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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2次全体会议开会.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 , "核禁试” 。 但是，各成员国想希望就其 

他与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发言的话，可这样做。 ，
首先，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了第CD/319 ‘ 

号文件，内涉及就利用全球通讯系统向世界气象组织干事长提出要求的问题。正 

如我当时所说，我已要求秘书处就此问题散发一份致世界气象组织干事长飽信件革 

案，供委员会审议和作出决定。 这份草案裁入第7 3号工作文件。 我们将在下 

次全体上一起处理这分工作文件和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报告。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比利时、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和爱尔兰。

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捷克期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便阁下发言.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另一位同事、南 

斯拉夫的弗尔胡奈茨大使飽离任表示惋惜，他是我飽一位很好飽老朋友，也是捷克 

斯洛伐克与其保持着非常良好关系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们依依不舍地 

向他告别，并祝愿弗尔胡奈茨大使在今后的活动中一切顺利。

议程项目1 "核禁试”确实是一个最高优先的同题，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多边裁 

军谈判的主要国际机构所关怀的中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怀的中心。联大的 

许多决议都强调了它飽重要性，其中包括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该 

文件的有效性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得到了重申.

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核武器试验飽俗称的1963年莫斯科条约，已 

成为遏止核武器发晨的一项有益用文件，也是旨在保护环境的f必要的步骤，但 

其中并没有包括地下核武器试验。而且，有两个核武器大国至今认为没有必要加一 

入这个条约。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多年来为什么世界各国人民和大多数国家一直 

在寻求达成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在这一论坛上几乎没有必要解释的是, 

缔约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朝向遏止核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为今后核武 

器扣发晨设置障碍，也可减少核战争的危险.缔结这个条约也将加强不扩散核武 

器的原则，因为那些导求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将失去进行核舞炸的可能性，而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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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捷克斯洛伐克特别关心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早在1958年，其代表就参 

加了第一次专家会议，那次会议讨论了是否能侦察出对一项可能达成的禁止核爆炸 

条约的违反情况. 当时专家们就得出结论，就此问题建立f实际而有效的系统 

是可能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前身的各机构中，我们一直充分支持一切旨在早日拟定 

和通过这样i条约的各种提案，即在任何时侯和任何环境中并在所有国家——其 

中当然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禁止核武器试验。对于那些要求开 

始就此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并就此问题设立工作小组随国家飽楚议，我们总是表示赞 

同知。 -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已开始其审议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但我国代表团 

经过考虑认为，该小组的职权范围不够广泛。 并且我们注意到，在本会议室中这 

个意见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们认为，不适当地限制我们的讨论，并仅仅注意该间 

题飽某些特定方面，这样做是不明智的.除了核查和遵守的问题外，完全不顾其 

他至关重要的方面，这种対待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态度将成为我们工作的严重 

障碍。颇为明显的是，核查和遵守的问题不能与其他有关的问题分开讨论，特别 

是与禁止的范围问题分开。我们对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活动的态度是基于这样 

一个设想的，即小组将做的每件事都须有助于早日拟定一项核禁試协定飽草案。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采取措施，保证从所有各个方面来拟定这样一项协定，这将 

是极为有益的.

今年8月1 6日，魚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社合主义国家集团的文件已 

阐明我们对特设工作小纽在目前的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方面的看法。 我们认为共提 

出了七个项目，即：

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

专家委员会；

协商程序；

现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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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程序，以及

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各种安排的可能关联.

上述项目形成了 一个合乎逻辑和完整的结构，这可成为有效的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 

基础。

多年来，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一直在处理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方面国际合作 

措施的技术方面问题。我国的专家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在寻求 

有效地斛决以国家手段确定地震事件的办法方面，专家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e 

1978年的第CCD/558号文件和1979年飽第Clt/43号文件中的详细报告裁有 

交换地震资料的方法，这两个文件表明，在根据现有的地震学实践的各种可能性来 

拟定一种现实制度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就此问题，请允许我简单谈谈一项可能的禁试条约和核查的技术保证之间的关 

系。 我们都同意，地震侦察和识别是对未未核禁试的核查制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但是从纯技术的育度来说，很清楚的是，侦察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可靠性是无法达到 

的。因此，一切关于所谓侦察极限的辩论以及力求以最大的准确性来确定这一极 

限的努力都可能令人感兴趣，但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种 

情况，即地震方法不是核查的唯一办法，核查和遵守将通过一整套飽种种程序加以 

保证。我们还从这样一种谅解出发，即核禁试之核查应该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 

地震费料的国际交换应保证做到以下各点：每个成员国应能接触地震资料，同时地 

震事件应由成员国通过其各自的国家手段加以确定。为了保证地震事件资料顺利、 

可靠和迅速地得到交换，应设立国际資料中心.这些資料中心飽作用现在正在详 

细的讨论中。

专家小组至今取得的成果表明，国际交换由国家手段获得的地震资料的系统已 

经达到了高度的可靠性，其中某些方面在国际实验飽基础上已得到了考验。这些 

成果还支持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每一种核查制度必须符合加入未来条约的所有国家 

的技术能力，该条约必须保证平等权利和义务. 我们认为，如杲要建立一种现实 

而有效飽系统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应该指出，即使存在某些技术 

问题，只要所有有关的成员有诚意并准备导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困难总是可 

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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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事态发展清楚地导致以下结论：核查的技术方面必须在各方面服从于未 

来全面协定的总观点。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协定的范围、条约的有效期是否无限的 

或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是否都参加条约等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是不能决 

定核查问题的。核查和遵守问题的各种憲要只能在各方面对未来全面赫定作透彻 

审议后决定0即使我们希望严格地遵守特设工作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但在不知 

未来禁止条约的条款是怎样的情况下，是难以认真诗论核查和遵守问题的。

两年前，我们在研究了苏美英三国就核禁试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三边报告 

（CD/130号文件）后，大家都注意到了三边谈判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还 

满意地注意到，三边谈判"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以必要的意愿和毅力来使谈判早日 

圆满结束"（三边报告的第2 5段）。

但是，最近我们已看到美国在对待这个优先问题的态度上有着危险的变化。 

这使我们深为关注，因为现在成问题的是，或是继续核军备竞赛，或者遏止这种竞 

赛；或是加强国际和平，或者在今后破坏这种和平。 美国总统里根决定不恢复三 

边谈判，拒绝批准分别与1974年和1976年签署的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和 

和平地下爆炸的协定，以及美国不顾世界人民防止核战争危险的要求，继续实施进 

行超过15阡吨商定限度的核武器试验的广泛计划和其他的一些具体措施，所有这 

些很难便任何人相信，美国是在认真考虑缔约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的，不管是 

现在期以后缔结。

因此，以下事实并不很令人鼓舞，即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表明 

其政治意愿，并准备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谈判中和通过恢复三边谈判的方式积 

极地参加核禁试条约的拟定工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和英国只愿意处理核 

查和遵守这两方面。我们也感到极为遗憾的是，两个核武器国家，中国和法国， 

也不认为有必要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数成员国 

一直在寻求设立这个工作小组。 不管参加本机构工作的所有成员国对目前形势作 

什么估计，它们都应作出最大的努力，为通过旨在遏止军备竞泰特别是核领域内 

的军备竞赛的措施作出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完全同意荷兰大使范东根8月1 7日 

讲的一段话，"祓武器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论点，即对某些 

国家言，在考虑停止试验之前，必须进一步进行试验，以便加强它们的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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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表示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情况下无疑能 

在解决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的问题中发挥童要的作用. 但是，取得成功的必不可 

少时先决条件是：所有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要有参加这一进程的政治意愿.

希尔特纽斯先生(瑞典):今夭我打算以瑞典代表团代理团长的身分就核禁试 

的问题作一发言.

核禁试条约的达成将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多年以 

来瑞典一直坚持的政策是尽其所能来推动这一目标. 对我们来说，全面核禁武作 

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手段，以及作为关系到核武器国家最后进入一个相互的核遏制 

的时代的一种标志来说都仍然保持着其充分的重要性.

作为达成该条约所作努力的一部分.瑞典曾在1977年提出了一项全面亲试条 

约草案(CCD/526/Rev. 1 ). 瑞典代表团的意图是希望在1983年春季会议 

期间提出这一草案的修正案.在检查我们现有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时，我们将考 

虑到自197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 政治上童要的因素之一是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 

三边谈判. 瑞典时其中一方最近作出不拟恢复这些谈判的决定深表逐憾.

1980年7月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提出了他们进行三边谈判的最新报告. 

即使那报告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但我们认为，有关那些讨论的更 

为全面的报导.可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供在这一机构内就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 

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因此，瑞典敦促三方尽快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其所取得的 

成就以及遗留的障碍的全面报导.

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关系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如果要使禁試有效， 

就必须能锣吸引普遍参加.在本委员会中就一项未来条约达成协议将提供适当的 

机会去吸引这种参加.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确是谈判核 

禁试的一个适谷讲坛.

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瑞典对中国和法国不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一事表示 

真诚的遗憾. 我们希望它们将童新考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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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未来禁试条约的范围，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在一切环境中永远禁止一切 

核试验爆炸的全面条约. 这项目标可以以一步或分几步达成. 至于为和平目的 

进行的核爆炸，瑞典代表团认为，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必要性眩须优先于此种爆炸 

可能有的未来的益处.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准备考虑所有严肃的提奏.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本委员会最后発于就设立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达 

成了一致意见.•瑞典代表团和提多其他代表团都认为，为了就全面禁试进行真正 

的谈判.该工作小组时职权明显地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应该予以改进.然而，就 

目前来说，它至少为开始谈判的进程在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应该 

根据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的规定.作出坚决的努力对核查和遵守核禁试的方面进行 

实质性的审议.我们希望在准备就核禁试进行真正谈判方面，事实将证明小组是 

能够有所作为的.

利德戈尔大使在接受了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思位之后，在8月1 2日的全体会 

议发言时特别提到了如下内容："我们要强调指出，我们接受这项任务的具体条件 

匙 两个主要核大国将真诚地进行合作，以便达成我们职权范围能够达成的东西". 

我几乎没有必要去进一步强调这一设想的童要性.只有得到所有参加者，特别是 

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的积极合作，才有可能在工作小组中取得进展.

有些国家不断声称，没有适当的核查方法是全面禁试条约的主要障碍.现在 

和这里正是从多边的意义上开始来解决这些重娶的核查问题的时机和场所.因此， 

我国代表团期望所有国家现在都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核查遵守核禁试的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问题我国代 

表团认为应该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内解决.

我国寄予极大重视的核查问题之一是国际核查系统.参加核查核禁试条约是 

所有缔约国的权利和职责.然而，由于各国的地理位置，可使用的技术手段和其 

他情况，单独使用国家手段去监测一项条约的技术可能性也许是很不相同的.

国际核查系统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不同并协助所有缔约国监测一项条约. 国 

际核查系统通过方便和迅速的方式，向各缔约国提供汇编的和事先分析的资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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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得到记录使所有缔约国具有基本上同样的可能性以监测一项条约.为 

了满足这些总的要求，国际核查系统必须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情报、资料和记录，作 

为核查条约的基础. 因此，国际核查系统应该是一个先进和现代的系统，具有不 

次于各个国家所具有的技术设备和能力.国际核查系统还必须具有一种时所有缔 

约国都有用的方式提供情报和赞料的能力.

多数全球核查系统可能产生大量的基本资料，对这些基本资料的处理和分析对 

多数国家来说将成为一项不合理的沉重和昂贵的艰巨任务. 而且并没有政治或技 

术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不应该在国际费料中心(工DCS )来进行这些基本的和标准化 

的分析——这在任何情况下是必要的.需要若干这样的中心以便给予所有国家平 

等的机会去监测核禁武. 因此在国际资料中心的分析必须利用最新的技术和科学 

发展的好处，以及以国际核查系统范围内所产生和提供的所有资料为基础. 对于 

国际费料中心拟予使用的费料加以任何限制会大大减少国际核查系统的有效性. 

对于那些依靠国际資料中心服务的国家来说，在国际核查系统内的这种差别对待是 

难以接受的.

瑞典政府已在若干场合中表示愿意在瑞典设立、操作和资助一个国际资料中心. 

作为就禁试核查进行国家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瑞典已设了一个实验性的资料中心. 

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有待在国际资料中心使用的方法和程序. 陈述这项工作成果的 

详细报导已经交给了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特设科学专冢小组已经对于将成为国际核查系统的一个部分的合作地震措施进 

行了深入的审议.瑞典代表团认为，专家小组旳工作将为国际核查系统的地震学 

部分的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均 

应充分考虑到最新的科技发展及成果. 因而全球地震系统的进一步现代化是特设 

科字专家小组现有的球权范围内的一项童要的任务.

去年春季瑞典提出了是否国际核查系统也应该包括空降放射性物质全球性侦察 

网的问题，作为地震学手段的补充，以寻找在孰低的大气层暗中进行的核爆炸. 

(CD/257 ). 此种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所加以禁止的爆炸迄今一直由国家技 

术手段单独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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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对大气层放射性物质进行取样是侦察大气中的核爆炸的显著的方法，也是应该 

从国际合作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一种方法，因为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己速立一个足以包 

括全球范围的网. 因此，瑞典代表团认为应该对设立r个类似于地震侦察网的侦 

察空降放射性物质的全球网的可能性进行探索. 此种网将使所有缔约国具有基本 

上相同的能力去侦察在大气层中的由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其他的技术手段可以为监测禁试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费料，例如在大气中的低 

频声和万有引力波的记录，类似于记录闪电击的电磁测量以及对深洋中旳声波的水 

声测量.此种水声记录还可能改进几乎没有地震站的海洋地区监测地下爆炸的能 

力.

在普遍承认的地震手段之外，引进核查措施的引进不应被看作是企图延迟核查 

讨论或便核查问题更难以解决. 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从所有核查的技术手段中探 

索到潜在的好处，以及如果认为有用，可使未来禁试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能利用此 

种手段而不是仅仅限于有良好设备的几个国家.

最后，我想简短地谈谈核查以及遵守情况的某些机构方面的问题.

在履行一项条约的过程中，将会产生一些政治和技术性的问题，因此，有一个 

机构能移在适当的权威和能力的水平上来处理这些问题是童要啊. 除了缔约国之 

间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安排外，喘典认为应该设立两个具有一个共同秘书处的委员会.

委员会之一将是一个技术委员会，任务是监督国际核查系统的操作情况和解决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技术问题.•委员会还应该在与国际核查系统有关的 

范围内紧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此外，应委托它对该系统的技术现代化提出建议. 

另外一项工作则是为各国对于观察到的事件可能要求进一步澄清提供进行技术性讨 

论的讲坛. 该委员会还应负责现场视察的技术工作.

拟命名为协商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会则是一个政治机构，其任务为监督整个条 

约的履行情况.这个委员会是讨论该条约履行情况，包括其核查时有关的政治间 

题的一个讲坛.在这方面，它应接受特别是对现场视察的要求及其结果.它还 

监督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协商委员会也应计划和筹备必要的审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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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结束时，我愿再次强调，瑞典政府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核禁试特设工作小 

组和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内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以便为全面禁试条约的进展作出贡献. 

瑞典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善国家现在准备履行它们在这方面的各项职贵和国 

际义务. 时间是一个关缝晶因素. 因此，对这一重要同题进行严肃和具体面处 

理不应再予延迟，即使我们必须在不太令人满意的职权下——至少迄今为止情况是 

如此--.来加以实施.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今夭的发言是谈议程项目1 •关于核禁试这个 

我国政府继续视为最优先的问题.‘

在工作小组的开幕式上，我曾说过这一新的机构多么需要抓紧人们给它提供的 

机会，确定导弹核禁试条约谈判的行动方针.虽然，或许正因为，存在不少明显 

的不利因素，特别是三方谈判的中断，还为某些核武器国家说它们在这一阶质不能 

参加讨论它们可能加入一项禁试议定的条件问题，这一谈判已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受到的遗憾心情如果只能削弱我们履行委员会关于"促进 

核禁试谈判进晨"的决定的决心，那末，那么这种遗憾就一文不值了.

同样，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有制性质也不应成为我们希里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 

的障碍. 在这个阶段开始讨论工作小组这一职权范围的性质、解释或今后的发晨 

是没有用处的.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最近的经跄说明，在一项有限的駅权范围内是可以做出有益 

的工作来的.

无论如何，我们在对待这一新的工作小组的工作问题上应采取二定的灵活态度. 

在这方面，我们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轮的各国发言，特别是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受 

到鼓舞.

但是，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期权范围抓住了禁试问题的中心，即核查和遵守 

问题. 在三方会谈期间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决办法始终未超过泛泛之词. 而 

且，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们仍然是关于一项可能的国际禁试协议的钥匙.

秘书长的报告中载有关于全面核禁试的研究报告，这是在第3 5届联大提出的， 

它正确指出"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必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别于1963年签署的 

部分禁试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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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着采，在开始阶段我们应全神贯注池时待这些问题，这是完全正确 

电

我们的工作效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开始时的基础.对于这一初期阶 

段，主要的是在不损害各国立场的情况下—— 我重复一下，在不损害各国立场飽情 

况下一商定一个工作设想，它只能是一个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试卷的工作设想.

这样的方案由于它符合1978年《最后文件》第5 1段所规定的目的，因而具 

有可靠的优点.

它还有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讨论委员会目前不能解决的冋题方面去的好处. 

我特别指的是关于和平核爆炸问题.

这样一个方案意味着要立即开始确定核查全面禁止核爆炸的条件. 这种核查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秘密试匿会给进行试验的国家带釆人们不能接受的军事优势.

在这里我愿意提出一点说服性意见，这是在已散发的我的发言東文中没有谈到 

的.我对在通过工作小组的工作计划时的拖延表示遗憾.可惜的是，在这个毕 

竟已被认为是次要的冋题上.所有代表团没能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人们能尽 

快地进行实质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三次工作小组的会议被浪费了，而通过瑞典主 

席起草的文件是不会橫害各国对正在讨论中的各个问题的立场的，我要呼吁今天的 

谈判和协质块点进行，以便到羽天下午工作小组开会时.我们不再被追死时间浪费 

在讨论我认为完全是次要的问题上面.我们应该尽早进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讨 

论瑞典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应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政治和法律角度的基础之上，而不要 

陷入，对我们毫无帮啟的虚假技术细节，引起泉关于可以傑受的核查等级问题这类无 

意义的讨论. 经验证明.在这一领域，总是在谈判之后而不是災判之前以某种中 

间立场碉定核查等级的.

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科学专家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明确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支持.该专家小组司工作小组的关系应是抚密切又灵活.没有必要由一个小组隶 

属于另一小组.专家小组的主席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这是我们都欢迎的—— 

应足以确保这两个小组活动的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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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讲过，全面禁试的核查条件当然要比部分禁试的更为严格.

我刚刚提到的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对亍一项全面亲试条约来说."仅仅通过各 

缔约国本身的手段？未必能确保禁令获得遵守.因此，必须制定国家和国际核查 

手段的条款".

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技术核查手段也许有可能满足拥有这些手段的国家掠需 

要.但就我们所知，这是一种颇有点乐观的假设.此外，不拥有运类国家手段 

的国家就得转而求诸第三国的判断.最后，使用这些国家手段根本不符合国际合 

作的细则，因为每个国家在它认为适当时都有使詞这些手段的主权. 因此，一般 

说来，我们可以在一项国际公约中约束自己达成这样的协议，即缔约国可以使宙国 

家手段并共同保证不干涉这类手段的便用. 关于第三国享用由国家手段收集豹情 

报約条款也可以成为可能协议的主题. 但是这类条款绝不能代奪一项国际核查制 

度。 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制度是必要的.因为，假设有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就 

不会象1963年的条约通过以后的情况那样，不再有可能以地下核爆炸来代替其他 

条件下的爆炸了. 1963年的条约事实没有规定任何国际核查制度，主要是因为 

隐藏的代价太高而且有可能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侦察出地下堤炸.但是全 

面禁止核爆炸就必须予以核查，同时，为了例行的核查和一旦产生怀疑或涉縑时辩 

明事实真象，包括可能的现场视察在内的明确飽国际核查措施在一切阶段都是必要 

的.

显然，地震核菅是核查禁止地下试验遵守iff况的全球性制度的一个关縄的组成 

部分.在这方面，我们极其童视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期活动，比利时从一开始就是 

该小组的一个成员. 从1979年比利时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以后，我们 

关心的第一件事［t就是加强委员会与专家小组的关系. 其结果就是1980年7月 

1 8日专家小组的成员参加了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

至于专家小组的工作，我认为国际资料交篌的价值应该进一步通过试验来核查 

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希堂终将有可能在各国最广泛可能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次 

全球性的费料传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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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大会也应成为一次机会，来说明该组织——特别是它 

的全球电讯系统—— 在国际资料交扶问题上可以起到的作用. 最近分发的、由日 

本代表团提出的文件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有益建议，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对这些 

建议作出决定.

参与资料交换网的地震站分布情况是我们应继续给予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普遍都赞成尽可能广泛地具备地翌上的代表性，特别要铭记 

南半球地震站的不足，并铭记把大量国家同国际核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好处.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的会在一些方面碰到很多难题，如备国享用所 

需要的技术，特别是自动提取地震参数.

交换波形——或2级——费料的地位也必須予以明确.

鉴于目前能够得到的提取这类资料的新技术已使人们更加容易识别地震事件的 

位置、深度和强度，从而从这些费料成为和1级资料，即侦察地震信号的基本参数 

一样的必需资料，我们是否该考虑把2级资料作经常传送而不仅仅在"应要求"时 

才传送呢？

我们还应该考虑参加地震网的国家地震站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资料中心的 

"国际"地位问题.

澳大利亚提出为第CD/95号文件可以作为审议这一问题的有益基础.

但是地震核查有可能不足以满足国际核查的需要.这是我们应该努力作出决定的问题. 

例如，我们要不要规定一些核查的补充方法，如监视大气层的放射性？ 

这种监视能不能肯定地识别由于地下爆炸在大气层引起的放射性散发物呢？ 

这种方法遇到小型爆炸时会有效吗？

我们该不该把这种侦察手段保留给阻拦和核查可能的秘密大气层爆炸，或者消 

除象围绕着1979年9月2 2日南非海岸事变的廉虑之用呢？

如果认为有必要便用除了地震方法以外的其他侦察方法，那末，我们对我刚才 

提到的这类问题作出初步回答的各种尝试势将意宋着专冢小组嵌权范围需要进行一 

项审查和小组成员需要扩大.

但是，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法，只要它们能便核查更加可靠而又不会便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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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款不必要地复杂化的话.

例如，区别小型核爆炸和大型化学品爆炸方面的困难也许可以通过对后者事先 

进行通知或通过核查来克服.，

现场视察是国际核查飽另一个必要的方面.在这方面的政治态度近年来似未 

有所进展.1976年美苏关于为和平用途进行地下核爆炸的条约议定书标志着这 

方面的一个重大发晨.

这一发展的其他迹象最近我们已在别的领域，特别是关于化学武番和核查核燃 

料循环的民用部分有所发现.

现场视察应该成为例行监督程序和一旦引起怀疑或涉嫌时辨明事实真相的程序 

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童视有关核查方面看来是新的和有益的厚则，同时也必须 

详细地规定这些程序便它们具有最低限度的侵入性.

在结束这次发言时，我愿意提出希望，希望我们不要错失我们自己在建立核禁 

试工作小组中所创造的机会.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识别各个问题.因为我已在这里提到了不少何题，所以 

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挺复杂的.然后我们将提出解决的办法，随后就得努力把它 

们调和起来.

我认为，这样做委员会就魚为达到核禁试这一童要目标最好地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今天，我愿我大冢普遍关心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谈 

几点看法.

在开始发言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欢迎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秘鲁大 

便坎诺克，并感谢已经或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便所作的贡献，并祝他们在新的南位上 

工作顺利.

一、近年采，随着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飽加剧和核战争的准备和部 

署的步伐加快，世界人民处于严直的核威胁阴影下.人们迫切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来防止核战争，要求优先解决核裁军问题.世界上一些地区发 

生的规模巨大的番众性反核运动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和平与安荃.反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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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强烈愿篁. 遗憾的是，举世嘱目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实现 

人们的期望. 但即使如此，许多国家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停止 

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研究探 

讨.

无数事实表明，核军备竞赛、核垄新和核战争的威胁都是两个超级大 

国为了争霸而造成的.

有的不结盟国家在那次会上提出了要求苏、美两个核大国立即宣布停 

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義工具的建议.这一建议抓住了当前 

核军备现状的特点，指出了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对核裁军的特殊责任, 

要求它们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是值得予以认真考虑的. 当然.为了减 

少核战争危险，在要求苏联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的同时，还必须 

要求它们大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在这方面，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具体建 

议，要求苏.美先把它们的冬种类型的核武毒削减50. 900由于它们两家 

的核武库是如此庞大，它们首先削减一半，也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安全. 

在它们采取行动缩小了它们同其它核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后，所有核国家 

都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等，并一起裁减和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

有些国家主张在实现核裁军以前，先禁止便用核武器. 我们赞成这 

一主张. 我们认为，如果所有核国家都能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核战争引发的危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在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已达到建杀的危险程度，仅仅禁止使用显然并不能消 

除核威胁.特别是如果窺级大国仍然加紧核犷军，不断提高最務的质 

量，更新和部暑新式核武器，广大中、小国家怎么能感到E们的安全有了 

保障，能够就此高枕无忧了呢？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必须同核武善的裁减和销 

毁相联系，并且，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也必须对常规裁军予以足够重视 

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减少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二、关于停止核试验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整个核裁军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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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核实验有助于减缓核军备竞赛，但它必须同其它核裁军措施结合起来 

进行，才能对减少核战争威胁起一定作用.两个超级大国已经讲行了一 

千多次物辘险拥有了数量巨大精度很高飽核武器. 它们理应响应世晁 

人民的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停止核竞赛.并为真正的大营削减核 

武器进行谈判，以便早日实现核裁军. 如果.它们真能这样做，不仅将 

使其他核国家愿意停止试验、生产和裁减核武薯，也将有助于说服具有潜 

在核能力的国家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事实完全同人们拘愿望相反.- 

快级大国公开宣称，为了夺回失去的优势.现阶段不能停设；而另一个 

超级大国虽然口头上高唱赞成核裁军.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实际上却在 

加紧进行核试卷，仅在一九七九年就创了一年里逸行二十九次核试骗的纪 

录. 这一数字超过了其他核国家当年试验 数飼总和.又在1980年和

1981年的核试验次数也都超过其它核国家.这怎么能便人相信它真有停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诚意呢？

主席先生，

中国有着有限的核力量是在严童外来威胁下被追果取曲自卫措薦. 中国是一 

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審要加速我们的经济卷设，本来不愿把资金用于核武器. 

但是在趋级大国飽军事威胁面前，我们不能不在进行璋设的同时，保持必要飽防御 

力量. 我国代表团团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中国在任何时侯, 

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霽，并且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整. 这充 

分说■明中国的很有隈豹核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和防止外来侵略.中国也准备承担 

核裁军义务. 如果一旦两个拥有最大武器庫的国家率先停止试验、改进、生产核 

武器，并把它们的核武毒裁减一半.中国准备承担义务，停止发晨和生产核武器并 

同它们T裁减直至完全销毁核武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梯热望这一天 

早日到来.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我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请求允许我发言谈几个项目 

而不是只集中在今天的主要专题上.对比之下，我的发言会是简蔻的.、

我国代表团十分忧虑的是，核禁试工作小组仍在设法就其工作计划达成憐议， 

达成一致駒方案的前景不是如我们愿望的那样美好.从我们这方面未说，我们对 

各个小组在几个代表团协商科作出贡献飽基础上已经非正式讨论的一项工作计划的 

新案文表示欢里 我们认为迫切的是，应到8月27日时就这一案文达成一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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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便至少有最少限度的时间来初读要讨论飽各项题目. 如果未能达成一项协 

议，那我们就应该确定为难者所应负的责任，因为到那时我们必须假设那些人是别 

有用心前. 所有代表团都知道，核禁试小组的袈权是有限的.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态. 但是，无论各代表团感觉如何.唯一能证明所谓 

联权太小的基设性做法看来应当是尽可能快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任务；一旦完成， 

对于今后更广泛的职权的要求当然就会更有说服力.

在8月5 4日脚全体会议上，本委员会曾有机会讨论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度 

报告. 该小组的非常称象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如此迅速提供的这一报告及其辅 

助费料很足以向委员会说明了该小组的工作现况.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 

团特别感谢大川大使对于该小组应该朝着哪个方向作出进一步努力的问题提出了透 

彻飽探索性问题.我愿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样同样拒绝看到小组的工作永远作为 

一种纯粹的学术性的工作继续下去.我国代表团愿鼓励专家们尽其可能于1983 
年早些时侯，最好在春天，完成下一个进度报告.目前，地震专家们已经积累了 

大批书面资料.一他们缺乏的是实验.尤其是鉴于核禁试工作小组现在从事飽工 

作，本委员会应该对于扩大特设科学专家小组黄粟权问题作出认真的考虑，该夢权 

能更为确场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扩大的期权应该包括如下任务：

国际地震费料交换系统的所有方面应该在-切现有能科郸技术方法的帮助下出 

行实验性的考查；

在有待指定的时限内，对所有一级参数的自动和/或相互作用的精选至少应经 

历两周的检验期；

在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可专家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全球电讯系统/世界气象组 

织传播这一全套的参数；

通过实际的试验来检查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专线以及其他费料渠道传播二级费 

料飽可能性；拟定这一用途的标准方案；

使用最新的估价方法来发展和实验性地核查资料中心中的分析程序，从而对一 

级和二级资料各自的结果进行比较.

我想潰调的是，如果专家们的工作更富实验性质，那就可对下列国家提供特别 

有价值的成果：即那些本身没有地震学设备而可以利用交换系统作为在核就验领域 

内从事他们自己飼核查工作的基础的国家.我国代表团认为，元论如何专家小组 

这一年的工作以及8月2 4日全体会议的讨论都说明了有必要在袈权中包括这样一 

个前提，即所有参加国都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准备应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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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以最充分約便用.

现在转到化学武器领域,我想说，我国代表团对于特设工作小组在这一领域中 

已采用飽工作方式表示通意.目前空产设立一些没有确切率权拘焯，生气勃勃 

飽小组訪啖判方法，结果证明相国成说这是多边谈判中的一种巍.从中我 

柏可以希望也为其他的努力吸取我们的经验. 我们应该赞扬苏伊卡主席介绍了这 

-灵活的谈判方法；我们的化学武暴谈判第一次超出仅仅合并各个国家观点立场的 

作法. 他们现在已开始评价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并开始逐渐就共高飽立场达成一 

致.

在本房会议的初期，我国代表团对本届谈判会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作出了 

评论.即，苏蒙代表团在纽约为国际核查建议了新措辞并在此再次介绍. 费们普 

试图靑设性地推进谈判，并就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漫清飽各个方面向苏聯代表团提 

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载入第CD/CW/CRF. 63号文件.为了便费们的间 

题清单更清整以便于苏骐代表团答复，在后来几天费们与荷兰代表团共同努力畫新 

制订了我们施小小的问题单并便其结构更有逻辑性. 我感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 

8月1 2日的发言中对养们的第一组问题作出了一些初步飽回答. 在那时，很显 

然不可能已准备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一专题是多么复杂. 

然而，在重申我国代表团对于苏联的观点飽高度兴趣飽同时，费想声明我国代表团 

继续希鱼在适当时候对我们的问题给子正式充分的答复.苏蒙特别清楚地强调早 

日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飽紧追留由于我国代表团寻求能在国际核查范围内的 

澄清看来对于我们谈判的迅速进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设想，对我 

们的问题单作出早日答复将有助于推进啜们谈判的进程. 费还想提襄尊敬的苏亲 

代表，我国代表团曾立即准备对于在散发了我们的第CD/26腾工作文件后向我＜1 

提出始核查领域内飽类似问题作出答复. 我本人已在4月15日全体会议的一次 

详细发言中答复了这些问题，同时我国代表团曾利用一次机会在与我们的苏我同事 

直接接触中进一步阐1述了我们的答复并阐明了更多詢方面.某种程度的投桃报李 

当然会受到欢迎.

结束发言好，请让我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隹主席的身份作一筒要的发 

言. 在等复我们8月3日会议初期散发的信件方面我已收到1 3 .个代表团的正式 

答复，其中一个是地区小组的回答，代表了该小组8位成员的意见. 这意未着本 

委员会大约半数成员作了回答. 我特别感谢那些作出答复飽成员. 在今后几天 

内我随时愿意为那些愿意进行口头交流的人以及那些愿意遊一步阐弱他们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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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效劳.我愿请那些代表团尽可能早地与我联系。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正 

式会议将在9月2日下午举行。 我打算在该会议期间汇报向我表示过的意见并为 

下一步的工作进程作出建证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成你和其他同事说的 

话，对于自我上次发言以来，有两位同事离开了，我们表示某种遗憾，但对他们的 

工作表示极大的赞赏，他们是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以及阿 

尔及利亚的阿尼斯•萨拉赫•贝大健 我们祝愿这两位同事在新飽努力中获得成 

功.同样，我国代表团也同意向我们的秘鲁新同事坎诺克大使表示欢迎时说的很 

多友好的话，并盼望有一种愉也 长久和富于成果的交往；我们对有从我们半球来 

的同事们加入我们一同工作表示高兴，并且盼望这样的前景.

在我们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在本委员会中以两个发直为例：不幸地不是致力 

于促遴委员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的而是阻碍它的.旨在掩盖而不是阐明我们面临 

的真正问题的漂亮言词是不能起任何帮助作用的.我不相售这样一些发言一企 

图通过有选择的引用的自由人在一个自由报刊上的官也讲话去责备很清楚并不存在 

该责备的地方一会他进争取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真正事业•

我指的这两次发言是苏联和墨西哥代表的发言.苏联的发言是所有代表团都 

认为是有某种动机的发言.第二个发言只能被理解为是企图制造一种对历史的狭 

隘布具偏见的看法，目的是想说明或企图想说明，我国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的立场 

不忠实于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安全利也

我愿作出筒短的回答 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为了美国人民也为了全 

世界，它所必域处理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有关核武器的问题. 只要对美国及其同盟 

存在威胁，特别是被威胁，美国除了依靠威慑战略外无任何选盘 主张我们的战 

略武犀必需足于阻止对美国或我们的同盟的蓄意进攻的这一战略一直得到自艾森豪 

威尔总统以来的每个美国总统的批洒 要美国采取单方面的步骤去削弱那一威慑 

是不可思议辄.但同时美国将通过谈判真诚地导求有效措施来减少那些威胁，并 

最终消除它们- 这样做很明显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尊敬的同事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令我们上了一堂高度有选择性的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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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年前作为平民身份的三位尊敬的美国人的发言引语被用来说明他的历史观 

点. 尊敬的苏蒙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则试图通过例举当前报刊中的报道来使用 

同一种策略. 只要在美国的巨大的和很容易得到的公共记录中迅速导找一下，就 

可以列出一些具有同等地位的美国人曾发表过的或就在现在发表的. 表示别种看 

法的引语。

由于我们的时间太宝贵而不能花在这样无用的事务上，因此我不愿进行反引证。 

而且，这样一种作法会放过真正目标. 这会模糊指导我国政府行动的现实的方针。 

请让我对这一方针讲几旬话。 1946年6月，当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大 

胆地采取主动提出将这些武器置于整合国的控制之下.伯纳德•巴鲁克先生 

在提出以他的姓名为名的计划时辛辣地说，"我们在此要对立即行动和死亡之间作 

出选择".巴鲁克计划得到联合国大多数的支持，但受到了其后不久就发动核军 

备竞赛的一个成员国的有效阻碍. 由于苏联获得了核武器以及它的所作所为，导 

致了设立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这是一个在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下允许的地区性的集体 

防御机构. 这一方钟体现了美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于控制核武器作出的很多 

耐心的努力。 这些努力包括：1963年的有限禁试条约、外空条约、不扩散条约、 

海床公约和与苏联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 这一方针也体现出我国政府已作 

出广泛的努力以求使全世界得到和平利用核能的好处，同时也体现出我国政府支持 

建立具有重要的国际保护制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我们的方针还有另一方面，那 

就是苏咪行为的记录。 我们都记得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 当美国在所谓缓 

和的时期实行克制时，苏験却在这个七十年代期间获得了大量的核和常规武器，因 

此 我们的方针有所适应。 戲们还注意到苏联发展了一种反卫星武薯以及他们一 

贯的冒险和侵略作风，其最近的表现就是对阿警汗的野蛮入侵。

在这一前景下，任何有理智的人要期待美国采取何种立场呢？我们难道以单 

方面裁军来作出反应吗？难道去相信苏联的善意而抛弃审慎吗？没有任何一个 

负责的美国官员能够在任何时侯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

但声相互降低军备水平一核和常规的——十分清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这些裁减可以将经济景源节省下来为世界更好的用途服务。我们的经济制度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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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可以为整个世界造福。需要在军事舞台上和苏联保持竞争 

一事当然绝不是一种受欢迎的事情. 枪弹不能喂养孩子或建造医院。

我国政府对于核军备控制和核军备裁演的承诺是毫无疑冋的。在这间会议室 

里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能忘记这一事实，即，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两种极其重 

要的谈判以达此目的。我国政府对于达成化学武器的全面和可核实的禁止的承诺 

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愿意从事正在维也纳进行的相互和均衡裁减部队的谈判的承 

诺是亳无疑问的。 我国将根据自己是一个协议国的各项协议，特别是不扩散条约, 

来承担其国际义务，是毫无疑问的.依照战略军备裁减会谈和就中程核武装的谈 

判一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主动一我觉得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作如下的论断：我 

国政府不知怎么地把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看作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正如有些代表团在 

1982年会议期间在此所断言的。关于核禁试的问题，我们一贯宣布它是一项长 

期的目标，但是是一个必须在核军备控制措施的广泛范围内以及在美国的整个安全 

利益的广泛范围内予以考虑的目标。我国代表团准备积极地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 

工作，同时我愿和今天上午发言的我的同事们一起共同要求就那一机构的工作计划 

早日达成协议.

令人遗憾的愚 有些代表团似乎把本委员会的工作当作一种游戏一当作旨在 

争取辩论得分并使持反对立场的人感到难堪的一个政治剧场。 我国代表团当然不 

同意那种观点.无论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美国代表团将继续采取以严肃的民族利 

益和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主义观点为基础的立场.

主席:感诺美国代表的发言。

根据本委员会第176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革敬的爱尔拄代表海斯 

大便阁下发言，我对他参加本委员会表示热烈欢电

邈（爱尔兰）：谢谢主席先生，特别是讲谢你讲的一香欢迎的友好的话。

说我要祝费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你和你的尊敬的前任从本委员会 

的发言中得到很多一无愧的一赞赏，我们也一样对你表示赞赏.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审议委员会的议程项目1的时侯，我作为 

观察员参加感到极大的荣幸。 正如你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所意识到的，爱尔兰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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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成员的后补者.如果正如我们所希望的，我的后补资格成功，我们深信, 

全面禁试的特别问题将是我们必须作为委员会成员来发言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凡已注视这一特别问题的人都有意识到爱尔兰政府对作为国际社会努力达成核 

裁军方面的一环的全面禁试所给予的重视.-我们年年在联大表示了我们的观点并 

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就这一同题躲合倡议了决儿

•在察看我们周围情况时，我们看到虽然作出努力来谈判核领域内的裁军措施 

但所有那些努力经常不能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因而它们未能减缓核军备竞素 全 

面禁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通过限制核武器的技术方面的发展来帮助遏制 

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质量竞争.虽然196舞部分禁试条约和较新的级限禁止条约在心 

理上是量要的，但它们在限制核武器的改进方面不是十分有效的.一我们认为需要 

更多的一些东西. 对于1963年部分禁试的各缔约国已经在那时作出了承诺的全 

面禁试谈判是不存在任何替代方案的。

历届爱尔兰政府都强调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核武器的扩散。 在1959年时，

当时的爱尔拦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项决议. 在瀆后的一些年中, 

我们坚持我们的倡议，逐渐获得了日益增多的支持，直到1967年最后缔结不扩散 

条约.我们认为该条约对于国际社会努力摄制核武器的扩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核武器国家接受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对于维持和加强不扩散条约的国际努力将是一 

个巨大的促进.爱尔兰和其他支持该条约的国家主张.它应该得到普遍承认并要 

求有可能得到核武器的与缔约国为了大家的利益不要去这样随现有的核武器国 

家现在若能就结束试验达成协议，•那将证明它们也是愿意接受限制的，先且对于我 

们部些想看到不扩散条约得到严格制订并被所有国家接受的人来说将是巨大的鼓舞。 

用帕姆委员会的话来说，全面禁试"将增加不扩散条约的可接受性和可靠性."

鉴于爱尔丝政府对于全面禁试达成蝌予以极大的重视，因此便我们感到极大 

遗憾的是达成协议的前景在近几个月中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予以极大重视的三边 

谈判没有恢复，同时关于早日恢复的前景的最新报道偏于悲见 然而，我们相信,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尚未听到，因此.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继续希望早日恢 

复谈判. 我们的观点是，主要肩关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具体讨论是主要的，如果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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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谈判委员会的努力要获得成功的话。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国家已注视到近隼来你们在委员会内千方百计作 

出了努力来解决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你们就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达成协议所 

作出的努力。 我们当然注意到你们在今年4月已决定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 

组，并注意到你们商定了那一小组的职机我必须立即承认那一商定的欺权不是 

我们要建议的罢机假如我们有资格建议的话。 我要补充的曷依我们的看法，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当参加讨论。

我回忆起在1972年2月29日时，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在本委员会的前身， 

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及全面禁试时说："我认为对于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都作 

了如此充分的探讨.为了达成最后协议营前需要的仅仅是一项政治决定.“多年 

来核查的向题当然与全面禁试的讨论有密切联系. 然而，我国代表团似乎认为秘 

书长在1972年所说的在今夭肯定也是真实的， 要求一种十全十美的核查方法可 

能证明是一个很长远的要求，但在侦察和识别方面的科学发展正在不断地减少核查 

方面的错误幅度。 我们必需准备尋求一种均衡的解决办法 那当然是秘书长在 

1972年所说的话的意思，那时他表示的观点是，为了达成最后协议，现在所需的 

仅仅是政治决定。

从我所说的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对于新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承权曾有 

一些初步的保留意见. 然而，这不是说，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否定的。 特设工作 

小组的设立使委员会有可能着手就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工作。 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的经验也使我们受到了鼓舞，该小组原来只有我们可称之为颇为有限的联权。 

尽管它职权有團，但如我们所知，它仍然能移作出了极其有用的工作。 我们希望, 

依照那一经验，现在设立的解决全面禁试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将能够同样作出有用 

的工作。

主席:感诺爱尔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名单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愿发言？

冈萨雷斯夫人（墨西哥）:我要求发言是为了保留我国代表团行使答复的权利, 

即在我国代表团详细地审议那一发言内容后答复尊敬的美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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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书处应我的要求散发了一份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 

表的赢式文件.如往常一样，此份时间表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予修改。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该非正式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前.请允许我提一下，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我 

要请委员会通过第cD/318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的第10段中所载的工作计划，以及第73号工作文件 

中的传息草案.

再请允许我提一下，委员会将在今天下午3时召开非正式会议，审议在议程项 

目2和7下提出的其余提案，以及有关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和加强效率的何 

题.

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8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12財3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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