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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 

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

1 . 过去几年来，关于全球禁土化学武器的谈判十分注意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 

问题。 一些工作文件力专门论及了这一议题*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也对此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建商，嗟商结果已反映在1 9 8 8 年 2 月 2 日的C D /7 9 5号文 

件附录二第2 、 3 、 4 页所载的主席提出的文件中。

2 . 暂定案文第四条附件第四节第1敦 （CD/795，第 3 9 页 ）已指出，销 

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如下考愿：

- 所有® 家的安全在整个销藥阶段不受病损，

- 在销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

一在销敬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

一无论储存的实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在上述各点中，保持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的原则最为重要。 

这是评价化学武器销毁顺序问题拟议解决办法的基本标准。

最近，人们更加集中注意的问趣是，保持在设想的十年销毅阶段中安全不受减 

损，因为各国在十年销毅期开始时拥有的化学武器储存量不同。

^  1 9 8  6年 5 月 2 0  日 CD/697 ;

1 9 8 7 年 4 月 7 日 CD/CW/WP • 162; 

1 9 8 7 年 6 月 15  日 CD/CW/WP. 169 ; 

1 9 8 8 年 1月 1 5 曰 CD/CW/WP.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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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为了照顾人们对在千年销毁阶段中维持安全所表示的关心，并考虑到化学 

武库目前的不平衡状况，建议采取以下办法：

- 、报据第一条第1款和第五条第2. 3款，化学武器生产应在公约生效后立 

即停jL。

二、很摆第四条第8款和第五条第1 0 款以及这两条附件的有关部分，所有化 

学武器储存地点和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应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三、力了销毁目的，应适用C D /7 9 5号文件附录二中主靡提出的文件中制订 

的类别。-■缔约国应针对三个类别中的每一类自行确定每一年度内销毁工作的详细 

计划，

E?、在第一阶段，拥有化学武器储存最多的缔约国应开始销毅其化学武器储存, 

直至达到商定的水平，

力实际执行这一基本承诺，应适用下列现定：

一 为 了 公 约的 目 的 ，拥有大量储存的缔约II应是拥有化学武器物剂超过 

C… ）吨的缔约国，不论这些物剂为散装或填入弹药或其他装置，

一 专为减少拥有大量储存的缔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量而观定的初始削减 

期应为自公约生效起计的〔五 ）年期间，

- 现有的大量储存的削病应在公约生效后一年内开始，

一 在该〔五 ）年期结束时，拥有大量储存的缔约11剩余的化学武器物剂 

—律应为〔… ）吨，

一在不访香实际开始削减的情况下，应按以下公武计算五年的年度削病 

量 .
• X = a 1 -A 2  力

  ~ 5

^  X= 年度削减量

A 1 = 宣布的化学武器储存总量（第四条第2家 ）

A 2 = … 哺 （大量储存在初始五年削减期后的剩余储存量） 

5 = 五年，即剩余储存量达到同一水平的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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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拥有大量储存的缔约国在这个第一阶段内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交其有关 

储存削减情况的年度报告。

五、公约生效后第五年末大量储存" 担平 " 至 〔… ）吨后，将召开本组织大会 

特别会议，审査届时取得的结果以及初始年份中在销毁化学武器和检査方面取得的 

经验。 执行理事会将在技术秘书处鄙助下力该会议作出必要的准备。

六、最大储存量拉乎阶段完成之后，销敦:过程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第 

五年末起直至第十年末，在此期间，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无论各自的化学 

武器储存量多少，均需销毁其化学武器。 销毁将按线性方武进行，即，拥有化学 

武器的每一缔约国现有的储存将分为五等分在余下的五年销毁期内销毁。 为此可 

利用以上三. 第 3段中提到的三个类别。 如此，到销毁过程的第十年底所有的现 

有储存均应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