特浪a 建议，襄接上次建i义中讨论过的翠地度展和



控制政策，制订一项对目前和未来项目全部适用的通盘计划。 这可作为多学科干 

单协调单位的★ 要任务之一 ; 特振a 获悉：即将在国家规划部设立这一单位。

6 8 . 除了已讨论的全面规划及协调，以及全面规划及协调范围!^的工作，显而 

仔细重新评价该国在农业及其他与干軍有关的领域的研究工作》 最近实行把中央 

，的职责分散给各区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有限的人力资源必然更受暇制，因此必须

做到，进行的研究必须密切配合各区城地方政府设想到的优先需要。

69. 关于特定的项目，特浪团建议r 政府加紧努力减轻每年火灾造成的故地的 

重大捕失；在某些地区围筑概栏和围圏干草，设置一些铜料储存处；并建立牲畜道 

路，储备充份的水和例料，使迁移的人和牲畜行动时不致于摧毁作物，以免引起

不同部族之间的冲突， 特浪团对保护达宇的西瓜收成免受虫事的项目也极为推崇， 

除可略微获得一些外来捷助外，主要是属于自助范围的项目。

7 0 . 特浪团注意到极端需要有效的推广服务。 在这祥一个幅员广阔地形多样 

的国家内，困难是很大的，但须尽先克服间题，尽先建立根振研究和在这方面的实 

际运用的政府政策间的有效联系/

7 1 . 特浪团对合作社运动的成长感到教午，并把这种发展看作是常常听到的决 

心自助的一种具体表示》

7 2 . 男一与翠灾密切相关的可能改进办法是，制订一项全国根食保 .咏政策：在 

区域^ 省、 区、乡村和农场各级，特别在易发生单灾的地区，设置歡合。 粮农组 

织已在国家一级给予援助，还可在农民一级给予援助， 提供关于偷仓结构和-预防 

食物领失的意见。

7 3 „ 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发展畜牧业的慨念，人们也注意到各种问题但因缺乏 

有效的政策和立法程序，难以实行各个项目和方案。 下面的段落建议的一些活动 

可使畜牧业部门较少受到更多軍灾打击，这些活动没有按照优先秩)T排列 ,但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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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作为采取的一揽子行动类型，以便显示最大的影响。

7 4 , 编订确切的牲畜数目、牲口的迁移和每一游铁家庭的最高牲口数量将为今 

后试滅及制订一项连貫的牲畜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评价畜牧业所有权此一主题可 

使牲口病少导致的困难缩减至最低限度。 .

7 5 . 除了兽医推广方案，下述各项目也报重要： 协助游牧民族实施牲畜营养；

牲畜经济方面的训练；家畜产品加工：诸如制酪、制草、肥阜产品等；推销和使家 

畜产品的多样化。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大家认识到，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基 

础一 . 牧场一是最鹿騎的资产 ( 见本报告前面数节）i 可在一项经过审慎考虑的.

长期牲畜业发展政策和辨略内制订下列计划：

: ( a ) 由拟议的軍灾监测单位制订牲畜迁移指示性计划；

制订牲畜路线，提供充足的给水站和铜料储合；

( 0 ) 制订牧地重新播种方案，并建立牧革储仓；

W 为战略目的围筑重要的词料储藏地区：并延长防火线；

( e ) 在雨量低和沙漠化严重地区执行大规模pro so p i s  c h i l e n s i s 或 

t a n a r u g o 和塞内加尔树胶的播种及种植方案，以期養定i 壤、保留水分和提供 

添加营养的家畜词料； ■

( f ) 在靠雨水和靠灌嚴的农地安排铜料产品和储存粗料，以供紧急情况之用， 

并制订代用的铜养和肥育方案；

( g ) 建立和扩充战略性署宰设施； .

. ( Ü ) 改进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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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资源

7 6 . 持续而长期的甫量稀少，对供水量发生显著影响，.许多供水点例如水井和 

天然水池都已干溜，给农村社区带来极大的困苦。

1。 目前的活动

77。 水资源救济方案是由政府举办的一个主要项目，它订有下列目标：（a) 将 

水场散布到牲畜路线的四处；（t o )使每个水场的牲畜头数减少；( e ) 探索新畜牧场 ; 

(d) 使北部地区游牲民向南移居的数量减少。 ’ ’

7 a 目前的国际支助来自下列各方面：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卫生想织、粮 

食计划署、世界銀行、阿拉伯资金供应机构以及若干同外国政府合办的双边技术振 

助方案。 挪威教会援助会正在东赤道省进行一项钻请井孔的方案。 这些援助投 

入的大多数都通过提供用水和食物给定居社区的办法来应付軍灾所造成的眼前间轉。

2. 长期和中期计划

7 9 . 为农村地区人畜供水的主要供应系统有：

( a ) 水场，即深孔水井，配有柴油机？I，的水系和巨型高架蓄水箱；

( b ) 供水地，即人造蓄水库, 在雨季收集地面水。 这些水源对于具有坚 

硬晶体状不存水地展的地区特别有用 ;

(0) 露天水井是小村庄社区和科尔多凡省和达尔法尔省游牲民来回移动的 

路线上传统使用的水源。 通常以水摘和绳索谈水，有时也便用手播水系；

( d ) 露天的季节性水源：在短暂的雨季内，天然的法池和季•性的河流也 

可作为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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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政府制订的中.期计划主要针对两个目标:

，（a ) . 修建已经作废的现有供水点；

( b ) 建造新的水场：需要钻凿更多的井孔和露天水井，并装置必要的汲水 

系统、蓄水箱和配水设施。 这些水场将为乡村社区和游枚民路线上的^合点 

提供大量水源。 全国水务管理局和儿童基金会已在南科尔多凡省开始进行一 

个这样的项目。

81： 南达尔法尔省和南科尔多凡省有许多季节性河流，获得利用的部为数极少。 

Ü■划用以下办法来利用这些干溜的溪谷：（a ) 建造土项蓄水；i h ) 使水流扩大蔓延 , 

以增加自然的土壤吸水并渗透到地下水位。 挖掘浅井是从这些地区供应用水的 

适当手段。 这些水源将能维持有暇的耕作计划。

82, 已经开始进行的蓄方案旨在通过人为的地下储水和保存雨水的办法来提 

# 水源。 由于水的渗透使这些地区不能充分利用潜在的牧场，因此，蓄水方案想 

要使用适当材料将每个法地的底部筑成阶地并加以凝固。 这个方案正在试验阶段 , 

如能取得成功，则在以后的执行阶段将需要额外的圓际援助。 这种保存雨水的计 

戈《J如能取得成功的话，对于科尔多凡省和这尔法尔省的畜.牧地区的全面情况可能会 

发生真正的影响。

运输

s a 鉴于苏丹的幅贞了阔、人口分布的格局和供求点地方化等特性，运翰网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 政府现有的发展计划，强调运输系统须满足两种寄要：（a) 建 

立各区域和落土穆地区之间的联系; （b) 使各地货物能运输到各海港并使该国继续

参与国际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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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过子十年内运输系统经历了甚大的改变，主要是从佚路、河流运输改成公

路运输。 .

85。 铁 路 （总长4, 7 6 0 公里，单行道，窄勒距) 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为该国 

北部、东部和西部的重要中心提供服务。 但是，它的绩效却大有改进余地，国营 

苏丹秩路公司由于备件缺乏、车辆不足和管理不善，无法开展业务。该公司没有适应 

于其他运输工具的竞争；它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一个面向商业化的组织。

86。 尼罗河因为有满滩和航行上的问题，只有北部的卡里马和栋古拉之间

( 2 9 0 公里）以及南部的朱巴和库斯提之间（,1;. 4 0 0 公里 ) 可以通航。 准国 

营的河运公司经营大约2 0 艘驳船，供货运和客运之用。 河运十分呆滞，其大量 

潜力仍有待挖掘。

87。 .自 1 9 7 0 年以来，公路系统已有轉步发展，但仍然十分稀疏。公路总长 

10, o o (y A \ t ,其中 I, 5 0 0 公里为柏油路（主要在落土後/ 苏丹港地区），其余 

为碎石路和土路，雨季大都不能通行„ 1 9 9 年，领有执照的车辆供计137,. 

000辆，其中约有43, 000辆为公共汽车和卡车。 在雜人部门管理下，车队作业 

尚有效率。 事实上，货车可以通达全国各个偏僻遊远的地区，只是费用奇高。

s a 目前，运输仍是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货运能力不足造成长时间的耽摘和 

養用的增加。 为了改善现存的基础设施，正在进行若干方案。但 是 人 们 公 ^是  

- 个需要相当大量投资的长期工作q

8 9 .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的一个项目协助该国运输部改善其敦路营运规划。苏 

丹铁路公司和阿拉伯基金会正为在资助一个项目，以修复铁路并提高其运输能力， 

办法是改进车间设施、培训员工、进口新机车和在苏丹港和哈雅之间铺设双孰道。 

此外，粮食计划署协助该救路公司进行所谓的" 应急善后方案" , 为大约 12, 500 

个工人提供粮食（SUD2509号项目）。挪威提资助河运公司购置新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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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在各阿拉伯国家、基金会和世界報行的邦助下，正在修筑新的公路，特别 

是在该圍中部（白尼罗河流械 ) 和西部。 须期库斯提将成为主要的运输中心；尼 

罗河自朱巴起可通航的一段同起点为苏丹港的缺路在此交会，并且最后将有柏油路 

从此通达傘土穆。 1 9 8 6 年前将在库斯提完成的一座炼油厂 , 将使西部和南部 

的燃料价格降低，从而提高卡车的承载能力，并使公路的运销费用减低。

9 I 全国运输系统对遭受单灾区城的服务并不平均。 达尔福尔省的尼亚拉有 

秩路通达苏丹港（长 2, 4 1 9 公里）, 而巴巴努那/ 尼亚拉（长 4 1 5 公 里 ）一段 

将全部重建。 尼亚拉和法席尔之间正在修筑一条公路。 科尔多凡省有比较多的 

铁路和公路。 苏丹南部以尼罗河通达库斯得并以朱巴一旺碎石路通达旺( 旺是起 

自苏丹港的秩路的终点，缺路总长2, 4 6 0 公里 I 南部的部分供应来自蒙巴萨港, 

以卡车运过肯尼亚或乌干达，费用十分高昂。 -

9 Z 本粮告各章所述的各个项目（它们集中注意力于单灾地区的农村发展）的 

执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建立并适当维修一个公路支线系统，将货物和人群从 

乡村运往主要的运输线（河流、主要公路或故路) 。 现有公路文线的情况往往令 

人 浩 导 致 运 输 费 用 过 高 。 公路支线目前属于六个地区政府的职责范围。它们 

必须制订本地区公路支线网的总计剑，并确定优先次序。 经费可从它们本身的财 

政资源中提供，而以地方税为基础，并掛酌情况，从中央预算中给予补助，以便在 

各地械之间维持经赞的公平分配。

93。 特振团建议缓助单灾区城，使它们能够：（a)在技术顾问的邦助下，制定它 

们的公路支线总计划；0>)通过各种项目，例如开友计戈Ü署所支助的"在南部维修 

必要的公路"项目，建立一个改进和维修公路的机构梦心，配以筑路设备、备件库 

修理车间和训练设施；和( 0 ) 通过粮食计划署" 以工易粮 " 项目，促进劳力密集的 

维修技术和当地人民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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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气象和实用水文学

1. 间题的性质

9 4 对过去 1 1年降雨资料的分析显示，与 1 9 4 1 一  1 9 7  0 年期间的正常 

气候相比，平均年降甫量有普通减少的趋势。面量的减少在南达尔福尔省和南科尔 

多凡省，以及落土穆地区特别显著。事实上，各省都曾遭受为期一至三年的翠灾， 

但没有发生过全国各地同时受旱的情况。

95。 特滅团到访时雨季尚未结束，从气象局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若干地区的雨 

童比正常年份多，而另一些省份则严重缺甫。 一般地讲，缕次雨季大约比往年迟 

1 5 天开始, 到6 月止，雨量稍有不够， 7 月份的雨量则很不错。

96。 特振团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农作物季节的雨量分布。 这样的分析所显示的 

情况一定比上述更槽。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使这一年全年的雨量看来是足够的，在 

植物生产过程中某些关键时期缺水，还是会严重损害作物的收成。

2 1 目前的情况

97。 气象局的气候科在雨季每五天发录一次全13 2 0 个气象站的雨童数据。这 

些气象站用无线电或电话与总部联系。 每十天还t î这些数据汇交精农组织的粮食 

和农业全球资料和早期警报系统。 从全苏丹其他1, 0 0 0 个雨量测童站得到的数 

据则经由邮寄收集，并在一份母月出版的农业气象公报上发表。气象局有大量气象 

数据，可惜这些数播的出版方武不适合于一步分析和调査。可以感觉到數振处 

理设施严重缺乏。

9 a 特游团获悉，请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的两个项目在编制过程中未与气象局 

协商。而气象数据对这两个项目来说将是很重要的输入。 这两个项目为：单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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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事监测单位和全国沙漠化控制、协调和监测单位。

99。 在实用水文学方面，灌就部下属的尼罗河管理局已在白尼罗河、青尼罗河 

及这两条河的支流进行了排水量和水位测童。出版à i水文年鉴，也进行过与灌厥项 

目有关的特别调查。 农业部为了农业发展计划在西部各營进行了水文调查。 但 

还不曾为合理利用白尼罗河，而使用开发计划署/ 气象組织联合计划项百“维多利 

亚、基奥加、莫布阁塞塞塞傅等湖的水文调查" 所编制的数学模型。

3。 区域方面

100。■在实用水文学领滅，苏丹与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和埃及 

有密切的区城合作，看来这项合作将因尼罗河流城委员会的设立而加强。 特浪团 

访问苏丹时, 开罗正在讨论如何设立这个委员会。 在气象学方面，除了与埃及在 

^ 象技术人员的培训方面有些安排以外，看来很少或没有与邻国合作。 气象局获

气象组织有意加强气象研究所在内罗毕的研究和训练工作，尤其在农业气象技 

术人员的培训方面。

101。 这一点涉及为编制开友计划署1 9 8 2 — 1 9 8 6 年非洲区械方案举行的 

机构间会议（ 1 9 8 1 年 4 月，亚的斯亚贝巴 ) , 在该次会议上，气象组织若干支 

助非洲东部和南部受单国家的填目仍保留在优先项目清单上。 目前正同开发计划 

署讨论能否为拟议的部分或全部项目提供经赞。

1 0 Z 为了继续不断有系统地研究苏丹翠灾的发生、严重的程度和趣率，应该采 

取下列推施：

( a ) 应该通过提供无线电设备，增加随时向总部报告雨量的观测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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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应该更迅速地印发农业气象公报；

( c ) 应该建立备有数据处理设施的气象资料库；

■ ( d ) 应该建立气象局与农业部和灌嚴部之间的永久性连络；

( e ) 应该成立应用气象学方面的研究调查方案；

( f ) 应该把气象局现有的气象数据和专门知识，用到有关单灾监测或控制 

沙漠化的任何国家计划项目上；

( g ) 应该利用设在内罗毕的区城训练设备来培训各级气象工作人员；

( h ) 应该安排參加拟议中的开发计划署/ 气象组织合办项目"在气象学和 

水文学领城向非洲东部和南部受軍国家提供援助"。

G 軍灾和沙漠化

1 0 3 . 主要受軍的地区为北科尔多凡書和北达尔福尔省以及南部六个營的一部分。 

北科尔多凡省和北达尔福尔劣属于半干单气候，年雨量2 Q 0 至 5 0 0 毫米，軍灾 

灾情因土地易受沙漠化过程的參响而更形恶化。 沙漠化已经造成重大损失。

1 0 4 苏丹政府对沙漠化的危險有所警憾，最近在联合国最〒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上提出了若干控制沙漠化的项目 .

1 0 5 . 苏丹政府并已开始采取若干反沙漠化猎施，包括一个在北科尔多凡省重植 

塞内加尔刺槐的重要项目，由荷兰通过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提供经赞。这种 

树能在半干軍气候下生长，因此可以胆止沙漠化，它也是一种经济作物，可以提供 

薪柴、词料，而且能赚取外汇。苏丹政府还为北科尔多凡省和北达尔福尔省定下了- 

若干挖制沙漠的项目，包括一个永久水源周围牧场管理项目，由瑞典政府提供经赛。 

已经确定1 旦所着经赛还没有着落的其他担制沙漠化项目如下: 建立防火线、综合性 

村庄发展、整顿严重恶化的牧地、在桑纳阿姆盆地使用集水技术的可行性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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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控制沙漠化的宣传教育运动。 特浪团深信，这些项目（和特振团没有时间 

仔细研究的关于控制沙漠化的其他拟议项目）的执行，也能加强苏丹政府应付单灾 

的能力。 这种项目值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06。 至于南部地区，特浪团注意到沙漠化并非单灾的结来。然而确曾观察到

( 当地官员也提到过）过分放牧导致沙漠化的充分证据。这倒相当值得关切。 重建 

已经沙漠化的土地遂较预防土地恶优困难而费钱。 特派团敦促该国政府和地方政 

府都采取特别措施，以控制受參响地区的放牧。

107。 特浪团认为，虽然苏丹政府目前的反沙漠化活动是有用的，制定一项控制 

沙漠化的政策还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 这可以为反沙漠化的努力提供一项综合 

性战略，并使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

108。. 减轻单灾和控制沙漠化的政策应该紧密配合，执行工作在国家一级和区城 

一级都症密切协调。特滅闭认力，与軍灾和沙漠化有关的事项有加强协调的必要。

H .  m

目前的情况

1 0 9 . 苏丹的物质条件資乏，加上基本建设不足，幅员辽阔，气候严醇，在在给 

苏丹政府改善保健情况的坚决努力带夹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几次翠灾更使原已非 

常因难的情况更加恶化。

110 . 在苏丹狠难获得统计数字，特别是有关保健的统计数毕，已有的数字;也 

不一定准确。

111 . 但是特振闭认为，受阜地区最优先的需要与其他农村地区相似， 最 

基本的社会服务，如:^疫，合卫生的水，厕所等, 都极端缺乏。

1 1 2 . 因逃避军灾而突.然移居，对保健有不良影响。 人口向有播尾线虫的河流迁 

移，增加了关明的危险。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中心移动，无论是暂时性的还是永



性的，都只有使本来就很赚騎的暮本生建设负荷过重，使卫生条件急剧恶化。苏 

丹的几♦ 城市因而周期性地缺水，或有水但不适合人类使用。 肠冒炎，输疾和皮 

肤病和眼疾如沙眼等都很疆觀。

113 . 营养不良是男一小重要因素，因为它使其他许多疾病的死亡率增高。

114 . 为了维持可用的疫苗所需的" 冷藏链 " 极难建立，因为该国气温'经常狠高， 

运输不一定可靠 . 冷藏即使在城市里都很成问题。

1 1 5 . 该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有效的保健服务网来改善恶建的保健情况。 中 

期目标是，实现每4, 0 0 0 人有一个初级保健单位，作为保健网的基础。 卫生部 

考虑到游牧民是最受阜灾影响的，因此要集中注意他们的特殊问题。 当游牧民的 

保健人员与定居的保健人员一起受训时，其中许多人宁愿留在受训的城市而不愿送 

回自己的社区。 因此急需在游牧民集中地点建立单独的保健人员训辣中心和诊所。

1 1 6 . 缺乏监督是初级保德方案所面临的主要间题之一，主因是交通不便

六.区城合作一政府的意见

1 1 7 . 苏丹政府赞同大会第3 5 X 9 0 等决议所述的区城合作慨念，且已为具体目 

的通过双边或三边委员会同各邻国进行合作。 苏丹政府认为，在更广泛的多边基 

袖上扩大合作，以应付翠灾和其他自然灾事，和处理中期和长期的重建复兴间题， 

将是有用的。

1 1 8 . 苏丹政府很希望为此目的成立一小机构，办熏处设在傘土穆。 这♦机构 

应该处理上述各种实际间题，具体地说，除了别的以外，应设法制定一些区城政策 

和方案以应付軍灾，并为这些方案进行国家间协调。

1 1 9 . 本节捕录苏丹政府对区城合作的看法。 本报告其他部分可以看到特派闭 

对哪齒问题可能成为采取共同行动的好对象的建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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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苏丹翠灾情况多机构特滅团成员 

( 1 9 8 1 年 1 0 月 1 7 B 至 2 4 H )

John Saunders 先生 

F.W. Mumm von M allinckrodt

先生

Leonard Maynard 先生

A. Saleh  先生 

T . Essayem 先生^

Harry U nderhill 先生

Marc DeBruycker 先生 

Claude Jo f fr o y  先生

B . Lagarde 先生 

Abdalla H. Ishag 先生 

Dunstan Njau 先生 

B . M’ Boya 先生

助理秘书长兼特振闭团长 

族合国开发计划署兼报告员

联合国苏丹一終赫勒办和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联合国精食及农业组织驻苏丹代， -

世界粮食规划署驻苏丹副代表

联合国精食及农业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世界气象组织

联合Ü 教育料学及文化组铁 

非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