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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考到^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7 6 g指 

出应当締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罢的公约，裁军谈判委员 

会在其1979年会议^间审议了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的问I在那届会议上. 

苏联和美^提出了一份关于该条约要点的^美联合建议（ c r ) / 3 l和 C D Z 3 2 )。 

其他代^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2. 考虑到联大题为"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罢的 

国,公约"的第34/87A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80年3月I 7日在第 

6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足，其甲指出，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 S 1980年会议朋闾，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 

工小以期: ^一项柰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的公约达成 

协i义". 

3. 委员会在1981年2月1 2日的笫105次全体会议上重新设立了工作小 

组.以便它能在原有任务、围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4.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在（匈牙利）大 

使伊姆雷'科米吊斯博士的主持下，在主席的鎵合案文（C:D/RW,?. 20)和 

为拟订放射性武器条约条款草粟而提出的其他文件和建议(CD/133和CD/228) 

的基础上，JE—项禁止放射性武罢条约的要点进行了透一步的讨论。 

5. 在这一时期待设工作小组的活动录明，尽营在缩小现有的分It史万S做了 

进一步的勞力，伹是仍存S看不同囂见.特别是在禁止围、放射性武#的足义、 

* :r尤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提出的文件、工文件和会议室文件（1979年至19 

82年）的一览袤载于本裉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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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f遵守情况的程序、和平用途以及拟议的条约和裁军领^,包括稷君军领域中的 

其他 d际协足和其他施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分埂， 

6. 1980和1981年，《工惟小组里提出了有关条约的范S的一些具体建 

i t有的建议指出.裁军 1 $判委员会的工应该是争取缔结一项禁止为敌对目的使 

用故射性物质的公约. 

7. 一些代表 a指 î i i ,存在着通过对^设龙的攻击而由放射性物质的教布所造 

成的大现模毁灭的冥正危,绘，这些代表团认为，效射性武器条约是观^承诺不攻击 

孩设施或蓄意破坏is类设施的适当S侓构泉 

8. 其他代表团认为，这样的义务不厲于喿止放*f'ÎÉ武器条^的范围a他们也 

觉得，试图把禁止放射性武41与禁止攻击孩设埯放在一起谈判.会便i$判复杂化， 

会便有关两个冋题的任何协足实际上都不可能制足.他们认为，有关孩设施的问題, 

1 9 4 9年 8月 1 2 3《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关于保护S际'IÉ武装;申突受难者的 

日内瓦笫一号附加议足书已经包jf,任何保护孩设;^的补充掊^都应在适用于武装 

冲突的国,人道主义法侓范囿之内加以考虑* 

9. 其他代表团认为，，IÊ此冋题现有的：！际文书是不^全的和含糊不灣的，井 

认为裁军:爻判委员会宪全有；！^窜议is个冋M> 

10. 一些代袤团还表示了如下的看法，怍为妥协办法，应在条约茱文中或在 

一个单独的芦明中厌映出应个冋题分剁逬行判的意 J L 

二关于拟订禁止故射武器条纣的-炎判现状 

A ， 工 徘 和 程 序 

1 1 .裉据委员会 1 9 8 2年 2月 1 8日关亍附属玑^的^足 ( C D / 2 4 3 ) , 放 

射性武器待设工小组在原有任务、范围的基? 3上重新设玉从 1 9 8 2年 2月 2 0日 

至 4月 1 6 3 . 工 作 小 â 在 亨 宁 ' 韵 博 士 （德;tt.联邦共和国大便)的主持下 

召开了 1 1次会 i ) L联合国^军中心的丘延^迨十罪莫夫先生&工〈食小组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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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裉据奥地利和邬咸的要求，这两个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的!i家的代最 

应邀参加了工作小组1982年会议期闾的会 

1 3.除了先前的决议外，工作小组还考虑到了联大:i;36/97E号决议，该决 

议载有一项宪成茸谈判的吁，以便在可能情况下向,二届裁军片主别联大提交一 

项条约。 

1 4 .主席在进行协商后，于 1 9 8 2车 3月 9日提出了一份综合性报告（ C D / 

RW^P 25 )，以个人意见的形式，提出了对于有待釆取的程序、以及为解决悬而 

而未决问题的可能*协办法的某些建议， 

1 5 .根提主席的建议，工作小组亍 1 9 8 2车 3月 1 5日同意就 "传统的 " ' 

放射性武罢问题和就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分别召开会议，以此作为一种程序柽的设 

想，但并不影响以后作出的决定。（CD/W?. 25/Add l/<Rev 1 

1 6.在这一方面，有人表示有保留意见i 一些代表团认为，种程 i f性设想 

不应被觯释为意味着蒇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开始谈判。一些代表团尽管愿意参加会 

议，却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有杈（或工作小纟â是否有权）就保护核设施免受攻击 

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点表示怀疑。一些代表团对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权限明^地 

持保留立场，其他有些代表团则明^指出，他们认为个问题的审议工作 E目前来 

说只能是探索性的。一些代表团认为，根据建议的程序而正在行的两个问题的谈 

判应平等地、无歧枧性地加以对待，以便把这两个问题纳入同一个法律文书中。其 

他代表团則对这两个审议中的问题未来法律文书的数目和^式明确地持保留立场。 

S . "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主题筝项 

1 7.放射'1^武器工作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专门审议有关"传统的"放射性 

武器主题葶项的间題。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能的妥协表述方累，谈判表明，特别 

是在有关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核量与運守、和平用途、放射性武器条 

约与核裁军的关系，以及最后条款的某些方面仍存在分歧。一些代表团提g工作小 

'工作小组一致同意，为了本报告约目的，并为了方便起见，"传45的"一词应指 

载入, C D / 3 1和^ ^ â ^̶ ï件的联合達议中设想的禁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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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他们认为，有一些条款草杲可能要修改，因为他们打算将柰止攻击核设施作为 

该条约的m成部分， 

1 8.关于放射性武器定义的录述方素，由于一些代表团反对列入一项明^的 

从该条约中徘除核武器的条款，因此设法拟订一个不包括这种条款的"正面积极定 

义"，在此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CD/llW/^P. 26， 30， 31，和Ad` 1)。 

1 9.虽然没有找到无论从《术或法律观点来看！完全可以接受的莰述方杲， 

工作小组还是感到应该^续这方S的勞力，虽然一些代表团表示他C!il意参加这些 

努力，他们仍认为放射性武罢下定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通过保留一项排除条款。 

其他代表团继续认为，这种做法就等于核武器的合法化。一些代表团对于在放射性 

武器定义中包拴某些放射性物质的可行'ÏÉ仍有怀疑， 

2 0 .关于禁止的范围，某些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战争一词的便用将取于未 

来条约的范围。其他代表团则认为，这祥一项条约中不应涉及放射'ÎÉ占专争的裰念。 

2 1 .有一种意见认为，条约不仅应涉及防止放射性武器作为一种转定类型武 

器出现问题，而且应涉及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衰变产生辐射。 

2 2 .某些代表团认为，关于禁止放射性武晷未来条约应规定明瑀义务， 

紧急进行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制定有效搢施防止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和实现核 

裁军约谈判，在这方â，由2 1 (i集团*提出一个纳入条约的条款杲文（ 

WP. 36 ),其他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款不适宜于纳入一项放射性武晷条约， 

2 3.关于和平用途问題，蓍遍承认条约应有一个适当平衡的条文，奚中应包 

括关于在和平利用放射性衰变产生的辖射方面加§[1际合作的规定，以及说明本 

条约任何规定不应觯释为影响各^约国应用和拟订其*平利用核能计划，并在这 

一领域中进行'，际合作的不容剥夺的衩利为规定；是，工作小没有完成它关于 

这些条款§^确切措词的窣议。 

2 4.关于運守情况核量问题，某些代录团认为，苏美联合建议规定的程序 

符会禁止放射性武晷条约的内容和范围，iiî予兄分保'中包括在据称有迻反条约 

*阿尔及利亚、阿裉廷、已西，m甸、古已、埃及，埃塞俄比iE、印度-、印度尼s 

亚、伊朗、肯尼亚.璺西哥、享洛哥、尼5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斯i兰卡、湍 

典、委内瑞拉、,斯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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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向联合11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条t 

25. 某些代最团不同意-：2：些意见，认为条约中关于提出控诉的程序不应该提 

及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冥他机狗，因为裉据《联合il宪鞏》i2直程序在《壬何情况下 

都是可以应用的，他们还认为，亏家协商委员会按条约应是控诉与孩置冋题的中心 

机构.有人逄议应给予专家协奇委员会广泛的词查^力，按某些代袠团的意见，应 

包括关于現场视蔡的现芨.一些代最团主张，条约現足的孩查制度，应建立两层玑 

构，以专家协商委员会为实况调查和评价机构，缔!^国大会为审议指控违反条 

约情况的玫治机构。大家同意，条约中的遵守和核查冋题尚需进一歩审议* 

26. 某些代表团指出，详细拟订孩查和連守的各项条款需零首先觯决关于禁 

止范围的悬而未决的冋题. 

27. 关于条约的最后条款.有人建议关于条约修正案的建议，应有更详细的 

程序（CD/HW,S 20XAdd, 1) ； ig;个修正:t见的总的想法得到了一 

些代表团的支持.尽营在条约生效与举行笫一次及以后各次审查会议之间的间隔时 

间冋题上还存在一些/》玟，但有人认为些观点分埂也许还可以克 

28. 大家普遍认为，条约应在比迄今为止所讨论的2 5个较少些的il家交存 

批:t书后生效，在这里，有人提出了 I 5国i2:个数字.有些代袤团重申了它们的立 

场，竿m约^在得到包^核武li^îll家在内的2 5国致府的批准后生3^ 

C,有关禁止攻击孩设施问题的窜议 

29. 工小组还举行了三次会议，亏门审议了一些同保护孩设施有夫的问题。 

在会议期间，一些代最团重申了在上述第1 6 g中阐明的保留.有一个代表团没有 

参加会议》 

s a 裉 据 主 > f 在 第 3 3 号 工 诈 文 件 中 建 议 的 纲 要 对 禁 止 攻 击 孩 设 

施进行了讨论，讨论是 i l绕着有待保护的设施的^义和可能禁止的围进行的. 

3 1 .工怍小组听取了一些伐录团对破坏效果所傚的技术性^释.些茇坏效 

杲可以曰于攻击超过一定最低热能的^能反应淮、再加工工厂和辖照过的物质和废 

科的储藏设施而产么他们指出，对is类设施的攻击可能会造成大观楔毁灭'Ci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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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m某些其他设施即使受到攻击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毁灭'效杲'这是因为这些设 

施的放射性物质存量较低，或没有这种物质。在这些冋題上出现了某些分埂。 

3 2. 一些代表团建议，禁止攻击核设旌应尽可能全Sa他们认为，既然基本 

S标是要防止大规模的毀灭，就没有理由把民用和军用设施加以区剁。他们还认为， 

对这两种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大规模約^灭。然而，他们认为，大规模的象灭并不 

是这一问題上的哐一标g,他们争辩说，拟i义&^文书的一項重要§标是要恢复各国 

关亍^平核计划的信任，他们认为，在以色列攻击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平核设旌之 

JS,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严重的损窨，因此，他们争辩说，禁止范围不仅应包括较 

大型的核燃料循环设施，也应包括较小型的研究反应堆和其他设施。他们认为，徘 

除后者将是对发展中11家的严重坟视a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提È 了关亍应保护 

设施的定义约具体建议(CD/R77/CR?. 16), 

33.其他有些代表团认为，对所有核设旌都加以保护将会造成严重的、可能 

是无法克服§^困难，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规定最低放射性存量级隈（对核反应堆 

则规定最低热功率的级限)是适当 â ^，以便使那些一旦受到攻击不会大规模毁 

灭的设施不致列入保护设施之中。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待别强调指出，禁止不会 

造成任何韁射破坏的对设施的攻击将会S_止为f5平用途利用核能，以造裼于人类。 

一些代表团认为，把军事设施包括在内的it法会引起非常复杂约问题。有一个代表 

团向工作小组提出一份关于定义和禁止范a的工作文件（CD/RW/^?. 34)。 

3 4 . 然 而 ， 一 些 代 表 团 注 意 到 ， 这 份 工 , 文 件 中 说 " 有 无 分 支 持 这 样 

的论点：放射性武器公约应对所有上述类型的设施一律加以保护，不论这些设施是 

民用的、军用或双重用途。"他们认为，郤分柰止将会使对于某些核设施进行的、 

造成大规模^灭的攻击合法化，这将违反禁止主要 g标，并将增加遵守核^的 

困难。他们还指出，促进利用核能，至少在发晨中国家呈促进利用核能，弁不是受 

到这些囯家中的公众舆论的?旦碍，而是受到某些工业À国家限制'！^》策â^;
3
且碍， 

3 5.在另一方Ê，有人指出，不可能会信会理地期望，可对这祥一项全面禁 

止条约进行成功的谈判，或期望条约得到必要数量的批,，使其成为一份可行而 

有效的H际法文书，因此也不能全憒合理地期望它会排除大规模^灭约危「佥。在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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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引用其工作文仵5Ï那个代表团提谞人们注:ti^ 一筝实，即在这方面，该文中还 

载有下述声明："在一项 i l际文书中保护军*设:^的治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看来必须将这些设施排除在一项公约外。" 

3 6.然而有些代表团指出，种可能涉及的政治困难并不足以说明应该实行 

都分禁止。他们认为，这种傲法将有可能会傕^争中的大规模毁灭会法化。 

3 7.其他一些代最团认为，S提'出述论点中，有很多条不正确的，而且^ 

正在讨论的问M没有很大关系。 

3 8.在工作小组的三次会议上未能觯决这些分歧。某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 

需要进一步澄滑和讨论。他们认为，对主席提出的暂定漬单（CD/^W/W?. 33)上 

余下来的问題*行详尽的讨论，也必须^决有关设施的,义国禁止范围的这些碁本 

的意见分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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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文件、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一寬表 

一、文件和工作文件 

L.CD/3I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置:苏联獒囿关于禁止砑制、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要点商定的联合建议, 

i.CD/32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苏联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倚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畧条约要点商定的^合建议， 

5, CD AO 匈牙利：关于禁止研制、制造、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畧 

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禁止研制、制造、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畧条约第十一条第3款和笫十二条第3款草案 

的工作文件， 

uCD/lOk 

(-èj^CD/HW/'flP.l) 

秘书处:1979年至1980年期间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 

文件的汇编。 

6.CI3A33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裉告:为了就一项禁止研制`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畧的公约达戌协议而设立的 

特设工作小组。 

7.CD/218 放AH^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掁告（1981年8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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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谈判中的各主要组成部 

【 

加拿大: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拟议的新的笫五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倚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m與:对禁止放射性战争，包括研制、生产、储存和使 

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第一、二和三条的建议。 

意大利: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第CD/SI号和笫CI)/32 

号文件）。 

法国:对苏联美囯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 

射性武器条约要点商定的联合建议所缇的修正案。 

巴基斯坦:修改后的第五条；第五条后的新条款。 

南斯拉夫:就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器定义的条款所提的 

建议' 

阿根廷：对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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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D/H?//V-P.12 委内瑞拉:对"苏彔美国关于禁止研制、生严、锗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要点菏定的联合建议"所提的修正 

20.CD/3W/'«P.15 

瑞典:关于要求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建议。 

提交绘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晷 

条约的提案汇编（秘书处编）. 

21.CD/HW/W.15/Add.VHev.l^:关于拟议中6^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中组成部 

分笫一条、霣二条、笫三条、五条相第七条所建议§^ 

修正案， 

22.CD/H;v/-,ïP.15/Asd.i 印度尼西亚:印厪尼西亚代表团在放射武晷特设工作 

小组1981年3月1 3日召开笫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3.CD/3V^.15/Add.2/ 印度尼西亚:对苏美^合商定â^:^CD/31̃CD/32号 

supp'i 文件特别是其中第八条笫3款关于遵守和核f è^;t见， 

以 及 ; 载 入 ^ C D y R V ¥ ? . 8号文伴法 a建议的 : t l ^ 

24 . CD/3W/'̂ . 15/Add.； 南^拉夫:就拟议的禁止放射性武畧条约草案组成部分 

第二条提出修正建议， 

25. C13/W'VP.l6/Hev.; 

26. CD/3W/''VP.1? 

向裁军谈判委i会提出â^裉.告， 

1981年2月2 0 s主席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小组第 

一次会i义上的致词。 

27.CI)/3'.V/'V?.lS 主席工作文件，载有关于耒夹条约中^义 ^ 二导止围 

供选择的条款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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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T/3W/'«>.12/Add.l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活动和义务以及相平用途的 

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29.CD/S»/,',P.l8/Add.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同其他裁军措施和协定的关系、 

遵守和核查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30. CD/3'AV^WP.l8Add.2/Supp.:L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供选择&附件的案文， 

31. CD/5W/'A?.18/Add.3 主席的工侉文件，载有修正案、期限和逗约、审查会议, 

加入、生效、保存者*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32.CD/RW/WP.19 瑞典：就禁止放射性战争§^某些方面提出的备忘录。 

33.CD/HW/*P.20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主席根据提案提交的综舍案: 

3̂ .CD/SW/W?.20/Add.l 瑞典：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笫六条的提案。 

55.CD/HW/WP.20/Add.l/Supp;i.摩洛哥：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笫六条的提案. 

36. CD/3W/-W'.20/Add.2 对CD/RW/W?. 20笫五条拟议的修正案， 

37. CE/HW/WP.20/Add.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主席综合案文第七条和附件的提 

58.CD/HW/'*P.20/ADD.4 瑞典：对主席综合案文笫八条的提案。 

39.CD/HW/'ffi'.20/Add.: 委 内 瑞 拉 : 对 笫 2 0号文件^九条拟议的 

修正案' 

http://37
http://CE/HW/WP.20/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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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W/̂ .20/.̂ d.6 

k l . CD/H-.V/V.'P. 20/Add. 7 

"2. CD/2̀ .V/''VP.20/Add.8 

^3. CD/HW/WP.20/Add.9 

/2ev.l 

Mf. CD/HW/̀ WP.21 

CD/W'Î?.22 

ké, CD/HW/WP.23 

V7« CD/RW/V;P,2̂  

CD/2W/W.2'+/Hev.l 

49. CD/3W/'̂ .25 

50. CB/2VW.25/Add.l 

/Hev.l 

51. a)/3W/WP.2S 

摩洛哥:对第CD/RW/`?7?. 204文件第七条拟议的修 

正案， 

主席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工作文件。 

主席关于和平用途的工作文件， 

荷兰:对第八条和第十条提议的修正案。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二 

m会议本工作小m工作日程表 

澳大利亚:关于放射性武器未耒条约的范围和定义的 

工作文件， 

2 lif集团: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某些组成 

部分的工作文件。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裉告蕈案。 

放射性武器持设工作小组报告草杲， 

主席的发言(1982年3月9曰）， 

经主席修正约关于会议开始阶段的工作安排的建议。 

主席的工侉文件：关于放射性武器定义ê9肯定的砉述 

方案( '概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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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D/3W/',V?.27" 暂行工作计划（由主席提出）， 

53. CT/R'.V/',V?.2S 主席的工,文件：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条款的建议案 

5^. CD/HW/WP.29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和平用途条款的建议案文 

55. CD/HW/WP.30 南^拉夫：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一一第二条。 

56. CD/HV//WP.Jl 澳大利亚: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建议（提出两种备选方 

方案^文）。 

57. CD/SW/WP.32 主席的工作文件：所建议的关于遵守和核查的手段（ 

^ C D „ . 2(>f文件）， 

58. CD/sw/w?.33 主席的概括，关于建议在1982年3月2 6日和4月2 

日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有关保护核设施^.初步问题, 

59. CD/3W/WP.5̂  瑞典: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某些方面的备忘录 

(1982年4月5日）。 

60. CD/3W/WP.35 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准备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萆案：由主席提出（导言）（A和C部分）。 

61. CD/3'A'/W?.55/Add.l 对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条款的讨论("传统的"放射 

性武器主题事项）：由主席提出（
3
，）。-

62. CD/SV//W?.36 2 1囯集团:关于放*H^武器条约草案中一项条款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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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案文（1982年4月1 4曰）， 

二、会议室文件 

‧*CD/S',V/CEP.l和Corr.l MJL:苏f美国、荷兰、法!I、瑞典、埃及、墨西哥， 

巴基斯坦、加拿大和;t大利的建iiL 

.Cp/2W/C2P.l/Add. 
和Corr.l 

定义：埃及、巴基!坦、蒽大利和澳大利亚的建议。 

3.CD/SW/CBP.l/Add.; 

it.CD/3W/CHP.l/Add.; 

定义：印度的建议。 

定义：南斯拄夫的建议。 

5.CD/3W/CSP.VAdd.if 定义：委内瑞控和阿根廷的建议a 

6. CD/HW/C2P.l/Add.i 

7. CI5/SW/C2P.2 

定义：摩洛哥的建i义a 

禁止的范S:苏^一美11、比利时、瑞典、荷兰和澳大 

利亚的建i义。 

8. CD/WCHP,2/Add.; 禁止的范围：Sif的建议。 

9.CD/WC2P.: 活动和义务:苏联一美；！、意大利、加拿大、瑞典、荷 

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建i义。 

10.CD/HW/C2Pô/Add.l 活动和义务：'奧大利亚和法^的建议。 

11.CD/2W/CSP.4 和平用途：苏联一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君大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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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建议。 

12.CD/RW/CSP.VAdd.l 和平用途：法îi的建议。 

13. CD/RW/CHP ‧ VAdd.i 

1^. CD/HW/C2P . VAdd.： 

15.CD/HW/CHP.5 

和平用途：巴基斯坦的建议。 

和平用途：罗马尼亚的建仏 

16‧CD/HW/CBP‧5/ADD‧: 

17. CD/BW/CE?.5/Add.i 

18. CD/HW/CHP.6 

和其他裁军搢施及协定的关系:苏联-美国、巴基斯坦, 

埃及、加拿大和法国的建议》 

和其他裁军措施及协定的关系:溴大利亚和法囯的建议。 

和其他裁军措施及协.真的关系:巴基斯坦的建议。 

遵守和核查:苏联一獒囿、比利时、法国和3^典建议。 

19.CD/RW/CHP.6/Add.l 遵守和核查：巴基紫坦的建1^义。 

20. CD/SW/CHP.7 

21. CD/5W/CHP.8 

22. CD/EW/CHP.9 

23-CD/3̀ A'/CHP.10 

附件：苏联一美国和法囯的建议-

修正案：苏^一美11和法国的建议。 

期限和退约:苏联一美囯和法il的建议, 

审查会议:苏联一美国、德^志民主共和国：漭大利亚 

和法国的建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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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D/WCBP.lO/ADD.l 审查会议：摩洛哥的建议。 

25.CD/3W/C2P.11 加生效、保存者 :苏表一美囿、德君志民主共和囿 , 

澳大利亚、法ïi和巴基^坦的建i义。 

2S.CD/3ff/C2P.12 序言：匈牙利、瑞矣、埃及和比利时的建议a 

27.CD/HW/CEP.12/Add.l 序言：保加利亚的建议^ 

28.CD/HW/C2P,12/Add,2 序言：瑞典和德囂志表邦共和国的建议。 

29-CD/HW/CHP.13 遨请!1际原子能机构：荷兰的建议a 

30.CD/3W/CBP.1̂  禁止的范围：荷兰的建 

31-.CD/HW/CSP.15 揋告草杲案文的修JE 

32.CD/BW/C2P.16 

33-CD/2W/C2P.17 

应保护的设;^的定义：巴基^坦約建议。 

放射性武罢条约综合条款草案：由主席提出, 

»< »< s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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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 a " u 
CEDESZ 

Original ;SNGLISE 

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准备的提交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K ^ 

第2页，第1 1段 

该段的第2句应读作： 

"从1982年2月20日至1982年4月2 1日，工作小组在大使亨宁.韦 

格纳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的主持下召开了 1 2次会 i l " 

GZ.82-Ô2-68 





CD/2S5* 
23 Ai:rii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ZIN3SZ 
OSIGIÎÎAL; ENGLISH 

为第二届*门讶论裁军问题的联大转别 

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特别报告 

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囯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â 

一 . 导 言 

1. 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即将来临，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1982:^2月1 8日雾156次全体会议上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在1982年,一期会 

议结^之前!^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进展情况，按照,这个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参照KT 

特设工作小组在1979、 1980 ^1981年会议期间进行2^谈判，委员会提出关于 

这个题目谈判现状的报告. 

2. 在1978年第一届专门付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剁会议上，核武器国家就对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发表了单方面宣言.特设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主要是在第 

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蚤础上迸行的，该 

段中"⋯⋯-吁请各核武器国家釆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戚铋使用核 

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器!1家所作的各项宣言，并且便请它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 

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罢国家使用或烕胁使用核武器."《最后文件》 

的其他有关段落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这个问题揞导。在箕工作进程中，特设工作 

小组还考虑到大会在其笫三十三届、三十四届、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上所通过 

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决议.即第33/72AfnB号.34/84号、34/85号、34/86 

号、35/46号、35/154号* 35/155 4, 36/94号荽36/95号决议，另 

外，还考虑到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特设工作小â里提交的有关这个题目的 

各项建议.这些建议的潰单见笫CD/SA/W?. 1/Rev. 4 号 文 件 ， ^ 

J见本报告附件一， 

*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GS. 82-6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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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下列囯家申请，这些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1的国家的代表被邀请参加 

特设工作小组1979、 1980, 1981和1982年的会议： 

昊地利、丹菱、芬兰、掷成、西班牙，突尼箫和瑞士. 

二 19791 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阆进行的实质性，3^91 

4. 在对1979年厪題为"保证不对无孩武#'3家便用或减;协使用孩武器的有 

效3际安排"的议程项目3进行审议的过程中，裁军，3^判委员会在1979年7月5 

日笫3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足： 

"裁军^判委员会决芨孕其本庙会议期间，设立一，所有委员会成员国 

开放的特设工,小组，专门审议和，$判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I家使用或葳胁 

使用孩武器的有效：I际安排.袢设工作小组在1979年会议Ï東前，将:^̶裁军 

谈判委员"ê^îH̶份拫告.委员会又按照议事現则笫3 2条决^：待设工作小 

组在开会期间.会议室内应为非成员 S代轰设有保 ‧席化" 

5. 在1979年会议^间，特设工作小m作出努力以^定为达成有效国际安徘 

的协议而有待审议和谈判的组戎郅4*广泛讨论了不使用孩武"^孩^军、在S际 

关系中不便用武力以及加强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百问.题与工小 â的 g范圑的 

关系◆普遍一致的食见是，i2:些组成鄧分可以分成搏大类：(a)安徘的范圑和'S质 

和(b)安徘的形^其数量和约京'& .大家还向章，这些安排必须是有效的并具 

有12际'在这方面，审议了一系列有关的冋题，特剁是关于安排的理由、 

性质冋题*以及核武器!I袞和无^武吞S家的定义问題.i£些^义中^应用的标>t 

和蓬供if际安徘先决条件.关于后者，备方提出了一些隶见，提出了一些有关的 

冋趄，并提出了对is盡意见的i平工作小â还计论了安排的形弍、效童和约束性 

M剁讨论了拟订一项!1;系公约的冋題.对i^:个冋题S然有人指S涉及一些困^. 

—佴_没有人在 i f、则上反对*巴 â斯坦代录团（第号文件）和保加利亚、^克 

斯洛伐充、镙意志民主宍和国、^牙利、索古、茇兰及苏维埃社会主义井和g联至 

代袤团（CD/23号文件）都畏出了公约享案以'民审此外，还窜议了.>fëSt性安 

# ê ^ S l -作为审议的结杲，袴设工小可委员会^交了一份音，载入第 C D / 

4 7号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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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对1980年议程项目3有关同一个题目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戰革^判委 

员会于1980年3月1 7日笫6 9次全体会议上逋过了载入第Ciy77号文件中的 

如下决足： 

"裁军，3^判委员会决足，在1980年会议期闾，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 

小组，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I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罢作出有效的国际安 

排问题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托 

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0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侯，向委员会报告其 

工 , 进 氩 " 

7. 在1980年会议期间，该工作小组决定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安排的 

范围和性质方面，因为理解到，就这些安排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能够有助于就形式 

达成协据ib主席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i>/SA/?rp. 2)作为谈判的一个基 

础。它载有不同的方杲，这些方案出现在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宣言中以及其他囯家 

提出的或表达的与安徘的范围和性质有直接关系的建议和意见中。对这些对照审 

议的方案的深入分析，有助工作小组澄清和é一步阐明各种不同的立场，以及发现 

意见一致的和分歧领域。工作小âiê一步审议了安徘的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一致 

认为应继续寻求一个可以列入有法律为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同方案"，在这方面，对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在原则上又一次没有反对囂见, 

虽然也指出了一些有关的困难。没有达成协仏对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进行了审i;L 

广泛的建议是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可作为朝向有效国际安排和就"共同方棻"达成协 

议之前的一项有用的过浚性搢施*在这方面作出的建议是一项安理会决议的价值将 

取决于它的实质内氛对这一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作为其窜议的成杲，特设工作 

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载入第C:D/I25*号文件的报告，该报告推荐了为克服谈 

判中遏到的各种困难面有待探索的方式方法. 

8. 1981年2月1 2日的^谈判委员会第 1 0 5 ^ é ^会议决定重新 i f c ^保 

证不对无核武罢1家使用或烕弥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际安排特设工作小IE,其任务 

范g和以前1980年的会议时一祥。 

9. 在1981年会议期间，工诈小组决定集中力量审查保证的实质内容，囡为 

理解到就实质内容达成的协议能够促进就形式达成协在窜议的过程中，就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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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It胁使用核武晷有效国际安排（也称作安全保证） 

问题袠达了各种立场和囂见： 

-由于7t人类构成最大威^的核武器é^?，吏用将{^地影嘀i>l交战国,fn 

非交战国的安全，因此，S实现核蓑军之前，S就禁止使用核武器达 

成一项协i;L在这方面，有人认为，S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同时应在国 

际关系中放弃便用武力；另一种It见是，只有S作为向全â袠军进屡 

的一部分的核裁军有效进程围内，才能设想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 

―向无核武器国冡提供不使用或威,称使用核武器安全保.证，而不附加 

任何条件或限剞，以此为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的一个 

组成部分和最1S2Jâ̂ 步骤； 
< 

-[^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会保证； 

-向那些放弃生严和取得核武器并 S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国家提祭安 

全保"ùL S这方面，有人认为'，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晷国家 

的领土上设置核武晷协定将是一个有利于加强无核武器1家安全 

步骤； 

―向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承担^其他类似约保证不取得核暴炸装置 

É^、具有国际约束力义务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除非这样 

一个国家与一个核武晷国家结璽或联合起耒攻击或文持攻击已提供 

保证的核武荖国家、其领土或武装部队或其罝国； 

一向那些承诺不生严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约核爆炸装置）或取得对核 

武器控刳杈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只要这个国家不从筝或 

不参加在一个核武暴国家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暴 g家或其璽国(^ 

领土或武装部队）的攻击； 

一向那些不参加某些核武畧 m家的核安全安排元核武器 m家提供安全 

保证； 

一 .通过与参加无核武畧区无核武畧 3家结公约的方式提供安全保证， 

以便给予这些保证以一种互相约束性质， 



CD/235 

?âge 5 

工作小组會试图明确各种保证的不同特点，并审议了可以在寻求"共同办法" 

或"共罔方案"中予以探讨的可能备选方案.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最后阶段，在不 

妨碍进一步探讨其他备选方案的情况下，决定把它的力量集中于这些备选方案，其 

中要求：（a)"项包括裁军谈判委？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提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 

意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b)"—项可以把核武畧国家现有的单方Ê承抠的义务 

中包含的组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在这方面，荷兰代表团（CD/SA/ 

6 )和巴基斯坦代表团（C 7 )都提出了载有供工作小â审议的"共 

同方案"草案的工作文件.对此，保加利亚代表团也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l>/Zk/ 

WP 8).在讨论中显然在剞定一项"共同方案"的做法上存在不同意见.然rô,工 

作小 a为，致力于寻求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努力是为在安全保证问题 

上达成1*议的一个积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备 

逸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进一步加以探讨 

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工作小â补充说，"在这方面应进一步作出努力，来 

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寻求" ^可以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 

東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作为审议的结杲，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逯 

交了一份报告，载于笫C:d/215号文件. 

三.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现状 

la按照委员会1982年2月1 8 B第1 5 6次全体会议作S的、载入第CD/ 

243号文伴的决定，重新设立了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桀就不对无核武畧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工作小组5主席巴基^坦代 

表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主持下子1982年2月2 6日至4月I 9日举行了 1 0次 

会议.联合国裁军中心的林国;^博士捏任该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1L在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过程中，工作小组决定继续致力于载入1981年会 

议^间成立^前特设工作小^所作报告（CD/215)第19段§^建议，其中指出，"一‧‧， 

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备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 

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连一步加以探讨以便克服所遏到的困雉。在这方面应迕一 

步作岀努力来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一个可以列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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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具有`a约柬力的国际文4!中的'共同方案，"，工作小组注意到载入第CD/^ 

231号文件和上述笫2段所提到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对此议题通过的第 

36/94号和36/95号决议. 

IZ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象在I98I年上届会议时一样， 

把力量集中在这些备选方案上，其中要求：（a)—项包括委员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提 

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约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03卜项可以把核武晷国家现 

有的单方面承抠的义务中所包含的组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工作小组注 

意到了秃前由荷兰、巴基Iff坦和保加利亚等代表团提出的、分剁载入第 

R 6, CD/SA,?. 7 和 8 号 文 件 的 、 有 关 这 方 案 的 审 查 问 題 

的三个工作文件， 

la —些代表团提出了总的立场，某些代表团，2 1国集团的成员认为，不使 

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晷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在实现核裁军之苜，则应是彻底禁 

止使用核武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揞实施《防止核浩动宣言》中规定的各项* 

施将是消除核冲突威10^，并有助于加强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国 

家的安全的可靠保证.在这一方面，一些代表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其他代表团则 

认为，这个问题不属于工作小组的系权范圑， 

I《在审议过程中，各囯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上届会议提出的、载 

入上述第9段的、关于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戚lé^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 

各种立场和意见. 

151对"共同方案"各项提案的讨论集中在它们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有待钕 

定的"共罔方案"的实质，在讨论中明畺地出现了不罔态/一种意见认为，核 

武晷国家应无条件地、亳无保窆地或无J^^â^向所有无核武畧国家提^证，在这 

方面，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工作文件（。/278)，^在文件中中国重申其无条件向 

元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5立^^^ 并敦促其他核武晷国家表现a必要的政治意 

愿，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_束力的国^文书的"兵同办法"或"共同方案" 

^ m告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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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另外一些惹见认为，应现定各种标准说明列入保证范围的无核武畧国家 

的条件.第CD/SA/W?. 6号fPCD/SA/WP 7号文件的起草国，苻兰和巴基斯坦 

的代表团，解释了它们在这些工作文件中对"共同方案"提出妥协方法的建议.同 

时另一种囂见强调了关T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协 

议的提案，大家对这些建议犮衰了各种观点，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看法. 

16. S努力制订一项可能的"共同方案"方面，广泛审议了适当§^形式问题. 

同在以往的会议上一样，对国际公约的,见原则上没有^意见；然而也指出了牵 

涉到的困t大家认为，工作小组应开始具体拟定这一公约.然而同前一届会议一 

祥，大家指出，在保证的实质内容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将有助于在形式问題上达成一 

致意见. 

17. 随后，工作小组讨论了临时性安排意见，特别是7t适当的安理会决议的 

各项提案.荷兰代袤 S提出了载有包括安全保证"共同方杲" S内安理会决议草 

案 （ 9 ) . 2 i 已 基 斯 坦 代 袤 团 也 提 出 一 * 改 过 的 工 作 文 件 ， 文 件 中 

载 有 安 理 会 可 能 通 过 的 决 议 草 案 （ S y R e T 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发表意见是，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就不对 S其领 i _ L不拥有核武器无核国家 

用核武晷问题发袠内容相同的声明，可加以研究，或许可由安全理筝会以适当的决 

议形式予以通à±»人们7t这些主张发袤了不同的看法异对这些提案作了各种评论。 

一方面，有人坚持说，适当临时性安排应体现取得了进层，并创造有利的气氛以 

期逐步满足无核武器US安全保证问颈上的要^伹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临时性 

措施，特别是通过安全理筝会决议形式不会有Ê何效用，面且它们楚出了特设工 

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这只会破坏为无核武器国家拟定可靠安全保证所必需气氛‧ 

一些代表团指出，临时性安排不应取代一项H际公约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 

安排.S这一问颈上，人们§调说，S考虑备选办法同时，应经常铭记缔结一项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畧的安全保证国际公约这一最终§标."^fSH项 

V见本裉告之附件三. 

^ 见 本 裉 告 之 附 件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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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无核武畧 i î家安全渡性措施或其他一些备选办法都应棂据其实质内容来 

判新，只有当这些过渡性措施是朝最终目标前进时才是合理è^. 

18. 其他;f见提出了关于在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大会特别会议_bm此问 

题应采取行动.有人建议，核武器国家应该适当修改它们单方宣言，然后笫二 

届特别彔大能加以考虑.有些核武器囯冢指出，它们的单方面保证是为嘀应并承认 

无核武器国家所表达对安全关切面并指出这些保证是可信的和可靠 é i j ， 

«着坚定的 i g c策声明. 

19. 向工惟小组散发了载于:^ CD/Z280"2^号文件的2 I ! l集团一项声明，该 

声明特别阐明："（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几个声明并不能不结垔相中立的国家以 

及其他无核武畧国家提供它们不会受到核武器威胁或攻击的可靠保证"它进一步 

指出，两个主要军事集团之外中立â^、不结盟发屡中国家完全有理白享有具有 

法律约束力保证，并阐述了可作为根据菝这一问颈达成协议的一些原则.它表示: 

"只要核武晷国家不表现出达成一.项漭意协议所需致治意愿，特设工,小â就这 

一问题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 " .因此， 2 1国集团敦促有关核武畧国 

家重新审查它们的致策，并向将充分考虑不结璽的、中立约和其他无核武器囯家立 

场§^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它们对这一[31颈的修正立场，这 

祥傚将有动于就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文书达成协议. 

四、结论和建议 

20. 特设工惟小â重申，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晷国家?f^出不使用或威蘑使甩 

核武畧有效保，2<大家继续认为有紧迫必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暴有效l:B安徘达成一致囂见，袢Il!是考虑到核裁军和全â彻底裁 

军这个目标.在过去三届会议^间，就有效安排的实质内容所进行â^3^判表玥， 

在拟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异能纳入具有法律^束性质的 i l际文件《共罔方案》 

时，具体困难S于某些核武畧S家以及无核武畧国家; î t安全考虑有着不同观点， 

也在于各种有关冋霉复杂虽然工作小组中就北颢g所透行约谈判已澄潰了许 

ly见本摄告之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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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关冋题，工作小m仍未能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tiL 

21.在即将到来的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fbt方面，工作小组it裁军 

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该探索一些方式相方法来克服工作小â在谈到中遏到的各种困难, 

以便就保证不;^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tJL 





CD/285 
Annez I 

裁军谈判委员会 Zsy'';̂-于 
19 April 1982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 S ^ : a i G L I S H 

附 件 一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1) CD/l —载有大会笫33^2A和B号决议，（i979年I月24日） 

(2) CV10-巴基^坦提出，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1 9 7 9年 3月 2 7日） 

(3) —保加利亚、捷克靳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囿、匈牙利、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提出，题为"关于加强保证 

无 核 国 家 安 全 的 国 ! 约 草 案 ` ( 1979年6月21日） 

(4)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79年\6月26日） 

(5) CD/2T-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进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全的冋題向联合国大会提出 

一项建议的提案".（ 1979年7月2日） 

(6) CD/47-载有"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979年8月7S ) 

(7) CV55 —载有大会第34/84 34/85和34/86号决议.（1980年2^ 

5曰） 

(8) Cl}/75—芬兰提出，题为"1980年3月I 2日芬兰常驻联合囿日内瓦 

3^处代表为提出一份载有芬兰政府意见的工作文件而写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0年3月14曰） 

(9) C-D/77-载有裁军谈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脸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 

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定，（1980年3月I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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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D/120-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关于'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 

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 1980年7月 

1 7H ) 

m) C D / 1 2 5 -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圜际安排达成协议"向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1980年8月7日） 

03 载有大会第35/154和35/155号决议，（1981年2月 

3曰） 

03 CD/ISI-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其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承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熟使用核武畧的有效 

国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1981年2月13日） 

aê CD/'ISS-保加利亚缇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畧国家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1981年2月18日） 

03 CVI61—,巴基坦提出，題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1981年3月4 B ) 

as CD/1 7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罝提出，題为"1981年4月7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暂联置代^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送苏共中央总书么苏联最高苏绻埃主席团主席勃列3涅 

夫答希臜《新闻报》冋` (1981年4月10日） 

(17) CD/^ 77—联舍王囯提出，題为"联合王国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IÔ^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題工传文件". 

(1981年4月1 0曰） 

‧ 03 C]Va84 — 2^斯坦缇出，題为"1981年6月I 2 S巴基^坦常驻代 

M裁萆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倌，转递1981年6月I日至6 

日在&格达举行的第12次伊^兰国家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决 

议"，载有"笫28/12—？号5^议：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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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咸胁使用核武晷、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I98I 

年6月1 5日） 

agi CD/207- 中国提出，题为"关于安全#2问题的工作文件"，（1981 

年8月6日） 

C D / 2 1 "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进 行 谈 判 以 ^ 就 保 证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COrr 1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向裁 

箪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1981年8月1 4日） 

(21) CD/231 — 载有大会第36/94号和36/95号决议， 

(22) CD/243—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职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用或戚胜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转设工作小组的决定，（1982^2月1 9 B ) 

(2S) cDy278-中国提出，题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傕用或咸;&傕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工作文件".（1982年4`月7 S ) 

2 1国集团提出，題为"2 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咸胁偾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1982年4月I 4日） 

(25) CD/285—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为^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大特剁 

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特别裉告，（1982年4月19 

曰） 

二、保5£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俘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转设工作小组工 

作文件 

(1) 1-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的有 

/<Rev 3 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宽表，（1982年2月23日） 

(2) CD/SA/WP. 2 —主席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用或^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A.安排的范围^性质"， 

( 1980年6月2 5日） 

(3) CD/SA/?7?.^3—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圜安全理葶会作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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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夜藝使用孩武器的有效 

^际安徘'的过渡搢施加以通过的可H决议草茉 

( 1 9 8 0 年 7 月 1 5日） 

(4) CD/SA/W?. 4-保加利亚提出，題为"保证不对无«武器国家使用或咸 

胁" ^孩武器的安徘的形式" .（ . 1 9 8 0年 7月 1 7日） 

(5) CD/SA/^^ 5~主席提出，题为"关于审议保证不对无孩武器;I家便用 

或威,协便用孩武器的有效3际安徘的实质内容的几个阶 

g ` ( 1 9 8 1 年 3月 2 6日） 

(6) CD/SA/Î7?. 6—荷兰提出，载有一项建议写入安全理事会决议有关 

(CD/SA/CRP,6J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1981年7月8日） 

(7) CD/^A/^^ 7—巴基^提出，载有关于C D / S A / ^ S 5号文件第二阶 

CL/^A/CR5. 7 ) ^中可供选择方案D的提氣（1 9 8 1年 7月 1 3日） 

(S) CD/SA/57P. 利亚提出，^关^C D / " S A / S r S 5号文件霣二阶 

(CD/SA/CE^8 ^中备选方菜D，审议索见和提出的建iSL ( 1 9 8 1 # 

and C o r i ; 1 ) 7 月 2 I 曰 ） 

(9) 9"Hf兰提出，題为"载有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威 

翁便用贫武器的共同方茱的安全理事会5^义草茶"‧ 

( 1 9 8 2 年 4 月 I B ) 

m c v s v， 5 3 / "—s基斯坦缇出，題为"供^合国安全^事会作为关于 4保 

R e v 1* 证不对无萑武器g家便用或咸.称便用孩武晷的有效3际 

安排，的过渡掊^以通过的可筮' ) ^议草茱（ 1982 

年 4 月 7 日 ） 

三供裁军误判委员会于1979年7月5日设立的审议和-炎判保证不对无孩武器g 

家便用或威/协便用^武器的有效g,豕安徘特设工、组成员便用的材料;ÊJ"" 

(1) 在专门讨论袠军冋超的大会^十/S特剁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特设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 

(
2
) 在大会笫三十三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雾一委员会会议上3^发言： 

(a)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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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一委员会（一般） 

(C)第一委员会（苏联的公约草茱）； 

(3) 五个核武畧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声明； 

(4) 安全理葶会第2 5 5号决议(1968 )；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决议； 

(6) 1968年无核武器国家会议通过的关于安全保证的决议； 

(7) 197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部分； 

(8)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篓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的第 

5 6至59段； 

(9) 汇编的增编和补编： 

H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戚胁使用核武器P乂加强 

其安全感的提案"（A/C. 1/33/7, 1978车1 1月I 7日）； 

a大会第2936 ( X X V
 2
 )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永远禁止使 

用核武器； 

曰"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关于在条范围内建立安全保证制度的附加 

议定书草条的工作文件"（SP:C/COT?/22, 1975年5月1 5日） 

m联合王国、中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罝就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Pfî加议定书》发表的声明， 

四，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佞用或荩^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发言汇缟 

五、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六、 在大会雾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烕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安排问題的发言汇薪一 

七、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会议透程的非正式简报 

(1) 1979年转设工作小组七次会议的非正式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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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中 国 

工 作 文 件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有效国际安排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铋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 

小组成立两年多以来，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相形式进行了具体面深入的讨论.广 

大无核il家在面临严重核威^的情况下，要求核g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无条件地保 

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异就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 

约.中11代表团支^这一合理要求.两年多来，由于拥有最庞大核武庠的核大国对 

无核国家提出种种条件，以致安全保证0>^炎判迄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中国代表团 

认为，对无核国家锾荣安排保证是所有核国家起码的义务，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 

大国更有重要的责任.无核国家要求的是无条件的保i他们正确地指出，有条件 

的保证，无异于要无核if家先保证梭国家的安全，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 

中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裉本办法，是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 

核区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中国旱已主动、单方面宣布， S ^ s t侯和^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此根本立场相表系的是，我们无条件向无截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三十六届联大:^九十五号决议吁梭武器国.冢表现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就 

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束力的^if文书的#同办法达成协议.我们希望，核大国 

不要从自身的狭S利益出发，；ît无核囯家坚持这样或那祥的条件，rô旻考虑广大无 

核il家的合理要求，冥正表现出承捏义务政治意愿，.以便.促迕安全1^证的谈判取' 

得进展.中国代袤团愿意同各国代袤一起，为寻求一项符合^il家要求并为各国 

所接ié^"共同方案"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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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 Original :SNGLISE 

附 件 三 

荷兰：工作文件 

载有保5£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共if方'案安全理筝会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会给人类造成的浩劫，并考虑到囡此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 

避免这祥一场战争危险和釆取搢施保护各国人民安全， 

深信避免核战争危险相避免使用核武器最有效保 证是梭 裁军和彻底销象核武 

认识到在达到这个目标之菌，核武器国家负有特别责M取旨在防止核战争爆 

发的措施， 

又深信防止^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任何进一步扩散仍然是为连免核战 

争所作的努力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囡此欢迎大^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国家接:^茶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量‧) 

的有国际束力义务, -

认识到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需要，并认识到特剁是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 

使用核武器的需要， 

在此方面欢迎五个核武器国家遵守《拉丁美溯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二号附加议 

定书1"! 

承认各囯所处的安全形势不同，因此不同国家需要釆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以觯决 

其安全方面关切的问题， 

重申《宪章》笫5 1条所磽认的,薪合国^会 g厪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 

筝 é : J :取必要办法以国,和+及安全以首，可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 

利 。 . . 

欢迎核武器国家庄严保证，对保证不制造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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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其控制杈约任何无核武器国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只要该国不在一个 

核武器国家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S国（的领土或武装力量）进攻或参与 

进攻， 



裁军谈判委员会 

安全&：£特设工作小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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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pril 1982 

Origijsal ： ÎNGLISH 

附 件 四 

巴基渐坦：工作文件 

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措^加以通过的 

可能决议草茱 

安全理事会， 

铭记着有必要减轻世界各国对于为其人民保证持久安全的正当关切， 

^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存续构成最大的威胁， 

深为关切军备竟赛、特剁是核军备竟賽的不折升级，以及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 

器的可能性， 

51核裁军和彻底销^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必须保摩无核武罢囯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使其不致成为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或威脍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为在普遍达成核裁军以苜，园际社会必须制订出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任何方 

面都不使用或威铋使用核武器来危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雾5 9段.其中要求核武器国 

家于适当时紧急达成有效的安徘，以保5E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脸使用核武器，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晷 

的有效国际安排"约项目进行谈判，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又注意到大家普遍支持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家使用或烕 

胁使用核武器，并且.原则上对国际公^的想法没有反对意见. 

52_《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针对使用或戚肋> 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对和平所造成 

的或胁： 

1 .要求拥有核武器约if家ê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Ï¦>^:Î^核武荖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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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 

2. 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晨开谈判.并不再迟延地締结一项有约東力 

的国际文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便用核武器； 

3. ！核武器国家真诚地进行这些谈判，并表现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fNi成一致意见所必需5^政治意愿.特别是适当地修改它们各自就此问题所发表 

单方面声明，其中持剁考虑到那些不厲于两大军筝联垔核安全安#^员国无核武 

晷国家的意见^立场， 

4. 吁请核武器国家作为一种临时的近^揞施，有法律约束力地确认.它们将 

不对那些5于两大军事联盟核安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晷， 

5.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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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 

使用或咸胁便用孩武器g?有效 

国际安排g?声明" 

2 1国集团认为，不便用或臧胁便用核武器a?最有效安全保证是孩裁军和禁 

止便用孩武器.孩武晷国家不应在孩領域里进行Ê何危窖无孩武荟if家a>?安全和幸 

裼ff7活动，孩武器家有义务保证无;资武器if家不会受到孩武器巧亥胁或攻击.因 

此，21国集团欢迎设立一个特设工惟小组，以便^"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孩武器3?有效国际安徘"达成协仏 

2、 最为令人遗憾3?是.特设工作小组进行了三年谈判，郑只取得徵小 

牲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孩武器il家釆取僵硬立场所造成551. 

3、 2 I g集团坚信，某些孩武器国家单方面发彔声明中所包含限制、条件 

和例外表明了它们5?主观《度，这鉴芦明5?基础是孩减慑^^论.这些条件、限制和 

例外合在一起*严重地限制了^2：些单方面芦明中可能包含3?积极因素-S此2 1 @ 

蕖团各戌员国不能接受is:些芦明• 声明并没有可信地保i£不结盟？？、中立和 

其他无孩武《^!1家不会受到^武器巧^胁或攻击. 

4、 2 1国稟团注意到，裉瑭（最后又件》笫6 2 S,稷武"^国家已承担义务 

y本芦明代表21 n菓团谷成员国共同的荟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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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現有无孩武器区 S ? : i家便用或 / ^胁便用孩武除了 i î些家之外 .个主要 

军事联 g以外其他中立 3 7、不结里 5 ^和犮羲中 S衮务不获取或 M造'孩武 

a-Jfc.如果,虑到笫5 9 艮 促 , ^ 武 器 @ 家 酌 » 作 出 保 证 不 对 无 ^ 武 器 H 

家便用或成胁用孩武器有效安徘， a其有充 4理由给予 i s些!！家同样 9 5有法 

律约束力37保证‧ 

5、 2 1国集团强谓指出，"保证不对无^武器国家便用或（1«^便用'贫武器?？ 

有效H;系安排"冋题9?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1) 核武"^国家有义务菊保不对无孩武器if家使用或威âé«使用孩武罢； 

(2) 无孩武晷！I家有;g^得到孩武器(I家出3?不对它们便用或或胁使用孩 

武器8?保证； 

(3) E以具有法律约茉力和经过多边^判？7国际文书形式提供这神保"SE^ 

2 1 S集团满意地注索到在裁军^判委员会内，制订一项g际公^的 

想法原则上没有 M意见； 

(
4
) 荽载入g际文书中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共同方案或共,办法必须明确和 

可11 ，既要符合不结置97、中立5iJ和其他无«武器il家合法安全 

利益，也要符合2 1 g菓团所阐明巧上述观4i 

(5) 这一冋題协议应包括孩武器国家承担义务实現孩裁军，芘实現裁 

^前禁止便用或威胁便用^武器 . -

6、 2 1国蕖团认为，只要孩武器国家不录现出迗或令/jlSâgiîHXêg真正玫治 

，特设工作小â对迗一项目迕一步"31判;^不可乾取得成;^ fâ!fe, 2 1国褢团 

敦促有关武器S家亶新审窆它们巧致荧，充分考虑不结璽57、 *立3?和冥他无 

> ^武晷 S家巧立场，[ ^笫二庙荬军特^联大^出它们—冋趙 3 7 ,正立汤. i S # 

铍有劲于 î ï (订保证不对无武器！ I家便用或,荧 ^便用武器有效安徘 3 Î—爱 

闳：ts^:i;茅文书，它也将有助于在实現孩戴军之1^, « 达 成 禁 止 便 用 或 便 用 ^ 

^M-m s际协 i义万面取得透% 

>̂  >Qf %^ *Ŵ  Sfjf 
F ^ ^ ^ 9 ^ ^ ^ t ^ ^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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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 判 委 员 会 19 April 1982 

Original：S?ANISE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阿方索？加西亚。 

罗夫茱斯向裁军谈判委â会提交小组报告及其所附 

之《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时的发言 

我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裉告，我曾荣幸 

地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阆以及1982年已过去的这一段时期内担任该小组的主 

席，随同裉告还有诈为!t件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一份. 

由于裉告èi/内容是通常所谓看了就明白的，所以我只限于谈几点意见.首先， 

我应说明，这个小组是联合国大会称之谓"唯一的多边袠军谈判机构"中最繁忙的 

工作小组之一，S为大家都知道，它今年的工作是在委员会开会之前就开始了，它 

于I月份最后三周内每天召开会议，后来，在委员会2月2日复会以来，平均每周 

举行三次会议，还不算它的各个It设机构的多次会议在内.白于这祥紧张的工作， 

小组已顾利地完成了所交托给它的任务，尽管由于人所共知的客观形势的影响，受 

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限制. 

在我正在提交的裉告中已载有对小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值得袢别提及的一些人 

的名字，他们是：尼日利亚鸟卢‧阿德尼吉大使，他主持了 5 9次会议中的1 0 

次会议，法国的旁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格哈德‧赫德尔 

大使和巴西的塞尔索.安东尼奥。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他们协调了各自的联 

系小组的工作，还有巴基斯坦的塔里克-阿尔塔夫先生，他植任一个非正式起草 

小组的协调员，还有一位是同主席协茼之下从事裉告的起草工作.因而显然不能在 

裉告中恰如其分提到她自己作为小组秘书参加工作人，因此我应在这里向她特别 

表示感谢。根据我能以非常就近地观察她进行工作，以及根据对我得以依赖的她的 

将近一年半时阆的不知疲倦的合作§^体会，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记录在案地表 

明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艾达‧列文小姐S这一小组中所承捏的iïi"^一项工作中， 

都堪称模范地尽到了责任，由于她非常客观的态度、她对裁军问题的知识、她的出 

色拟稿才能以及她聪明的智慧，所以经常能起草出一些获得普遍接受&方案。 

G2.82-Ô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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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小组,为它的裉告的附件提交给委员会的《综合裁军方案》莩案，根 

据1981年1 2月9日大会通过的第36/92?号决议规定，它必须"及时"提交 

"大会在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审议相通过"，对此，我确实慼到 

有貴任在这个场合，根据我同准备《方案》所努力的长期和密切关系，发表一点 

首先我将强调指出，小组向委员会提交文件在结构上是同1980年以来批准 

结构一致的，正如委员会给笫3 5届大会的裉告第6 8(7)段所指出的，文件应包 

括一除了一篇导言或前言将最后编写外一六章，分别论述目标、原则、优先次 

序、措施、执行的阶段和机构和程序.出于显然很明显的理由，在这一结构中出 

的唯一改变是，其中有两个标颈合并成一个为五章的标题，"措施和执行的阶段？ 

内谈了两项内容. 

关于《方案》的内容，工作小组竭;^未可能忠于《最后文伴》笫109段所明确 

规定任务范围，其中规定《方案》应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以确保有 

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目标能够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约世界上得到实现"。1979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也以ta>两一 

致方式批准组成部分"笫 7段 ( b >项和同年 I 2月I 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34/83^1号决议逐字遂句地对此予以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它通过工作小â 19 

80年提交的报告时又予以确认，该报告笫I 0段明确同意"综合裁军方案必须a 

面倶到 

《方案》很多条款仍放在方括号内&^事实不应成为缺乏信心的理由，恰拾相 

反，应成为努力寻求能够获得普遍同意的案文约一个鞭策，为此目§^，人们不应忘 

记.專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m的联大特别会议筹备委g会传为5次会议一其中三 

次在1977年举行，最后两次在1978年上半年举行一的成果.勻大会提交的《最 

后文件》草案，也充满了方括号，伹这个草案并没有访碍大会最后商一致地通过 

一项完全不带任何标
3
月意见分歧的记号的文件， 

不 " ^到这一 需要作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伹是，这大概不致成为人们所蒈 

完成的最困难任务之一，尤其是如果没有&何代表a企图背叛1978年《最后文 

件》中所已诈出的各项承诺的话.按照[^小组提交的主要工作文件中很多代表团所 

袤现约那种灵活性，就该方案应包括的^段的数目达成一项协定看来也决不是不可 

能的。因为小组蒈在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以"工诈假设"形式，首先S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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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础上，以后又在3个阶段的基础上拜行了窜议，对于处理修正杲机构和程序方 

面也可以作同样的估计，在这方面看来也已经多多少少普遍地接受了以五年为期的 

办法，并同意此种修正或审置应由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特别联大来进行， 

考虑到以上所述，那么，看来可以有理由作出结论说，仍然悬而未决的两个最 

困难的问题是确定《方案》是否应该有执行的日程表，以及确定《方杲》应该具有 

的约束性的程度。如果如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祥，可以^望所有参加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Ét?囯家都能按所期望的那祥在会议的正式谈判和非正式谈 

判中表现出友妤^诚意的话，就会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可期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满 

意的解决办法。 

关于在一个可能的日程表中列入时限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眼前没有人想 

到象苏联^美国在1962年分别向十八囯裁军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两 

个条约軍案中所载的那种严格的时限。在这方面，还要令人鼓舞地指出，在窜议这 

一题目时有人提到——特别是甴百欧其他国家集团中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代表 

提的一《宣布1980^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中使用措词值得推荐的， 

在该宣言中时间因素肯定占据了一个很突出地位。 

关于《方案》的性质问题，虽然，一方面，关于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以便使《方 

案》享有一项多边条约的法律地位的假设将不得不予以放弃，伹另一方面，从小组 

专门审议这一题目的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来看，十分明显的是，有一种普遍的倾 

向要求找出能够将《方案》置于远远超过大会每年通过的决议的水平之上的一些措 

词方案。这无疑将要求把类似载入《最后文件》% 126段中的各项条款列入该《方 

案》，在该段中参加霣一届特别会议的囯家"庄严重申决心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 

并作出^#âtî*^力，以tanH^与囯P示安全薛<j^èf^î^是核战#â^gm:#止 

并扭转军备竟赛为目的的实际措施"。这当然也要求该方案按《最后文件》第1 7 

段的陈述规定明文条,化强调迫切需要将已获通过的条款"变成实际行动"，并 

"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罙力的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此外，鉴于《最后 

文件》不幸地一直在棺当大的程度i:被核il家作为形同虛设约规定来对待，必须考 

虑在综合方案的导言和最后一些段落中是否有可能列入可使在玫治上和道义上赋予 

案文以最大可能的、伹是是à由接受的约:^力的条款，人们希望这种约東力将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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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所达到的那神约東力. 

在-12：方面，值得记〖主，在小组的会议上各ÎI代录提交了许多旨在通过象笹性行 

动以突出方案的重要性并更特别地突出各国政苻行便方案条款的政治义务的宝贵建 

iX,在这些建议之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一鉴于其独釗性和可能具有的实际效力' 

—或许应给予这样一个建议：即方案应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S家或玫府首垴荃 

署，这些首,锭大多数，如杲不是所有的话在大会会议结^时几乎肯^不会在纽约， 

我认为这一点不应成为接受这个建议的漳碍；事实上.应得出相反的结"^不访 

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名特别代表将方案的原始案文送达这些国家首都以收褰各ii 

的if家或政府首脑的荃字.同时，这可能会有助于确保各II的舆论真正了解方案的 

重 要 * 义 

最近，特剁是在去年左右，全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活动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这 

些活^表明孩军备竟赛和一些理论（如有限孩战争的可信的可能性或可以贏得一场 

孩&利的幻想式的假设）的出现已引^了全人类的关切.如杲如1978年大会所指 

出的，各国人民对裁军，》判的成功有着切身的利益，那么^可以不加f壬何夸张地靳 

言，构成各if人民的人类的亿万众生将密切注視1982年6月7日至7月9日在联 

合国总部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剁会it这很可fê成为便在纽约进行商 

议的各国代表认识到需要协菊一致通过一项^合裁军方案的一个决足性因素.该方 

茱以特设工作小组今天向委员会提交的案文为^始，可斌予大会《彖后文件》笫 

109 g所规定的已历时四年的各项迫切目标以新的活力.必须永远记侄，正如《最 

后文件》本身所述，当前最尖锐和最迫切的任务是消除孩战争的胁.&为这种威 

胁便人类面临了这样一种选择：要么进行裁军，要么面临毁无 

5C< îO< >0< >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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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mEss 

Original:ZNGLISH 

保加利 1 ^斯洛伏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 

蒙古、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 

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剁联大《最后文件》第12 0段的规定，在 

行使其作为多边谈判论坛的贲取时，决定设立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验"特设 

工作小组。 

该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拟定工作应在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之贫完成，其中应考 

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杲. 

^^^k^ ^^Ê^^ ^ ^ ^ ^ ^ ^ ^ ^ w ^ ^ ^ 
^ ^ ^ r X L J L y y y y ^ ^ ^ ^ t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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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博古米尔、苏伊卡大使在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该小组的裉告时的发言 

我作为化学武晷工作小组的主席，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一份为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颞的联大特别会议准备的特别裉告.裉告的案文载于笫CD/281号文件 

我希望本委员会的所有尊敬的代表都已拿到了这份裉告. 

和我在历次会议中的一贯傲法一祥，我将力求简紘首先，我愿表明，根据联 

合11大会第36/92F号决议执行部分笫5段的规定，要求本委g会向笫二届裁军特 

别联大提出""^"委员会军议的各项问题谈判情况特别报告"。同祥，联大还S 

其大会笫36/96A号决议第4段中提出了有关化学武荖具体要求.我希望载于笫 

C11/281号文件中的这份裉告确能反映在委员会本工作小组中就禁止化学武晷进 

行谈判的现仏 

由于裉告èî;内容是不言自明的，我愿简单地向委员会介绍一下工作小组讨论中 

的几点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导致了本份裉告的拟定和通过。工作小组愿£裉告的导 

言部分直接提及第一届专门计论裁军问题的联合11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節5 

段，该段一请允许我回忆一§调了就全面有效地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所有化 

学武畧并销毀此种武器进行谈判的重要性相^迫'另一方面，工作小组也愿概括 

地提及过去S裁军委，1会会议和本委i会的范围内提出的所有其他的建议和文件. 

小组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文件和建议要占很大的篇瘪，也不是很有成效^，特别是考 

虑到笫二届裁軍特别联大，就更是如此. 

小组在拟定裉告^其他部分时也釆取了同祥的做法.小组没有详细阐述S1980 

年，"981年挨照小组原有职杈所ê行的讨论情况，面是强调指出了S那商年中访 

论的最为重旻§^冋题，这些冋题确实标志着禁止化学武器i炎判中各个极为重要阶 

段.关亍小工作的现状，裉告§调了有助于拟^公约的新、权的重要性，并简洁 

GZ.82-6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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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ît述了 1982年笫一期会议期间讨论各项议®和在过去^个多月讨论中出现 

的主要S见分歧和问题。 

我愿尽可能讲潰楚的一个冋题是：工作小组希望在裉告中免再次重复在过去 

长达三年佘讨论中，某些代袠团或由一些代袤团所组成的各个集团在无数大大小 

小冋題上出现的各种意£«这些;t见已充分反映S载入笫CD/131/Hev. 1号文件 

^工作小组1 980年的裉告中，和^ CD/220号文件1981年的报告中.本小âS_的 

这份拫告甲亏门提!了上述两份裉告。 

我S工作小组的闭幕词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工作小组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 

间可能采取的行动进^ S这方面，我向小组的各位成员发出呼吁：如果我们希望 

能越耒越接近莩拟公^条款的阶段，就必须为夏季会议作好具体的备工作，我不 

想重复我éil话，由于小组各成员所表示的兴趣，秘书处已把这份闭幕词作为化学武 

晷工作小组的工作文件予以分发.但是承萦允许，我愿再次，各国代表a在夏季 

会议期间作出认真勞力，这祥我们,铳可把尽可能多的不同意见变成备选组成部分， 

然后再拟订安协组成部分.已3各s代表团分发了à成部分草案和建议的新案文的 

汇编，以利我所》^吁约^备工作^进行. 

我旻我的前任大川大使和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歉葸，我没有在裉告导言部 

分提到他们曾分别在1980年和1981年抠任本小组§^主席.因为我个人认为一:s这 

类导言中不应载有我所注囂到其他工作小纟裉告中的所有细节*伹是我肯定赞成 

所有工作小组裉告在这方面应是相一致è^,我希望委g同意把这些问题写入委员 

会裉告第61和62段.关于非委,贾会成g国参加本工作小组工的情况，也可以 

采取同祥§^倣法. 

最后，请允许我提一提最近裁至谈判委i会起莩小纟几次讨论情况.我it荟 

复很茼覃：工作小组在其各项活动中确实没有反映出委员会^会议讨论情况。 

工作小 M是裉据各国代袠 S同意通过的、新的一我要重复一是新职权进行工 

小组是拫据这一职权，和同祥是协^一致通过的工作计划进行工作â^,箕各 

项活动均已反映一 S这份裉告 ^ ,还请允许我说明，委 â会裉告 ^正是要反 

玦全体会议讨论S进程相趋势，而工作小组^裉告我认为iSZ只隈亍工作小组^讨论 

情况。当全体会议的讨论涉及本小组所进行的谈祠中具体^i义时，在本小S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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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自然也会反映出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 

正如委员会萆敬的成员们都知道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经带着新的色务，进 

入了另一个敏慼的工作阶段。我们已经再一次对复杂的冋题进行了 一系列彻底审 

査，作为小组的主席，我愿强调，尽管我们的谈判是敏慼和复杂的，我们还是本着 

相互谅II，相互覃重与合作的精神行谈判.在此，我愿再次真诚地慼谢小组<É^ 

成员的这种谅II、相互荨重和合作積神。 

我请求把这份发言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如同萆敬的综合裁军方案 

工 小 组 主 席 加 西 亚 • 罗 夫 茱 斯 大 使 的 发 言 , 为 第 号 文 件 分 发 一 样 . 

9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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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Ori_ginal :ZNGLISH 

放射性武器转设工作小主席 E ‧韦格纳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小组报告时的发言 

工作小组决定尽可能利用时间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一直到上周为止。结果， 

只有一次会议可以用来讨论和通过这个报告。这给了秘书处很大的负拒.它必须 

加班加点来复制这份旨在补充原来的草案的口头和手写的修正案杂乱地穿插在一 

起的报告。秘书处的成员在这些困难条件下进行了出色的工作，我愿意代表工作 

小组向他们表示慼谢。伹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出的案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许 

差镨或摸糊不清的地方。因此，承蒙您允许，我愿意在有必要的地方，谈一谈 

少量的几条修正案，其中没有一条改变报告的总的方向相结构，伹却有助于阐述 

得更加潰楚。修正案没有给案文补充卄么新句子或新观点，这些都是工作小组在 

通过这份报告时所作的决定的一部分。现在让我提及第号文件，英译本 

第CD/284 *号文件，我引用芙文案文第 2页第 1段数第 2行，我们应划掉该 

行的最未了 "衰变产生的辐射"itM字。第3页‧! 6段中雾 7行在以"从攻击" 

为结尾的句子后面，请插入下歹',卜充句子："某些代表团对委员会是否有能力处理 

这个问题明显地持保留态度"。第5页第2 7段的最后一句只是打印的镨误，请以 

"分歧"更換"观点"二字。在最后一页上，有必要说明，某些句子是引用一些代 

表团说的原话。囡此，在第3 2段第2句中，应加上"他们认为"这几个字，该句 

应读作："既然他们认为基本目的是"一直到"防止"。下面一句是前面应加"他 

们还认为"，该句读‧作："他们还认为'⋯一的攻击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等等。 

第3 4段第2句应插入"他们认为"，该句应读作："他们认为部分禁试会使⋯⋯-

合法化。"第 3 3段第 4行"热效应"仅仅作技术性的改正，应换成"热能"二字, 

只要注意一下报告的内容，各囯代表团就将意识到工作小组的成缋是很不突出 

的"。尽管在3月初有了良好的开褐，通过一项切实可行的程序性决定，对打开僵 

局起了不少作用，联大第36/9 73^决议曾初步灌输给工作小组弁唤起人们的希望， 

GI.82-62337 



深信至少茌"传统的"放射性武晷问;^上会取得进展5ijis:种紧迫感又很快消失了 ， 

现在工作小组还是面临着和前几年遣成它工作3难的同祥一些问^.至少g起草这 

个拫告时各代表团愿意审议妥协方案并共同努力以求取得一致结果的愿望逐渐消失 

了，各代表团宁愿重申它们先前的立汤，明显地企图使它们的要求茌下一轮谈判时 

保持原祥，而不愿骄傲地谈谈已经取得进屡.一些代袠 3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劲头 

十足地以新的檜辞来重馒它们的要求，虽然它们应该非常滑楚，们提杲是不可 

能在工作小组通过的，主席在各种场合力图提出他认为已把最大数量的各种立场考 

虑在内的案文，侄总的来说他仍然没能成功，当他£会5义闭幕阶段表示要提交一项 

未来包括"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主题葶项"的完筌^放射性武晷条的案文草案时一 

他认为这个案文草案可作为所有代表团最终能够同囂适宜 â ^ *协方案一他理觯 

到这个倡议并不受欢迎，因此他放弃了散发这个案文的念头. 

就有关禁止攻击核设施冋颥而同时举行的若干会议，为深入讨论一些十分重要 

问题提供了机会.若干代表团对阐明所牵涉的技术问薪作出了贡献，总约耒说工 

作小组对手头的问题已有了一定洞蔡力，这祥说是公平约，然而，对可能柰止 

范围的重大分歧出现于早期，而且是如此之大以致S>碍了甚至初步讨论水平上进 

一步进展. 

尽管工小组会议肯定已就此问题和某些备选觯决办法向所有代袤团提供较为 

潰楚étj看法做出了贡献，然而5：个领域仍是无分敞开着的.工作小组在处涅一个对 

全球性裁军进程囂义有限的主颈筝项时，又一次不能充分覆行它职责，这就构成 

了；^^即将来临的夏季会议的严重挑战《那时我仍将有幸主持小â工作，恢复工 

3 t ,我愿敦促各代表团重新传出努力千方 3计来#块都些仍未^的问题，而且我 

现在就要求它们澄潰思想并利用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考虑有关如何才能不过分消耗 

时间迪觯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原则问題。 -

虽然春季会议约结杲是令人失望约，我还必须承认，许多代表S和许多同事， 

作为个人向主席提侯了特别良好约合作，并与他一起对心地寻求成果妥协，我要 

向他们表示我的慼谢，正如 ‧秘书处译 i们约杰出工作所表示&慼谢一样， 

如果按照通过的方式，所有-力工作小组主席介绍'1^言均要t发，那么我不 
想成为例外,但是，我认为，根据我特殊情况，把我的发言列入逐罕记尿就足够了. 

>0< x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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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ZNGLISE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在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缇交工作小组特别掁告时的发言 

我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一份载入第CD/285f文件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罢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特别掁告。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特别报告除了叙述该问题谈判的现状并提出某些结论和建 

议外，还提及了就此项目进行谈判的由来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前三届年会的工作, 

"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已有较长的历史了，它包括核武器国家在1978年所 

发表的单方面芦明以及在第一届特别联大期间达成的就此冋题作出有效安排的协商 

一致意见。在其1979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工作小组同意，就此问题的谈判有必要 

既包括安排的形式也包括其实质内容。在1980年和1981年的两届会议上，工作 

小组集中主要精力审议该问题的实质内容，囡为根据工作小组的理觯，就实质内容 

达成议会有助于就形式问题达成协议。在去年工作的最后阶段，工作小组集中精 

力拟订一項安全保证的"共罔方案"，其中载有谈判中可能出现的以及各有关方面 

一致同意各组成部分，或一项能将核武器国家现有的草方面保证中载有的组成部 

分协调起来的"共同方案"。 

在本届会议的工作开始时，工作小组决定参^过去的荽议和联大,36/94号 

及36/95号决议等，继续送行这种努力。各代表团虽然缇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建 

议，但其总的立场仍然未变，工作小组除了听取各代表团重申其总的立场外，还进 

一步审议了向它提出的可能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来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或 

"共同方法"的建议。与过去一祥，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在原则上仍然没有反 

对意见；1E是大家还是指出了所涉及的困雉。隨后，工作小组窣议了关于临时措施 

02.82-6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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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待别是安全理事会就此I巧題可能作出的决议。此外，工作小|g_还窣查了在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待别联大背景下可能釆11的其他行动步骤。一些核武晷国家 

重申，它们的声明是可倌的，是适应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â^，而其他一些代表 

团则逶议，这些芦明应在即将召开的特别联大上进行适当的审查和修订， 

工作小组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协商一致的意见是：应向无核武器S家作出不 

使用或,莰胁便用核武#的有效保证，并急需鞔此冋題达成协议。伹是，核武^国家 

和无核武晷国家在认识上仍然明显地存在着分歧，虽然许多问題得到了澄清，伹工 

作小组未能完成其任务。工作小组可以提出建议，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军特别联 

大的范围内，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以克服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中所遏到的困?1。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不表示我的失望和关注，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就 

这个冋题达成使所有有关各方、特剁是无核武器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方面取得任何买 

质&的进展。请允许我借北机会向所有国良特别是核武畧国家呼吁，吁它们表 

现出在此问題上达成协议所必需的政治意志，我希望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持别联大 

上将明显看到这种政治意志。 

最后，我谨对工作小组各成员表示感谢，慼谢他们对小组工作所给予的不可缺 

少的合作，我还要代表特设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林国炯先生以及全体秘书处 

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特别是在起草这份特别裉告过程中所绘予的非常千练的协 

助，深^#^0 

» < >0<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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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U'丄S: 

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é^、 ：t题为"禁止核试验"的 

议程项目1设立转设工作小组的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其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联大转别会议《最后文 

件》^120段的规定作为裁军多边谈判论坛的职贲.决定就题为"禁止核试验"的 

议程項目1设立转设工作小组。 

考虑到首先就具体问！lé行讨论可能伋进核禁试谈判的进晨，委员会要求转设 

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受，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遵守的问題，以期能为达成梭禁 

试取得透一步的进晨。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冕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弁将在19 8 2年会议结 

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晨情况。之后，委员会将就随后的行动进程作出决定， 

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职责。 

î^ï^ `y^i'\ ï^i% 

(2.82-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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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 CHUES:: 

Or:igina^l ： ZT̂ 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屆专门讨论裁军 

问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裉告 

段 次 页 次 

一 、 导 言 1 一 2 3 

二、委员会工作安排 3-23 3 

A, 委员舍19 79年1月至1982年4月 
的工雍 3 3 

B. 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 4 3 
C 议^Jî'J 5 3 
D. 委员会的议程 6- 9 4 

E. 委员会各附厲 ‧ 的建立 10-11 5 

F 非委员会成员囯的参加'情况 12-13 5 

a 委员会;^员资格审查办法的窜，有关事项 ` 14一 22 5 

E. 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3 7 

三、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 24-8 5 7 

A. 禁止核试验 25-40 7 

B.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4 1-60 11 
C.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 6 1-6 3 15 

D. 化学武器 64 -6 6 ―36 

E, 新型大规模毁灭'武#和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放射性武晷 6 7-7 5 54 

5̀ , 综合裁军方案 76-79 72 

G.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80~ 83 82 

E. 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賽和裁军的其他 

领域和其他有关措施 84 82 

I. 审议并通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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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i力It合11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裉告 

J ; _ 

一、 综合裁军方菜莩案 

二、 自1979年1月以来印发的文件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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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联大在1981年1 2月9日的第36/92Ï`号决议中 

享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关于委员会正 

在宰议的各项问題谈判现状的特别报告。 -

2. 按照这一專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联大特 

别会议提交它的特别报告。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进一歩情况，可参阅委i会1979年. 

1980年和1981年的年度拫告。' 

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A.委员会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的工作 

3. 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 174次正式全体会;义，会上各成员国和参加 

讨论的非成员国就委员会面前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it委员会I茛组 

织和程序，以及委员会各议程项目和其他事项，举行了 163次非正式会议。 

B.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 

4. 下列各成员国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裉廷、澳大利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洛伐克、埃 

及、埃塞俵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曰本、肯尼亚、墨西哥、萦古、摩洛哥、荷兰、尼 

日利亚、巴基靳I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囯表盟、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合王国、美利坚舍众国、委内瑞技、it斯拉 

夬和扎伊尔。 

C.议事规贝fi 

5-委员会1979年会议初期制定和通过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第CD/53号CID/139号和CD/228号文件。 
2第CD/U^ev.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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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的议程 

6 ,按照议事，！ 1第8条的规定，委员会通过了 1979年会议确定的下列范围 

円的年,實i义程：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应促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 

的实现， 

委员会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其他有 

关搢施的问题： 

一、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二、 化学武# ； 

三、 其他大规模歜灭性武器； 

25、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军队； 

七、 裁军和发展； 

八、 裁军和 i l际安全； 

九、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搢施；对适当裁军搢施可为一切有关方面接受的有 

效核查方法； 

十、导致有效!！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T .委员会在它年度会议上审议了下列买质性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际安排； 

(4) 化学武器； 

(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晷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晷； 

( S )综合裁军方案； 

(
7
)防止外层空阆的军备竟赛， 

8.前面的五个项g自1979年以耒，一直被列入每年的议程中，而关于综合 

裁军方案的第6项却是在1980年进行第一次讨论的，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 

賽的第7项也是第一次被列入1982年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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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 ， 1会-S其每年议程基础上.* 各期会议开始时确足它的工作计划。工 

作计划需要包括委员会就有关议程中的实质'f生项i所进行的各项活动B程，以及必 

要时包，组织事项。 

E.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建立 

10. 委员会在其工作的各个阶段，就其年度议程中的下列实质性问题设立了若 

干特设工作小组：保证不对无核武畧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这些.附厲机构的各项活动总结载于本特别 

报告第三章 C至 F节， 

11. 旱在1979年会议^间，委员会决定裁军委员会会议就审议侦察,fn识别地 

震筝件的^际合作搢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作安排应予保留。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12. 除了按照议葶，'J第3 2条参加委S会<É^会议的非委员会成员国之外， 

委ra会还收到并审议了一些非成员11要求参加委g会工作的请礼根据议筝规则， 

委员会邀请了下列非委员会成i国的代表参加委员会就年度议程中之实质性项目进 

行的讨论： 

(a) « 1979年，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璀士越南； 

(b) 在1980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士； 

(C) ^1981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相瑞士； 

(d)在1982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突尼斯、土耳 

其*瑞士. 

13. 从1980年起，réj列面(，0)至(d)中的那些非委M会成g国发出了邀请。 

它们要求参加就年度议程中的实,贡性项目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的讨论. 

、委员会的成â资格审查办—法及有关事项 

14. 大会第36/，7:r号决议考虑了委员会、1981年会议，裉告有关分， 

' 第 号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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揞出，"裁军判委员会成员if袼的第一次享查在第二卷亏门讨论眾军问题的联大 

持别会议期：'司经过成员if之间的适当协^之后,a予结束"。 

15. 戴军谈剡委员会目前包括4 0个成员!1,已在^记筲一居专门讨论裁军 

冋題的联大特l^j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第113 ^的情况下，仔细地审查了它的 

会员资格问氬其中持剁揞出，谈判机构为方便起见，成员应当相对地茇少.委员 

会还考虑到《最后文件》第2 8 其中持剁提到，一切'f家有.玖参加裁军，炎判， 

还考/？到《最后文件》第120gâ^ ( 3 )和（ h ).自从1980年以来，为了窄议 

这一冋题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16. 在这些非正式会议上，各,式员国^彔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委员会的工诈效 

率 的 意 委 员 会 收 到 了 CD/200号文件，是一些社会主义11家*于1981年7月 

24日提出的，题为："提高效率和改进裁军，;^判委员会的工安排"，以及成员 

!1提出的其他提晃 

17. 委员会正在提高它的工,效率和改进它的工作安徘，为此目的.它继续 

在审议如何通过筒化它的工作安排和程序，通过"发给更多的时间加强其附属机构的 

活动，以及通过举行更多的有亏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和协商等办法，以提高它的工 

惟效率，*员会同意在1982年会议笫二期会议期「司继续审议it些提杲， 

18. 裉据议事现则笫17条现足，鉴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1^量和要求的 

增加，加s裁军T$判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必需的.t务机构冋題应该予以审议《 

19. 委员会意识到有必婁为非成'员!I参加委员会0^工进一步^提供方便! 

将鏟续灵活地解释它的议事规则，以便帮助有兴趣的非成员国家比目前能^更充^ 

地参加它工作， 

20. 至于成员资格的冋;!t.很多代表11认为，委员会âîm̶a式i霄兄顺际社 

保加利亚、捷克.薪洛伐充、德囂；^,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茇兰、苏维埃 

社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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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各囯透行有效裁军谈判而言具有充分代表性，力`KA;^没有g烈理甴改'哭 

或扩大目前的成员成。有些代表团录示它们赞成极少量地增加委员会成,âii的数 

巨，伹其他一些代表团提到在个别地区或集团内成员连行轮流的可能性。有些代录 

团认为，不结盟和发展中s家在委员会中的代表不足，鉴于在目前国际气侯下它们 

的各种安全忧虑，情况尤为如此。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如杲审议扩大的问題就应考 

虑到这种不足的情况。有些其他的代最团认为，出于同一理由，中立囯家在委员会 

中代表不足。其他代录团认为，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目苜是并继续应该是建立在政 

治平衡和均等的地理分布的原则上。有些代表团觉得某些国家表示愿;t对委员会的 

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它们对这些囯家的愿望表示同情。 

21. 已正式通知委员会表示愿意参加委员会的有以下几个国家：奥地利于1982 

年 4月 I 5日提出，芬兰于1982年3月I 6日提出，挪威于1982年3月4日提 

出，土耳其于1982年4月1 6日提出。 

22. 委员会的成员国打算在雾二届特别会议期间继续就成员资格的窜查问题进 

行协商a 

H.非政府组织约来文 

23.按照议葶规则第42条規足，向委员会定期分犮了非致府组织和个人的全部 

来文的潰单。 

三.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 

24. 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逄行的。在每届年度会议开 

始时，委员会就收到联合,秘书长的一个倌件，褒交联大在它前一届常会上通过的 

所有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那些贜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贲任决议。在每 

届年度会议开幕时，委员会还收到由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转达约、秘书长 

的一份視词。 

A .禁止核试验 

25. 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6月以^， 一直把禁止裙;il验问题作为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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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进行审议，并继续认为在有关裁军的措施中，禁止核试骏问題一直被看成是 

一个最重零优先事项a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及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中， 

在这方 M已提出若千提案，' 

26. 大家普遍承认，虽然核武罢dl家对停止核武器试验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所 

有ïi家对旱3缔结一项能吸引瞢遍加入的条约都具有理所当然的兴乾大家承认委 

员会在谈判一项使最广泛加入的条约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对^法有不 

同意见a 

27, 2 1国集团s表示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亳不返延地着手就禁止核试验 

问题从事多边谈|9J„在表
3
月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进行具体谈判的最 

有效机构的意见之后，21 !1萬a数從建立一个特设工传小组，.赏禁止,m试验条为 

草粱的'3^围、遵守情况的g查以及最后条款的条文进行谈判.2 in莫团认为，d?: 

祥一项条约应旨在便所有 3家永远在一切环埂中全 3 ^底停止孩武试验；应是 

平等3^和一視同仁妳从而乾，及引菁遍加入，并应包#一项所有！[家都有办法利用的 

孩查制在关于i2 :—项目^一般性讨论过程中，有人认为.禁止孩试验只有同各 

项>^裁军措;i的执行结合^来，才能有助于减少茛或,协，在i2:个问題上，也有人揞 

出，禁止孩试验应该是孩裁军的有效过程中的一个lâ成部分，应该在那个?sa内 

予以审议.一些社会主义 3家竖持认为，早日缔结一项所有远在一切环境中 

全S彻底荥止孩武晷试验的条约会改善II际气氛，为制止军备竟赛â>J造有利条件并 

进不扩*制度的加§. 

2 8.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委E会议程项目工作的具体建议是，委员会可以通过审 

查这一条约在核查方面的机抅安排开始其工作，另一些人认为，在技术和科学各 

个方âik已进行了充分探计，因此，达成条纟々协议所需！^的只是在考虑到现有的核 

查手段憒况下作出政治决定 

， M C D y r ^ CD/45. CDyJZ CD/7 3. CD/9 a 0 0 / 9 5 . C D / l 30. C D / l 81, 

CD/192. CC/'I 94, CD/257、 和 C D/287号文件， 

s阿尔及利亚、阿,]t廷、巴西、氣古巴、埃及、埃寒〗表比亚、^度、^庹尼 

W亚，伊萌，肯尼亚、畺s哥、洛哥，尾3利iL巴蚤斯:â、秘鲁、斯里兰 

卡、瑭典，委内瑭S、 ^ ^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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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人提出君见，认为应立即暂!亭一切核武畧试验，它可以通过现有的H家 

技术手段予以核查。另一些人指出，白亍这一暂停措旋不是凄立在H际核查手段的 

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会促à£相互之阆的信任。 

30. 委员会对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全面核禁试的裉告（CD/86)表示赞赏。 

31. 1 9 7 9年 7月 3 1 日 ^ 1 9 8 0年 7月 3 0日，委员会收到三边谈判*il家， 

即联舍王囯、美利 i合众 H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U联关亍它们就 s—切环境 

中禁止核武晷试验羼炸条约进行谈判的裉告以及就为平 g的进行核爆炸该条约 

议定书进行谈判的报告，其中重申了它们对纟f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重大政治承诺， 

并且指出，若干问题，其中包括核查措旋，还在S行仔细的谈判，三边谈判现已中 

断，委员会没有接到 0透一步裉告。 

32. 有人向参加三边谈判的B家提出若千具体问题，希望得到有关它们过去就 

条â兮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其他条款进行谈到的情报。社会主义!i家建议，参 

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对2 l!U集团提出的问题联合拟出答复，在三举谈判透行时，有 

一种意见认为，寻求一项条约的最*效的办法应是这种谈判的继续进行。其他成员 

国则认为，委员会本身应就条约的案文开始进行谈判，因为多边的和范围有限的谈 

> 1并不相互徘斥，弁为此目的于 1 9 8 0年建议委立一个工作小 I三边谈判 

一 * ; i , 社 会 主 义 集 团 的 一 个 成 员 国 ， 支 持 关 于 委 员 会 这 一 条 约 的 工 

作小组的建议，同时表示它愿意恢复三边谈判。1981年又重新提出关于建立这样 

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但又没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sa也有人表达了这祥的看法，即三边谈^参加国应尽快恢复它们的谈判. 

3 4此后，在 2 I S集 S、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代表S约倡议下，委员会 

决定召开非正式会议，就这一项目下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在1981年4 

月 6日至 I 3日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许多代表团发表的意见都加强支持以前提出 

的关于立5?在一个工作小组内就拟订一项条约草案进行谈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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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 1 a袅a在1981~_月24日提出了一个提案（CD/181 )，罢求设立一 

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与一项条约草案的范a、核查連守倩况和最后条款有关 

的各条款，并要考虑iii已有39提粟和今后的倡议'以及苏维矣钍会主义共和il联至、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关?三边谈判的报告，该提杲也提请人们注;t 1 9 8 1年 

第一期会议期间向三边谈^ii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題，并要求就它们所设想的委员 

会在核禁试的多边谈判中的作用以及就它们會谈判过的条约é^;^围、核窆遵守*况 

和其他条款方面提供进一步约情拫。 

36. 一些代表团说，迫切需要委员会就一項全a禁试条约开始工作，为此目的， 

许多代表团明确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有些代表团指出il际局势不利于就如 

何进行这个优先议程项目冋题达成协议。有些代表团表示，即使委员会不能就任何 

其他问題达成协议，至少应开始为交换地震资料的国际制庹研究制 i f上的安排。 

37. 1982年.关于彻底停止孩武罢试验的冋题继续fl起委员会的注意.并 

提出了各种燙茱要求,茛议程项S 1设立‧ " ^ 持 设 工 诈 小 ^ 2 1 (f集团重申了它们 

要求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â逬行关于禁止孩试验条约的谈判的提茱（CD/181 ), 

并且重申了如下的意见：无论在孩查问题上有多大的：？:见分埂，也没有正当的理由 

拖延缔结這祥一项条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建议设立一个工诈小组，就一项禁止 

一;7孩武罢试验条约进行谈剡，同时要考到现有的所有提素及今后可能的倡议 

(CD/2 59 ).其他代袤团也袠示支持设立一个对一項条约进行I《判的特设工诈小 

组的提案.一个核武器ill家认为，设立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从事关于条约问题谈判 

在目菌悉怕不合适，伹认为委员会可以对禁止孩试验条约的有效核查和運守情况冋 

題开绐工f^,以1 ̂ 出有益的贡 i t该成员 i f宣称它同,设立一个附厲机构来讨论并 

确足有关孩 f和連守倩况的 i可題，这些问题在任何全试协^中是必须加以处理 

的' 

38. 委员了一个起草小 â，为议程项目 i的特设工小组拟订适当的任 

务-311 1982年4月2 1乙委员会在其笫173次会议上决^如下（CD/291): 

"裉据笫一届专门讨论戴军问題的联大持1≪〗会议35 I：最,,§文件》笫120段 

的观定，裁军:荧判委员会在执行其为裁卓多边 i炎判论坛的^贲时，吴 

題为"禁止孩试验"的议程项 g 1设立持设工小纟>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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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到首先是,It具体冋題的访论能!^逬孩禁试谈判的透程，委员会要求特 

设工小组通过实质'lè,g,讨论并碲定有关孩查和運宁冋题.以期能为达成 

賓.喿试取得进一步进畏. 

特设工作小组^考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年会 

议结東前向委员会^告其工作，之后，委员会将:^随后的行动进程作出足. 

以期能在^2：方面完成吴丫壬务。" 

39.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审议了 1976年建立§^关于侦蔡和识别 

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逐次的透度报告。对‧小组自1976 

年以来所敛工作的总概括载于笫Crî/260号文件的附件。委员会正关心地等待着该 

特设小组的最后裉告，普遍认识到为了识别地震事件而交换地震资料的国际制度是 

有价偟的和有重要意义的，它有助于监测一项全面柰试条约， 

4 a "一项提案认为，委员会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侦^爆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 

性物质的国际制度的可能性（CD/257)。它认为，这种监枧可以在监测核试验方 

面发挥重罢的作用。" 

B . ,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41.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4月以来一直把这一问题作为议程项目2遊行 

审议，并一直铭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 

件》中绘予这一问题的优先地位，本委员会收到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和委员会 

正式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实质性和程序性提案。提案之一涉及停止一切种类的核武 

荖的生产并逐步裁减现有的锗存直至最后清除* 、其他一些提案提到禁止生产《#武 

器用途约裂变物质，以及禁止战路运载工具的逄一步飞行试验。 

第C:D/4号、CD^S/^'ev. 1 号 、 号 、 C i v a 0 9 号 、 号 

CD/US号、CD/171-t, CD/ISO号、CD/188号、CD/193^, 

CV213号、CD/2i6f`、 号、CV225号、CD/226号、 

cr)/227号、c:)/238号、。/256号和C3/^259号文件。 



CD/292 

?ags 12 

42. 有关第二阶段限制战2^武畧会谈协定的文件已在1979年会议期间提交本 

委员会（CD/28和CS/29 ), 

43. 委员会一直在试图确定进行核裁军多边谈判的先决条件和组成iMK并为 

实现这一目标制定适当的行动方针，在1981年会议期.司，委员会于3月2 3日和 

30日举行了非正式会议研究了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并对核, 荧慑理论以及有关核 

^#3^其他理论等问題进行探讨，也遊行一些旨在澄潰冋題和概念以1^连委员会进 

行谈判的实质性讨论， 

44. 尽管大家公认核武器国家所负有的特珠贲任是达到核裁军的基本条件，但 

委员会迄今未达成一个一致[5(^议的谈判基础，一些成员国认为，多边谈判会有助亍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和所有核武器1家参加谈判是必要的， 

S为核裁军是謦遍关切的问题。其他一些成员国强调，无核武晷1家参加多边谈判 

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核武器存在直接和极大地危窨到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 

同时，有人还!1调，委员会为此种谈判缇供了最合适的讲ié, 一些其他的成员!1认 

为，就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还不具备合道的条件，它们认为，特别是在核武器 

国家之阆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信心是谈判取得进晨的基本条j^a 

4 次非会议上，'这 " ^ ^ ' j安全考虑和 ï \ ^ ^ m ^ t g约Î"条綠、它所 

包含困难问题广度、它与国际局势的关系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核战争危 

险采取紧急行动必要，得到了普遍承认。讨论中特别谈到为多边谈判进行的协商 

和准备，进行多边谈jl中玫治:S愿的重荽性，以及核军备^赛、咸慑玫策和使用核 

武器所包含的危险，有些代最团批评威慑理论，说它会使核军备竟赛升级和加深核 

战争危险。许多成员摄调，停止核军备竟赛和釆取核裁军掊施，包拴不使用核武 

晷，可以大大增进囯际^平与安全。在,议这一项5时，考虑！=1秘书长约《核武器 

约全â砑究》报告（A/35/392), 

46.某些成员g—方É强调它们认为应该努力缓，紧张局势和降低核对抗约水 

平，另一方â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是维持多年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稳定一个极重 

'要因素。它们认为，就核军鲁限制和裁军问题的谈判首先iîï该3有关的核武|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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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来造行，并要求人们注君在本委员会全体成员申进行此种谈判会芾来S各种复杂 

问题。 

47. 某些核武器囯家认为，核裁军应作为包括全fi5常规军备^武装队在内的 

簦个裁军进程中的一部分来进行。不然的话，就会严重的军事不稳定，以及由 

此产生的玫治不稳定。它们认为，这一裁军进程不能与各国的安全要求以及囯际玫 

治^军筝形势分割开耒。它们认为，保持军葶能力一一其中包括核力一的首要 

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办法是表明拥有保卫囯家不受任何水平的潜在攻击的能力， 

并使对手相信发动这祥一种攻击的危险将大大超过可能的好处。它们认为，正是这 

祥，威慑过去是、并将仍然是维持两大军事菓团之间的均銜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囡此，它有助于全世界的稳定。 

48. 2 1 11集团反对这种看法，它们认为，核烕慑理论根本无勤于维持囯际和 

平与安全，它是核军备竟赛的根子并导致il际关系中更大的不安全^不稳定。它们 

强调说，不象常规武器，核武器是大规模蒙灭性的武器。它们还认为把全世界^安 

全和人类的生存系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上，在政治上fn道义上都是没有遛理 

的。它们还强调，所有囯家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以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因为这 

种战争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杲，虽然它们承认双边的^区域性的核问题谈判也是有益 

的。 

49* 一些社会主义11家，包jg" — T,`^武"^！!家，强调立即需要,贯?方止一场孩 

战争的冋题采取搢jg»在这万面.它们谞委员会注意它们所提的有关孩武器II家保 

证不首先便用孩武器的提案，并注意它们对禁止使用;^武器的各个提案的支持.m 

它们的意见，e何发动先发剑人的孩打击的企图必将引起同祥箜大的裉复还击，没 

有任何地区能避免孩战争的^；^它们相信对一场孩战争危险冋题的最根本的'决 

办法是停止生产、裁减和消灭孩武器并应按阶g逐步实行，要在互相可以接受的基 

础上逬行。为此目的，它们建议立即开始透行由所有孩武"i^g家参加的谈判.核武 

器g家参加各阶g各种措施的程度，要适当考ii到各个孩武器；！家和具他有关:il家 

现有武庠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请况来决芨，它们认为 g t ^ ^均势在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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氷平的所有阶中都不应打玻，所有3家的$全不应减损.它强;胃，与上述措^相适 

应，应采取it，3对各11^全约玫洽和3际法^保iîL它们逬一步建i义，不应在 

目前尚元孩武器的家的领土上郅署^贫武器，并建议，在^军iji^判姿员会约^内 

应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或任何其他的附属玑构釆拟订一^相5!!的协定* 

50.有一神观点认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孩.或军问题受两神裉本性约现实谤兄 

的支 ^ 武晷在压倒的程受上掌逢在两个大S的手呈以及孩武器的存是世界上一 

迪区均势的裉;^因素，并3之也是-12：—地区安全的喂本因:t. S此，按，这神观 

点,任诃进戛有輭于双篁努力:两个大国对于戟.:^它们的^手没的^力和'主欲洲迪区 

内,卞出努力，以改善安全条件和儈Ê.然后逐步降低害观武#的水平；这些目标是 

密联合庄一起的，因为全3的均势同i^)VH地区的均势是不可分割的.筌于孩武库 

很不均 f t .只有在两个主要大'â大量载;^其军香之 , t ,冥^的孩武晷家才乾同意 

承担戴
〉
减它们M己的军备的义务. 

5 1 - ,还有 i ? l祥一种见： S于具有最大的孩武库个 a家核.裁革负有主 

要责任。鉴于它们的武库和其他孩武器(§家的武庠在效童和贯重万 i存在4大的差 

^，因面，只有在i?:两个â家的孩武库大重贫减以/§‧，其他孩武‧^!i家才能按^合 

涅的程序和比例裁:咸其不身的武氣 

5 2.其他一些成员国栺出，在^武器国家和无孩武券;i家之|'il还存在蓍一个 

十分严重的不均衡，在进行孩裁军的多边谈判中必须,^ i?:神不平 

5'31—些代表团在上述两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主專观点转别载入了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1981年报告（CD/228)的第6 5段至第7 9段中。 

5《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2§：、扩^、外,占领以及其他04；叉《联合国宪章》 

的行动对裁军一其中包括核裁军一谈判有不利的影嘀。对^送裁军5标而言， 

有人强调有必專消除以上各种表现，弁通过谈判;I镇现有的g[?争端， 

55-很多代表团还认为，际局势^恶化不应该成为削^为军备限刽和裁军进 

行谈判努力ê9借口。 

56.社会主义ÎI家集团建议，委y气会应就一顷禁止核中子武罢的公行谈判。 

它们指出，禁止这种武器问题应在停止核军备寬赛和裁军的总范g}内给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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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因为它们认为，生产并部署中子核武器会引起军备竟賽的质量飞跃，导致核 

门樘的降低，并增加武装冲突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它们提及 

其向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公约的草素，并建议为此目的设立一个#H殳工作小^这一 

建议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7. —些代表团强调指出，§辖射-武罢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核武晷，它屬 

^亍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总范圑.因此，没有理甴去特别处理这个问題，或以条约 

的形式对此出专门的规定。因此，为谈^"^题Wif â X作小组é^"^è ^ É i | M的, 

58. 除了在方针问M±以及在委员会内就核袁军连行多边谈判的基间M±出 

现分歧外,«^进行这些，3^判而设立""t?^im<ig问题_h也未能达成^t!m%JL为, 

清这些谈判的前提和谈判的问题所进行的非正式接触和协商未能取得一致:t见。21 

园集团还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就拟订《最文件》第5 0段设想 

的核裁军的各阶段进行多边谈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要求在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 0'段的基?îii上拟订核裁军各阶段便为停 

止核军备竟赛相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傚好准备。i£些建议未能在委员会达成协商一致 

意见。 

59. 那些反对这些建议的囯家继续指出，核武晷问题主要是个及边和区域性 

问题，与此直接有关的囯家才有权处理这个问题，它们应首先进行谈判，伹它们认 

为.委员会在目前阶段应继续在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 

而不要在工作小组中开始逬行谈判•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其他成员巧同意，特剁是 

2 1囯蕖团和一些社会主义家，它[f]认为，事实无分表明，迫切薔要,钪项目2透 

行多边谈判. 

6`委员会将裉据联合国大会斌予它的职贲，继续寻求一个共同的一致同意 

的办法. 

C,保证不对无賓武器；1?家便用或 

^胁使用贫武器的有效！[际安徘 

61.自1979年6月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将这一冋题作为其议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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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迕行审议，其中大部/ +时间在委员的待设工,小缀中审待设工诈小组为第 

二届裁覃特^联大蚤的裉告中阒述了iÊdS—项目所进行的工作(CD/285). 

62. 1979年和1980年会i义期间，M ，巴控代先生（埃及）：待设工* 

小组主.蒂； A ，齐亚椬皮科先生（意大利）和M '阿赫迈鹆大使（巴；！斯坦）分剁 

担年和 1 9 8 2年会议期间小组的主,帝. 1 9 7 9年和 1 9 8 1年期间以及 

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阆，特设工$小组共召开了 4 9次会i)L裉él它们的 

委员会邀滑了下列非委员会成员加特设工作小 â备工作,赘^中的会议：奥地利. 

丹受、芬兰、掷截、西班牙、西班牙、突尼斯和璘士. 

63. 1982年4月2 1日，委员会在其笫173次会议上通过了设袢设工作小 

组§^裉告，该拫告是本持^裉告的组成郅分之一.全文如下： 

(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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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二届专门讨论袁军问题的联大转别会议â卩将来临，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1982年2月1 83^156次全体会议上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在1982年，一期会 

议结,之前向委员会#、告它工作进展情况。按照这个要求，转设工作小组参照前 

特设工作小组在1979、 1980 ^ 1981年会议期间进行5^淡判，向委员会提出关于 

这个题目谈判现状的掁告。 

"在1978年第一居专门讨论裁军问题^联大ifè别会议上，核武器il家对 

无核武蕃国家安全保证间题发表了单方É宣言。转设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主要是在第 

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的暴上进行的，该 

段中"⋯-⋯吁请各核武晷ii家釆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罢il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囯家所作的各项宣言，并且促请E们继^努力，在适当时 

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元核武#囯家使用或荩鲂使用核武器。'《昜后文件》 

的奚他有关段落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指导。在其工作进程中，特设工作 

小组还考虑到大会在其第三十三届、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会议上所通过 

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决议，即第 3 3 / 7 2 A鄉号. 3 4 / 8 4号、 3 4 / 8 5号、 3 4 / 8 6 

号、35Z46号、35/154号、35/155号、36Z94号和荽36/95号决议。另 

外.还考虑到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特设工作小组里提交的有关这个题目的 

各项建议，这些建议的清单见第CDySA/W?. 1/Bev. 4号文件. a 

"经下列囯家申请，这些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的代表被邀请参加 

特设工作小组1979、 1980, 1981和1982年的会i义： 

臭地利、丹麦、芬兰、掷威、百班牙、突尼斯和瑞士。 

" 二 . 19791 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进行的实,贡性`3i^判 

'，在7Î 1 97»年厪题为"保证不;无孩武罢家使用或戚/协使用孩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徘"的议程项目3逬行审议的过程中，裁军"判委员会在1979年7月5 

日笫3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足： 

a 见本裉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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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i《判委员会5^足于吴本庙会议^间，设立~^;t.!^有委员会成员îi 

开放的'持设工作小组，亏门审议和^判关亍1^证不对无孩武I !1冢使用或咸胁 

便用^武器^有效；！际安， 1、特设工小组在1979早会议结果前，将1(1裁军 

谈判委员会提出一份拫告.委员会又按照议事现则第3 2条央^:特设工作小 

组在开会期间，会议室内应为非戌员国代表设有保g /fil. 

"'在19 79年会议期:i],特设工1^小出努力以鸡^为达成有效；！际安徘 

的 f办 i义而有侍审议和谈判的 â成^广泛讨论了不使用孩武器、孩^军、在 i l际 

关系中不便用武力以及加强系和平与安全的全面问题与工诈小组的任务.范a的 

关系*普遍一致的,见是，这些组^部分可以分成两大类：（a)安徘的范围和性质 

和 「 0 > 安 ^ 的 形 氨 其 数 量 和 约 東 性 . 大 家 还 冋 , ， 徘 必 须 是 有 效 的 并 具 

^‧!Sl^"^在这方面.审议了一系列有关的|5}题，袢别是关于安徘的理S、 ？g围和 

贡冋題，以及孩武器!I家和无>^武吞'：！家的足义冋題.这些^义中拟应用的标:隹 

和提供:1际安排的先决条件。关于后者，各方提出了一些隶见，提出了一些有关的 

冋趑.并艮了对这些章见的评论.工小组还讨论了^徘的形式、数量和约: ^性， 

^剁讨论了拟订一项国际公约的冋題，对i?:个冋題虽然有人指出涉及一些S-4 , 

1^没有人在iT、则上反对。巴â斯埕代表团（笫CD/10号文件）和保加利亚、捷克 

斯洛伐充、镙意忘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宍和I[联â 

代表团（CD/23号文件）都捷出了公约莩茱以^审i)L此，，还寧议了临时安 

# â * J f : i i .作为审议的结果，特《工作小员会荧交了一份很亏，载入第 C D / ^ 
47号文件中 

在;?^1980年议程项目3有关同一个趙目进行审议的过程中，裁莩^判委 

员会于1980年3月1 7 3 ^ 6 9次全体会议上逋过了载入第CD^TT号文件中的 

^下决定： 

裁军，311判委员会决足，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 

小组，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ïi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作出有效的H际安 

徘问題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 

特设工,小组应在1980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侯，向委员会揋告其 

工作进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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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会议期间，该工作小组决定将其注«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安排的 

范S和性质方面，因为理解到，荒这些安徘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能够有助于葳f乡式 

达成协 i i L据 J i b主/常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 C D / S A / O . 2 )作为谈判的一^基 

础。它载有不同的方杲，这些方案出现在核武器！ 1家的单方面宣言中以及其他国家 

提a的或表达的与安徘55范围和性质有直接关系的建议和意见中》^^被对照审 

议的方棻的深入分析，肩工作小组澄清和进一歩阐明各种不同的立场，以及发现 

囂见一致的和分歧的领域工作小组进一步窜议了安排的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一致 

认为应继续寻求一个可以列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囯际文书中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同方累"。在这方面，对于â毛结一项HI际公约的想法在原则上又一次没有反对S见， 

虽然也指出了一些有关的困难。伹没有达成协议。对临时性安排的可t!性进行了审议。 

广泛的建议 i U ? $ ^ ^—项决议可作为朝向有效 H际安排和就'共罔方案，达成协 

议之前一项有用的过渡性措施。在这方面有人认为一项安理会决议的价值将 

取决于它的实质内容，对这一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作为其窜议的成杲，特设工作 

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载入第CD/125*号文件的报告，该报告推荐了为完服谈 

判中遏到的各种困难而有待探索的方式方法， 

"1981年2月1 2日的裁军谈判委a会第105^全体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II家使用或威ilè^使用核武器的有效g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其职权 

和以前 1 9 8 0年的会议时一样。 

"在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决定集中力量审查保证的实质内容，囡为 

理觫到就实质内容达成的协议能够便进就彤式达成协•a»在窣议的过程中，就*关 

保证不 ; î t无核武畧H E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有效H际^排（也称作I全保证r 

问题衰达了各种立汤相;S见： 

一 S于对人类构成最大威,fe的核武• ̂ 的:^使用将»地影响到交战国,fc 

非交战国的安全，因此，e实现核裁军之前，应就禁止使用核武器达 

成一项协议，5^2：方面，有人认为，S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同时国 

际关系中放弃便用武力；另一种:t见是，只有S作为向全面裁军进唇 

的一郤分的核裁军的有效进程范围内，才能设想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 

一 向无核武器H冢提供不使用威脉使用核武器安全保 i正，而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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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诃条件或限剞，以此作为彻, 芪禁止使用核武晷和买现核裁军的一个 

组成鄧分和最初^步骤； 

一向那些茌其领土上没有核武无核武晷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一向那些放弃生严和取得核武器并S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3家提供安 

全保"E»在这方面，有人认为，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囯家 

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协定将是一个有利于加强无核武荖11家安全约 

一 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承担《^其他类似^保证不取得核爆炸装置 

的、具有11际约東力义务的无核武器国家馒供安全保证，除非这祥 

的一个1家与一个核武器国家结1或联舍起来攻击或支持攻击已提供 

保证的核武畧国家、其领土或武装部队或其盟国； 

一向那些承诺不生严或接受核武器 C或其他核瀑炸装置）或取得对核 

武器的控刽权的无核武器S家提供安全保证，只要这个国家不从筝或 

不参加在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文持下对另一个核武晷3家或其璽国（的 

领土或武装部队）的攻击； 

―向那些不参加某些梭武畧国家核安全安排的无核^畧国家提供安全 

保证； 

―通过与参加无核武器区的无核武畧 3家缔结公约方式爱供安全保证， 

以便给予这些保证以一种互相约束的性质。 

"—i作小组會试图明确各种—^证的不同特点，并审议了可以在寻求'共同办法， 

或"共同方案"中予以探讨的可能备选方案.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最后「介段，在不 

访碼进一步探讨其他备选方案約情况下，央定把它的力量集中于这些备选方案，其 

中要求：（a) —项包^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提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 

意安全保证 '共同方案 '和—项可以把核武器囯家现有的覃方 â承担的义务 

中包含的 â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罔方案，，在这方 3，荷兰代表团 ( C D / S A / 

6 ) 和 已 基 . 靳 坦 代 表 团 ( 7 ) 都 提 出 了 载 有 供 工 作 小 组 窣 议 S '共 

同方案'覃案的工作文件，对此，保加利亚代表团也缇出一份工作文件（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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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讨论中畺然在制定一项'共同方案'的做法上存*不同意见。然而，工 

作小组认为，致力亍寻求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约!?^力是为在安全保证问題 

上达成协议一个积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迳议，各种备 

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进一步加以探讨 

以便克服听遏到的各种困难。工作小组补充说，'在这方Ê应造一步作出勞力，耒 

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 4可以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 

東力的囯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作为审议的结杲，特设工作小向委责会提 

交了一份报告，载于第C3/々15和eorr. 1号文件.， 

"三.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现状 

"按照委员会 1 9 8 2年 2月 I 8日第1 5 6次全体会议作出的、载入第CD/ 

243号文件的决定，重新设立了特设工作小纟M续进Ç谈判，以期就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爽.訪使用核武晷的有效H际安排达成协议。工作小纟"g^在主席巴基斯坦代 

表曼苏尔-阿赫还德大使主持下于 1 9 8 2年 2月 2 6日至 4月 1 9 3举行了 I 0次 

会议，联合国裁^中心的林国坰博士抠任该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在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过程中，工作小组决定继续致力于载入1981年会 

议期间成立的前特设工作小组所作拫告（（：：：/215)第19段^^建议，其中指出，'-一； 

工作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荟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 

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进一步加以探讨以便克服所遏到的困难。在这方面应进一 

_歩作出努力来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一个可以列入一 

项具有法律约東^ il际文^申的、共,方案，―"。工作小免注意到载入第 

231号文件和上述笫2段所提到的、联合国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对]ib议题通过的第 

36/94号和36/95号决议。 

"在进行工作§^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决定象在1981年上居会议时一祥， 

把力量集中在这些备选方案上，其中要求：（a) —项包括委员会É谈判过程中可能提 

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安全保i '共同方案，和(-。)一项可以把核武H国家现 

有的单方面承捏义务中所包含的 â成部分调和起来"共同方案，，工作小组注 

意到了先苜3苻兰、巴基,斯坦和保加利亚等代表团^出的、分别载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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耵.6, CD/S.v^?. TTCCD/SA/W? 8号文件的、有关这些备选方案审 f问題 

的三个工作文伴， 

"一些代表团提出了总立汤，某些代录团、 2 I!l稟团的成员认为，不使 

用或不戚,!à;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在买现核裁军之前，则应是彻底禁 

止使用核武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揞出，实施《S^止核浩劫亶言》中规定的各项搢 

旌将是消除核卩中突的协，井有助亍加！I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不拥有核武晷国 

家的安全约可靠保证。在这一方â， 一些代录团^表了不同意见，其他代表团则 

认 i 7，这个冋题不厲于工作小组的权范 S , 

"在窣议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在待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上届会议提出的、载 

入上述笫9段的、关于不对无核武器1家使用或.协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 

各种立场和意见， 

"对'共同方案'各项^案的计论集中在它们的主要组成鄧分 a关于有待拟 

定的'#同方案'的实质，在讨论中
3
月昱地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核 

武畧 g家应无条件地、亳无保^地或无限制向所有无核武 â国家提，证。在这 

方面，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ï)/278)，b在文件中中g重申其无条件向 

无核武畧il家提供安全保证的立汤，井敦1；^其他核武畧!1家表现出必要à^:éè:治意 

愿丄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辜，-^一约_罙力.^国际文书的'共罔办法，或'同方案， 

达成协议。另外一些囂见认为，S现足各种标:售说明列入保证范围的元核武器^家 

5t^4. ^CD/SAyW?. 6号^CD/SA/W?. 7 号 文 伴 起 草 a , 荷 兰 巴 基 斯 坦 

的代表 S ,觯释了它们在这些工作文伴中;共同方棻，提出妥协方法的^议 a同 

时另一种君见强调了关于达成一项不 s目前尚无核武 " # s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协 

议的提棻。大家7t这些運议发;^了各种观,#、，，"糸持不,看法， 

" ' 在 夯 力 订 一 項 可 能 s ' 方案 '方广泛审议了适当^ 5 ^ 式问题。 

同"三以往会议上一祥，对国.导公^力:S见原则上没有反;砟:î见；然iiû也栺出了牵 

涉到é^S难*大冡认为，工作小gJÎ开始具体拟足a—公约，然iîûi司前一,i会i义一 

# ,大冢指 i i i， 5侏证实质內容方W达成一敌;t见待有5^亍5形式1巧颈上达成一 

致:t见。 

= 见不â告之.哥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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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工作小|旦计论了临时性安排Jijf:见，特别是对适当的Ç理决i义的 

各项提杲。苻兰代表团提出了载有包括安全^证'兵同方杲，右的安理会决议莩 

案 （ 9 ) 。 ？ 已基斯坦代袠a也提出一份修£后的工作文件，文件中 

-载有安理会可能遷过的决议莩案（CD/SA"?. 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发表的意见是，由所有核武器H冢.1£不对S其领土上不拥有核武晷§^元核H家 

,银武器 F顯月後容相.司声明，可加以研！^，或许可=安全理葶会以适当^决 

议^式予以通 i i ^人们 7 t这些主支袠了不同的看法弁对这些^案,了各种评论. 

一方面，有人^持说，适当的:fe时性安排5!1体现取得了s展，畀创造有利气氛以 

期逐步满足无核武晷US安全保证问上会要ÂÎt»但是另一方Ë， ̂ 人认为临时 

措旋，特别是通过安全理筝会决议的彤式不会有何效用，râ且它们超趑了特设工 

作小|g_-—职权范围，这只会破坏为无核武器il家拟定可靠安全保iE.ff必需的气氣 

一些代表团指出，临时'i±安排不应取代一项S际公约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東力é^il际 

安排， S这一问上，人们 g调说， S考虑备选办法同时，应经常^记締结一项 

不对无核武>^1！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的5^全保证国^公约这一最终目标,^"项 

为加强无核武畧i!家安全的过淚措施或其他一些备选办法都应裉据其实质内容来 

判新，只有当这些过渡性措施是朝最终â标前进时才是今理*。 

"其他意见提出了关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袠军题约大会特别会议上.ibfc问 

题应釆取S行动，有人建议，核武器11冡该适当修改它们^i方，？â，然后笫二 

届特别联大能加以考虑。有些核武器Hi:指出，它们的草方面保-5E是为响应并承认 

无核武晷国家所衰达的对安全的关切而作àt，并指出这些保证是可信&和可靠的， 

是竖定?^1：々策声明f 

"工作小组隶发了载亍第 C D / 2 8 0 S f ` X件 J Ù 2 1 1!集Sè^—项芦3月，该 

声3月特别阐明：'（一些核武器S家的）几个声明并不能向不结盟^中立èùii家以 

及其他无核武器H家提供它们不会受到核武暴威,g、或攻击S可靠',、证"它进一步 

e见本卞i告之?ft俘三。 

见萃报告之附件22。 

e见本裉告之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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栺出，两个主要军筝棻3之外约中立的、不结盟^发层中11家完全有理é享有具有 

法^约束力为保证，并闳述了可作为裉据ItiZ:—问题达成协议的一些原则.它表示： 

"只要核武器3家不袤現出达成一項满«协议所需^5^治«愿，特设工作小m;it这 

一 1习题的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2 I囯集团敦促有关^核武器国 

冢重新窣查它们.的玟策，并1 勻将究分考虑不结盟的、中立的相其他无核武畧^家立 

汤^第二,i专门计论.裁军问M的大会待别É»议提出它们这一i巧颈修正立场，这 

样^将有劲于就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n际文书达成协议. 

"四、结论相建议 

设工诈小组重申，核武器国家应！勻元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fJ脍使用 

核武器有效保ÎÎL大家继续认为有紧迫^必要'i^铳保证不对无核武晷ii家使用或 

^；發 g用核武有效 a ^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考虑到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 

軍这个g标，在过去三届会议期间，就有效安徘的实质内容所逬行的i炎判表明， 

在拟;^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并能^入具有法律约束性质购国际文件^《共同方案》 

时，具体â^g难在于某些核武畧国家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考虑有蓍不,â^观点， 

也在于各种^关问颈的复杂虽然工作小 â中就此颈§所进行的谈判已澄潰了许 

多有关j^!可颈，工惟小â仍未能就保证不对无核武晷S家使用或咸,1^^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君 

在即将到来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方 â，工作小纟 S向裁军 

谈判委员会建议 _ S该探索一些方式^方法来克服工作小谈判中遏到各种困难， 

以便蔬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g用或,艮协便用核武器有效3;导5排达成一致;t见:: 



CD/292 

>âge 25 

" 附 件 一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咸^使用 

核武#的有效国际安排冋题的文件一宽表 

(4) 

[0) 

(7) 

(8) 

'一、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1) CD/l —载有大会第33/72A和S号决议，（ 1979年I月243) 

(2) CD/10-巴基斯坦提出，題为"締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器il家使 

用或威,lè^使用核武！国!？公约1979年3月2 75) 

(3) C]V23—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提出，题为"关于加强保证 

无核国家安全的国 !约草案 " .（ 1979年6月21日） 

CD/25-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1979年6月26日） 

CD/27-美利坚合^提出，题为"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对无 

核武畧囯家进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全的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 

一项建议的提案".（ 1979年7月23) 

(6) CDX47-载有"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裉告。 

(1979年8月7曰） 

载有大会第34/84 34/85和34/86号决议。（1980年2^ 

53 ) 

CD/70-芬兰提出，题为"1980年3月1 25芬兰常驻联合!1曰内瓦 

办事处代表为提出一份载有芬兰玫府§^意见的工作文件而写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约信"，（ 1980年3月143) 

(9) —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持设工作小以期就保 i不 

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荬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 

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决定。(1980年3月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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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ao) cD/120-已基斯坦提îii，题为"供联合il安全理事会作为关亍'保 

不对无核武"^囝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的过:度措施加以通过约可能决议草案".（ 1980年 7月 

1 7 3 ) 

ai} C D / 1 2 5 -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安排达成协议"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出裉告，（ 1 9 8 0年 8月 7 3 ) 

CD/140-载有大会第35/154和35/155号决议。（1981年2月 

3曰） 

CD/151-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其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荖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约有效 

g际安排#î殳工作小组的决定，（1981年2月133) 

C D / 1 5 3 -保加利亚缇出，題为"保证不对无核武畧国家使用或热使 

用核武畧的有效国际安徘"，（ 1 9 8 1年 2月 1 8 3 ) 

CÎ3/161-巴基^坦提出，題为"保证不对无核武畧国家使用或威,&使 

用核武畧的有效国际安排"。（ 1 9 8 1年 3月 4 3 ) 

CIV17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題为"1981年4月7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信， 

递送苏共中央总书莶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a主席 ^列 3涅 

夬答希腊《新闻拫》冋".（ 1 9 8 1年 4月 1 0 3 ) 

a?) —联合王国提出，题为"联合王国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1^,1^^便用核武罢^^有效!1际安徘问題^^二作文件"， 

(1981年4月1 0日） 

as C D / 1 8 4 -巴基^坦 s出，題为" 1 9 8 1年 6月 1 2日巴基斯坦當驻代 

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fâ^信，转递1981年6月I 3至6 

5 在 巴 格 达 第 1 2次伊新兰^家外长会议上道过§^决 

议"，载有"第28/12—？号决议：不对无核武罢国家使用 

03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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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证不对元^武#;i家便用或威胁使用,m武！^的有效 

isr$^^r的过渡掊埯加以通过的可能^议軍秉". 

(1980年7月15 3) 

(4) CD/^A/^?. 4"一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元^武#11家使用或^ 

勝便用孩武器的安徘的形式"，（1980年7月1 7日） 

(5) CD/SA/^^ 5~主席提出，题为"关亍宙议保证不对无孩武罢：！家便用 

或戴.胁便用^武器的有效^呩Çii^纟的实质巧容的几个阶 

g", ( 1981年3月2 6 3 ) 

(6) CD/^V^P. &一荷兰提出，载有一项建议写入安全理事会决议有关 

(CD/SA/CR?.6J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万案"，（1981年7月8 B ) 

(7) CS/SA,S 7—巴荟斯坦提出，载有关rCD/SA,?. 5号文件笫二阶 

CD/SA/CR?. 7 )g:中可供选择方果D的提t ( 1981年7月1 3曰） 

(8) CD/SA/W？， a~保加利亚提出，载有关f« CD/BA,S 5号文件第二!^ 

• (CD/SA/CR?.8 g中备选方案r>"的审议袁见和提出的建i;L ( 1981年 

and Corr. 1 ) 7月2 1 S ) 

(9) CD/SA/W?.卜菏兰提出，题为"载有^证不对无孩武器If家使用或^ 

胁便用孩武器的共同方案的安全理事会.夫议萆案 

(1982年4月1日) 

aa cD/SA/，?.3/^—£s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g安全g事会作为夫于'保 

R e v I* 证不对无孩武器:i家便用或荩,钕便用孩武晷的有效H际 

安存，的过`度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i义草茶（1982 

年 4月 7曰） 

'三供繁军i《判委员会亍1979年7月5日设立的,议和谈判保证不对元^武I!!f 

家便用或咸用孩武器的有效!U,际安徘特设工作小成员f更用的材料汇编 

(1) S亏门"^论^军冋^的大会第十;§特别会议？?全体会议和特设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 

(2) i£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a)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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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D/231-

(22) CD/243-

或,妥^使用核武晷、加2无核武1^囯家的5^全"，（1981 

车6月1 5 3 ) 

as) CD/207- 中国提出，題为"关于安全正问題工作文1^",(1981 

年 8月 6日) 

20) CD/215^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C O r r 1 国家使用或,突胁《？用核武晷的有效S际安徘达成协议"向裁 

军谈判委â会提出的拫告a (1981车8月1 4 S ) 

载有大会^ 36/94号？?136/95号决议， 

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 1980车会议期间原有职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 <，用核武畧的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 1982^月1 9日） 

(23) CD/278- 中国提出，题为"关于^正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或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工作文件"，（ 1982年4月153) 

2 1 !1集团提出，题为"2 1 g集团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m家偾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1982 ^ 4月 1 4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使用或,莰,1?^使用核武晷有效I理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为^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联大特别 

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转剁报告，（1982年4月19 

曰 ） 

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晷的有效国际安徘特设工作小组工 

作文件 

CD/280-

G5) CD/285-

(1) 

(2) 

(3) 

CD/SA/^P. 1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晷 g家便用或^使用核武晷的有 

/Hev 3 效囯际安徘间题的文件一览表。（ 1982年2月2 3 3) 

CD/^A/^?. 2-主,'害提[ii,题为"^正不对无核武器S家使用或,（钕使 

用核武器有效国际安排： A .安徘的范围&性质"， 

( 1980年6月2 5 S ) 

CD/S A/T??. 3 —巴基 ^坦提題为： "供联合国 5全 S事会作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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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委员会（一没） 

(C) ^一委员会（苏联的公约軍案)； 

(3) 五个核武器囯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武器的各项声明； 

(4) 安全理葶会^ 2 5 5号决议（1968 );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决议； 

(S) 1968年元核武器国家会议通过的关亍安全保i£的决议； 

(7) 1975年不矿散条约审置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正部分； 

(S)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十届转别会议《昜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的"^ 

5 6至5 9段； 

(9)汇编的增编？a补编： 

H "美利坚合众S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i家俘用或^肽,用核武II以加强 

其安全^的提果"（ A / C . 1/33/7. 1978车1 1月1 7日）； 

a大会第 2 9 3 6 ( X X V
 2
 )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永远禁止, 

用 核 武 -

曰"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在条约范围内建立安全保证制度的附加 

议 定 书 草 棻 工 作 文 件 " ' / 2 2 , 1975年5月1 5日） 

(E)联合王11、中囯、法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联盟，尤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S二号附加议定书》发表的芦明。 

"25、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闾关于保证不对无^武晷国家〈,用或^胁便用^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題发言汇编 

在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期闾关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咸Mh^^用桎武器 

^有效国际安排问题^发言汇编 

"六，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国家使用或烕^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缟 

"七、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S会议程的非正式简报 

(1) 1979年转设工作小^七次会议非正式简裉, 



CD/292 

?âge 30 

" 附 件 ： i -

"中 il 

" 工 作 文 件 

'关于保i不对无核武器H冢使用或 

威;!^使用核武器有效国;示安排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工作 

小â成立两年多以来，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讨论。广 

大无核S家在面临严重核威胁éiJ情况下，要求核3家在实现核^军之前无条件地保 

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束力的国际公 

约，中3代表a支持这一合理要求，两年多来，由于裯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大11对 

无核3家畏出种种条件，以致安全保证-为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中g代表团 

认为，对无核il家提供安排保证是所有核国家起码的义务，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 

大！ 1更有重要贲 1 ^ ,无核，冢要求是无条件保， I他们正确地指出，有条件 

的保证，无异于要无核g家先保证核国家的安全，这是不公平和不合理â^, 

"中国代表a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脍的报本办法，是全â柰止 

和彻底销繁核武î£这一目标实现之苜，核S冢至少应该货，:£不对无核S家和无 

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旱已主动、单方面宣布，在^时侯^任何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晷。与此裉本立汤相联系是，我^无条件^向无鎮家使用 

或戚,使用核武器， 

"笫三十六届联大筲九十五号决议，吁核武器!S冢表现必要的致治意愿，以便就 

一項可以载入具有:^一巧束力的.，际文书共^办法达成协议.我们希望，核大国 

不要从 Î身 è ^狭 â利益出发，对无核 S家坚持这样或都样条件，而要考 t广大无 

核il家3^合理要求，真JE袤現出承捏义务致治考愿，以便.1足进安全g证约谈判取 

得进,善.中:！代^a愿意同各国代袠一起，为寻求一项符合元核国家要求并为各国 

所^受的"共同方案"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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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三 

"荷兰：工作文件 

"载有保证不对无核武器m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共同方'案15安全理筝会决议草案 

'安全理箏会， 

"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会给人类造成的浩动,并考虑到因此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 

避免这祥一场战争危险和釆取措施保护各囯人民的安全， 

"深信避免核战争危险和避免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相彻底销毁核武 

器， 

"认识到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核武荖国家负有特别责任采取旨在防止核战争爆 

发 措 施 ， 

"又深信防止^器(或其他核二暴炸装置）任何进一步扩散仍然是为避免核战 

争所作的努力中的极其重要因素， 

"囡此欢迎大批11家和越耒越多的国家接受巧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量-) 

的有H际约束力的义务，-

"认识到加强无核武器g!家安全的需要，并认识到特别是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需要. 

"在此方B欢迎五个核武器囯家遵守《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笫二号附加议 

定书》， 

"承认各国所处约安全形势不同,因此不同国家需要釆取各种适当措施以解决 

其安全方面关切的问题， 

"重申《宪章》第5 1条所确认的,联合ilS;f^âil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 

s会J:取必要办法L以！|#il[?和平反安全以前，可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 

利。― 

"欢迎核武器国家庄严保证.对保证不制造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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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其控剞权的任何无核武器m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只要该g不在一个 

核武晷d家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翌国（的领土或武装力量）进攻或参与 

进攻' 

"附 件 四 

"巴基.渐坦：工作文件 

"供联合国安全理亭会作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家 

使用或咸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II际安排"的过渡搢^加以通过的 

可乾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铭记着有必要减轻î^#^国对于为其人民保证袴久安全的正当 

" ^ 核 武 罢 对 人 类 和 文 明 的 存 续 构 最 大 的 威 ^ ， 

"深为关切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不断升级1以及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 

晷的可能 

"，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消涂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认识I'l必须保障无核武晷1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杈，使其不致成为1'吏用或 

咸胁使用武力、其中包括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的对象. 

"认为在普遍达成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澍订出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任何方 

^郄不使用或威;协使用核武器来危害无«器3家的安全. 

"考 ; S到联合国大会届持^会议《最后文件》第 5 9段.其申要求^武 

家亍适当时紧急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5£不对无核武器11家雙用或>^10^使用核武蕃，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就题为"不对无核武器 â冢使用或咸^使用核武晷 

有效国际安排"的项g连行谈判， 

"注笃到裁军谈列委员会拫告. 

"又:主:fil大窠瞢適支持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务：£不对无核武器'1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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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使用核武^，并且，原则上对国际公约的想法没有反对见' 

"‧《宪鞏》第七章的规定针对使用It咸,!M吏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对*平所造成 

的我胁： 

" 1 .要求拥有核武的 i i家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號 1 4 = 4 ^皿核武蕃 g家 

使用或威^使甬核武器； 

"2.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i开谈判.弁不再迗延地缔结一项有约果力 

的国际文书，以M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3.，武器il家真诚地进行这些谈判.并表现出:ifc—项具有法律约:^力的文 

f^iÉ^一致意见所必需的政治《愿，特别是适当地修改它们各自就此问题所发表的 

单方面声明.其中特别考虑到那些不属于两大军事联盟核安全安排成员S的无核武 

器国家的意见^立场， 

"4.吁请核武‧i^il家作为一种临时约近期措施..有法约束力地确认.它们将 

不对那些不属于两大军事联盟核安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器li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 

武器。 

"5.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 " 附 件 五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武器g家 

便用或戚胁使用孩武器5?有效 

国,界安徘g?声明 

"1-21 il褰团认为，不使用或咸私便用孩武器最有效eg安全保证是孩裁军和禁 

止便用^武器。孩武荟国家不应在孩领垓里透行任何危害无孩武家?g安全和幸 

裼?？活訪。孩武荐U家有义务保证无孩武家不会受到^武晏3g,或^或攻击.g 

a本，明代衰 2 1 il稟团备成员国共同的荟本立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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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2 1 3褰团次迎设立一个持设工小组 .以 ! ^ ^ " 保 i不对无 ^武器家便用 

或.荬荧用^武器57有效g际安徘"达,荬协I,)L 

" 2 .彖为令人遗 , 2 ^ 是，特设工小组进行了三年《判 .却只取得煢小 3 ? 

进罨，is主要是由于某些孩武器^家釆取33*硬立场^造戎3^ . 

"3. 2 1 g臬团坚信，某些;^武器g家单万Ë发表芦明中所包含隈制、条件 

和'列外录明了它们？7主观3度，這些芦明？iJ荟站是If,iafS论，i?:些条件、隈制和 

例外合在一起，严重地?1, 了i2:些单万面^明中可能包含3?积镘因:t,因北2 1 g 

II团各减员if不能^受is些芦明.i?:些芦明并没有可信保证不结至？7、中立3?和 

具他无孩武^â家不会受到稷武器?g莰胁或攻击. 

"4. 2 1国蕖团注意到，裉瑭《最后文件》笫6 2 ^武畚 g家已承担义务 

不对现有元武器区S ? ! I家便用或^胁 ^用 ^武器 .除了些i f家之外. '两个主要 

覃 筝 ^ a以外3^其他中立巧、不结翌57和发荽中il家11有义斧不茯取或制造孩武"^ 

\a'it,如杲考到霣5 9 § ： 促 谞 孩 武 罢 î 家 [ f 作 出 保 证 不 对 无 ^ 武 器 ' S 

家
1
X用或威.称用孩武荖3?有效^排，，茛尤买有充分理由绘子i?:些3家同佯5?有法 

谭 约 束 力 呆 化 

"5. 2 I!l集团强调揞出，'保证不对无孩武器:s家使用或威协使用孩武器37 

有效HI,,安排，问题a>?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1)孩武器!S家有义务竭保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咸,协使用孩武 

"(
2
)无孩武器!f家有^得到孩武荟(i家作出37不对它们1^用或减胁使用孩 

武器a?保证； 

" ( 3 )应以具有法侓^衷力和经过多边判 i f际文书*式提供 i ^ :神保 ^ S L 

2 1国'褰团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Sî^判委员会FÎ. 订一项g际公约的 

想法原则上没有对意见； 

荽载入国际文书中的关于这一问題的共同方案或共同办法必须
3
月确和 

可11 ,既要苻合不结翌3^、中立3?和其他无很武器冢3?合法Ç全 

利益，也要符合2 1 g稟团所闹明2^上述观,;b* 

"(5) i^:—冋题27协议应包^武"i^ii家承担义务实现很裁覃，在实现.孩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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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之m禁止便用或威胁便用5武器。 

"6. 2 1国蕖团认为，只要孩武器iil家不最现出达^令/J祷tS^协议的真正玫治 

，特设工作小组对is—^ gSij逬一步i爻判现不可能取得成I a 此 ， 2 1@褰团 

敦促有关孩武器il家篁新审i它们3^政荧，^分亏>iS不结盟37、中立ff5J和吴他无 

^武器! 1 1家立场，向第二车特剁联大提出它们对0 2：—冋题修正立场. i î # 

1《有助于订保证不对无^武^ If冢便用或,荧胁便用^武11^ 9?有效H,示安排3?—爱 

同章？7：115^文书.它也将有助于在实现^.贫车之IT,在达成禁止使用或安胁便用-贫 

武^??g际协议方面取得i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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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化学武器 

64. 自1979年4月以耒.裁军-《判委员一直将化学武晷问题为其议程 

项目4进行窜{：^从1980年开绐，is—项目主要由委员会的一个待设工小â加 

以审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最近为笫二届裁覃特剁衮大准备的裉告中阐述了这 

一附属机构的工f^. 

65. 在1980年会议期:i],大川大使（S不）任待设工^小â的主席；利簿 

戈尔德大(瑞典)和苏伊卡大使（波兰）分剁在 1 9 8 1年和 1 982年会议期间捏 

色小组主席；在1980X1 981年会议期间以及1982年笫一期会议期间，特设工 

惟小组共举行了 5 4次会 i t委员会应下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寻求.遨请它们的代 

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各工作阶S的会议，它们是：类地利、丹菱、芬兰、挪烕、西 

班牙和瑞士. 

66. 1982#" 4月21 B.委员会在其笫I 7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该特设工^ 

小组的^告，该掁告是本特剁 5 i告的 â戎^分之一.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考虑 f l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1 Î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7 5段，其中指出谈判已进行多年，同时指出締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是多边谈判 

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裁军谈判委M会自1979年以来一直将"化学武 

项目列入它的议事日程- 1979 #,在化学武晷特设工作小组成立以前这项议题是 

在全体会议上处理的。在审议议程中这个项目时，委员会一直考虑到现有化学武罢 

，际文件中的规定以及在裁军委y气会会议(CCD)和裁军谈判委y呵会（CD)这一唯 

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的范围内提出的所有建议和文件，其中包括化学武器么、约案 

文草案和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晷双边i炎剡的进袅的^合报告,(CD/48. CV1Î2 )。 

拫据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提出的裁军谈判委 i 所有文件，以及工 

作小â的文件的一览表，其中包括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均载入本揋告附件中， 

"一工,小 â在 1 9 80年和19 8 1年的职权^ : i t官议工作 

"在r';^so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按下列决定设立了化学武晷特设工作小组： 

'裁军谈判委员为覆行其谈判和^订一项全 S有效杲土斫舎 f、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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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化学武#并象销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高度优先的责任，决定在1980年 

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纟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杲和今后的倡议， 

通过实质性审查来磽定就这祥一項公约透行谈判时应予处理的各项问题。' 

根滂其 1 9 8 0年的职权，工作小组同意在三个总题："范围"、"核查" 

和"其他事项"下安排其工对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时有待处理的问题透 

行了实质性的事查。在这个窣查的基础上，对于与会代表团申出现了一t意见的问 

题，和对那些意见不集中^问题均加以弄清（第CD/I31^.e7. 1号文件）。 

`在 1 9 8 1年，委员会重«±r该工作小选以便它能éii有职?^碁?î!ti:^工作, 

"在 1 9 8 1年，工作小组对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草案进行了详 

«审查，这些组戌部分草案包括下列冋题：总现则；化学武荟的一般定义；禁止 

转让；公布；销毁、转用i^!^^改装：非致对性？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ê;与 

其他条约的关系；îi际合,；关于核查的一般规足；国家立法和孩查揞施；国家孩 

査技术手协商和合诈；协商委员会；修正案；窜查会议；有效期和退约；签署、 

批 准 - 加 入 ; 和 发 身 定 义 和 # > t ^ s ; M ^ 的 化 武 器 的 生 产 手 段 在 

一定的时限内、销毁化学武晷或将其转用于被>t许的用途的计划、以及诈出此种公 

布 的 彤 式 等 有 关 问 题 ， 在 组 成 郤 分 的 附 件 中 加 以 处 i 关 于 锖 毁 、 拆 除 已 

么V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没或将具转用于被:t许的用途冋题、关于!1家孩 

查制度的用和组织的建议和方钟冋题，以及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程序的细节，主 

席建议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处g主席在各II代袤团的发言以及提出的口头和书面索 

见的基础上对组成郤分草案进行了修改.伹是，这些经主厣修改过的组成郤分并不 

反映在某些冋题上出現的所有约看法.主席提出的已修改过的组成郅分案文以及反 

映各代彔团意见的注释，都附在1981年小S向委员会提出的拫告中(^CD/220 

-号文件）. 

"三制^一项公约的现状 

"在I 9 8 2年，裁军1》判委员会决足授予化学武#特设工传小组下列职权：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研锎、生 

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弁销毁此种武的多边公约的鬲厪优先的赏5^足在1982 

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考if到现有全劳提案和今后的傷 

议，为便委员会尽旱达成协议'来5^订^2：样一项公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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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其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开始拟定一项么、约的条款。根据主 

席.的建议：小â对隆改过的â成部分和注释再次遴行了详^审查，以期拟订出特别 

与注释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相应的备选方案-fn补充方案。这些对修改过^成部分 

的意见都列主以剪已.薪定的三个标題：'范H'、'核查，和'其他葶项，之下。 

一些代表团it出了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与它们最初反映在注释中的看法,应的新 

约措辞。此外，一些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发言中和裁军淡判委员会的文件中，，出了有 

关的提杲。还;^ 198 1牟会议^间尚未处理的某些lâ^戋i5分和附件提出了具体措^, 

主,耷^未来公纟 1J的序言畏出了一工5建议。 

"觯决意见分忮进程仍在继续'大冢有一项共同谅觯，即禁止的围应包 

括一切现有的和可能出现的各类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更为详细地审查了禁止笵 

围和有关核查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关于范围的主要分歧有：是否把禁止使用化 

学武器条款列入公约的!可題、关于公约是否适用于牲畜^植物規定问颈、是否 

应 把 禁 止 为 了 在 战 斗 中 利 用 化 学 品 毒 而 进 行 计 划 、 组 织 和 训 

练的规定纳入公约的问題，以及不在其他家的領土上安置化学武器^规定问 

题，关于!1家核查和国际核查之间平衡问题、把一项有关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 

段的条款纳入公约是否适当冋題，协酉委员会以及国冢核查或执行刽度的组织和 

职能；可颈、以及什么时侯逬行现汤枧察和如何核实禁止二元化,武•iâ^题^待象 

得一致对于必须在国冢^国际手段充分结舍的基础上来确保公约遵守情况的 

核查这一点，已取得了较妤的谅觯.^施，的一些措施,伊J如公布茶得了更详尽 

的审查。许多代表团还为了加强未耒公约§^可能结构，提出了具体建议.工作小组 

提交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年裉告中经修改的组成部分^注释，以及委S会19 

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出建议和建议性案文，7t小â今后约工作将畏供一个有 

益的基础， 

" ^ ^ i 9取的主雁可就未来公约的技术问題进行协菊的' t法，《 1 9 8 2年 

的会议上，主席就198 I年小组裉告中建i义的需要i£一步审议问题召开了协两会 

议。1982年协蔺会议持别就与化学武畧公纟兮有关的有待协商一致毒性确定方 

法透行了讨论。主席[éj工诈小纟裉告了协丽会议a参加者一致为两种特毒性确 

定法揎荐了标准化搡作程序。工作小组注囂到主席关于协^^推荐标准化搡过程 

3裉告，小组一致同君有必要逮续进行1^商，以便Wi义其他技术问颈，包括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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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i^公约有关的某些悬而未决的毒理学方面&^问题， 

"特另!!‧考虑到第二;i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工作小组一致认识 

到迫切需要在缔结一项化学武晷公约方面取得真正进屡。因此，工作小组赞成其主 

席提出的呼吁，应作.出更具实质性贡献，以求推进尽旱拟定出公,约条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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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有关化学武蓦的各类文件一览袤 

" A .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 

1979年 

一第CD/5号文件，1979年2月6 3 ,簟大利代褒团提出，载有 1 

化学裁军，3^判的工文件* 

―笫号文件， 1 9 7 9年 2月 6曰，荷兰代表团缇出，载有有关拟 

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一些程序性建议* 

一笫CD/11号文件，1979年4月9日.2 1 il裏团提出，载有一份 

J£有关禁止研制、生产和锗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进行谈判的工 

作文件. 

―第 C D / i 4号文件， 1 9 7 9年 4月 2 5日，芬兰提出，载有一份題为 

"化学武器物剂的化学磷^，芬兰方茱"的工作文件. 

―第CD/15号文件，1979年4月2 4 日 ， 联 合 王 国 团 提 出 ， 关 

于化学武器专家访冋英il之行(1979年3月1 4曰至1 6 3 ). 

―第CD/21号文件，1979年6月2 0日，莰兰代表团提出，载有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锗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锖^此类武器的工作文 

件. 

一笫CD/26号文件，1979年7月1日，秘^处按照姿员会第3 I次 

全体会议的 5 ^提出，载有象革委员 # ^ i义和象丰 i突判委员会工文 

件和,明甲有关化学武‧ ̂的材科汇编(1972手至I 979年）`‧ 

一笫CD/37号文件，1979年7月I 2 3.镙累志^邦宍和国代袤团 

提出.题为"关于不生产化学武晷的际^查的某些万 S的工^文件: 

镙意志^邦共和 i l取得的经猃". 

―第CD/39号文件，1979^7月16日，芬兰^出，载有潜5的有机磷 

战剂&?竭足万S 技术和参考数据标准化的一种办法，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7 月 2 5日，兰代录团提出，題为 



CD/292 

?âge "1 

"载有有关禁止化学武#么、约的谷种冋题的工作文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7 月 2 6日，波兰代《团提出，载有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的提纲 

的工作文件. 

一第CD/48号文件.1979年8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衰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衰团提出，题为"苏联一旲il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双边谈判进屣的联合裉告"。 

一 第CD/49号文件，1979年8月8日，荷兰代袤团提出，题为"化 

学武器一对载入笫 C V4 1号文件的查询彔的答复"。 

一第 C D / 5 2号文件， 1 979年8月I 3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代表 

团提出，题为"化学武器一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年讨论禁止 

化学武器冋题的评价"， 

1980年 

一第 C D / 5 9号文件， I 9 8 0年 2月 1 2日，资大利亚代袤团提出. 

标题是："化学武器：召开非正式专家会议的提案"。 

―第CD/68号文件，1980年2月2 8日，波兰代^团提出，标题是 

"化学武器——处理戴军判委员会所面临任务的一项可能程序性办 

法：工作文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3 月 2 0日，题为"1980年3月I 8 

日越南钍会主义共和国冨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褒处临时代办的信, 

转递题为'关于羑lis越南、老钍和柬埔寨便用化学物剂的备;S录， 

的文件". 

一第CD/84号文件，1980#"3月2 6日.荷兰代袤团提出，载有题为 

"化学武，设工作小组初步工诈计划草案"的工叉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3 月 2 7日，标题是：" 1980年3月 

2 6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囯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处常驻代袤的信.递 

送分别題为'1980年2月5 3民主柬埔寨外交邵夫于河n加紧滥用 

化学武晷并从事具他活动*图消灭朿埔寨人民的F明，和'^甬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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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朿埔寨便用化学武器的几件事例；1980年2月2 5 3民主東埔 

寨新闻郅发布的新!萄'两份—文件` 

一 笫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4 月 1 4日，标题是"1 9 8 0年4月13 

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邵副郅长转递'阿冨汙民主共和国玫府于19 

8 0 年 4 月 I 1日发录的声明，的电充"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4 月 1 8日.比利时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 "拟议的化学战剂和化学弹药的^义 " 

一笫C : D / 9 6号文件，1 9 8 0年 4月 2 2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小组一初步工作计划：工作文件，" 

― 第 C V 9 7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4 月 2 4日，^典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禁止化学战能力的工诈文件"， 

一 第 C D / 1 0 2号文件，19 8 0年6月1 9 3 , 标 题 是 ： " 1980年6月 

1 9日中国出席裁軍-31判委员会代表团代理团长的儈，*交題为"中 

国代袤团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要内容的建议'的工作文件 * " 

一第 C D / 1 0 3号文件， 1 9 8 0年 6月 2 4 日 ， 标 题 是 ： " 1 9 8 0 ^ 6月 

24^兰常驻代表的信.递送题为《识剁潜在的有机*战剂的降解产物， 

的一项文件，" 

―笫 C V 1 0 5号文件， 1 9 8 0年 6月 2 7日，标题是："法国对 

荷兰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夫于化学武器的査询表的答复 

一 笫 C D / l o e 号 文 件 ， 1 9 8 0 竿 6 月 2 7 日 ， 法 国 代 表 3 提 载 有 

题为"不刳造和不裯有化学战剂和武器的管制"工$叉件， 

一笫C V 1 1 0号文件，1 9 8 0竽 7月 2日 . ,斯控夫代表团^出‧ #题是： 

" 关 于 防 止 神 经 毒 气 中 毒 的 医 疗 防 护 的 工 文 件 ， \ f ^ m ^ â * p r ^ t ; / 

一笫 C D / l l l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2 3.甬斯拉夫代录团提出，标 

題是："关于化学if《剂足义的工叉件"， 

一笫 C D / a i 2号叉件， 1 9 8 0 年 7月 7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 

垔和癸利坚会众囯代录团^出，转递题为"苏联一旲 i f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双边i$判的进if的联合裉舌 "的文件. 

一 第 C D / I 1 3号又件，19 8 0年7月8 S , 加 拿 大 代 ^ S提出，标题 

是："化学武器公约内^ f 的 安 排 和 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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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 D / 1 1 4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9日，标题是："溴大利 i f t * 

团在现阶段对于CD/41号文件内载荷兰所提关于化学武器&^查询 

表 的 答 复 。 " 

―第 C D / 1 1 7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1 0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标 

"化学武器公约的定义和范围，" 

― 笫CD/12I号文件，1980年7月1 7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 ： " 谈 判 化 学 武 器 时 ^ 予 ^ 的 一 些 问 题 ： 工 作 文 件 " 。 

一 第CD/122号文件，1980年7月2 1日，摩洛哥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关于化学武器定义的建议"。 

一第C3V123号文件，1980年7月2 1日，蒙古代表团提出，载有 

题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荖的未来公约与1925年《日 

内瓦议定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工作文件，. 

一第 C D / 1 2 4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2 4日，印度尼0亚代表团提出， 

标题是："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看法"。 

一 第 1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8 月 4 日 ， 题 为 " 向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提 出 的 报 ^ ~ 化 学 武 : ^ 设 工 作 小 组 " 。 

-笫 C D / 1 3 2号文件， 1 9 8 0年 8月 1曰，载有一份题为"巴基^坦 

玫府就CD/89号文件的分发提出的看法"的工作文件， 

1981年 

―：^C]V142号文件，1981年2月1 0日璀典代衰®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用化学武器的化学战争能力"。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3 月 1 9日芬兰提出，题为："建立 

化学武器监督能力——芬兰研究项目的目前阶段和目标"。 

一第 Ç I I / 1 6 7号文件， 1 9 8 1年 3月 2 6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一項基于活动分析的化学武晷管制条约在核登和监瞀方面的要求"。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3 月 2 7日中囯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一禁止化学武器：关亍化学战剂&^定义问题"。 



CD/292 

― 篥 C D / 1 6 9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3 月 2 7 日中国 ‧团缇出，题为 "工 

作文件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y生产手段的拆除"， 

―第C: D / I 7 3号文件，19 8 1年4月3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化 

学战剂的处理"， 

― 第 C D / 1 7 8 号文件， 1 9 8 1年 4月 1 6日芬兰提出，内载其政府发 

出的关于参加化学武罢核查专題讨论会的邀请。 

― 第cr)/l24/ReTr. 1号文件，19 81年4月2 4日印度尼西亚代表 

团提出，題为"对CD/124关于化学剂和化学战剂定义的修正"， 

一第 C D / 1 7 9 / A < i d . 1 号文件， 1 9 8 1 年 4月 2 3日，题为"化学武 

器转设工作小组主席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 

一 第 C I V I S S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6 月 1 4日;an#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关于军备*制核查^概念性工作文件"， 

― 篁 C D / 1 9 5号文件，1 S 8 1年 7月 1 4日，*斯拉夫代表团提出， 

题为："工作文件：失能剂"， 

一 第 C D / 1 9 6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7 月 1 6日芬兰提出，题为"化学战 

剂的痕量分析"， 

― 第 C I V 1 9 7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7 月 1 7日罗马尼亚代表团^出，题 

为："工作文件一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成部分&建议：定义和标 

准"，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7 月 2 4日捷克新洛伐克代表团提出， 

题为："工作文件：毒素的定义和特'iÉ"。 

一 笫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7 月 3 0 3荷兰代录团缇出，題为"在 

全面有效禁止研制、生产相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 

范围内的协商^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 

― 第 C D / 2 1 2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8 月 1 3 3中g代录团提出，题为"关 

于禁止化学武器一些意见"。 

一 笫 C D / 2 2 0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8 月 1 7曰，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â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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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笫CD/244号文件，1982年2月1 8日大不列顚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1!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爱和监测遵守情 

况的工作文件"。 

―第CD/253号文件，1982年2月2 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袤团提出，题为"塔斯社声明"， 

一 笫CD/258和Coor. 1号文件，1982年3月9 3保加利亚、捷完 

斯洛伐克、德《志民主共相国、匈牙利、蒙古、茨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和有效禁 

止化学武晷冋|g"。 

一笫C]:/263号文件，1982年3月2 2日芬兰代衰团提出，题为"关 

于核查与化学战剂禁止范围的关系的工作文件". 

一笫CD/264号文件，1982年3月2 3日美利坚合众国1^表团提出， 

题为"美国关于刳止化学战争的计划"。 

一笫CD/265*号文件，1982年3月2 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提出，题为"关于核查化学武器么、约遵守情况的原则和规则的工作文 

件"。 

―笫CD力66号文件，1982年3月2 4日南斯拉夫代表团缇出，题 

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及其定义和核查问题"， 

一第CD/270号文件，1982年3月3 I日印度尼百亚^荷兰代袤团 

提出，题为"1982年3月3 1日印度尼西亚荷兰代表团团长信, 

转送一份题为'印度尼西尼相荷兰一工作文件一在印度尼西亚西 

爪唾巴都受查尔销毁约4 5 齐子剂，的文件"。 

一第号文伶， 1 9 8 2年 4月 1日，美利坚合众 1 1、联合王 H 

和溴大利亚代袠团提出，题为"化学武器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 

能的技术评价". 

― 笫CD/275号文件，1982年4月7 3，题为"1982年4月5日 

加拿大副代表给裁军谈判委g会主席的信转交题为'军备控制核查 

提案纲要一第二版"的文件"， 

一笫CD/277号文件，1982年4月7日瑞典代表团提出，为"工 

作文件一'前体，概念及为化学武器公约提出约定义的建议"。 

―笫CI3/279号文件，1982年4月1 4日瑞典代表团提出，颥为"工 

作文件一对亍全面禁止化学武晷谈判^各方之阆加强信任的措旌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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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 2 8 1 / ^ 3 7 ： 1号文件，'1982年4月2 6日，题为"为',二局 

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别联大准备的,，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裉 

- a 

一第 C D / 2 8 8号文件， 1 9 8 2年 4月 2 1日，題为"化学武器持设工作 

小组主席博古米尔‧苏伊卡大使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小组报告时 

的发言"。 

"B.化学武晷.捽设工作小组的 

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 

1980年 

工作文件 

―CD/CW/W? 1，题为"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一 CD/CW/WP. 2 ,及增编 1和 2，題为"文件漬单"载有 1 9 7 9年 7月 

到1980年7月间分发的同化学武畧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的裁军 

谈判委员会文件潰单， 

―CD/CW/W? 3 ,美利众国提出，题为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应予确定的问题". 

一 CDXCW/TTT. 4,瑞舆提出，题为"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时应子觯决的 

问题"， 

―CD / C W / ^ ? 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题为"就当苜民间生产进 

行:^地視察对亍化学工业的影响", 

-CD/CW/T7?. 6 ,法国缇出，题为 "化学战剂 a的标准 "， 

1981年 

H 工 作 文 件 

一 CD/CW/^P 7和Rev. 1，題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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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 8 和 C o r r . l , 题 为 " 主 席 建 议 的 小 工 作 纲 要 一 % 

2 ^ " 

一 CD/CWXW?. 9 ,加拿大提出，題为"核查和化学武器" 

―CD/CW卢？， l O T D C o r r 1，題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 

笫3部分" 

一 CD/CW/^?, II，萦古、波兰和^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提出，题 

为"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畧公约中应包括的活动的类型" 

一 CD/CW/WP 12,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一第4部分" 

- CD/CW/W? 1 3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第5部分" 

―CD/-CW/WP. 14,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笫6部分" 

一 CD/-CW/W? 15,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提出，题为"化学武器: 

定义" 

一 CD/CW/T7?. 16 ,法国提出，题为"材料和设施的公布和销毁" 

― 1 7 ， 法 国 提 出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一 定 义 标 准 " 

一 CD/CW/WP. 18, 、；^大利亚提出，题为"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所建议的经综合后的纲要之^步意见" 

一 C`D,CWB. 19,題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 

约组成部分" 

― 2 0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建 议 的 化 学 武 器 公 

约组成部分" 

一 cDXCw^p. 21 ,题为"化学武卷工作小IE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公 

约组成部分" 

一 CDXCW/^? 22和Corr. 1和36 7. 1 ,题为"主席向化学武晷工作 

小组做的关于就毒性确定冋题进行协商的情况的裉告" 

―CD/CW/W?. 23，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畧核查:'专家协商 

委员会" 

一 CD/CW/WP. 2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给予各締 

约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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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5,澳大利亚缇出，题为"化学武器核查：甲基月i的 

' 指 紋 印 ， " 

a 会议室文件 

― 5 和 1 和 2 ，題为"主席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 98 1 

年工作期间在化学武器方面要讨论的特剁技术问题的建议" 

一 CD/CW/CRP. 6 ,題为"关于化学武畧公约要讨论主要约定义和 

标 ^ 題目潰单" 

―CD/CW/CRP, 7，比利时提出，題为"拟议的定义（对CD/94号 

文件的修正）" 

―CD/'CW/'CRP. 8 ,法国提出，題为"定义的标准" 

―CD/CW/CR? 9,題为"1981年3月3 0日会议上就CIV112^ 

边拫告和主席关于小组工作的纲要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和美 

利] ^众国两国代表团 S出的间題单" 

―CD/CWz-CR?. 10和Add. I和2XCorr. 1和Rev. 1 ,題为"[^裁 

军谈判委员会缇出的进度揋告草案" 

―CD/CW/CRP 11,题为"主席的说明" 

― C D / C V C R P 12，题为"就确定毒性进行协商的建议" 

―CD/CW/CRP 13和Corr. 1，题为"到1 981年6月2 6曰，星期 

五，收到的关于化学武I二、约的组成分一，一（之二）和附件一的 

建议经每合后的案文" 

一 CD/CW/CR?. 14，、^利亚提出，題为"代表团就ClVt:TVT7?. 19 

和CD,c:Wy^. 20号文件^出的修正案，供修改用" 

―CD/-CW/CR?. 15，題为"主席对化学武器公约S成部分的修正建议" 

―CD/TW/CR?. 16和Add. 1題为"对主席在CD/CW/^?. 19和20 

号文件中建议的组成郤分和附件草案所^的修正案的汇编" 

一 CVCW/CR?. I j y ^ a v 1, Add. 1和2以及Rsv. 2̂ 3>以及001̀ 1：.1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i炎判委员会提出约报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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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CH?. 18,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关于与一项化学武 

器公约的范围有关的、为分类所需的毒性确定方法逬一步要做的工作 

的决定所提建议，供该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出遷议." 

1982年 

H 工 作 文 件 

一 CD/CW/W? 26，联合王国緹交，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 

和 监 测 遵 守 情 况 的 工 作 文 件 " （ 同 时 亦 作 为 印 发 ） 

一 CD/CW/WP 27和Rev. I，题为"主席缇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1982年会议笫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的建议" 

-CD/CW/WP 28和Corr. 1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崁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至提交， 

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冋题"（同时亦作为 

CD/258印发） 

一 CD/cwxv?p. 2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与禁止二元化学武器有关 

的问题" 

一 30和Corr. 1 ,题为"主席就有关毒性确定问颞进行 

的协商向化学武畧工作小组提出的报告" 

一 31，南斯拉夫提交，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及其 

定义和核查1 可题"（同时亦作为CD/266印发） 

-CD/CW/-WP 32,美利坚舍众国、联舍王il和溴大利亚提交，题为 

"化学武器核査'远距离持续核i，技能的技术评价"（同时亦作为 

CD/271印发） 

一 CD/CW/WP 33,题为"对C:D/220&H多正后的组成部分相注释、 

建议的新案文和备选掊辞以及对新案文的注释汇编" 

一 CD/CW/W? 34，颉为"主席的闭幕词"（1982年第一期会议） 

a 会 议 室 文 件 

―CD/CW/CR? 1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笫一条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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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0,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f^â缇交，颡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二条化学武器一般足义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盈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笫二条——使用一般用途标准来确定菜止化学品范围的会议 

室文件" 

一 22,波兰提交，题为"关于成fl3分笫二条第2款备 

选方茱的提议" 

―CD/CW/CR? 23.题为"主席约说明一就毒惶确定问题进行协酉 

的建议一暂行时阆表" 

一 CD/CW/CRP 24,阿根廷、溴大利亚、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 

坦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规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二 CD/CW/CRP. 2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提交，题为"关于新 

的组成部分第三条（之二 ） 一 柰 止 设 置 一 所 葛 议 案 文 

―CD/CW/CRP 2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提交，^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四条——公布一^备选掊辞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7,保加利亚提交，m为"关于载入笫CDZCW/CR?, 

25号文件的新的组成部分笫三条（之二 ）掊辞所建议§^续文" 

一 CD/CW/CRP 28,尼g利亚提交，题为"与组>^IP分笫E条1(，0) 

项 一 一 公 布 — 有 关 建 议 案 文 " 

一 CD^W/CR? 29， ^典提交，颡为"会议室文件一化学武器锖毁 

后取1^相不11得透行化学战èij能力" 

―CD/CW/CR?. 30,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颈为 

" 就 ^ CD/220号文件组成部分笫四条注释1 ^注释 4以及附件二 

注 释 1 ^ 注 释 3 所 提 议 

一 CD/CW/CR?. 31 ，美利坚舍众国^出，颉为"前体" 

一 CD/CW/CR?. 32, : i ^大利亚提出，颈为"关于^成部分奈约备 

选文字方案^逶议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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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CS?* 33.溴大利亚提â，题为"关于组成郁分第五条的备 

选文字方案的建议一一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 

―CD/CW/CR?. 3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附件三的备选文字方 

案的建议一销蒙、拆除业经公布的各种化学武器的緒存及其生产手 

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目的" 

一 CD/CW/CR?. 35，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的备 

选措词方案的建议一一关于核查的一般规定" 

一 CD/CW/CR:P. 36，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十一条的 

备选措词案文的建议一 ï i家技术核查手段" 

―CD/CW/CR?. 31南斯拉夫提出，题为"作为第CD/CW/CR?. 22 

号文件之组成#第二条第 2款 # ô â搢词方案的续，提出的新案文" 

一 CD/CW/CR?. 3&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第CD/220t文件的 

注释，It件一第3、 4段的意见一定义和标准" 

―CD/CW/CRP. 39,南紮拉夫提出◆题为"关于在第CD/22(>f文件 

第1 4页组成部分第2g《b)款^C)款之间插入一新款的提案一^2^布" 

―CD/CW/CR?. 40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五条镯毁、 

转用、拆除和改装建议的备选搢词方案" 

一 CD/CW/CR?. 41*南斯拉夬提出，题为"附件三：销I拆除已公 

布的化学武罢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一关 

于第三段建议的备选揞词方案" 

-CD/CW/CR?- 4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附件E5:关子ïi 

家核查刽度的作用和组织的建议和方针" 

一 CVCW/CRP. 4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对组成部分第十 

一条提出的备选搢词一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CD/CW/Cîl?.4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出于公约目的关 

于'前体，定义的一些意见" 

一 CD/CW/CR?. 45»德君志民主共和11提出，题为"m成部分第十条 

M 措 词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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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VCRP. 46,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缇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 

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逑议的备选搔词方菜" 

一 C D / C - n / c R ?.47,趙为"主席建议的序言草累" 

一 CD/1:Î7/CR5. 48，捷克.靳洛1；^克镜出，题为"组成郅分第十七条 

笫三款的搢词备选方案" 

一 CDXCW/CHP. 49,保加利亚烫出，题为"建议加在现有组成邵4 

第十六条之末的棻文一有效期和退约" 

一 50,羑利坚合众H ^出 .題为"关于 i t存和设施 

的公布" 

一 CD/CW/-CRS 51，荷兰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笫十S条和组成 

部分第十五条笫1款所建议的备选搢词方案" 

一 CD/CW/CR^ 52和RSTT. 1及Rev, 2题为"为第二届 f门讨论裁军 

冋题的特别联大草拟的提交裁军，3^判委员会的裉告" 

一 5 3 .瑞典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工小组主席向各代 

袤团提供的在专家协助下迸行协商的建议" 

―CD/Cw/CR^ 54,荷兰缇出，题为"关于组成郅务第九条第3款、 

组成分^十一条第 1款、组成郅分笫十二条和组成郤分笫十三条的 

备选搢词方茱以及拟议的新的组成郅夯第十三条之二的秉文" 

一 CByCwycR^ 5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昱提出，题为"化竽武 

器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在f家协助下与各代彔团迸行协商的建议" 

一 CD/CW/CRS 56,中!i提出，超为"TfCD/CwrCR:?. 47所载主 

/ 奪 建 议 的 序 曹 享 案 笫 二 备 选 ^ 的 建 议 " 

一 57. ^典^出，题为"关于化学武#工 f ^小组主 i f ^ 

1 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的协商提交给裁军1 爻判委员会的裉告的 

搢词建议" -

一 CD/CW/CH?, 58 ，题为 "主 i f对有关序！ "覃棻 ( C B X C W / C R ? , 4 7 ) 

的 初 步 君 见 总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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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CR?. 59.'漠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厣关于 

在专家协助下同各11代表团透行协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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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晷和 

此种武晷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67. 1979年
7
月以来，本委员会审议了议程中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项目。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主荽是由本委 

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小M行窜议的。对该小组工作情况的描述已载入为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Ibt准备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最新报告（C]D/284/^ 

Rev, 1), 

68. 在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科米韦斯大使(匈牙利）是该特设工诈 

小组的主席；在19 82年会议期间，韦格纳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主席；在 

1980年/ 1981年以及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过程中，特设工传小组总共举行了 

4 9次会说应它们的荽求，本委员会邀请以下的非成员if参加了特设工作小组在 

其各不同工作阶段的会议：奥地利和钸威。 

69. 在1982年4月2 1日委员会第 1 7会 i : U i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 

报告，该拫告是本特别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考虑萄^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7 6 g:揞 

出应当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的公约，载军判委员 

会在其1979^议期间审议了締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it的问氩在那届会议上， 

苏联和美国^出了一份关于该条约要点的^美联合建议（CD/3I和。/32). 

其他代彔团也提出了 一些建议， 

"考虑到联大题为"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锗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 

国际公约"的第34/87A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80年3月1 7曰在第 

6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足.其中揞出， 

* .宽有关放射武问题提出的文件、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1979年至19 

82年）的一袤载于本裉告附f^"".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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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谈判委员会决^.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 

工小组，以期 . i 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 

协-:义，* 

" 委员会在1981年2月1 2日的笫105次全体会议上重新设立了工作小 

组.以便它能在原有职权范围的基站上继续工作. 

"在载军谈判委员会1980/1981竿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在（匈牙利）大 

便伊姆雪'科米吊斯谆士的主持下，£主席的综合秉文（CD/^w/¥?. 20)和 

为拟订放射性武器条约条款草案而提出的其他文件和建议（00/133和01)/228) 

的基础上.就一项禁止放射&武器条约的要点逬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特设工,小组的活动录明，尽营在缩小现有的分1^方面傚了 

进一步的勞力，1I_是仍存S着不同:t见.特剁是在禁止范围、放射性武器的足义、 

核查遵守情况的程序、和平用途以及拟议的条il7和裁军领垓，包掊孩君军领域中的 

其他国际协定和其他措施的关系等冋题上还存在着分歧. 

"198 0和1981年，在工惟小组里提出了有关条约的范围的一些具体建 

仏有的建议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争取缔结一项禁止为致对目的便 

用放射性物质的公约. 

"一些代表团指出，存在着通过对孩设施的攻击而由放射'!É物质的1^布所造 

成的大现模毁灭的真正危险•这些代袤团认为，放射性武#条约是硯^承诺不攻击 

孩设施或蓄意玻坏这类设施的适当法律构氣 

"其他代表团认为，is:样的义务不属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他们也 

觉得'试图把禁止放射'It武器与禁止攻击核设施放在一起，炎判，会便^判复杂化， 

会便有关两个冋题妁任何协定实际上都不可能制定.他们认为.有关孩设施的冋题， 

1949年8月1 2日《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关于保护!iff'i;^装珅突受5t者的 

日内瓦笫一号It加议足书已经包括，任何保护孩设施的补充措施都应在迳用于武装 

冲突的g际人道主义法律$围之内加以;f虑a 

"其他代袤团认为.，贫此冋题现有的际文书是不^全的和舍糊不潰?5,弁 

认为裁军，.《判委员会宪全有权窜议is个冋题， 

"一些代表团还袠示了如下的看法，为妥协办法，应在条约秉文中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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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独的戸明中反映出应个冋趲分剁进行i哭判的意见。 

"二、关于拟订禁止玫射性武吞条约S^i哭判现状 

A .工作的^徘和程序 

" 裉瑭委员会1982年2月I 8日关于附属的夾足（cr>/242 ) .放 

射'il武待设工诈小组茌原有^权`Jg围的基础上重祈设;从1982年2月2 0 g 

至4月2 1 B.工作小组在亨宁'书格纳博士 （ 德 联 邦 关 和 S 大 便 ） 的 主 ^ 下 

召开了 1 2次会仏联合'1^军中心的丘廷纳逛'叶菲莫夫先生任工作小组的秘书. 

" 根据奥地利和掷威的寻求，^2：两个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的(U家的代表 

应邀参加了工作小组1982年会议期间的会议4 

" 除了先前的决议外，工作小组还考虑衮大第 3 6/97E号决议，该决 

议载有一项宪成其谈判钓咛吁，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二届裁军々主别联大提交一 

项条约。 

" 主席在进行协商后，于1982年3月9 3提出了一份赛合性裉告（CD/ 

25 ) ， PX个人意见的形式，提出了对于有待釆取的程序、以及为觯决悬而 

而未决问題的可能妥协办法的某些建议， 

" 根据主席建议，工作小组于1982车3月1 5日fSi意就'传统^ ， * 

放射性武晷问题相就禁止攻击核设施事项分别召开会议，以此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设 

想，伹并不影响以后作出的决定。（CD/w_p. 25/Add l / I ^ e v 1)。 

" 在这一方面，有人表示有保留意见。一些代表团认为，种程序性设想 

不应被觯释为意味着就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开始谈判,一些代表团尽管愿意参加会 

议，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有权（或工作小组是否賓权）,1£保护核设施免受攻击 

问題进行谈判这一点最示怀疑。一些代表团对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杈限明确地 

持保暂立场，箕他有些代最团则明确指出，他们认为个间题的审议工作在g面来 

说只能是^索性â^, 一些代表团认为，裉据建议的程if 正 在 行 两 个 问 题 的 谈 

判应平等地、无歧枧性地加以对待，以便把这两个间題纳入同一个S律文书？？，其 

他代表S则对这两个审议中问题未来法律文书的数目和形式s月确地持保留立场， 

* 工 ^ 小 â 一 致 同 * ， 为 了 本 拫 告 的 目 的 ， 并 为 了 方 便 起 见 ， " 传 一 词 应 栺 

载入雾c D/31 *第c D/3 2f文件约联合-桌议中设想的禁止范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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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传统 S T放射性武器事项 

" 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专门审议有关'传统的'放射性 

武器主题葶项^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新为可能的妥协表述方杲，谈判表明，特剁 

是在有关放射'li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核查与遵守、.和平用途、放射性武器条 

约与核裁军的关系，以及景后条款的某些方面仍存在分歧。一些代表团提鼷工作小 

纟丟，他们认为，有一些条款草粟可能要修改，因为他们打算将禁止攻击核设;J!作为 

该条约的组成部分。 

",关于放射性武器定义的表述方粟，由于一些代表团反对列入一项明确的 

从该条约中排除核武器的条款，因此设法拟订一个不包括这种条款的"正面积极定 

义"。在此方面，提出了 一些具体建议（CD/RW/!7?. 26， 3 0, 31， TP Add 1 )。 

" 虽然没有找到无论从技术或法律观点未看，完全可以接受的坟述方案， 

工作小组还是慼到应该继续这方Ê的努力。虽然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愿意参加这些 

努力，他们仍认为放射性武器下定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通过保留一项排除条款。 

其他代表团继续认为，这种做法就等于核武器的合法化。一些代表团对亍在放射性 

武器定义中包括某些放射性物质的可行性仍有怀疑。 

" 关于禁止的范围，某些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战争一词的使用将取决于未 

来条约的范围。箕他代表团则认为，这祥一项条约中不应涉及放射性p$争的概念。 

".有一种囂见认为，条约不仅应涉及防止放射性武器作为一种特定类型武 

器出现的问题，而且应涉及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衰变产生的辐射。 

« .某些代表团认为，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未来条^应规定明确的义务， 

紧急进行关子停止核军备竟赛、制定有效揞施防止佶用或咸^俘用核武荖和实现核 

裁军的谈判。在这方面，白2 1国集团*提出一个结入条约的条款杲文（CD/RW/ 

WP 36 )。箕他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款不适宜于纳入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 

" 关于^平用途问题，普遍承认条约应有一个适当平衡的条文，其中应包 

括关于在和平利用放射性衰变产生的辐射`源方S加§囝际合作的规定，以及说明本 

*阿尔及利亚、阿裉廷-巴西、缅甸、古巴、埃及.埃基钱比亚、印度、印度尼H 

亚、伊朗、肯尼亚.墨百哥、摩洛哥、尼日利亚` 巴基^坦、秘鲁、里兰卡` 瑞 

典、委内瑞拄、南斯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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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1$释为影响各.铕约国应用fn拟订其平利^核能计划，并在这 

一领域中进行固际合作的不容剝夺的权利观定；伹是，工作小组没有宪成它关于 

这些条款的^切搢词的审议， 

" 关于遂守情况核窆问题，某些代录S认为，苏美联合建议规定的程序 

符合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内容^范围，应予充分保留其中包括在据称有违反条约 

情况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条款* 

« 某些代矛-团不同*iS些意见，认为条约中关于提出控诉的程序不应该提 

及安全理葶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因为裉据《联合 i l宪章》程序在 f壬何情况下 

都是可以应用的，他们还认为，专家协商委员会按条约应是控诉与孩查冋题的中心 

机?g.有人it议应给予专家协^委员会广泛的力胃查^力，按某些代袠团的意见.应 

包,关于现场視蔡的现芨.一些代^团主张，条约现足的核查制庹，应建立两层机 

构，以专家协商委员会作为实况调查和评价机构，缔约s大会为审议揞控违反条 

约情况的玫治机构。大家同意，条约中的遵守和孩查冋題尚需进一步审仏 

" 某些代表团指出，详细拟订孩查和遵守的各项条款雩要首先^决关于禁 

止范图的悬而未决的冋题. 

" 关于条约的最后条款，有人建议关于条约修正案的建议，应有更详细的 

程序（CD/nw/WS aO/Add. I ) ; i2:个修正竟见的总的if、法得到了一 

些代表团的支持，尽詧在条约生效与举行第一次及以后各次审查会议之阆的间隔时 

阆冋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伹有人认为is些观点分坟也许还可以充il» 

".大家普遍认为，条约应在比迄今为止所讨论的2 5个较少些的:s家交存 

批准书后生效，在这里，有人提出了 1 S!Iig:个数字.有些代表团重申了它们的立 

场，爭-；^约应在得到包拴:^武^g家在内的2 5国致府的批>t后生泉 

" C .有关禁止攻击孩设施冋题的审议 

" 工惟小组还举行了三次会议，亏门窜议了一些同保护>^设:^有关的冋題* 

S会议期同，一些代录团重宇了在上述:^ 1 6 g甲阐明的保^.有一个代表团没有 

参加会议》 

" 裉瑭主席在第 C J V ^ w , ? . 3 3号工叉件甲建 i义的纲要对柰止攻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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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迕行了讨论，讨论是围绕肴有待保护的设施的定义和可能禁止的'JÉ:围进行的， 

" -工小组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对^坏效果所傚的抆术性^铎，迗些破坏效 

杲可以白于攻击超过一足最诋热IE的'"^能反应堆、再加工工厂和â照过&5物质和度 

料的储藏设施而产么地们揞出.对迗类设施的攻击可能会造成大观模绶灭性的效 

果，而某些其他设施即使受到攻击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毁灭性效杲，这是因为这些设 

旌的放射性物质存量较低，戎没有这种物质。这些间题上出现了某些分坡'。 

"一些代表团建议，禁止攻击核设旌应尽可能全面。他们认为，既然S本 

目标是要防止大规模的毀灭，就没有理由把民用和军用设施加以区别。他们还认为， 

对这两种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大规模的灭。然而，他们认为，大规模的^灭并不 

是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标>t。他们争辩说，拟i义的文书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要恢复各国 

关于^平核计划的信任。他们认为，在以色列攻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平核设旌之 

后，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争辩说，禁止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较 

大型的核燃料循环设;èÊ,也应包括较小S的研究反应堆&其他设施。他们认为，排 

除后者将是对发展中囯家的严重歧枧。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应保护 

设 施 的 定 义 的 具 体 建 议 （ 1 6 ) , 

" 其他有些代表团认为，对所有孩设旌都加以保护将会造成严重的、可能 

是无法:^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规定最低放射'1É存量级'哏（对核反应堆 

则规定最低热功率的级限）是道当的，以便使那些一旦受到攻击不会造成大规模毁 

灭的设施不致列入保护设施之中。在这方面，这些代彔团特别！!调指出禁止^会 

遣成任何辐射玻坏的设施的攻击将会抑止为平用途利用核能以造福于人类。 

一些代表团认为，把军事设施包括在内的做法会引^非常复杂问题，有一个代袭 

团 向 工 作 小 组 提 出 一 份 关 亍 定 义 和 禁 止 范 i l 的 工 作 文 件 （ 3 4 ) 。 

" 然而，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这份工作文《牛中说'有充分理由支持这样 

的论点：放射性武晷公约应对所有上述类型的设笼一律加以保护，不论这些设;J!是 

民用é^、军用或及重用途的。，他们认为，iiî分禁止将会使对于某些核设施进行的、 

造成大規模毁灭的攻击会法化，这将违反杲止的主要â标，井将增加運守g核查的 

困难。他们还指出，促进利用核能，至少在发晨=?il家圼促进利用核能，并不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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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11家的中舆论的âi碍，而是受到某些工业化国家的限制性iÉîr策a?且碍， 

« 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不可能合,合s地期望，可对这祥一项全面禁 

止条约进行成功的谈判，或期望条约得到必要数量批准，使其成为一份可行而 

有效的(i际法文书，因此也不能合情合理地期望它会排涂大规摸毁灭的危险。在前 

段引用其工作文件的那个代表团提请人们注:ti^一葶实，即在这方面，该文件中还 

载有下述F明：'在一î^ii际文书中保护？窠设:^的ïâ^治困难*显而易见的，此: 

看来必须将些设施徘除在一项公约之外。， 

" 然而有些代表团指出，和可能涉及的1&治困雉并不足以说明应该实行 

都分柰止，他们认为，这种傚法#有可能会俘!^专争中的大规模毁灭合法化。 

" 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茌提出的Jl述论点中，有復多暑不正确的，而且 

正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很大关系。 

-".在工作小组的三次会议上未能觯决这些分歧。某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 

需要进一步5登漬匆讨论,他们认吞若要对主席提出的暂定漬单（CD/RW/W?. 33)上 

佘下来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也必须^决有关设施的,义和禁止范图方面的这些 

^ 的 意 见 分 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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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1 ^ 一 

文fK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一:^表 

"一、文件和工作文件 

1.CD/5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联翌:苏联一美匿商定的关于研I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辦主！^部分的联合建议。 

i.CD/32 美利坚合众囯：美国一苏联商定的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晷条约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建i义a 

匈牙利:关于禁止研制、制造、倚存和使用放射性武^ 

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禁止研制、制造、锗存和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第十一条第3款和第十二条第3款草案 

的工作文件。 

j.CD/lOV 秘书处:1979年至1980年期阆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 

文件的汇缟。 

6.CDA33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为了就一项禁止研制、 

生产、锗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而设立的 

特设工作小组。（1980年8月1日） 

7.CD/218 放射性武晷特设工作>i,揋告（1981年8月1 4日） 



±0：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谈判中的各主要组成部 

分， 

加拿大: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拟议的新的第五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禁止斫制、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瑞典:对禁止放射性战争，包拴研制、生产、储存和使 

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第一、二和三条的建议。 

意大利: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畧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意见（第CD/31号和笫 

号文件）， 

法国:对苏联一笑国商定的关于研、储存和便用放射 

性武器条约主要组成部分的^合建议所提的修正案， 

巴基斯坦:修改后的第五条；第五条后新条款， 

南新拉夫:就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畧定义的条款所提的 

建议， 

阿裉廷：对一顷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君见。 



CD/292 

?âge 6, 

1S.CD/RV.?.12 委内瑞拉:对"苏联-美国商定的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主享组成部分的联合建议" 

所擾的修正案。 

19. CD/-.V/'^.lif É â :关于要求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 «议《 

20. CD/3ÏÏ/W.15 提交给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 

条约的提案汇编（秘书处编）。 

21.CD/HW/Vg.l5/Add.V?.ev.l^厪：关于拟议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中组成部 

分笫一条、笫二条、笫三条、第五条*笫七条所建议的 

修正案， 

22. CD/HW/'AT.15/A5d.2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代表团g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 1 9 8 1年 3月 1 3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3. CD/3W/'̂ .15/AdQ.2/ 印厪尼西亚:对苏美联合两定的^ CD/31 — C D / 3 2号 

supp'i 文件、特别是其中笫八条第3款关于遵守fn核查的意见， 

以及对载入第CD/RW/W?. 8号文件的法囯建议的:t见. 

24. CD/HW/«?.15/Add.3 南斯拉夫:就拟议的禁止放射'「武I条约草案组成部分 

笫二条提出的修正建议。 

25,CD/BWA?.16/Hev.l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裉告。 

26. CD/HWAV?.17 198 I 年 2 月 2 0曰主席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小组第 

一次会议上的致词。 

27. CD/2W/WP.18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未夹条约中定义^粲止范围 

^ 供 选 择 条 款 累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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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D/31V/V<P .12/Add,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活^相义务以及平用途的 

供选择约条款案文。 

29.CD/3",y//.?.l8/Add. 主席工作文件，载有同其他裁军搔施和协定的关系、 

遵守和核 f 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3o.cD/3V'A"p.i3Add.vsupp.i主席工作文件，载有供选择的附件案文. 

31. CD/HW/v;P .18/Add -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修正案、期限和退约、审查会议， 

加入、生效、保存者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32.CD/3'.V/'.VP.19 瑞典：就禁止放射性战争的某些方面提出备忘录. 

33.CD/WAP.20 

3̂ .CD/E';//',VP.20/Add.J 

主席时工作文件，载有根据缇交绘主席的提案加以综合 

的 案 t 

瑞典：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笫六条约提棻. 

"‧CD/3W/WP.20/Add.l/Sapp;L摩洛哥：对主席提出综合案文:^六条提案， 

36 , CD/W^. 20/Add . i 日 本 ： 对 2 0 第 五 条 拟 议 的 修 正 案 , 

3 7 » C D / . 20/Ad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对主席综合案文第七条和附件提 

38,CD/2W/'.VP.20/ADD,if 湍典：对主席综合案文第八条的提案. 

39.CD/3W/'/,'P .20/Add. 5 委内瑞拉:;r^civsw/Tr?. 2 0号文件第九条拟议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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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D/?.V;/Vv?.20/Add. 6 

i+l. CD/3'.V'.''?. 20/Add. 7 

k l . CD/2W/̀ '/?.20/Add.8 

43. CD/3 V̀,VP ‧ 20/Add. 9 

i+5. CD/5V,'/WP.22 

if6. CD/RW/̀ A'?.23 

"7* CD/RW/1,VP,2̂  

CD/3W/'A?.24/3ev.l 

if9. CD/3V;/WP.25 

50 , CD/SVWP .25/Add ‧ 1 

/Rev.l 

51. 

享洛哥:对第cD/^w,?. 2 0 f文件苐七条拟议修 

正案。 

主席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工作文件， 

主席关于和平用途的工作文件。 

荷兰：对第八条和笫十条建议的修正案。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二 

期会议本工作小E工作日程表 

漠大利亚:关于放射性武器未来条的范围和定义的 

工作文件。 

2 I!f集团:关亍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某些组成 

部分的工作文件。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报告箪案。 

放射性武罢特设工作小组报告草案。 

主席的发言(1982年3月9日）. 

经主席修正关于会议斧始阶段的工侔安排的建议。 

(工作小组于1982年3月1 5日通过）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放射性武器定义的正面的表述 

方案 (概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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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D/?.V',VF*27* 暂行工作计划（由主席提出）. 

53. CD/3V.'/'<V?.23 主席的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圑条款39建议.案 

5^. CD/3W/7;P.29 £席的工作文件：关于和平用途条款的建议案:^ 

55. CD/HV;/7;P,30 南！^拉夫：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一一第二条。 

56. CD/2`/l/"-fP.JL 澳大利亚：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建议（提出两种备选 

方案案文 ) , 

57. CT/3W，.32 主席的工作文件：所建议的关于遵守和核查的手段（第 

C D / ^ V ^ ? . 2(>|"文件的后续）* -

53. CD/3W/7JP.53 

59. CL/W»P-3^ 

主席的关于建议在 1 9 8 2年 3月 2 6日和 4月 2 

日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有关保护核设施一些重要 

问题的概括，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晷公约3?某些方面的备忘录 

(1982年4月5日）a 

60. CD/3%'/WP.35 为第二届裁军持别大准备的提交绘裁军判委V弓会的 

拫告草素：由主席提出（导言）（A和C部分）。 

61. CD/W«P.35/Add.l 对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条款的讨论("传统的"放射 

性武器主題葶项）：由主席提出（ B # ) , 

62* CL/3w/'̂ .36 2 1 !I集s:关亍放#iÉ武器条约覃案中一
二
页条款所建 

议的案文（1982年4月1 4日）。 



CT/292 

?âge 67 

" 二 、 会 议 室 文 件 

..CD/3`.VCBP.l^Corr.J 定义:苏联一美囯、荷兰、法国、瑞典、埃及、墨西哥， 

巴基斯坦、加拿大和君大利的建议 

2 • CD/2'.ï/CHP.l/Add.] 
和Corr.l 

3.CD/HVCî?P.l/Add.; 

i^.CD/5vVCEP.l/Add.： 

定义：埃及、巴基斯坦、葸大利和溴大利亚的建议。 

%x'.印度的建仏 

定义：南斯拉夫的建议。 

5.CD/RV;/CSP.VAdd.4 定义：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建仏 

6. CB/HW/CEP.l/Add.i 

7. CD/EW/CSP.2 

定义：孽洛哥的建i£ 

禁止的范围:苏联一美! 1、比利时、瑞典、荷兰和澳大 

利亚的建i义。 

8.CD/BV;/CHP.2/Add. 禁止的范围：法国的建议。 

9.CD/RW/CHP.: 活动和义务:苏联一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荷 

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建议a 

10.CD/HW/C2P.5/Add.l 活动和义务：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建议。 

11.CI)/HW/CHP.4 和平用途：苏联一美国、德«志联邦共和11、意大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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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靳坦的建议。 

12.CD/3V;/C2P.VAdd.l 和平用途：法H的建 

13.CD/3'.V/CÎ?P. VAdd-2 

lif.CD/H'.V/C2P • VAdd. 3 

I5.CD/HÏ//CHP.5 

和平用途：巴基斯坦的建议。 

和平用途：罗马尼亚的建i)L 

16‧CD/3W/C2P‧5/ADD,； 

17. CI3/5'/;/C3P.5/Add.; 

18, CD/R'/;/C2P,6 

和其他裁军搢施及协定的关系：苏联-美if`巴基斯坦、 

埃及、加拿大和法囯的建议《 

和其他裁军搢施及协定的关系:溴大利亚和法国的建 

和其他裁军搢施及协定约关系:巴基靳坦的建i义一 

遵守和核查：苏表一美国、比利时、法if和湍典的建议。 

19.CD/HW/CBP.6/Add.l 遵守和核查：巴基^坦的建i义。 

20. CD/37;/CEP.7 

21. CD/SW/CHP.8 

22. CD/HW/CSP.9 

23. CD/3W/CHP.1Û 

拊件:苏联一美国和法II的建议。 

修 正 秉 : 苏 ^ 一美：！和法3的建;义* 

期限和退约:苏秩一美if和法国的建议a 

审查会议:苏联一美^、德《忘民主共和国、澳大利亚 

和法^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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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t.CD/3VCHP.lC/ADD.l 审查会议：摩洛哥的建议。 

25.CD/HV//CEP.11 加入、生效、保存者:苏联一美国、德君志民主共和国, 

溴大利亚、法国和巴基斯坦的建说 

Se.CD/ZY/CBP.ia 序言：匈牙利、瑞典、埃及和比利时的建议。 

27.CD/av/Cî?P.12/Add.l 序言：保加利亚的建议a 

28.CD/RW/CSP.12/Add.2 序言：瑞典和德if志联邦共和国的建议。 

29.CD/3W/CEP.13 邀请H际原子能机构：荷兰的建议-

30.CD/HW/C2P.14 禁止的范围：荷兰的建议。 

5UCI3/ÎW;/C5P,15 报告草素杲文的修IL 

32.CD/3W/CBP.16 应保护的设施的定义：巴基斯坦的建议。 

33.CD/2W/CHP.17 放射性武器条约综合条款草案：由主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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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自1979年以来.在委员会全体ê"i义的,t言中和正式又件中，^出了一 

些新型大现漢：，灭性武*和此神武器的新系统^2：个总问題有关的建it 3 

71. 在有些成员g的有资格的政苻专家参加下举行的非正式会i义中，许多代 

袤团强：蜀指出釆取紧t、行动以.坊止出现新型大現漠毁灭性武器和此神武器的新系 

统的重要'IÉ«有些发言涉及研制新S大現蟆毁灭性武器和此神武器的新系统的可能 

领大家菁遍认识到，如杲把最新59科学,式.茛;^于发明-:s神武器，，宽会,致真正 

的危「佥.在is方面，大家举尹〗指出了以下可能会出現新型大现嫫载灭性武晷的'？^：^: 

借助放肘性物质起作用的效射性手g;利用带电^子或中性砬子未影嘀生物目标从 

而透成辐肘伤窨的技术手^;利用声学辖射耒影响生物目标的亚声手^;利用电It 

辖射未影响生物目标的手同时也提到了核中子武器.然而.其他代表团指出. 

所提及的i?:些领域同大現摸缦灭&武器无关，并揞出孩中子武器不应认为是基于新 

的科学原有人揞出迄今为止并未出现新型武器. 

72. 有人表示，鉴于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必需.宽禁止新^大现漠菱灭性武 

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达成一项或几项'*急协仏一些代表S强谓了判一项棻止 

研钊和生产新型大观镆^灭武器和此神武器的新系统的全面协^和，31判禁止出现 

某神特^的大现模蓑灭&武器的单&协^39急迫&.并提谞注章苏联1977年提交 

的î i ^协^万案（ C C D / 5 1 1 /。 e
7
, 1 J L有人还建议，应设立一个待设,家小 â 

来草î«̶项全a协定草案并审议âf结关于个剁类型的大观模^灭&武晷和is神武器 

的新系统的袢剁协定的问其他代表团则持不同耆 £ »它们认为对 I *末识^的武 

器系统谈判全面协 ^是不合适的，伹它们认为在必要时应在有一 ^ ^ 一础上 

迸行谈判单协^.它I'n还认为，^丰:灵判委员会S定期注蒽22：—冋趲‧ Si?:万S , 

有人蔑议每芊举行有亏家#加的非正弍会i义以â冨保持对is个冋题??审冬 

73. Œ 1980年和1 9 8 1年，^出了审议新型大現漠^灭'II武"i^和此神武 

器59新系统问題的其他建议-有人建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可以:?îi?:个问题进 

行更彻的审查并拟订出此神武足义褒出 3 ?另一神建议是 ' 3 ^含国大会设 

立 一 个 , 家 小 釆 ¥ i 科 学 友 , t 3^最新趋势并-it,!3方止新型大观漠毁灭性器出现 

a 第CD/^35, CD/l 18, CD/174和CD/26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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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恰当的手&委员会认为对is:—冋題应继续逬行事査， 

74, 在1982年笫一期会议^闾，一些代最团提谞注意联大在笫三十六届会 

议上通过的笫36/89号^议些代表团指出，联舍il大会吁请安全^事会各常g 

理事g以及其他军事强国发袠放莽犮.明新型大观模毁灭性武#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 

内容相同的声明.以此作为缔结一項关于此种问题的全面协足的笫一步.i2:些代表 

团认为该^议采取的灵活5度煶供了在一领域中取得进羲55新的机会.其他代表 

团对这个钕法表示有保f. 

75. 在1982年笫一期会议期间，委员会央足继续举行欢迎专家参加的非正 

式会i义，以便审议和新型大现嫫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冋題有关的提议和 

建议.非正式会议将允许非成员国和其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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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76. 自1980年2月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在审议这个项目，审议工作主 

要是在以后为谈判这一问题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 

77. 综合裁军方累特设工作小组在委I劳会1982年笫一期会议结束时完成了它 

的工作，并畏交一汾裉告（CD/283 )，该裉告附件=F载育《案合裁军方杲》草杲, 

该草粟为附录一附于不特别裉告中 ‧ 

78. 在 1 9 8 0年会议期间， 0 ‧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任特设工作小 â主 

席 ； A ‧加西亚‧罗夫茱澌大使（墨西哥）在1981 ^ 1982年会议期间任该小组 

主席 .在 1 9 8 0 ^ 1981年及1982年笫一期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m共举行会议 

5 9次，委员会S下述各非委员会成员国*请求，邀请它们的代袤参加该特设工作 

小组各阶段会议.这些国冢是：奥地利、丹菱、芬兰、減、西班牙、突尼斯相 

土耳其。 

79. 1 9 8 2年 4月2 1日，委g会茌笫17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 

的裉告，该裉告是本待别裉告§^组成部分之一，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 1 9 8 0 年 3月 1 7 g ,委员会在第6 9次全体会议上决^设立一个委员会 

特设工作小组，：^,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笫109 ^中设想的《绛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以便在笫二届裁军特剁^大召开之 

前宪戎该方茱的拟订工1^. 1 9 8 1年 2月 1 2 3,裁军，炎判委员会在第105次全体 

会议上决足该锌设工作小组应在1981年会议期间继续工"ft,工作小组考虑到为解 

决一些重大而复杂^冋题仍须做大量工作，并考IS到对裁军判委员会的享求是 

及时结X方案的谈判，以便将方茱提交绘第二届裁覃特剁联大，因此，在其关于19 

81年会议工作的裉告中同意向委员会建议在1982年1月1 1曰恢复工f，小组§^ 

工作.裁军-爻判委员会在198 I 年 8 月 2 0日& ^笫1 4 8 ; ^ ^会议上釆^ 了5：—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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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裉据这一决定，工作小组于1982年1月1 1日块夏了工作，在1982年2月 

2日的第150次全体会议上，^军谈判委员会确认特设工作小组Ê在1982年第一 

期会议期间继续其工惟.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在1980年会议期闾，乌卢'阿德尼吉大便（尼3利亚）g待设工作小组 

的主il^。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茶斯大便（璺西哥）S 1981年和1982年会议期 

间任主席.联合国裁军甲心的丘延納‧叶菲莫夫先生在1980年任工作小组的秘 

书.联合!1裁军中心的艾达‧路易莎‧列文小姐在1981年和1982年ft工作小组 

的秘书. 

"在1980年、1981年和1982年的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共举行了 59 

次会议，其中1980年1 0次， 1 9 81年2 4次，1982年2 5次. 

"委员会应下述各非委员会成员囯的馉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 

组各工作阶g:的会议‧ i?:些li家是：奥地利、丹夏、芬兰、掷威、西班牙、突尼斯 

和 土 耳 ^ 

"除了在题为《综合载军万杲》的议程项目下分发的裁军1$判委员会正式文 

件外，在特设工作小组举行的三次会议期闾，各成员国还提出了下述工,文件： 

一 关 i " < ^ ^军方為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案文草茱的工作文件， 

墨西哥提出.（ C D / C P D /， 3 3和3ev. 1) 

―关于《^合截军方茱》大纲的工作文件，巴基斯坦提出.（CD/C?D/ 

4) 

，关于《^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杲文草案的工作文 

件，捷充斯洛伐克緹出，（CD/C?D,3 5)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题为"原则和指导万针"一节的案文草 

案工文件，璺西哥提出 .（ C D / C ? D ,三 6 ) 

―关于《绦裁军方案》的主要原则的工ftX件，中!f提出.（CD/C?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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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为" ^合煑军方案中关于限制军备竟賽并实现裁军力的一；! ^指 

导万针一节的享案"的工文件，捷兌靳洛伐克提出,（CD/CPDZ 

一关于《等合裁军万茱》的原则的工作文件，委内瑞拉提出，（CD/ 

―趙为"缚会裁军万菜^和平教霄的念"的工作叉仵，； S兰^出. 

(CD/CP 12 ) 

― 关于《^合载军万茱》中载有题为"i;?、则"一节的茱文享茱的工作文 

件 ， 捷 克 ! 洛 伐 克 提 出 ， （ 1 3 和 A d d . 1) 

― 关 于 方 式 和 机 拘 的 工 作 文 件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捷 出 . 《 ？ 1 5 ； 

一 关于"执行阶^ "的工文件， S尼日利亚代表乌卢 ‧阿镙尼吉大便 

应主if要求编写.（CD/C?D/WP 17)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秉》2^'&质的工作文件，S尼曰利亚代表乌卢‧阿德 

尼吉大便应主要求编写.（CD/C?D/T7三18) 

一关于"执行阶段"的工作文件，由；，合王(i代表萨默-洚斯大―使 

应主席要求编写，（CD/Cf>D/WP. 19) 

―1 9 8 1年 3月 5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n'，衮里代表答复主席所提关于 

苏玫府对1962年在十八[S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严格S际 

监督下的全â彻底裁军条约"的立场问題的犮言（CD>CPD"P. 20) 

―1981年3月5曰美利坚合众S代表答复主席所提美囯政府对1962 

年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上捷出的"关于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1裁 

？条约约基本规定5^大纲"的立场问题发言，（CD/C?D/W?. 21)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素》中有关"目标"一节的工作文件. ^大利提出， 

(CD/CPD/WP^ 22)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关于措施的补充-津议约工作文件，中国 

提出。（CD/C?D/^?. 24)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关于措施^进一步建议的工作文件，中 

匪提出，(CD/C?D/W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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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巴基 z渐坦^出。（ C D / C ? I : " ? . 26) 

-关于《综合裁军T果》中有关"指旌"一节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 

克;?f洛伐克、德志民主共^ 1、匈牙利、萦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a ( CD/CPD/W? 28) 

一关〈综合裁军方l)éï工作文件豸大利提出。（CD/C?D/T7?. 30) 

-关亍、〈赛合裁军方杲》的g#è^工，文件，中国提出。（CD/CPD/^?. 

31 ) 

―关f〈综合裁军方栗》的工作文件，溴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日本fn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f>lV 

WP 33) 

-关于《综合裁军方茱》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杲文的工作文件， 

保加利亚提出a (CL/C?D/WP, 35)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 2 1国集团提出。(CD/C?D/ 

WP̂  36和Cor二. 1 ̂ - d d s . 1—3) 

― 关亍《综合裁？方絷中载有关于核武#55捷杲的工作文件纟i巧大利亚提 

出,-。（CD/CPD/WP̂  37)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4^载有关于^平区提案的工惟文件，`g利亚提 

出。（CD/CPD/WP, 38 ) 

一载'有CD/C_PD/WP.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晷"一节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l%iB, ( 39) 

―载有 c D / c ? i v T r ? -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一节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D/，P. 40) 

一关亍《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波兰提ai, ( C D / C " / ^ ? . 42) 

―关亍《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题为"机构和程序"一节的案文萆案的 

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1和委内瑞拉提出。（CD/C?D"?. 43) 

一关亍《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核裁军揞施工作文俘，中国提出。 

(CD/CPD/W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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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CD/C?D/T7?. 27号文件（^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 t斯洛伐克、德 : î志民主#匆 2、匈牙利、 

蒙 古 . 波 兰 和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i 缇 出 ， ( 4 5 ) 

一载有 C D / C f > D卢 P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常规武器^军队"fO"釆 

3又旨在缓^11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两节的修正案的工作文件，德意志 

民主共提出，（ C D / C P D / W ? . 46) 

一 载 有 2 7 号 文 件 （ 第 一 阶 段 ） " 核 武 蕃 " 一 节 的 修 正 案 

的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1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提出， 

(CD/CPD/WP. 47) 

―载有C D / C P D / W ? . 27号文件（：^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 的 工 作 文 件 ， 波 兰 提 出 ， （ 4 8 ) 

―载有 C D / C ? D / W ?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搔施"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提出。（CD/CPD^P. 49) 

-载有 C D / C ? D / W ?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旌"一节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蒙古提出a ( CD/CPDy^P, 50) 

一载有 C D / C ? D " ?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搢施"一节多正 

案的工作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园联盟^〔 CDZC?D/W?. 51) 

―《综合裁军方案》享案，溴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1、日 

:^M^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DyT7P 52) 

一载有CD/CPD/WP.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修正 

杲工传文件，尼日利亚、波兰^委内^拉^出。（CD/C?IV^:?. 53) 

一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鞏的工作文伴， 2 1(1篥团 

提出，（CDZCI>D,:P. 55)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标，一章§ ^工作文件， 2 1国集团 

提出a ( C D / C ? D / ¥ ? 56)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优先次序 "一章工作 X伴， 2 1 1 

集团提出，（CIVC?D/w?. 57) 



CD/292 

?âge 77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一章工作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1^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D/W?. 58)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优先次序"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 

亚、捷克^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提出。（CD/C?D,?. 59)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颈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洛伐完、德意志民主共和11、匈牙利、蒙古、波兰^苏!^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翌提出.（CD/C?D/W?. 60)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颞为"原则"一章的补充建议工作文 

件，中国提出.(CD/CPD/W? 61)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中颞为"机构^程序"一章的工作文件， 2 1. 

II集团提出。(CD/C?D/W?. 63)-

―关于《综合裁眾方案》中"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一节的案文享案， 

南斯拉夫锾出。（CD/C:PD/W:P/64)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搔施"一章的工诈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1、匈牙利、蒙古、崁兰相苏结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D/W?. 67) 

― 关于核查§Û工作文件，美利坚舍众国提出。（CD/CPD/WP_ 69) 

― 关于核Sè^工^文件，德意忘民主共和国提出.（civ^cpivw?. 70) 

此外，秘书处编制了下列文件： 

一 文件清草（CD/C?D/TP. 1)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和美利坚舍众国亍 1 9 6 2年提交十八囯 

裁军委贡会的文件汇编（SirD(V2/Hev. 1 ̂ C o r r 1, EÎIDC/S. 

SUDC/lS,Sîri)C/<SO?n C o r r 1 ),( CDXC?D/^P. 7和Add. I) 

―笫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相裁军窄议委员会L^^7 9 * 1 9 

8 0年裉告所载具体揞施一览表（CD/CPD/W?.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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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6 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翌提出的《全â彻底裁军条^草 

素》所设想的具体搔施一览表（SSHDC/S/Rev. 1)相美利坚合众国 

1 9 6 2年提出的《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基本规定 

的大纲XEifDC/30),(CD/CPD/WP. 14) 

一在 C D / C ? D , : P . I I 和 1 4号文件的一览袤中没有明确列入的措施 

表，（CD/C?D/^?. 23) 

―关于《综舍裁军方案》^五章（"措施"）和第六章（"执行阶段"） 

的初步审查结果，（CD/C?D,?. 27) 

―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颈的联大待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载关于原 

则 的 一 览 氣 { CD/C?D"P. 2 9 ) . 

― 笫 一 ^ 论 裁 军 r a . ^ 的 ^ 大 特 别 会 议 《 最 后 文 件 》 中 载 有 目 标 § ^ 

一览氣 ( C D X C P D / W P , 32) 

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4所载有关机构 

和程序的规定一览,表a ( CD/CPD/WP 34) 

一笫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25段所列关于机构和程序若 

干提案汇编，（CD/CPD/WP^ 41.) 

―关于C D Z C ? D y W ? . 2 7号文件#载^一阶段搢施及与之有关书 â f e 

口头提案的审查结艮(CD/CPD/¥?"^54') 

" 三 、 实 质 性 工 作 

"特设工作小组在1980年通过了《综合裁军方案》的纲要（CD/C?D/W? 

2/He` 1),其中包括下列各鞏：导言或序言；目标；原则；优先次序；揞Jë;执 

行 阶 段 ； 机 构 和 程 序 . * 一纲要构成了 1981，和1982年窜议《方案》的 

基础。 

* 1980年工作的全3阐^工作小^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裉告，该裉告是 

委员会1980年报告的一部分（CD/i39，第6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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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特设工作小组完成了对《方案》实质性章节步窣量工作。 

考虑到导言或序言以后各章的形式和内容将决定该章的性质和内容，工作小组决定 

£窜议以后各章之前暂缓审议导言或序言这一章.关于结合起来加以寧议射特 • 

"执行的阶段，k两章，工作小组还能就第一阶段的措施进行笫二轮更为详尽的讨论.* 

"1982年，特设工作小组篥中精力拟订《方杲》各实质性章节的案文. 

"关于《方杲》&目标，1982年2月8 3,特设工作小组iSk第4 9次会 

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这一章，并揞派（法！ 1 )大使蒂朗索瓦‧德拉戈 

尔斯抠任其协调员。联系小组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题反映不同1：见的案 

文，1982年3月I 8 H,工作小组在其笫5 6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案文（C I^Z 

c?D/w? 66)。 

"1982年2月1 I日，工作小组.S其笫5 0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 

拟订《方案》的原则，并S 1982年2月1 5日的笫5 I次会议上指派（德f:志民 

主共和国）大使格哈德‧赫德尔抠任其协调员.正如目标^拟订情况一祥，事实证 

明不可能就所有&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此外，关于把某些段落包括进原则一章是 

否舍迳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联系小组一致同囂，关于这些段落的安排问颞应 

在较后阶段以及在筌个《方案》的范围内作出决定，应考虑到要避免重复.1982 

年3月1 8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6次会议上通过了联系小组提交的案文（CD/ 

CPD/WP_ 65). 

" 关于优先次序，1982年2月8日，特设工作小组其笫4 9次会议上 

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方案》中的这一章，并指派（巴西）大使德索萨. 

埃*席尔瓦担任其协调联系小组提交了一份商定的案文， 1 9 8 2年 3月 1 3 , 

工作小组S其笫5 5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案文（CD/c?D/çr?. 62), 

"关于措施相执行阶段，和以前一祥是结合起来加以审议的，1982年2月 

2 5日，工作小组其第 5 4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方案》这 

一部分，并请小组主席担任该小组的协调员，联系小组莩拟了一份笑文，将措旋分 

别列入初期、中期和最后各阶段，联系小组的谅解是，这一案文不损害各代表团就 

1981年工作的全面阐述见工作小组缇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是 

委员会1981年裉告的4分（CD/228，笫127段）， 



CD/292 

?âge 80 

有关执行阶段§^问题的立场，为了协调该案文所载各种备选方案，作为协调g §^塔 

里克‧阿尔塔夫先生（巴基斯坦）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缩小了 

君见不一致的范围，并在可能范围内统一了和简化了经ft系小组讨论过某些备选 

方案的案文.起草小组拟定的尧文经联系小组作些改动后已于1982年4月I 4日 

S该小组通丄在 1 9 8 2年 4月 I 5日第5 8次会议上，工作小组经过会上的口头 

修正方式后通过了联系小组缇出的案文（CD/C?D/'A>P.71)。 

"同一个彔系小组还担负了拟订机构和程序一章的任务，该小组向特设工作 

小组^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题反映不同意见的案文.1982年4月8日，工作小组在 

其笫5 7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案文，同时对其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CD/CPD/WP, 

68), 

"在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各个不同阶段，特设工作小组集中注 «力于 

《方案》的时限和性质问颈，正如工作小组关于1980年会议工作§^掁告所表明的，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t见（C:D/139，第6 8 ( 13) fa ( 15)段），1982年， 

这两个问颥在工作小绉和上述第1 2^1 3段中缇及§^系小组的会议上进行了审 

查。关于时限问顙，大家一致同囂，《方案》.应^可能短的时阆内执行.除此之 

外，还遂续存在不同的:t见.一方面，有人再次强调指出每一个执行阶段以及.签个 

《方案》,，应有一个时限。大家认为，不然话，就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走向完 

全实现、方杲》方面是否取得了进,§.有人还争辩说,接受时隈就表s月有政治愿来执行 

《方案》中所载的措施。有人继续争辫说，在一个商定的时限内执行《方案》会产 

生国际社会所需要§^儈任，并旦由于在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中具备了预见性这一因素 

而对国际关系的气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大家认识5a,只应规定一个指示性的 

因为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变化着的情况可能要求进行各种调薑，另外 

一方面，有人继续争辩说.对执行《方系》所包括约各阶段规定约时?^â^(^法是不 

适当j^，无论是指示性与否，因为规定这祥一种时限的做法是不符合谈判约条件è^, 

尤其是对一系列相互依赖^谈判而言是如此。这种«见认为.如杲有必要，所设想 

作为《'综合裁军方案》中机构和程序的一^分定期窜查可促透《方案》约执行 

不断取得进展，为评价这种进晨提洪一种标:t.并'ft《方杲》得以进行评价*调查。 

关亍《综合裁军方杲》的性,贡，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惹见。一种意见认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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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入一个具有法律约采力的文书。们建议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的时侯应有一 

则庄严的《宣言》。有人^出一项具体建议，建议《宣言》和《综合裁军方案》随 

后应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1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筌署，并最后甴安全理事会在一项根 

据旨在^定各国义务的《宪章》诸条款所通过的决议中緹及该《宣言》和《方案》。 

另一种意见认为，《筹合裁军方案》不应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因为各 

S不能在某项谈判还没有牙始前就受谈判一定成功的约東。伹是有人认为，甴各il 

作出执行《方案》的坚定政治保证，例如以第二届联大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决 

议的方式，将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方案》的执行产生必要的便进作用。还 

有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提出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旨在停止萆备 

竟赛和旨在裁军的搢施，并应促进裁军领域中建设性集体努力的广泛发展.人们栺 

出，根据《联合囿宪章》，大会可以对有关指导裁军和控制军备的原厕缇出建议，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可以球为通过《方案》 

的先例。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作出什么结论，伹大家承认，讨论已有助于澄潰 

有争议的冋题，并将囡此有利于寻求能普遍接受的觯决办法。 

"大家都认为，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联大特别会议上进行的审议将有 

利于调和反映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的分歧意见。某些代表团还慼到，它们对 

《方案》草案所载有各条款的最后态度只能根据整个《方案》的内容来决定，有些 

其他代表团则认为，工作小组中取得的进将对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并且认为， 

它们对M《方案》的最后态度将根据对《方案》的具体条款、时!^、和执行《方案》 

的约東性义务所达成的协议来决定. 

" 四 . 结 论 

"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附于本报告之《综合裁军方案》草 

案，，并建议将它缇交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上进行审议。" 

见本特别报告附件一, 



CD/292 

?âge 32 

G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饔 

80. 1979年3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提出了一项关于1967年《关于各！ 1 

探测及[^用外层空 I司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運守原则条^》的加议定书 

建议（CD/9).后来，茌1981年I 2月联大第三十六届常会上通过了两项决 

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某些方面（第36/ 

97C号和36/^9号决议）， 

81. 茌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阆，一项适当的项目被列入了委 

贡会的议程（项目7 ),委'勞会ÏE<É^会议以及非正式会议JlTt这个项目进行了审 

议。大家普遍认识到有必要确保在外层空间进行的任何活动都S是为了相平目的的 

活动， 

82. 有一项建议要求，缔结一項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CD/ 

274 )，以此作为 ‧防止外层空阆军备竟赛问题最妤办法，另一项建议是， 

委员会应就旨在5^止外层空阆军备寬賽的有效的和可核查协定进行谈判，并且在 

这方面，应把禁止反卫星系统问题作为优先项目进行审议。 

83. 若干成g囯建议委贡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m来^这个项§开始谈判，在 

这方面，有人正式提出了一项有关工诈小ââ^职权范力提案（CD/272 ) .有人 

说，应裉据委g会面前现有的各优先项目出就这一问题设立特设工诈小组^决定a 

委员会打算在其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继续审议已提出的那些建议及有关^ 一步 

处理这一项目的任何萁他達议。 

H.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裁军 

和其life有关措施的其他领域 

84.在1979年会议期|'il,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在^至领^中防止海床洋底^ 

备竟赛约iS^ —步掊施工作文件，i?—问颡羞未裉据年度议程获得事议，但却涉及 

在其他领域中停止军备竟赛相裁军以3^其他有关搢施（CD/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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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通过委员会提交给笫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蔹联合 1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85.不裉告由主席代^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 

委员会主席 

H 本 

大川美雄（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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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軍案 

一，导言或序言 

( 待以后拟 , ) 

二.目标 

1. 《综合裁军方案》的当目标应该是〔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消除〔战争. 

转别是〕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措 

施，并为持久相平开辟道路。为此目的.《方案》还应： 

一 保 持 加 强 ^ 一届◆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所产生的势头； 

―〔巩固称发展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积极成杲.特别是在遏止军备竟赛的 

领域中^建立信任措施及缓和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杲；〕 

一〔开始〔.〕〔或〕恢复〕〔准备开始〕并〔加快〕旨在停止一切领 

域内军备竟賽.特剁是核军备竟赛的紧急谈判； 

一在[I际协议的荟础上开始相加速冥正的裁军进程。 

2. 〔《综合方茱》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有效囯际监瞀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 

在一个买现!1际和平与安全、新的囯际经济秩序兒全-建立的世界中成为现实，〕 

〔《综合方茱》最终目标应该是：实^有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沄军，防 

止战争危险相为公平和稳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新的s际经济序的死全'遝成创 

造条件，〕 

3. 在执行《方案》争取逐步裁减?0最后消除军备和军队的簦个过程中.应谋 

求达到下列巨标： 

一按照《联合囯宪鞏》.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个囯家的安全. 

〔同时铑记冥正的安全只有通过限制、削减和消除武器.通过裁军， 

才能得到保证〕〔，^记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囯完章》规定的安全制 

度，根据国际商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iî^#童裁^军备和S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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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有效!3际监瞀下的全â彻,f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最 

后文件》第1 3段）〕； 

一 为维护所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r^ôîi贡iP:; 

―〔邇过〈〈方案》实施..为各d.特别是发展中，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 出 有 效 的 贡 就 ； 〕 . 

一增加'：！;系信任&便进^,紧张局势的缓和； 

―〔为〔加强不同社会制度il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并〕加逞各,间合作 

的犮展.以便促进有利于实施《方果》的条件〕〔建立基于所有S家 

和平共处和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推动广泛§^'3际合作与了觯，以便 

便进有利于实施《方案》的条件（根据《最后文件》雾I 2段）〕； 

一〔在各囯鼓显舆iêr对裁军事业作出贡献〕〔动员世界舆论推动裁^。 

三. 

1 . 〔 合国会员国充分囂识到各国人民深倌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是最篁要§^问 

题，而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劃S此它们认识到，相应的责 

任和义务是普遍性的。〕 

2. 停止军备竟赛相达成真正裁军是最重荽最迫切的工作， 

3. 缓和的进展和裁军的进晨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加强的， 

4. 联合囯所有会员国重申它们全力支持《联合Î1宪鞏》的宗旨，并负有义务严 

格遵守其原则'fn其他有关维持g际和平与安全的遍接受约有关囯际法原则.它们 

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考虑到各国照《宪鞏》葶有实行个另I〗g集体自卫固有杈利, 

不对任何!1家的主杈、领土完筌或致治独立，或对在殖主义或外d统治下要求:t 

使自决杈匆达成独立的人民P乂武力,或或吏用武力；不干涉和不千预他国内玫，m 

际边界不容侵犯，并以相平方法觯决争端， 

5. 〔为了替21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連守《联合 

—ii宪章》规定，避免釆取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的勞力造成不良影=:éj的行动. 

对谈判表现积极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玫治意愿。〕〔为了誓圆满完成 

裁军连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速守《联合1%耷》约规定，避免杲 

欤可能 7 t裁军领域所出力造成不良^响 5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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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必须承认，各il的玟治囂愿是达成真正裁军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各囯应对谈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衰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玟治：1：愿，〕 

7. 〔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是同达成 i l际紧张局势的—步缓和、 m 

立基于所有H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èiJ国际关系、以及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觯而 

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至备竟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 

符合《宪章》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荨重主权、不对任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或使用或使用武力、^平^决争端以及不干涉和不千预别 S内政等原则.〕 

8. 加强各国安全和瞢遍改善IS际局势§^及重揞施，将可1^进裁军，包括核裁 

军方面的重大进展。 

9. 裁军、缓^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相平觯决争端，以及加强S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 

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S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7t 

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影 

10.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盥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 

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舍^宪章》规定的安全 

制度，裉据11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祥以便迳速大量裁减军备相军队，最后.达到有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赛的成 

因相对和平的威臉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4以和平手 

段觯决争端。〕 

11. 裁军进餍，应，与―加强维护和平的机构以及以和平方式觯决囯际争端 

措拖同时遊行。 

12. 谈判应以严格遵守《^合国宪鞏》所揭示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同时充分 

承认联合国在袠军领域所起*作用，并反映世界所有各il人民S这方面的重大利^ 

13. à于裁军进程影响到所有H家的重大安全利益，所有各S都应积极关.切裁 

军相S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因为载军和军备！^制的措施对维持和ml^®际 

安全起瞢不可或缺^作用，' 

14. 裁军谈成败关系到世界所^！!人民的重大利益。 g此，一切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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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为裁^皿，努力作出贡献。一切园冢也有权参加裁军谈判。它们有扠以平姓 

等地位参加那些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多边裁军谈判.裁军虽然:^听有国家的贲 

，伹核武器国冡〔，特别是它们之中那些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庠家，〕对核裁 

军负有主要贾任，并应与其他军事强国一起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方面承担主要责 

化因此，重要的是，应获取它们的积极参加.〔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在裁军领 

域所作夯力。这首先适用于拥有核武器国家相其他军筝强国，在所有阶段，核 

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应该保持不变，并不訢核力量的水平.〕 

15. 在一个资源有限世界里，军备开文同经济和社会的发餍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必须承认，军备竟赛的继续会损警建立S正义、公平^合作基铋上的新 

囯际经济秩序实施，并且是和它背道而驰的.〕 

16. 裁军和发展之间也有密切关系.裁军取得进暴将大大有助于发层的实现。 

因此，裁军搢施所节省下来的资^当用于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层，并帮助 

縮小发达H家相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楚， 

17. 裁军和军备限制，特别是核领域裁军和军备限制，是防止核战争危险，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年，〔从而促进新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成 . 〕 

18. 核武器对人类^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逸。 

19. 军备隈制和裁军进程必须不阆断地并以迅速步伐茴进，以便超过正在 

为之谈判的那类武荖在质量上èij发展和积累的速庹，凡有可能时防止砑制新型武器 

及其新系统，特别是斫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20. 〔综合裁军方案的贯彻应按《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所确定基本 

原则〕，并以均等公平的方式进行，以便通过釆取适当掊施确保毎一S家的安全 

札并须考虑到核裁军和^|i规裁军的重*要'拥有最大武库的11家所负*特殊贲fè; 

区域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具备适当-核窆搢施的必要性.阶段巨标应,当是各-

m的安全不因军备和武装力量^到尽可能低水平而.受.f!减损。〕 

21. 〔考虑到有关不同种类军备现存?》势，特別是核军备fa常规S备开多.势， 

为了遴免造成不t,定的后果，〕裁眾措施的釆百又应保持公平和:^务，以确保各国约 

安全权，弁确保不让个别 g冢或国家篥团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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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目标应当是各囯的安全不囡军备和武装力量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受到减 

损。〔S军葶上大体均衡的各方之闾的谈判中，必须严格遵守平等相同等安全的原 

则，〕 

22. 根据《宪章》现定，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着核心作用相负有主要贲任，为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促^和鼓励这个领域的所有措施，联合国应在不影响谈判 

进餍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所采取的一切单边、双边、区域或多边*步鼠 

23.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囯冡，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 

库EUS家，负有特殊的贲任。 

24. 考虑到核武器国冢及有关的其他囯家现有核武库在质量上^数量上的相对 

重要性，核裁军进程之方式应确保，并需旻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核军 

备遂步裁减M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25. 采取加强各国安全的相应政治或il际法律措施，以及在限制和裁滅核武器 

国家和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相常规军备方面取得进餍，都将促进桉裁军的重大 

进展. 

26. 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刽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措施谈判，应当坚决地在 

朝全面彻底裁军前逬的范围内进行。拥有最庞大武库的国家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 

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就〔均衡〕裁^军队相常规武器问题进行谈判时，应 

特别把重点放在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弪国的军队和常规武晷上.〕 

27. 〔拥有最庞大的武器庠的11家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它们应立即停止军备 

竟赛并率先裁减核军备和常规军备.S它们大量裁减军备后，其他核国家和军事强 

11也应同它们一起裁军。〕 

28. 核武器囯家和无核武器!1家S相互贲任和义务上，应严格保护及方可^^接 

受的均势。 

29. 裁军fîi军备限制协定应撸定所有‧有关绪约国都慼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 

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得到所有滂约!！的遵守。任诃具体协定所^ 

的核查形式^方式要取决并决定亍î;i?»定的条旨、范围^性质。各项协定应当现定 

各缔约国都可以直接或通过^合国系统参加核量过程。S适当情况下，£Z当结合运 

用几种核查方法及其他遵守程序，Ê当竭尽全力制定无歧枧性ê^、不无谓地干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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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内玟、或妨碍其经济相社会犮餍或有損其安全适当方法相程序，Î所有至 

制和裁军协足应规定有效 ^国际核查，以便 ^立 S冢间必要的信任并 ^保这 

些协足得到所有1^1?13§^邁守，〕 

30. 部分裁军搢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逬行，并应〔从没有那一 

种武器不能在共同蔺定的基础上加以消灭的前^出犮，〕后续地进行导致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31. 质量上相数量上的裁军措旋7t停止军备踅赛都极其重要，为此§标所作的 

1?^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改良军备一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武器一质量和研 

剞新作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技的成就最后可以专门用于相平用途. 

32. 裁军协定的`普遍加入有助于建立各11之同^信色。S就裁军领垓多边协 

定进行谈判时，应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获得普遍接受.所有缔约囯充分遵守这些协 

定内所载各项条款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a 

33. —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冡，应考虑旨在确保遝免使用核武器和?方止核 

战争各种提,.在这方面，虽然注囂到核武器国家étj几个声玥，伹是在适当情况 

下作出有效安排，无核武器国冢保证不使用或威脸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11 

家的安全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34. 在有关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徘基础上遝立无核武器异充分遵 

守这些协议和安徘，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II，再由核武家萆重这些 

地区，乃是一项重要裁军惜施， 

35. 在一个资源有限世界呈，军备开文同经济fa社会的发层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必须承认，军备竟赛继续会损窨g正义、公平^合作基1&上§^新的囯际 

^济秩序实施，异旦是^它背 4面驰 É ^ .〕 

36. 裁军和发暴之阆也有密切.关系，裁军取M屡将大大有劲亍发层的实现. 

S此，裁军搢施所节省下来的M应当用于促进所有11冢经济*社会发,募并帮助 

缩小发达国家相发,t中国家之阆的经济差I 

37. 不扩散核武器是各S苷適关心^辜情a 记着防止核，,晷扩教的需.？，袠 

军搢;1必须符合一切S冢不受埂枧iii»,为.了相平禾用.核t^râ研制、；i又得便用核技术. 

核设备相核材料，并按照各a的优先次序、需要^利益，决定其勿平核方案§S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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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 夺 权 利 。 和 平 利 用 ^ il m m际合作应在无歧枧的基础上裉据^定的迳当3 保 

障制/f进行。 

38. 〔各締约国无分执行现有不扩散文伴§^全郐条款，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或）《拉丁美洲柰止核武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将是一种重旻 

贡献。近年来加入这些条约的S冢有了堉加；各缔约国希望一趋势^继续发昱.〕 

39. 〔鉴于安全相稳^应 S所有地区得到保证，同时考虑到它们冬 i情况特 

殊需要^要求，逬行双边的,to区域'il的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异能促透裁 

军领域多边协定谈判。〕 

40. 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需要，铭记《联合!1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 

利和不妨码各国人民裉据《宪鞏》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的原则，并铭记需 

要确保每一?介段的均势和一切，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应坚决地通过对军队和常规武 

器的限制和裁减，在及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执行旨S以较低_水平的军事力量耒 

加强和平与安全约协定或其抱措施* 

41. 适当条件存在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冢参加双边、区域^多边协商相会 

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â;例如1974年I 2月9 3八个拉丁美^国冢所签 

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42. 极为重要的是，不仅各11政府，而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认识^了 

II当前局势的危险*为了嗅起国际觉悟，并使世界舆论产生积极的影响，联合国应 

该在会国的充分合f，下，加!1传播关于军备覔赛和裁军§5裉导. 

43. 多边裁至公约革袅应-2循条约法所适用è^E常程;？.提请大会予以推荐 

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查. 

44. 〔应在核领域和常规领域采取附带搢施，连同其他专门旨^建立信任措 

施，以帮助创造有利于采取其他裁军措施的条件和iâ^一步缓,fan际紧张局势。〕 

45. 〔为了促进裁军程，必须采取掊笼推行玟策，以加§11际,和平与安全 

建立各国阆的信任。对建立信任措施所作&^承诺大有助于裁军方Ê:隹备，出下 

一步的进旻.〕 

46. 〔秘书长苻的专家或顾问专家适当协劲下进行裁军领垓5力研究可以S 

使裁军领域内釆取透一步步骤扫其他旨在促进 S际相平与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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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裁军待别:|b^通过的各^:疋更应特别予以宣传，〕 

48. 〔 S于当釆取果訢搔II以便劊止和扭转军备竟賽，各1特北宣布，〔 iS 

充分履行《综舍裁军方素》中〕，它们将軍重上述原则C并通过严格遵循这些原则， 

作出一切努力忠诚地实旋这个《方案》〕，〕 

四 、 优 先 次 序 

1 .在为实现賓效'1际监督下&全â彻底裁军£2：个最后§标而抉行《^舍裁军 

方案》时，反映需逬行谈判的措施的迫切性的优先次序是： 

一 核武器J 

一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軎力或滥杀滥伤，^用的1^壬何常规 

m-, 

一裁减武装部g/^ 

2.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搢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茌就这些措;^进行 

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生产或使用有 

效措施，也应谈判均衡裁减部队和常规军备的有效搢施。 

3. 各!！完全有;EJ^i听有优先項g同时进行谈判.在铕记这些优先筝项约情况 

下，应就能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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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措 施 ^ 执 行 阶 段 

笫 一 阶 段 

裁 军 措 施 

A » 核 武 器 * 

Cl.禁止核试验 

〔缔结一项公平的和非歧枧性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 

和研制新型的核武器，以及防止扩散核武器目的作出重要贡献。 

H裁军谈判委g会应〔毫不迗延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这样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 

核〔武器〕试验。它应能吸引各国普遍加入。该条约应包括一项所有有关 

各方都感到满意的核查钥度，并规定各方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与核 

( = ) J E M "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组成部分相平核爆炸的议定书"S行三边 

谈判的各方应〔立即恢复并加速它们的谈判，〔并向裁军谈判委i会提出 

它们会谈进展的全面情况，以便〕有利于并有助于该条约的多边谈判〕。〕)"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在《方案》开始执行时，停止各个古Ê的核军备竟赛的〔重大进层〕和核裁军 

方面的〔重大进展〕将是对迅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重大贡献。〔达成核裁 

至目标èij任务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 

别的责任.核裁军的过程应以下述方式进.行，并^釆取措施来保证，即考.虑到各核 

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11家现有武庠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相对重要性，使所有11, 

安全在逐渐 ^氐核军备水平上得 5 ) 1 保〕 

* 一些代表团对于将"核武器"这一章分成几个分节持保^态度。 
**这一案文被列入圆括号内，因有人反对将萁纳入这一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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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阶段旨î£防止核战争暴发的措施应继续視为紧患优先的事项，〕 

为了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研剞核武畧系统、停止生严一切类31^核武‧ ̂及其运 

载工具以及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àtJ储存而制定的C综合〕措应包括： 

H停止在质量上改逬和研制核武器系统： 

《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期.司的谈判是要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停止〔在 

质量上改进、〕〔研究、研fl、生严和试^〕〔研究、研f！、试验和s质量上改进〕 

核武器系tl:相梭武器运载工具〕，〔同时釆取各种减少核武器的措施，并在适当的憒 

况下与这些措施相结合〕. 

这些谈判应〔涉及〕〔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禁止〕： 

(a)〔研刳、生产、部署和锗存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并彻底销毁 

其储存；〕 

('01 〔研究、〕研制、〔试验〕和部署〔一其中包括替换目的一〕一切新型 

核武器和新的核武器系统； 

(C)〔研刽、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系统〕； 

(d) 〔研制、试验和部署反掸道导^系统〕； 

(e) 〔研fj、生产、部署和储存中程导弹和纟:it术核武器；〕 

(f) 〔研 f i、试验和部署那些可能危及中心战络稳定^反潜艇争能力；〕 

(g) 〔缔结一项禁止研制、储存、部署和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a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停止生严作武#用途的裂变 

〔和聚变〕物质： 

〔在所有核武器11家参加情况下，](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核武及其运载工 

具以及停止生产作武晷用途裂变〔相聚变：)物质〕〔约协定〕开始进行谈判。 

〔这种协定可按以下逐步方式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可涉及：〕 

〔(a)〔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共同商定的日期公布它们现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 é ^ '緒存，并公布它们现有拟有.约生产〔一切.〕核武器、核的 

迳载系统教生产.武用途的裂变〔和聚变〕物质.的设施，以便提交绘 

联合菌秘书长。〕 

( ` 0 )谈判核查措施，S冢技术手段包括现汤視察国际搢笼都在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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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谈判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一部分，为执行禁止生产核 

武卷及其运载工具和禁止生严作武^用途的裂变〔和聚变〕物质§^ 〔 一 

项协足〕〔或多项协定〕莫定基础。 

(C)〔旨在〔最终〕全面彻底停止生严作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同时〔停止生 

产核武器〕的措施〔裁减核武器的措施，并S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措施 

相结舍〕涉及到对所有S冢的〔一切〕核设施应用〔®际原子能机构主 

持下〔国际〕〔燃科全面循环〕保障制厪，以防止将裂变〔和聚变〕 

物质转用于武器用途的问题。这种11际保障制度应〔作为第一步应用于 

所有囯家的民用核计划〕〔普遍地、无歧視地应用于所有!1家〕，〕〕 

〔（a>停止制造一切类S的核武器，这应包括停止剞造运载工具和用诈研武 

"^巨的的裂变物质； 

(b)逐步裁减一切类型核武器的储存； 

(C)彻底销毁核武器. 

与此同时，还应采取措施加强；?t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保障。〕 

〔曰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消除这种武器： 

这些措施应包括S适当的时侯并S具有使各有关国家都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的 

情况下遂渐地、均衡地裁减一切核武畧及其运载系统。 

(a)作为开端，〔两个拥有最重要核武庠的11冢之间〕应紧急地、大力地 

争取成功地结束〔已经开始的〕就中程核力量和裁减战略武器进程的 

谈判： 

一继续旨在实现商定的大量裁减并"S质量上限剞〔厲亍这两个S家的〕 

战略核武器的过程； 

-裉据在为^ ^ ^ ! ^制所作的努力范围内原则，就限刽、裁减'〔它们 

&^〕中程核力量进行谈判； 

fb>(—旦〔这些裁减达到了两定的阶段〕〔这^个有关11家核武;êè^裁减 

达到了其他核武器1家认为有理由,受限fj或裁减它们自己&核力量 

^原则^程度〕，应发起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è^if一步该判，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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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逐渐^、均衡裁;荩^武晷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达S?,协议。〕）* 

3. 限制和裁减战s|武器 

C苏联和美国〕应继续〔谈判〕进一步限制和裁减战2^武器〔的进程〕： 

Ç(a)苏联和美g应立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畧条约，〕 

(^)〔毫不迟延地开始〔就〕〔旨在〕⋯一进一步谈判〕〔进一步在数量上 

限制和裁减战3|武晷，并在质量上进一步限制这类武晷，箕中包 

制研制、试验和部署新i[的进攻性战珞武器以及使现有透攻性战2§：武 

器现代化的措施〕〔苏联和美国限制和裁减战^军备，以导致商定的 

大量裁减并在质量上隈制战3^武器。〔这些谈判应尽旱地在,一阶段 

缔结一项条约，以达到： 

一至少裁减苏联和美国武库中核弹头和战略运载工具的20%, 

―全面限制战珞武器质量上的改进，包括限制？f制、试验和部署新型的 

战s|武器，〕〕 

4. C中程核力量〕 

〔旱日缔结参加歐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各国谈判的一项协定，在安全不受减损的 

原则基硇上，〔特别是〕对部署在欧洲战区的中程和其他核武器运载系统和^头进 

行大量的裁减。〕 

〔作为开端，应紧急地、大力地争取成功进结束已经开始的关于中程核力量和 

裁减战3^武畧的双边谈判： 

根据在战^军备控制努力的范S内平等的原则，就限制和裁减它们的中程核力 

量进行谈判，〕 

c裉裾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旱s荃订在欧洲地区隈制和裁:咸中程核武罢的 

1^。作为朝此方向-返出的第一步，可以商定':^结在|i:洲的此种武器，〕 

5. 避免便用核武器井防土核战争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一为买现这i§^，应有力地进行谈判，并^记核战争得会 

对交战国和非交战国,祥迪造成玻坏性后杲一应谈判紧急措施，土：*发核战 

这一案文被列入H括号内，'3为有人反对将其纳入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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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免便用核武晷，在这一方面，在第一阶段〔谈判应涉及〕〔应毫不远廷 

地采取下列揞施〕： 

(a) ( 一项保证元条伶、无保留、无限制地不对〔保证其无核地位〕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协使用核武器的有约束力的11际文书。〕〔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勝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缔结一 

项加弪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公约，作为第一步，由核武晷il家发 

表内容相类似的宣言，保证不对那些放弃制造和获得核武器和在其领 

土上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这种宣言应得到安全理事会 

的赞同。〕 

(b) 〔核武器国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C)〔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实现避免使用核武 

器、防止核战争和有关目标的措施，尽可能通过国际协定实现，罔时 

须考虑到各项旨在实现这些g标的提案，并须根据《最后文件》第 

5 7和笫5 8段的规定，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

(d)改进各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和紧张时期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 

的各种措施，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方法来减少发生冲突、特别是包括 

甴于〔未经授权〕或意外情况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核冲突的危险。在 

这一方Ê，应该澄潰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防止核战争爆发方 

S各自的作用，特别是防止è于意外事件、估计镨误或联系失灵而触 

发战争方面各自的作用。〔还应采取措施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6.〔防止核护散〕〔裉据《最后文件》第6 5段至7 I段的规定，釆取进一 

步揞施防止核武畧的忙散〕 

核武器囯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步骤，在普遍的和无歧视的基础 

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一项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以此作为制止和 

扭转军备竟赛的努力约一个组成部分。防止核扩散的目标，一方â是为了防止在现 

有的五个核武器il家之外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一一（横向扩教)—〕另一方 

面是为了逐渐裁减并最终彻底销彖核武畧〔一一（纵向扩蚩）〕。一项防土核扩散 

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应包括囯家一级和载入国际化>定的有效揞施，以便在不影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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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共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晨情况下?方止核武器的扩散，这些掊施应包括：〔(a)上 

述停止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各种措施；〕(`0)〔所有1家可充分行使其不容剥夺的权 

利，为经济和社会发晨的巨的，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应用和犮餍和平利用 

核能的计划〕〔普遍遵守并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扩散文件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所有规定〕〔采取进一步搢施防止核武晷的扩散，为此目的，实现世界各国 

普遍加入《不扩散核武晷条约》，同时发屡和平利用核能方3的国际合作〕； ( C ) 

〔一切国家应不受阻挠地获取核技术，其中包掊和平利用核能的最新成I设备和 

材料，这方面要考虑到发屣中囯家的特珠需要〕〔充分执行并加强通过国际厚子能 

#在无歧视约基础上运用的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d) 〔 ^个国家在和平利 

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访碣各自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 

核能国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情况下予以尊重〕；（e)〔釆3又共同商定的在普遍的 

和无歧视的基础4应用的核查搢施〕。 

7 .建立无核武晷区 

在有关区垓各国之阆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徘的基?S上^立无核武^^区是一项重 

要裁军搢施，应予以敖励，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方 

面要考虑到每一区域的特点。参加这种无核区的国家应承诺充分连守建立无核区的 

协定或安排的目宗旨和原则，从而璃保它们真正没有核武器，核武晷国家应承 

揑义务，其方式有待笱定，持别是：H严格萆重无核武^^区的地位；a不对这些区 

域的国家使用或/?I称使用核武#。 

(a)考虑到表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i`L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总署全体会 

议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所袠示的关于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畧条约》 

(《特拉特"科条约》）的意见，有关各国要采 5又一切适当搢施来 

确保该条约的充分实施，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持拄持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如议定书》。 

(`o)在非洲，非统一â织已^定了非洲大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在一 

系列决议中支持了非洲关于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异在其大会第十 

届持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步骤，以?方 

止这项g标受到a挽。〔对非洲防土核扩散的主要危险以及对非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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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平和5：全的主要危险耒自,非的核能力.因此，为了帮助实施 

《非洲非孩化宣言》，所有@家应： 

H不断注意南非^孩能力； 

a不与南非在孩领域内行任何会帮助这一种族隔萬政;£5(制造孩武器的合作.〕 

(C ) 按照大会笫 3 5/1 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孩武器区将大大地加强H际 

和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元孩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g应庄严芦明在 

对等基硇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孩武器和羼炸装 

置，不t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上设置孩武蕃，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 

动置于If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在1；^进 

中东无孩武器区的建立中的诈用. 

(<i)南亚区域^所有!2家都已彔示确保本：不拥有孩武《i:的决心.该区各 

国不应采取任何偏离i2:项目标的行动。在is方面，大会已通过了若干 

有关建立萤亚无孩武器区冋题的炎议，面大会仍继续审议is个冋I 

(e)〔〔裉裾那些希望成为无孩武器区一郅分的@家的傷议〕，在欧洲大 

陆的各地区建立无孩武器区* 〕 

if)〔裉据那些希望成为无孩武器区一^分的国家的^议.〕应勞力促进 

在世界冥他地区建立无孩武器区* 

is)确保些地区冥正没有孩武<i:,以及孩武#囯家对i^iïï区的萆直， 

是一项亶要的裁军揞jë» 

8.〔不在目面尚无孩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量这类武器 

缚结一项不在目面尚无孩武#的g家领土上设置此类武器的条i^;孩武器iî家 

玫弃釆取在其他il家领土上设置^武器的进一步揞;^ 〕 

B.其他大现模毁灭性武器 

1.〔促使〕瞢遍加入并严格遵守1925年6月1 7日在3内瓦荃订的《禁止 

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毒'&或其他气体和细苜战万法的议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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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足便〕普遍加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细菡（生物）及毒素武晷的发晏、生 

产 及 储 存 以 及 销 载 i s 类 武 公 约 》 . 

3. ( a )〔放弃生产和署二元化学武和其他新型的化学武同时放弃在目 

前 尚 无 化 学 武 国 家 里 设 量 此 类 武 〕 

Co)缔结一項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牝神 

武器的!1,公约. 

4. 缔结一项禁止研fj、生产、储存和便用放*tfe 〔武罢〕〔战争〕〔和为致 

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 

5. 〔在适当情况下，〕开始^判，以便旱日缔结关于〔防止出现新型大观模 

毁灭性武卷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可能识剁â<j大现模毀灭性〕的此类武器的一项 

〔全面的〕协定或多项具体的协定，同时要,虑到科学和技术的新发ta 〔^为走 

向缔结全面协定的第一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1和其他军事上重莩的 

；！家应发表内容类似的宣1",放弃研制有大现模^灭'CÉ^新型武和武器系统；is 

些宣言应由安理会^ 一项决足予以认可.〕 

C.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在整个《方案》期间应达成及边、区域性以及多边的限制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 

规武器的协定和其他搢施，同时要考虑到一切!1家都有保护它们安全的权利，^记 

《联合S宪章》中所载固有的Ë卫权利，不损害《宪章》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 

利和自决的原则，弁II记必须保证每个阶段的均势和一切^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1.甴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与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国家放弃扩大武装 

部队和常规武畧，作为走向最终限剩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第一步，〕 

1.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在裁减常规？备和裁军的过程中负有特别的责任， 

S此，在第一阶段结束时，〔苏联和美囿〕〔安全理事会各當任理事 g以及和 

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的国家〕应透行谈判，以便〔大量地〕裁减其常规武晷和武装 

队〔至少裁减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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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事—#国应〔进行谈判〕承诺按一个商定的〔较小的〕比例裁减各自的常 

规武蕃和武装部g/u 

〔2. (a)在常规武器裁军的过程中，应把重点放在裁减主要用于进攻性目的的 

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即主要是坦克、飞^以及空降突击部P人 

两栖部队和袂速部署部队。〕 

3. 到第一阶段结東时，应通过谈判使欧洲在较低的武装郤队和军备的永 

平上，在大致平等和均衡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形势。〔除了上面提 

到的苏联和美国的裁减之外，〕这将涉及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 

成员国应共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以达到一致同意较低水平的武装部 

队和军备。这可以通过维也纳正在迸行的谈判〔以及〕〔或者〕通过更为广泛的 

〔安全、裁军和建立信任揞施的欧洲会议〕〔军葶缓和与裁军会议〕〔欧洲裁军会 

议〕来达到。* 〔在适当情况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的基础上，就 

发晨有效的安全、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裁军措施进行谈判，其中考虑到欧洲安全与 

合作会议的所有其他方面.为此目的，应在欧洲安全与"会议的 ï ¥ S "总结文件 

中决定召开欧洲裁军会议。〕 

〔上述當规武晷裁军措施将包括： 

(a)人员的复员和从外国领土撤军并拆除外囯军葶基地； 

(D)销毁商定类别的常规军备和其他军事装备，特别是具有巨大摧毁力的 

武器； 

( C )逑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包括对部队机动性的?^制。〕 

4. 〔上述措施还应包揞这祥一些协议，即按商定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裁 

减，相应地减少常规武晷的生产。〕〔上述协定应包括逐步减少常规武器生产的适 

当搢施，〕〔裁减各国的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将有助于商定的常规武畧的裁减。〕 

* 在"常规武晷和武装部队"项下提到维也纳会谈和欧洲会议并不影响这些论坛 

的谈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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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第一阶段期阆，各国之阆应举行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协商和会议， 

以窜议各种关亍建立信任、关于控制、隈制或裁减常规军备一特别是在军备袅中 

的地区、紧张的地区等等一一的倡议和缇案。 

〔在这方面，〕-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也应举行协商，以便持别是在 

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基3îi上，缔结卜，刳常规武晷以各种形式进行囯际转让协 

定，g的是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应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èij需要， 

考虑到在殖民统治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不容剥夺的i决衩和独立衩，以及各国按照 

《联合国宪章》和《各国建立友妤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I言》尊重这种权利的 

义务， 

6.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畧，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âl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H所有il家应签署异批准联合国禁止或?^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通过的协定。 

CD按照《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伤作用 

的常规武晷公约》第8条，通过现有议定书的修正或通过缔结附加议 

定书，扩大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窖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的范S, 

m 〔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一切国家，特剁是生产囯， 

均应考虑该会议的结果，〕 

7. 〔缔结一项停止研制、生产和部署具有高度玻坏力的新型常规武器的1*定。〕 

〔èf结隈制和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军备和研制新的;，争手段，特别是高,变玻坏力當规 

武器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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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军 葶 开 支 

削 减 军 事 讦 支 

1. 〔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遂渐裁减特别是核武器 

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军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措施，并将增加 

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屣，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 

加国能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顾到评定不同国家进行裁减的相对比重所 

涉的问题，并对各国就裁减军事預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绘予应有的考虑。〕 

2. 本《方案》一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置和美国〕〔核武器国家 

和其他军筝强国〕就应同意立即将它们的防务预算冻结在目前水平上，〔也请所有 

其他核武器囯家仿效这个做法，〕 

〔在第一阶段期间，这些国家应按絶对数字和百分率裁减其军事预算.〕〕 

〔一做到便人更清楚地看清军亭态势，特别是对军筝开支建立一种标准的、 

可核查的报告制度，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作为均衡裁减这些开支的 

一个步囅； 

―为了纪录为使人潰楚地看潰军筝态势和对军事态势行比较所必需的 

数据，在联舍国范围内建立登记制度。〕 

3. 在第一阶段期间，〔核武器国莉和〕其他军筝强国〔和其他国家〕应 

〔考虑到〕随着裁减核武晷、常规武畧和其他武"！^，缩减此种武#的生产，裁减它 

们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设施、基地等等，〔成比例地〕缩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在共同商定约基础上，进行多边的逐步平衡地裁减军葶预算，对军葶开支建立一 

种标准的、可核查的报告制度，以萌保能漬楚地表明军事态势并对其进行比较。〕 

4. 〔其他国家〕〔各国〕也〔可〕〔应〕从双边、地区或多边裁军协议的角 

度缩减它们的军葶开支；〔或〕〔并〕达成协议将它们的军费的水平冻结在一定水 

平上， 

〔5.关于军费的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上述国家应向有 

关囯际当局緹交详细的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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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根据商定的比较不同时期间和不同国家间的军事开支的方法，拟定缩减 

萆筝开支的各项协定，并且作为不可分割的一*，应包^各缔约国均能满意的核 

窆条款。所有成员if ，特别是武装得最厉鲁的国家，应该〔，只要可行的话，〕在汇裉 

它约军筝开支时应力求!^用载于第A/35/479`f文件中的汇报表格以便有劲f増加 

军葶方面的公开程度，从而增进各国阆的倌任.裉据今后有更多国家参加所获得的 

经验，汇报制度得以进一步改善。〕 

〔执行上述各项搢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国11 

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其中包括空在联合国的范围内继续努力以^定和拟定指 

导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中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各项原则。〕4 

〔1.〔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特别是核武器 

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军筝预算，捋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搢施，并将增:ôff 

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屣中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屣。执行本揞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 

加国能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伹应照頋到评定不同国家进行裁减约相对比重所 

涉的问题，并对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约考虑，〕 

2. 本《方案》一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里和美国应同意立I？将它们 

的国防开支凉结在目首水平上a也请其他所有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葶强国仿效这个 

做法， 

3 . 在第一阶段期间，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筝强国应开绐就裁减其军事开 

支的协议进行谈判，这种裁减捋导致裁减其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其他武晷、裁减其 

武装力量、缩减ifc种武器的生产并拆除军事设施、基地等等。 

4. 其他国家也可从^、地区或多边裁军协议角度缩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或达成协议将它们的军费的水平y$结在一定水乎上， 

5. 关于军费约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目，上述国家应向有 

关国际当局提交详细的掁告。 

6 . 应根据商定的比较不同Si"期间和不同国家阆的军葶开支的方法，拟订缩减 

军寧开支约各项协定，协定中还应包括各缔约国感到满意的核查条款。 

7. 联合 H 第3 4届大会已制订并通过第A/35 / 4 7 9号文件所建议约、一项 

囯际标准裉告制度，在这一基se上，所有国家，持别是核武^国家和其他军筝强国 

*有人建议将这一段作为第5 ̂ % 6 段 备 选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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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求使'后这一汇拫表格，毎年向联合国汇报其军葶开支情况。根据今后有更多国 

家参加所获得的经验，汇裉制度得以透一步改进.〕 

E . 有 关 措 施 

1.釆取进一步步骤，禁止为？事或任何其他致对目的而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 

审查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 

― 需要，以便采取遊一步tl;^，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2。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拟订和采取〕〔考虑〕属于裁军领^里的进一步措拖以防止在海床洋 

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以便促进这一环境的和平利用井防止在这一环 

境中的军备竟赛。〔同时要考虑到裉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将产生的 

规章制度〕。）* 

(3.采取进一步步璨，防止在外层空阆进行军备竟赛： 

为了防止在外层空阆进行^竟赛，应按照《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 

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率守原则的条约》约精神，釆眾进一 

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il际谈判。在第一阶段期间应谈判一项〔或几项〕 

国际协定，‧禁止各国在外层空间〔发展，试验和〔ii5署〔任何〕武器， 

〔特别〕〔包括〕〔反卫星武器系统〕。 

〔3.釆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a)为了係层空间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并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竟赛，应 

按照《关于各国絡J'j及使用外层空间，^其他夭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 

的条约》的精神，釆取进一步的掎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这种谈判 

特别应着意于以可核受的手段防止发暴反卫星和反弹道导弹的能力。 

Co)美利坚合众国和:^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f联盟之阆应进一步进行谈判， 

以求在第一阶段缔结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协定， 

( C )避一步新淡判， 1 ^：^^|^一项5 5 ± 3际^ 1 _监测她(1511^)的协定' 

( < i ) 有关国繊一项协定，锨缇辩 ^ ^ # ? r i s ? ï 暴的體 1 ^ , 鹅 ' 

(e)采取揞施，1^进和平探测外层空间的il际合作。〕）* 

因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纳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U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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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建立和平区 

(a)印度洋 

(应紧急采取具体行动以确保该区遽内和平与安全^条件.持别要消灭该地区的 

外^军事基地和外国的军事存在，弁要早日建立《宣布印度洋为&平区宣言》所设 

想的fïi平区，同时要考虑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作È的各项决定J 〔在这方面，应不 

迗于19 83年上半年召开印度洋会议。〕 

东南亚 

〔本区域各有关,家应采取步粱，进一步明"和平、 E甴 , f e r中立区慨念, 

以'Rit结一项关于设立这样"^区的协^〕〔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区J 

(c)〔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相平〔和会作的〕区，〕 

5. 〔〔促使〕所有:#未加入有关隈制军备竟赛和裁军的现有的g际协定的!S 

家均加入这些协定。〕 

其他掊施 

1 .建立信任(：&安全〕的掊;^‧ 

a ).所有S家(：，特别是几个军事强国，〕应着手采取诸W下列的^其 

他有待商定的建立信 1 ^ ^ ^的措施，作为对准备在裁军方 â取 

得进一步进展的贡献： 

H (a)通过建立"热线"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S又各种步骤改 

进各国玫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的各国玫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 

由于意外、估计镨误或联系夫弄.而发生的攻击； 

「0)有关贫止突然袭击约可能性的措施。 

a各ii应^î^军葶研究相发晨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域2^进一步努力可能 

影有； 

曰秘书长应定期就军备竟晏的经济,fn社会后果，以及它对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极:有害^影 ^ ,向大会提交拫告， 

0 ).各国应在考應到各该地区约具体'倩况和要求su'滑况下，设法在全球 

和区域范 i l î t釆裒〔有效约〕建立信任的 f t施达成一致蕙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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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和交换关于与安全有关措施约资料，其中包括军备〔管制〕 

〔限制〕和裁军方面的资料； 

〔一政府代衰就这些^安全有关ET问题进行足期的及边和/或区域协茼;〕 

〔一各军事院校为培训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奖学金，1 -〕‧-

〔一交换军事代表团和军事专员；〕 

一按照预先制订*程序，对正常的军事行动加以说明并对诸如演习、特— 

别调动等等特定的军事活^ 范围程度予以通裉； 

一对某些军事活动和调劲的各种限剞； 

一制订遏fJ冲突、包括建立热线等的程序；〕 

―〔在适当的时侯，〕就〔裉据〕扩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 

〔载有的〕g军事领域内发展〔有效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一筝进行 

谈判，并就建立新的信任搢施和裁军措施问顙达成协议，〔同时要考 

虑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所有其他方H.〕为此目的，〔应在欧 

安会续会的最后文件中决定〕召开一次〔军事缓和和〕裁军会议。 

一〔把S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地中海地区，S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裁减该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载有核武器的至舰，声明不在地 

中海无核武器的11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不允许 

在其领土上部署此种武器的任何地中海国家使用核武器.〕 

―〔在远东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为此目的，在各有关11家阆进行谈判。〕 

各国在采取这种建立信任措施时，应考虑到联合国玟Ji?间专家小组就此问题编 

写研究报告， 

这类措施应包括规定必须预先就重大军事调动和演习发出通知的tî^定。〔这类. 

措施应包括规定必豕预先就重大〔以及小型〕军事滇习〔^包括两栖和/或空.降部 

队演习〕发出通知的协定〕. 

2 .旨到缓相 H际、紧张局势措笼 

除了通过限制相裁;烕武装部队f2军备，t在较低一级§^力量水平上加!iiîr， 

平与安全的各项措施之外，£冥一阶段期阆，还应釆取下述有助于缓把s 紧张 

局势的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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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遵守不干涉fn不干预别国内玟等原 

则，从别1领土擞出一切外国〔占领〕〔侵略〕部队a 

(b)〔缔结一项Hi?协定，从世界各个地区〕〔特别包括印度洋、大西洋、 

大平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在内^海域内〕拆除外国军事基地并撤 

走 消 除 外 国 军 事 存 在 〔 和 抗 衡 〕 . 

' C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共同限制海军活动，缔结一項关 

于双方装备导弹的潜7^擞离目苜广阇军*巡逻区的协^，并使这类潜 

赉^航行限制在共同商定的航线，进行旨扩大建立信任约谈判，把 

籩立信任搢施扩大到洚洋表面，特别到有奢最繁忙洚上航线的洚 

洋地区，以便在最近的将来，使世界上海洋的最大部分地区成为一 

个和平区，〕 

(à)〔保证不忙大现有的或1€立新军事联盟。〕 

(e) 〔结束把在欧洲分成军事一玫治联â的局面；作为笫一步，要消除军 

事行动。〕 

(f) 〔缔结一项亚洲和大平洋国家阆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公约.〕 

3. 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所有国家，特别是军事强囯，〔应达成一项S际协定或一项庄严的谅觯，〕 

〔应做出法律承诺〕以示〔严格連守〕〔加强運守〕《联合国宪章》相国际法中关 

于荨重各S主权、领土完筌和]§：治《^立，不干涉它们的内政，S主权平等的:^站上 

处理 S家之阆的关系，并不茌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原则.〕 

〔缔结一项g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 

〔It安会所有参加国之阆缔结一项关于相互不首先使用核武畧^常规武 

条约，〕 

4. 〔动i世界舆论支持裁军〕〔推幼/A\众对裁军注意〕， 

a )为了 〔动g世界罢+^推动〕〔推公众注意〕裁军,应当釆取下列各项 m 

加强传番关于军备竟赛$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方 â所作夺力裉导 â ^ ^ ; ^ 

b ) 3此，在莉方案》é^-犬行过程甲洛成'â i l 的 致 府 性 的 ^ 非 致 府 新 闻 机 

构，联合囯;5其专门机构和各种非îët苻^、新闻机构应该，在适当約时*侯，着 

* ^杲文:JÇ定，；最后案文将-考虑联合国关于世界裁：运^^^究裉告g结论 

和 ^ i Z _^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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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S报导计划，掁导军备％赛的危险性，裁覃1!^力和裁军谈判及其效果，特 

别要通过与"裁军周"^关的年度活动来进行。这些活动应1^ 〔成为一项大M模 

的计划，以便〕i£一步使世界舆论警惕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危险-ti, 

C)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了藓和认识军备竟赛造成的问题和裁军的需享，享便请 

各if政府和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际组织采取步骤为各级水平的裁军和 

和平研究工作制订教肓方案。 

说
3
月一场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后杲是非常重罢的。为 

了这个目的，〔应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际委员会〕〔有必要〕来说明告J止一场核 

〔或常规战争〕灾难的必要性。〔开展世界性的裁军运动，收集支持防止核战争措 

施的签名运动，限#]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履行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 

的宣言的原则，都是在这方面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行动。〕〔所有If家都应采取措 

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宣传。〕 

作为便进审议裁军领垓里的问题的过程的一个郁+应根据大会决定在必要时， 

着手对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为谈判或达成协定准备基础。〔同时，由^合il主办 

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范围内,根据1979年1 2月1 1日大会第 

3 4 / 8 3 M号决议设立的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能^特别从长远来说，对 

了觯和探索裁军问题作出有益的贡献， 

裁 军 和 发 屣 - * 

〔1.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的。为了保证使综合方案中所设想的裁军过程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特别对发展中国家5^经济和社会发暴，以及对充分买现新的in际经济 

秩序作出有效贡献： 

〔裁军教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裁军能够弁应该对在公正和民主基础上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有效的贡献，并对建立11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将用于军事目的 

的资源转为用亍发^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一 f tS有效的贡献。〕 

H〔军事强1应采取国家一级的具体措施，将用于军事g的的资源重新分 

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晨，特别零有利于发晨中：！!家并就打算釆取的或 

*此杲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了^国关于裁军和发展的研究裉告的结 

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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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釆^的搢施联合圔和/或国际裁军当局汇裉。〕〔各国、特别 

是军筝强[1应创造必荽的先决条件，包括>t备工作，需要时还包括规 

划工作，以进把裁军,施所节省的资源转于民阆用途，特别是用以 

满足经济和社会紧急需要，尤其是发晨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紧急 

需要，它们应考虑时时向表合国大会裉告有关它们各自国家.在转用问 

題上的各种可能鹩决办法，以便提供它们的经验和成杲。 

Q〔持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箪筝强国从If减军筝开支中省下的很大一 

分资金，应提供作为对发,t中囯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屡的一种额外的 

资金来源，在综合方案逋过之后，应立即在联合国发屡计划名下为转 

移他用的裁军省下的资金单列帐户。〕〔从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核 

武器储存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不应该用于核武器国家:？事预算的其他 

开支项目。对用于造福犮屣中国家约资金的分配应在公正的基层上进 

行，而且在没有任何坟视约情况下，考虑到接受援助国家的最紧迫的 

要求和需要，应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耒分配这种资金，〕 

在根据上面分段H和口拟订措施时，应充分考虑联合国关亍裁箪和发晨研究拫 

告的结论和建议， 

〔2.所有国家应采取具体的搢施，以加!1旨在促进将核技术转用和用亍经济和 

社会发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屣方面的囯际合作，同时要考虑到《最 

后文件》所有有关段落的规定，特别要保证使1979年11^ 29日大会第34/63号 

决议中决定的原则上定于1983年召开的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乾国际合作会议取 

得成功，也要保证使联合国系统内在这个领域里的其他宣传鼓动活动包^那些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范围内的活^，取得成：5(7,〕〕 

裁 军 和 国 际 安 全 * 

〔裁军是国际安全的物质保证，它必须在防止战争和给人们帝来真正安全方面发 

挥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限制、削减和消除军备，即通过裁军，才能使真正安全 

得到保证，〕 

1. 所有S家都应〔承抠庄严的义务〕，支持〔一切〕 i在加§联合国的〔机 

构、杈威和工作的〕措施，以改进它il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在这方M,应充 

分考虑关于裁军和囯际安全之阆关系冋題的联合国研究裉告的结论和建议， 

2. 所有国家应承诺利用《联合国宪章》中设想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切适当手 

段。 

ih素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了联合囯关于裁军和囯际安全之间的关系 

约^究裉告的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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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阶 段 

裁 军 掊 旎 

A , 核 武 器 

( 1 .禁止核试验 

〔缔结一项公平的和非歧视性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停止在质量上改送核武荖 

和研制新型的核武器，以及防止扩散核武器的目的作出重要的贡献。 

H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亳不迖延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这祥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 

核〔武器〕试验。它应能吸引各国普遍加入。该条约应包^项所有有关!"方 

都感到满意的核查制度，并规定各方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与核查程 

序. 

a正就"禁止核武！^试验条约及其组成邵分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进行三边 

谈判的各方〔立即恢复并加速它们的谈判，〔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 

它们会谈进晨的全面情况，以便〕有利于并有助于该条约的多边谈判〕。〕r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H (a)(〔如杲必要的话，继续进行谈判，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制止〔在质 

量上改进、〕〔研究、研制、生产和试验〕〔砑究、研制、试验和在 

质量上改遊〕核武器系统和核武器运载工具，〔同时釆取各种减少核 

武畧的措施，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措施相结合〕〔以及逐步裁减 

核武畧的储存，直至彻底销毁这类武器〕。〕）* — 

{`0)有效地执行已缔结的保彻底普遍地制止核武器和核武晷系统的质量 

上的改进和研制的协定。 

a (a)(〔采取步骤，制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b)〔根据笫一阶段提出的进程，结東关于停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协定和关于停止生产供武器用途的裂变〔和聚变〕物质的协定韵谈判〕；〕 

这一案文被列入圆括号内，因为有人反对将其纳入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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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技术手段和包括现场視察在内际措施的核置措施连行谈判，以此 

作为有待谈判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的组成部分，并建立一个基7îiJ，在此基础上， 

执行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禁止生产供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的协定。〕 

曰通过一项或多项国际协定，进一步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其中 

包括： 

(a) C苏！^和美国进一步裁减50總战砵、战术以及其他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b) 〔其他〕核武#国家核武畧和运载系统商定〔按比例〕裁减； 

(C)〔销毁核武畧国家已裁减的或拆涂的核武器中的非核组成部分和部件， 

并把剩佘的武器â级的材料用于和平用途，〕 

〔在中期阶段结束的时侯，核武器国家应登记其剩佘的核武器并编号，以及登 

记剩余的用于这些武畧的裂变物质，〕 

〔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尽块导致最后信底销毁这种武器： 

(a) ( —旦〔这些裁减达到了一致阈意的阶段〕〔这两个有关国家核武庠的 

裁减达到了其他核武畧国家认为有理甴接受?？、制或裁减它们i己的核 

力量的,軍则的程度〕，应发起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进一步谈判，以 

便就逐渐itt均衡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锗存达成协议，）* 

(b) 有效地、可核查地销^特定的核武畧â成成分，〕 

Cm在中期阶段结束之前，it结并执行一项国际〔协定〕〔或多项协定〕，其 

中包括所有各方都'；,意的充分的核查惜施，协定应规定： 

(a)销蒙核武器国家所掌握的剩佘的一切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拆除一切生产核武晷的设施或改建为和平用途； 

(C)将核武器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掌握的剩佘约所有裂变〔和聚变〕物质， 

转用于和平用途。）* 

3.限制和裁减战略武畧 

-〔苏联和美圔之间〕继续〔就〕进一步隈制和裁减战^武器〔的进程〕〔遊行 

谈判〕。 

这一案文被列入[S括号内，因为有人反对将其纳入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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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止核扩量〕〔根据《最后文件》第6 5段至7 I段的规定，釆取进一 

步措施防止核武器的扩i：〕 

普遍应用核武#11家和无核武器 ! 1家在第一阶段联合拟订的关于防止扩散核武 

荖的囯际协商一致意见。 -

〔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为此目的，实现世界各囯普遍加入《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发屣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1际合作。〕 

〔充分执行并加强通过国际原子能机狗在无歧視的基础上应用商定的适当11 

际保障制度.〕 

5. 建立无核武器区 

H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已经建立起来的和第一阶段可能建立起来的无核武 

器区； 

(=)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 

3.其他大规模载灭性武器 

1. 普遍加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 

毁这类武器的囯际公约。 

2. 普遍加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K战争〕 

C以及为致对â的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条约. 

3. (a)〔通过〕〔普遍加入和严格遵守〕〔任何具体的〕〔防止出现新型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关于可能识别的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一项；！际性的全面协定〕或〔多项协定〕。 

0=)进一步作出努力，以便识别并禁止〔其他〕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C.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1.就缔结一项或多项多边协定遊行谈判，协定规定： 

(a)在中期阶段，进一步裁减〔两个主要约〕〔军亭强国〕〔安理会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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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国和那些与它们有军筝协à联系[1家:r武装部队和常^武器 

〔的50% 〕。 

(t)在第二阶段，进一步〔按比例〕裁减其他军事强国常规武畧和武装 

部队， 

(C)〔在中期阶段， 在商定的水平上冻结其他国家的常规武晷和武装部 

队，以便与上述国家的^减相一致。〕 

(d) 在中期阶段，〔按比例〕裁减所有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常规畧， 

(e) 在中期阶段，上述国家〔按比例〕减少其常规军备的生产。 

2。 在第一阶段的协商结杲的基^上，武器各应国和各接受国之间谈判 

并缔结适当的协定，把常规武器的各种类型的国际转让〔限制在能保证上述第一段 

商定限量和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3. 〔就旨在〕〔缔结一项〕停止在质量上发晨〔一切〕〔具有高度玻坏力的〕 

常规武器約各种类型和系统〔的搢施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缔结裁减常规武器和 

武装部队的协定，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搢旌相结合〕。 

D , 军 事 开 支 

削〗或军事开支 

1. 在中桀阶段期间，核武畧if家，其他的军事强囯将进一步缩减其军事 

开支，并应〔考虑到〕〔或导致〕与有待进行军备、武装力量、军备生产的裁减和 

〔任何〕军事设施的拆除〔成比例〕； 

2. 在中期-^段〔期间〕〔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将〕〔可〕缩减 

其军事开支，并应与〔考虑到〕〔或导致〕有待进行的军备、武装力量、军备生产 

的裁减和〔任何〕柝除军事设施(：成比例〕, 

(3.关亍军费的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費用的细巨，〔上述îi家〕应 

向有关H际当局提出详细的报告。 

4 .所有特别是核武器 g家和其他军事强 S应每年继续向联合 a和 /或 

有关a 「5当局提出它们各i军事预算的完全的细5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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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案》的全过程中，执行有关军事开支的各项檜施，应根裾所有参加a 

在:萏一阶段期间有待商定的基础上进行，〕： 

5.由于縮减军事预算节省下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应重新分配用子经济和 

社会发展◆特别是为发屣中'1家〔谋福利〕， 

(〔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进行多边的逐步平衡地裁减军事预算，对军事开支建 

立一种标准的、可核查的报告告1度，以确保能滑楚地表明军事态势并对其â行比较,〕) 

s、有关措施 

1. (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拟订和釆取〕〔考虑〕裁军领域里的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 

土进行军备竟赛以便促进这一环境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这一环境中的军备竟 

赛，〔同时罢考虑到根据第三次f^!i海洋法会议将产生的规章制度〕。 

2. ( {s.)釆取透一步步褒，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按照《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 

层空阆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釆取 

透一歩的措施并送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在中期阶段期间，应就 

一项〔或多项〕禁止各国在外层空间〔研刽、试验和 ‧*i<任何种爽-) 

武 器 〔 真 中 包 括 - ) 〔 特 别 ` 是 〕 - . 〔'反卫星武器系统的〕 

国际协议进行谈^』。广* 

(`。)〔釆取进一歩步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1) 有关!1家达成一项1^定，规定应预先提供有关发射宇宙飞行荖的 

情报以便允许枧察；〕 

(2) 釆取措施，促进和平搮测〔和利用〕外层空阆的^际会作. 

"提议把这案文传为第3段和笫4段的备选*案。 

**S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圆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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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缔结一项各il将其和平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闰的一切活动置 

于 l i际监督之下的国际协充〕 

(4) 〔进一步注意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賽。〕 

3. 釆取进一步步麋，建立和加强和平区并防止〔在海洋上的〕军事竟赛：在 

〔其他〕适当的世界地区建立和平区。 

4. 采取进一步步粱，防止〔在公海和d际空fi]的〕军事竟赛。 

5. 〔〔促使〕所有 î i家加入在第一阶段期阆缔结的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 

的各项^际条约，〕 

其 他 搢 施 

1. 建立信任〔和安全〕搢拖 

所有囯家应作出努力，进一步§J订和扩大建立信任的搢施，特别是在那些武晷 

集中的地区以及存在il际紧张局势和争端的地方。 

2. 旨在缓和g际紧张局势的搢施 

(〔在中期阶段结束之前缔结一顷从世#个地区拆除一切外囿基地并消 

除一切外国军事存在的国际协t 〕 ) * 

3. 〔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裁军〕〔捶劲公众对裁军的注意〕" 

各国政府、各政府级和非政府国际织继续实施〔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裎动 

公众注意〕有效国际控帝j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计划， 

裁 军 和 发 展 

CCL 〔所有有关il家，特别是军事强国应向联合圔定期提出充分详细的裉告， 

汇拫它们待别是为了发展中囯家的利益把用于？事用途的资:II重新分î£用于经济和 

*因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圆^号。 

ifc案文是暂定约。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裉告结 

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圯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舍国关于裁军和犮晏的研究裉告的结论 

&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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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用途而采取的各种揞施；〕〔各国，特别是军事强国，应考虑通过不时地向联 

合国大会汇报它们各i国家在转用问题上的各种可能藓决办法，以便提供它们的经 

验和准备工作的成杲。〕 

2. 应在联合国的赞助下^一个国际裁军和发屣基金会，并应主要由武器最 

多的国家〔按其军費开支的比例向该基金会〕捐款，〔以作为为发屣中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发屣提供新的数量可观的资源的一种手段〕。〕 

〔从停止生产核武器*裁减核武器储存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不应该甬于核武罢 

囯家军事预算的其他开支项目。对用亍造福发晨中囯家的资金的分配应在公正的s 

础上进行.而且在没有任何歧枧的情况下，考虑到接受援助il家的最紧追的要求和 

需要。应在笫一阶段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分配这种资金。〕 

3. 〔各il应承^义务，在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支持无分而不受a铳的国际合 

作 .以便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并在这方面 i由交流科学 

和技术情报，自由交换科学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并使人们能充分获得技术。〕 

4. 〔由于实行本方案这一阶段所设想的各种裁军ît施而节省下的资金,大部分 

应量于囯际裁军和发晨基金的支E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晨的一个新 

的资源.〕〕 

裁军和国际安全* 

1 . 〔各国应和联合11达成适当的协定，根据《联合a宪章》^4 3条提供联 

合囯维持和平部队。〕 

2. 各国同联合国开始谈判.以期缔结各种协定.〔在％戌全面彻底裁军时， 

将其囯内保安部队于需要时置于联合囯支配之下.用于维持和平〕〔为联合S和平 

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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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阶段 

裁？^措施 

A .核裁军 

(停止核军备竟賽和核裁军 

在最后阶段结東之前.绪结并执行一项〔或多項〕园际〔协定〕，其中包括所 

有各方都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协定应规定： 

f a )消除核武器囯家所掌握的剩佘的一切核武和^载系统； 

H=)拆除一切生产核武器的设施或改-運为和平用途； 

(c}将核武器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掌握的剩余的所有裂变〔和聚变〕物质, 

转 用 于 ^ 平 用 途 。 ) * 

B .其他的大规模^灭性| t ^ 

(应继续作出努力，以期识别fa禁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畧。)* 

C.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_ 1 .就消除常规武"^和武装部队进行谈判并^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其中包括： 

i去武装部队、销^所有国家的一切军备、停止军事生产和拆除生产设施、废除军 

筝体制、征募新兵^服役、计划和i/'i练、以及禁止为军事用途扳款。 

2.在进行这^谈判过程中，应达成一致意见，规定人数经过严格限制的配 

有轻武器人员永平、以及为维持S内治5所必醫3文持手段.这将包括边界巡逻 

和保护公民a!i个人安全，确定这类人员^手段的水平时也应^定各国連守裉据《联 

合国宪章》而维护囯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D .军事幵支 

裁减军筝开支 

1.在最^阶段结束之前，所有国家均应停止一切军事开支并禁止为军葶用途 

* 因为有人反对将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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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按照大家明确同意的，可允许为维持〔各国本领土上£3 〕1内保安部队并为 

覆行《联合il宪章》中维护世界和平与殳全的义务拨款。 

2.〔在最后阶段期间，各国应每年艮出详细报告，说明逐步缩减军事开支的 

情况和进一步削减，直至本阶段结束时，彻底停止军事开支的计划。〕 

3 .有关搢施 

〔各il应承担义务.向有关11际当局报告具有潜在的军事意义的任何科学发现 

和任何技术发明。该匿际当局将在审查和研究了此类报告和发展情况之后作出适当 

的建议。〕 

其他措施 

(1.建立11任（和安全〕措施 

所有国家应作出努力，进一步制订和扩大建立信任的揞施，特别是在那些可能 

存在囯际紧張局势和争绻的地方。 ' 

2.〔动员世界輿论支持裁`军〕C推动公众对裁军的注意〕* 

i 国 各 政 府 和 非 政 府 国 际 组 ^ 续 实 施 〔 动 员 世 界 舆 论 支 持 〕 〔 推 动 公 

众注意〕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 

裁军和发餍*** 

〔在本《综合方案》结束之前，由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造一步节省下来的 

〔大部分〕资金应置亍国际裁军和发展基金会的支配之下，〕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拫告的 

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因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圓拴号。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囯关于裁军和发屣的研究报告的结 

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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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和国际安全* 

各国应和联合国缔结协定，〔将其国内保安部队于需要时置亍联合if支î£之下〕 

〔为联舍国和平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 

. 六 . 机 构 和 程 序 

1. 为了确保最有效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在裁军领域中继续需要两种机 

构，一个从事审议，一个从事谈判。审议机构应由所有会员国参;an,而谈判机构为 

了方便起见，成员^当较少， 

2. 根据《宪章》，表合国在裁军领^应继续具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贲任，(《综 

合裁军方案》中设想关于联合国在裁军进程各方面的特殊作用进一步规定将在 

以后拟订，其中包括裁军和发晨之间的关系及其实际后杲，） 

3. 联合园大会一是，并应逨续作为衮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主要审议机关，联 

大应尽一切努力促进裁军搢施的执行， 

4. ^大笫一委员会应继续专门处理裁军冋題和有关的国际安全问题，（关于 

第一委员会每年审议《综合裁军方案》的方式的进一步可能的规定，将在以后拟订，) 

5. 裁军审议委员会将继续作为附厲于大的审议机构。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每 

年向联大提出拫告。（关于裁军窣议委员会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及其程序的具体 

责任的进一步规定，将在以后拟订a ) 

6.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继续是裁军领域中的—多边谈判机构。（有关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进一步规定将在以后拟订，) 

7. 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8. 应尽早地在适当的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妤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军会议。 

9. 为了使联合国能鎪续发挥它在裁军领域内的作用并最有效地履行各项藏予 

它的新增任务，应〔进一步改进〕〔裉据有关裁军进程机构安排的研究拫告 

392)加强和发展〕表合圄裁军秘书处〔的活动〕。(这方面的进一步规定在以后 

拟订，） 

l a (《综合裁军方案》"机构和程序"一章应包括需参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 

大《最后文件》第15L 99、 loa 102. 103, 104 105. 106和129段中的规定， 

并考虑到联大笫号决议指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就发起世界裁军运动作 

出决定的事实，所拟订的关于动员公众舆论的规定，)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1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阆关系的 

研究拫告的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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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棂滂大会的决夏对具体冋题逬行研究.必要时为i突判或达成协议提 

供条件，以此作为i;il进审议裁军领垓中各种问题的进程的一郅分（夫于在联合国主 

持下进行研究事1：以及关于联舍国截军研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的透一步观^,将在 

以后5g订。）〕 

〔作为促进并准香审议裁军领域中的各种冋题的进程的一部分，应对具体的冋 

题进行研究，只要能预期些研究的结杲对，3^判的逬程和结杲会产生积稷约影响， 

应i?:样化进行各种研究，特剁是为了确足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优先领域.查 

明鉴于已出现的或迫在眉瞍的玻坏力量对比的稳足的倩况而有必要逬行谈判的领域， 

以及鉴于目的政治和安全形势适合1 爻判的领义此外，还应该进行研究，以审议 

附带的和其他的措施的内容和、55齓 

编写研究报告的决足应该在对C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审查时诈出，i£些决足 

应经联大同意，以便与军备管制和^军领域中的其他活动建立必要的联系. 

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由秘书长编写研究报告.必¥时可甴秘书长在公平 

地域分配的基^上指足一个合格的政府专é:小组予以协助；或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进行.如杲有需要，可设想进一步的程序，如授杈其他机^^行特^的研究或承担 

一邵分研究工ffe 

在《绿合裁军方茱》的范围内逬行的研究应及时结束，以便审查时能考it其结 

杲并在些研究结杲的基础上^出进一歩谈判的建"K»只要可行的话，研究裉告应 

包^对有待进行的谈判以及有待釆取的冥他步骤的具体提议和建i:L 〕 

1 2 , (有关赛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现^苻在以后拟订‧） 

1 3 .〔为了^保 £彻底买施《縴兮荧军万杲》万'继续取得i t畏，应,隔 

五年在〖万案》各个阶§:结果时〕召开联大特别会议执行'ff,JL第一届寧置 

《万茱》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应在〔1987年6、 7月闾〕召开.i2:种联大特剁会 

议应评价所审查的男阶^?各项掊施的^行情>iL如杲评价《明^^些措施未能无 

分执行，，le应,iS作出必要的调筌，并，il釆取必要的步骤.以從在执行〖万粟》 

方面取得进I此外，审f还应,虑到包括科学技术^暴在内的现状，更具体ilÈf^义 

订《万秉》笫二三和E阶没甲有待执行的措3|« 〔联合国的研究裉告可对芥义订 

笫二阶g和以后各阶有待i荧判的具体措施的务作出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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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查各种协疋的实施馉况而召开的会议在保持卓香限制和^军冬工:^协足约 

可行性和有效屦行万蓍亶大ètj作用，考,(，到is万面有釜经检，最妤规定对 

《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进屣情况进行定期审查约可能性， 

根据需要，可以召开专门讨论歲军冋题大特剁会议* 〕 

〔《^合裁军方棻》基于一种分阶^的逐步办法*《万案》中观^的,铳裁军和 

军备管制措施进行^误判，次按各个阶进行。每一阶 S将包括对各神柜互联系 

掊施的谈判，i?:些搢在考it到当时存在的：！际玫治和安全；势下，i在!！向,塔 

低军备和军队的水平前进一步，同时观《所有11家在i?:一阶^的安全不受:咸损.在 

这一阶^，附带的和具他的措施，特别是建立信饪措施将加强和巩固前一阶^取 

得的结果，I司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加强各国间的信任，为下一阶^7爻判取得圆满 

成杲莫足基础.还将进行研究，以便提出下一阶^应包,哪些裁军和附带措;建 

i寒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捋足期S査，亶到在：！际'姿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实现为丄笫一次审量应在"第二个裁军十年"结束的时侯进行. 

审查应在联合国中某个现有的适当机构中进行，并应有所有会员g参加*窜查 

中产生的建议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ii»建议应,if到执行原先议^的措^中取得 

的进I正在进行的，3il判3^现状以及外部发生的事件• 

这些审查的â的是：窜议茴几个阶g议足的搢^的执行'If况，必要时提出竭保 

或加强其严格遵宁方法，决」《何时能宣告§面阶S的结束以及能否开始下一阶 

并审议可能最遺合于在以后阶^执行约搢施 ‧下一次审查的日期也捋予以窣仏〕 

1 4. I涂了在《繂合载军万茶》〔冬阶g结東时进行〕足期审查之^,还应 

经冨事查《万案》的执行滑"!^因此，在联大^会^i义程=?每年都S包拴;^为"窜 

查《^合赛军方菜》的执行'It况"的项目，为促逬大会在is万^的工作，秘书长应 

在联合,贫军秘书处的协助下，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执行《万秉》的透.t情况 

的 告 ， 

1 5 .联今囯大会在兵年/^帘 f ,或 Ï芨期的待^会议上窜查《绿合戴军万秉》 

的执行滑况:寸，可S适当't况下提!fi加强:〖万秉》行约透一步掊3è和程序，〔包 

接 t已^足 3播施的孩量〕，在 i s万 S ,寻待剁,^到第一届亏门讨论裁罩冋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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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25 R中列的各项建议* (与此冋題有夫的进一 

步观足可在以后拟订.)〔在联合囯赞助下建立一个il际组织特别负贲有关现有和 

今后的军备管制和^军各项协^的如下 1 ^ : 

一 执行 

一孩查，包括实况调查 

一 组织审查和修正会议 

一 提供滑m〕〔一个g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将对各项载军协^的执行情 

况的孩查作出重要的贡献.应进行谈判以便締结一项建立一个il际卫 

星监测机构的协足.〕 

(〔孩查是裁军和军备管制取得进畏的一个基础.因为覃备管制和裁军檜施关 

系到有关国家生死佼关的安全利益，所以这些措施必须是可有效地孩查的.这些措 

施也应该便佘下来的军备憒况更容易了解潰楚，以利于加呈有关!1家间的信没 

有严格的国际孩查和国家孩查的适当手g:,各！！,IÈ不能对遵守协足产生;^钵的信 

有效孩查在煑军进程中对保持各! 1安全不受减损是极其重婁的。因此各国应采 

取积极的态度，冠每+特定的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订必要和适当的孩查揞施， 

并应衰示愿意接受这些措埯，不要夸大执行措施的困?t-

所以，关于各项具体的裁军和阜备管制措沲的i《判，应包^当的孩查安排. 

并且各国应接受有关充分孩查的适当现足.出现协^的m围和协定的核查相互影响 

的情况,、应处理有关孩查的冋题并同时进行谈判.在条约谈判期冋.孩g措施方 

面的进暴可对条约其他组成郅分的T^判产生积钕的影响‧ 

有待在具体协足中观足的;^查彤式和:?^A,取5^亍并足亍协更的宗旨、范 

围和性贡. 

各协足应规^缔约各^直接地、戚在适当'If况下通过联合11系统，參加孩置过 

^应该便用几种孩量方法结合的办法以及冥他的有关协^遵守情况的程序.此， 

必须设想包括现汤视察在內的合适程序.〕) * 

(〔关于军蚤限制和象军协足S现足;?r吴执行情况实行充分的、可靠的^测. 

以确保所有缔约if遵守协定.监测的万式和条件取决于具1?:协^的宗旨、范围和性 

质,涉及监测的冋题与审议具体的裁军冋题a有机地联系^未,同时逬行窜议并作 

*此杲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鞏， 因其位置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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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5^，而不是将它们分开. 

以往约经验表明，g冢的技术手是监测协^遵守情况的可靠基-rjli. s必要时 

应在â(î的基ili上结合便用不同的^查方法和其他Xi!l程序，包括if际手^加强 

信任将有踏于其他监测碏旌的应用. 

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中，在应用具体商定的,施方3的一个最重；的先决条 

件是各!1致,苻的政治意愿；不应以关于监的技术上的困为拒绝,15制止军备竟 

賽?f趨达成协议的借口， 〕 ) * 

(〔充分和有效的孩查是军备管制和裁军取得&何进晏的基本先决条件。因此, 

接受i£一原则，并将买应用于导^^军的具体步辍，将1；^便全S彻底裁军取得全^ 

进荽‧ ^查在《综合裁军方案》中能起到三重作用：为裁军取得进暴的原则^础； 

为各国待要釆取的具体搢^的一郅分；并为《^合裁军方案》所婁Z，的个机 

1^和程序将要实現的一个目标. 

皁备管制和裁军措施关系到有关各H的篁大安全利釜，军备管制和裁军协^§^ 

任何缔l^g从中得到的利益寻取决于协^缔约备[It行协定所观^的义务和责色 

因此，各国应^信，这种义务和贲任正在得到镬行，而孩查则是贏得is神保证的手 

g-没有有效的^查，各(1对于协议正在得到遵守的信心将无法充分确±«此外， 

白于何协定的制足都必须能^保具缔约各：！的安全，间时，只有通过采取无分的 

稷查掊笼，才能建立^各II对于协^正在得到遵守的信心，因此，有效孩查对于 

在裁军进程中保持各国安全不受'离损具有头等直寻的:tX^ 

在实践中，有效孩查的原则必须袤现为S具1?^的贫罩和阜备营钥协^甲列入 

必要和遣当的孩查措瑰和安排，3此，-炎判必须包^对有效孩查掊埯的审议，i^:将 

,式为有待，爻判^一项或^项协^的一`iî分，i?:祥的^i,.笼，5适尝'ft况下，S包 

括家和国际手§：，在必要时包括逬行現汤硯察的条款*通过包括it当的孩量措施 

,贫可以为卓备管制和象罩协;^的执行确立健全的基5i。 

在具体的军鲁管制和象军协足判中，协; ^的 ^ i l和孩查f t有相互影嘀时， 

^圈和;^查问題应同时透行;突判.向时s于孩窆^施是任何军备管制和^军协更 

lih菜文暂时列入"玑拘和程序"一章, 因冥位量^需—步窜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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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常重要的^分，所以，"gl判过程中在制足孩查掊施万面取得透麇可以;协^ 

其他â成郅分的谈判产生积极影响，有待在具体协^中观^的^查的彤式、条件和 

方式取决于并应决足于协足的宗旨、？S围和性质. 

如上所述，确保有效核查协足遵守情况的措施将有利于增强各îli的信1^此外. 

这祥一些措施也应便关于剩余的军备的情况更容易了解漬楚.因此，各国应采取 

积极5度.拟订每项特足的军香管制和裁军协定的必罢和适当的^查,施，并应表 

示愿意接受这种搢施，而不要夸大执行i?l些掊施的困)t» 

应该釆取^t#»方法的结合使用以及其他有关协足遵守情况的程序.因此.必须 

设想合适的程序，其中包括现场視蔡. 

裁军谈判的多边性质已显得趲茉越重要了.同时经验已进一步证明，有必要更 

加重视由协定缔约各国拟订适当机构和程序，以确保关于多边协^遵守情况的核查. 

因此，应该审议是否有可能确X—项制度和程序性质的必要务件和标准，能广泛应 

用于磷保各个多边袁军协定的执行，特剁是确保其孩查的机构。在i?:万面.《综合 

裁军方案》应观足研究在现有的各种可能li。在审议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已在 

进行工的机构所积累的经验肯定是有角的*因为，提供了可夂'设计有效组织机. 

构的工作祥板。 

对已生效的协定进行窜査的it^有很大的不同，而许多寧查过程，在适当情况 

下在某种程度上依靠!i家的评化伹是，许多国家对它们所加入的协^的遵守情况, 

也许不具备有效进行il家评价的能力.上述审议可以通过现足对执行协^情况透行 

评价.并在足期的审查会议上向有关各方提出裉告的办法，以從进经过改善的^查 

进 程 . 〕 ） * 

(〔孩查在军备限制和载军领垓的掊施中?g成一个宣寻组成郅分，是与措 

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的，而且必须釆g有关i^:些措施的一项确切而明萌的l!e>议 

因此，《-综合裁军方案》应裉据庄严载入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特剁联大《最 

文件》的原则，包括孩查的基本条款* i ? :些原则应具体^用于拟订孩查措即 

稷查各项具体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足的遵守情况，i^:些协足将在《^合裁军方案》 

* 此茉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章， g其位置尚需透一步审i义* 



?âge ^ 

的 不 同 . 示 的 时 內 缔 结 和 执 行 。 在 这 方 I , 应 ; î t 迄 今 为 止 $ 拟 订 I n - 执 

行军备?^剞和裁军协定中所取得的â验予以道当的考.窆。 

裁军,fp军备?^制协定应覌定'té?f有有关缔约各国慼到滴意的分ât.核iîtiè, 

以便建立必要的倌任，并确保这些协足得^各国的遵守，因此，为了促进裁军协定 

的缔结,In'育效执行并運立起Iff壬，各国应接受茌这种协定中规定的适当核查条款。 

S加强-IS遵守裁军协^方â的信任,适当的核置ît;t将有利于吸引其他a家加入 

这些协足，從进眢遄裁军的进I 

与此同时，作为刳定一
二
1有效核查制廑的基?£，某种最低限度信'S也是十分 

必要的a因此，建立在缓和与承认共同利釜基础之上â^S家之阆的正常关系，对于 

拟定可靠^核窆程序是非常有利&^，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速军备竟眷的致策， 

是不会1；?«进铳广泛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的。在合作的气氛下，核查才有可能取得最 

大 成 功 . 

核查问题决取决于各方是否具有^结有关的裁军协定的玟治意愿，大冢瞢 

遍承认，坚强致治:t愿是就裁军领城中任何重大§^或有;t义^搢施达成协议的先 

决条件。一旦建立起这,种3:治;t愿，那么设计那些适合裁军领域中f壬诃要求的管帝J 

办法一不管多么复杂一都是不^的，并且，肯窆是人智莺所能liS:S'J的. 

裁军领域中的任何ét施，都霱要坚^的致治意志^一定程度的互相信S相结合, 

然后才能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一
二
5切合实际的、最少麻烦^和公正核置,度， 

袠军谈判不应陷入袖泉^核查理论，而把注意力从实质性的裁军问颈上转,开, 

不应用核查或管蒂〗的复杂"：生论据耒掩盖缺乏]g:治！:忘相先验地拒绝相信别人.至 

亍最重要优先^裁军^,笼，如全s柰止试验一切核武晷,fa消涂化学武^等，a统 

这些方面谈判取得成杲^,显然正是]§：治君志的缺乏，而不是核习颈的复杂性。 

总之，可以从这样的假定发，^一个 H家成为裁？协^的转约国是为了严格 

^遵守按协定规:^它所承捏的义务，因此，核查不应建立一S各国彼此完全不ft':è的 

则之上，也不应采取全¥^猜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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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体协定中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取5^于并应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 

'ÎÉ质。如果按其他的办法透行，裁军谈判就会陷入对核窆细节和高度技术性的问题 

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实际上将拖延甚至阻止裁军协议的达^。 

应当竭M力制定适当的核查方法和程序，这种方法和程序应是无歧枧的，不 

元谓地干涉他国内玫或访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核查措施应成为确保对所有绮结囯都遵守一项特定的裁军条约有信心的一系列 

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它们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个制度确皿项协定得到遵守*这个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向这些协定的纟*约各囯提供 

其他錄约IS遵守这些协定的保证，而且通过运用一定的合作形式，促进有争议的问 

题的觯决。因此，应该酌情结合使用几种核查方法.以及使用其他遵守程序。 

大家普遍承认，一项能保证核查百分之百有效監督制度是不可能的，要设计 

一种完全保险的核查制度也是不可能è^.从囯家监督到某种形式的囯际核查这一簦 

套有效和可能的核查方法，提供了高度保证，保证违反裁军协定是可以被侦蔡出来 

的。一项军事上的违反协定的重大情况可以隐瞒下来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协定应规定各缔约国直接或通过联合菌系统参加核查进程。 

在这一基本的总背景下，迷信核查显然是镨误的。在不存在军备限制或裁军的 

冥正措施的情况下设想或设立一个监督机构，这同祥是错误的。这祥做实际上是本 

末倒置。在不谈及真正的裁军或认冥的军备限制的任何具体措施的情况下..无结果 

地、抽象地讨论核查问题的复杂性、核查制度的种类，或!1调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 

核查组织等，也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此杲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鞏， s其位置尚需进一步窜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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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 炎判委员会印犮的文件潰单及秉文 

文rT-sffl 7 

1979年 

1979年1月I 7 3联合国秘书长为转递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所通过各项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给裁军1》判委员会主.,f的信 

CD/2 1979年1月1 6日！^国秘书长遵照大会1978年I 2月14 

日笫3 3/71 !‧号决议转递笫十届特剔大会《最后文件》笫1 25 

g所载各项提茱和建议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V3 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衮翌：^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苏联最髙^维埃主席a主if勃列曰涅夫先生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的贺词 

C D / 4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忘民主共和1、匈牙利、蒙古、 

波兰、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il联盟：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 

孩武器并逐步裁'咸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设判 

CD/5 意大利：关于化学裁军判的工文件 

cD/e 荷兰：关于制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一些程序方面的建议 

CD/7 荷兰：利用短周期动动数据进行分辨的方法 

CD/8 裁军，3^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CD/9 意大利：1967年《指导谷国探君和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约》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附加议足书：香;$录 

CD/10 巴基斯坦：缔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月或^胁便 

用孩武器的国际公约 

CD/11 2 in篥团*:关于禁止友畏、生产和锗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的i《判的工怍文件 

阿不及利亚、阿根廷、巴百、缅甸、古巴、埃及、埃塞俵比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玥、肯尼亚、墨百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g斯坦、秘鲁、斯里兰 

卡、璁典、委内瑞& if斯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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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牛il号 # 題 

CV12 

CD/13 

CD/14 

CD/15 

CD/16 

CD/17 

CD/18 

CD/a 9 

CD/20 

CD/21 

CDX22 

裁军纟突判委员会的议程和工计划 

波兰：关于在裁军领域采取进一步措II以坊止在海宋洋,'哀进行 

军香竟赛的工作文件 

1979年4月2 0 3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大使 

(政治筝夯)裉据议事规;r第3 3条和第 3 5条给裁军，,$判委 

员会主;f的信 

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化学武晷问题专家访问英If的 

经过（1979#3^14曰至1 6曰） 

1979年4月2 0日瑭士常驻联合! 13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团长 

,铳议事规则笫3 4条给裁军，3^判委员会主席的ft 

1979^3月2 8日联会11主管致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夯ft秘书 

长为转递《联合国关于与脔非进行核勾结冋題讨论会的裉告》 

给裁军-31判委员会主/f的信 

审议关于f贞察和识,多〗地震事件的®际合1^惜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笫七屆会议提交裁军，灵判委员会的进度裉告 

裁军，判委员会的工作计划（1979年会议^二期会i义） 

匈牙利：1979年6月1 9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为转 

递1979年5月14日和15日在布达夙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戎 

员 î l外交部长委员 M议通过的公^载军 i荧判委员会主的 

波兰：禁止研制、生产和诸存一切化学武器和销愛;ifc神武 

工诈文件 

蒙古：1979年6月2 0 日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 代 表 为 转 递 蒙 

古人民共和g玫府.1& ((苏美？^刽战,武蕃条约、(笫二阶^隈 

%VA^%'%^'é^ )签署一事所发袤的鸟兰巴托宣言绘裁军-炎判 

委员会主'常的信. 

保加利亚、捷克.靳洛1^克、^意志民主共和1，匈牙利、萦古、 

^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加 s保证无家安 

全 â ^ ^ ! ^公约草秉的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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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缡号 杯 

CD/24 

CB/25 

CD/26 

CD/27 

CD/28 

CD/29 

CD/so 

CD/31 

CD/3 2 

1979车3月2 1曰越É社会主义关和国常珐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理常驻代表关于议事规则笫
3
 3条相3

 4
条给裁军谈判 

委 员 会 主 席 信 

已基箫坦：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威^使用核武罢 

有效i际安排的工作文件 

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1972 —1979年工作文件 

f0声明中有关化学武器的资料汇编（秘书处根据裁军谈判委员 

会的要求编制)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â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全的间题向联合国大员提出一项建议的 

提案的工作文件 

1979年6月2 7日美国和苏联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为转 

递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罡关于限制进攻性 

战珞武晷条约及议定书、关亍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 

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及美苏联合公报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 

席的信 

1979车7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出席裁军1，委员为 

关《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制进攻性1^ 

略武晷条约》各项增订文件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jf#^信 

1979车7月2日西班牙常驻联合13内瓦办筝处代表为委员 

会1979车2月1 5日通过^关于地震专家转设小组的决定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79车7月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n国联罡代表为转il题为 

-美囯关亍禁止研制、生产.、储存使用放射性武器 《苏 

条约各主旻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的文件给裁军谈判委 

*主席的信 

1979年7月9日美利坚合众i!代表为转il題为《美囯一一苏 

联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傕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旻组 

成ii5分的共同苗定提果》的文件，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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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3 

CD/34 

CD/35 

CD/37 

CD/38 

CD/39 

CD/40 

CD/41 

CD/43 

1979年7月6日大利常S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为转递 

囂大利共和国总理致美利坚合众!1总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信件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倌 

1979年7月9日西班牙常驻彔合国3內瓦办事处代表就议事 

MJ'J第3 4条^裁军谈判委'1会主;窜的信 

1979年7月1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席裁军谈判 

委员会代表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此种武器新系统问 

题的谈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约信 

2 in篥团：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国际核查不生严化学武器情况的某些 

方面的工作文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验 

1979年7月1 0日丹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葶处代表裒议亭 

规则笫3 4条相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79年7月1 6曰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葶处代表a大使 

(i&治箏务）就《潜S有机璘战剂的鉴定一关于技术相参考 

资料标准化^方法》一书Éê`裁军谈判委'1会秘书和联合11秘书 

长个人代表*信 

匈牙利：关于禁止研制、生产、锗存^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序 

言莩案工诈文件 

荷兰：载有禁止化学武•^i:^约有关冋顥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亍柰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 

武器条约^ 11条第3款和^ 1 2条笫3款草案约工作文伴 

1979年7月2 5 3窜议侦蔡^识别地震葶件§^1际合作措旋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为递交特设小组的^二份裉告绘裁军，3^ 

判委 i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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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标 M 

CD/43/Add. 1 

CD/44 

CD/45 

CD/46 

CD/47 

CD/48 

CD/49 

CD/50 

CD/51 

CD/52 

CD/53 

CD/'54 

CD/L 1 

审议侦蔡和识别地震葶件的H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冢小组的 

笫二份报告（附录） 

波兰：禁止研剞、生严储存化学武#相销毁此种武#公约大 

纲：工作文件 

瑞典：关于瑞典的国际地震数裾中心示范设备工作文件 

瑞典：裁军谈判委员会延长"审议关于侦蔡和识别地震葶件国 

际合作措施特设地震专家小组"的委任期限的决定草案 

审议谈判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â̶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裉告 

1979年8月7日苏联和美11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给裁军 

谈判委g会主席约信 

荷 兰 ： 化 学 武 畧 一 一 对 笫 号 文 件 内 各 项 问 题 的 答 复 

2 1国集团在裁军谈判委g会1979年年度会议结束时的声明 

裁军谈判委g会1979年会议的成果一社会主义11家集a** 

提出的工作文件 

法,、意大利和苻兰：化学武器一1979年裁军谈判委员会 

对柰止化学武器讨论的评价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联合11大会的裉告 

巴基斯坦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S团长賈姆谢德‧马克先生 

的发言——1979年8月1 4 9 

裁军谈判委g会的程序规则莩案 

关于暂定议程相工作计划的已修订工伶文件 

保加利亚、捷克澌洛我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層、匈牙利、蒙古、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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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L 3XRev. 1寧议相谈判关于保证不7t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一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已修 

订的裉告草案 

C D / L . 4 裁军谈判委g会约裉告享案 

1 非政府性组织来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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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CD/57 

CD/59 

CDX62 

CD/63 

CD/64 

CD/65 

CD/66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事观则 

1980年I月2 5 3联舍囯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大会第3 4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意大利：关于武器的11际转让的控制和,1制的工作文件 

罗马尼亚对裁军问题的立场 

1980年2月1 2日蔼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袤给裁军判委 

员会主席的倌 

澳大利亚：化学武器：召开非正式专家会议的提案 

关于缓和和裁军的政策 

审议关于偾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if际合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第九届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度裉告 

裁军，3^判委员会的议程和工惟计划（1980年2月19日節I 

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3il判委员会工计划（1980年3月I 1日第6 7次全体 

会议通过）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现.汾的缓和与裁军的立场 

2 1囯蕖团： 2 1囯蕖团关于:^裁军，3^判委员会1980年庹议 

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组的声明 

芬兰：1980年2月2 1日芬兰常驻代袤芬兰参加1980年 

会议化学武器委员会工作一事给裁军谈判姿员会主席的信 

越旁社会主义共和国：1980年2月2 5日趫薄社会主义共和 

国常^代表.茺议事现则第3 4条§5观定给繁军，$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 

茨兰：莰兰统一工人党笫八次全!i代表大会的决议 



m.：化学武器一一处理裁军:$判委员会所â,省务的一项可 

能程序性办法：工,文件 

丹麦：19 8 0年 3月 3日丹麦常驻代袠裁军剡委员会 i义事 

规则笫3 3至3 5条的现^给裁军i《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西班牙：1980年3月3 3西珐牙常-S联合国3内瓦办事处代 

^ 议 事 规 则 第 3 4条给裁军判委员会主席的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I .勃列日涅夬先生于 1 9 8 0 

年2月2 2日在莫斯科鲍曼选区大会上濱说的镝录 

2 1国'臬S关于全â禁止孩试验条约的声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1:工传文件一一关于个別合站在不同条件下 

收取数据所用程序的示范讲习珐 

奥地利：1980年3月1 1日奥地利常驻联合il日内1：办事处 

代表袤载军，3^判委员会议事現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写给；^ 

军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芬兰：1980年3月1 2 3芬兰常驻联合国3内瓦办事处代表 

为提出一汾载有芬兰政府I"保证不对无孩武器S家便用或,或 

脎便用孩武器的有效国际安^"一项目的*见的工,文件给裁 

军，3^判委员会主,蒂的倌 

民主朿埔寨：1980年3月I 3日民主茉增寨常驻代^.茺议事 

規则篾3 4条的观足给裁军判委员会主;君的信 

1 9 8 0年3月I 7 3^6 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夫定（原为笫 

1号工作文件） 

1 980年3月1 7 3第6 9次全体会i义通过的决足（原为笫 

1号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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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4编号 标 题 

CD/79 

CD/81 

CD/82 

CD/'S 3 

CD/85 

CV86 

1980年3月1 7日第6 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原为% 

1号工作文件） 

1980年3月I 7曰笫6 9 次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的 ( 原 为 笫 

1 号 工 文 件 ） 

芬兰：1980年3月1 8日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公使 

衔参赞就芬兰参加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有关化学武器的工 

作一事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0年3月I 8日越南it会主义共和 

国常驻联合囯日内瓦办事处代袤处临时代办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信，转递题为"关于美il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使用 

化学物剂的备忘录"的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1980年3月2 5日社会主义if家集团在 

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荷兰：工作文fl^一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步工作计划草案 

民主柬埔寨：1980年3月2 6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代袤处常驻代表给裁军，判委员会主,f的信，递送分 

别题为"1980年2月5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关于河内加紧滥 

用化学武卷并从事其他犯霏活动妄图消灭柬埔寨人民的声明" 

和"越甬侵2§^者€茉埔寨便用化学武器的几件事伊」；1 980年 

2月2 5日民主柬埔寨新闻郅发布的新^"等两份文件 

1980年3月2 4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3!1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按照19 79年12月II g大会第32/422号决足编写的 

全面孩楽试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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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标 颈 

CD/87 東埔寨人民共和国：1980年4月8 3茉埔寨人民共和!S外交 

部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电裉 

CD/88 埃及：1980年4月1 1日埃及出席裁军谈判委â会代表团S 

长、常驻代袤就1980年3月4 3 CD/? 1号文件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 

CD/89 阿冨汗民主共和国：1980年4月1 3日阿冨汗民主共,fell外 

交部副部长向裁军谈判委g会主席转递"阿冨汗民主共^国政 

府于1980年4月1 1 S犮表的宣言"的电文 

CD/90 澳大利亚fn加拿大：禁止生产用于武器裂变物质 

CD/9I 民主東埔寨：1980年4月1 5日收到的4月1 0日民主東埔 

寨常驻ft丧为了 1980年3月1 3 à 的 来 文 （ ) 给 ` 裁 

军谈判委S会主席的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外交部长就第二个裁军十年 

的任务绘联合^秘书长的倌 

比利时：禁止核试验：关于召开有窣iil关亍侦蔡和识别地震事 

件国际合诈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â专家成员参加裁军谈判委 

员会非正式会议提案 

CD/94 利时：拟议约化学战剂和化学^药§^定义 

CD/95 澳大利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议程项§ 1 "禁止核试验" 

时可供研究的议颞一览表 

波兰：化学武晷特设工作小组一初步工作计划：工作文件 

CD/97 瑞典：关于禁止化学战訖力的工诈文件 

波兰：1980年6月9日波兰人民共扫国常驻联合国3内瓦办 

^b=^临时代办为递送1980年5月1 5日华沙条约^â兮国 

政治协萬委i会通过èij华沙条约^约国宣言绘委，4会信 



CD/292 

Appendix II 

Pag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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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99* 

CD/100 

CD/101 

CD/102 

CD/104 

CD/105 

CD/106 

CD/108 

CD/109 

加拿大：1980年6月1 0日加拿大常驻联合113内瓦办事处 

代袤转交题为"军备管制核查媞案纲要"的文件的信 

萦古：1980年6月1 0日蒙古人民共相国常 ë代表信，其 

中附有萦古人民共和iiiét苻1980年5月2 0日关亍文持19 

80年5月1 4和I 5日在华沙举行§^华沙条约缔约S lit治协 

两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宣言》的芦明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笫二期会议工作计划（1980年 

6月1 7日笫8 4 次 ^ ^ 议 通 过 ) 

中国：1980年6月1 6日中[S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代 

理团长给裁军谈判委g会主席的信，转递题为"中国代表团关 

于禁止化学武器么\约主要内容的建议"的工作文件 

芬兰：1980年6月2 4曰芬兰常驻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题为"识别潜在的有机辚战 

剂的降觯严物"的一项文件 

1979年至1980年期阆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文件的汇编（秘 

书处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要求编刽) 

法国：法！ 1代表团对荷兰代表S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关于 

化学武器的问题草（CD/41 )的答复 

法S:工作文件一不制造和不拥有化学战剂^武器的菅剞 

德意忘民主共^国：1980年6月2 7日德意忘民主共^国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裁军谈判委g会主席信，递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英^菲舍尔先生的一封信 

蒙古：1980年6月2 7日蒙古人民共国出席袁军谈判委员 

会代表团团长给裁谈委 g会主席的信 

德;t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文件一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釆 

取紧急步骤实际^^行"关于停止生严一坊种类^核武器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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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CD/110 

CD/111 

CD/112 

CD/113 

CD/114 

CD/115 

CD/116 

CD/117' 

CD/118 

CD/121 

C3/123 

标 题 

裁减其储存直完全销毀为止的谈判"（ C D / 4 )缇出的建议 

商斯拉夬：关于防止神经毒气中毒的医疗防护的工作文Pf^ (当 

前的情况相将来^可能发展） 

脔斯拉夫：关于化学战剂.更义的工作文件 

^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彔盟/美利坚舍众国：苏联相美国出席 

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袤1980年7月7日绘裁：该判委员会主席 

信 

加拿大：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核量安排^监督 

澳大利亚：溴大利亚代表团^现阶段对亍CD/41号文件所载 

荷兰关于化学武器的调量表所提出的答复 

瑞士： 1980年7月2日瑞士常驻代表依照议爭规则第3 3至 

3 5条并裉据委员会第8 6次会议所作的决定绘裁军谈判委员 

会主席的信 

2 1国集团：关于停止核军备竟饔相核袠军工作文件 

加拿大：化学武器公^的定义相笵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囯联里：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专家特 

设小组以草拟一份全面协议覃案并审议^结关于各剁的新型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协定问颈的决定莩案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审议关于侦察^识别地震葶伴国际合传 

搢施特设科学专冢小组第十届会议蓑军谈判委g会提出的进 

度拫告 

巴‧g斯坦：工文伴 l^i^舍国安全理事会诈为关于"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便用核武晷有效s际安排" 

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 

波兰：谈判化学^晷么、约时须予觯^的一些问顥：工传文俘 

洛哥：关亍化学武^定义为建议 

蒙古：工^^文12^—关于全â禁止初销毁化学武器的来*公约 

与1925年3内瓦议^书之阆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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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标 颞 

CD/124 

CD/125-

CD/126/Hev 1 

CD/127* 

CD/128 

CD/129 

CD/130 

CD/13 I/Rev. 1 

CD/I 32 

CD/133 

CD/134 

CD/135 

CD/136 

CD/137 

CD/138 

CD/139 

印厪尼百亚：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看法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 

或威胁或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向裁军谈判委员 

会提出的裉告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裉告 

加拿大：1980年7月2 9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参赞转交题为"关于武器菅制核査提杲纲要的计量工作文件" 

这一文件的信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ù综合裁军方案主要组成部分提出的建议 

墨西哥：载有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J笫9节颞为"非委员 

会成员国的参加"的修正草杲的工作文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盥/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舍众国：1980年7月3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 

翌、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递 

交题为"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三边掁告"这一文件的信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g会提出裉告 

巴基斯坦：工作文件一巴基斯坦政府就号文件的分 

发提出的看法 

为了就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暴的公灼达 

成协议而设立的特设工^小组：向裁军谈判委 i会提出掁告 

2 1国篥团： 2 1 S集团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東 

时发表的声明 

裁军，淡判委员会1980^会议的成果：社会主义g家集团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相国大使俞沣文先生在1980年8月7 3会i义上的发言 

1980#^3月2 7日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俞沣文大使委g会第 

7 3次 *会议上的发言 

璺百^袠团就有关4矮员会成g国参加的委员会文司ii的声明 

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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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 

CD/140 

CD/141 

CD/142 

CD/144 

CD/145 

CD/146 

CD/147 

CD/148 

CD/149 

CD/lôO 

CD/151 

CD/152 

1对 C D / 1 24关于化学剂和化学战剂定义约修正 

1 9 8 1年 2月2日合国秘书长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大会第3 5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1年会议期fe1工作安徘的;f见 

工作文件：禁止保有或取得够使用化学武晷化学战争能 

力 ( 4 个 附 件 ）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 1年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覔赛和 

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和工作计划 

1 9 8 0年 1 I月5日芬兰常驻代表就议筝规则第3 3 至 3 5条 

规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倌 

1 9 8 0年 1 1 月 1 0曰丹麦常驻代表就议筝规则S 3 3 至 3 5 

条规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0年 1 1 月 1 2日西班牙常驻代录;疣议筝规则^ 3 3至35 

条规定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0年 1 1 月 1 9日奚地利常驻代褒铳议葶规则第3 3至3 5 

条规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 8 1年1月8日挪威常驻代表琬议事规则:^3 3 至 3 5条规 

定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囯际会作揞施特设科学,家小组就 

第十一次会议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度报告 

1 9 8 1 年 2 月 1 2日委员会第105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特设工作 

小组的决定 

1 9 8 1 年 2 月 1 2 3中华人民共和'S*己基.*坦大使、常驻代 

表交来的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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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53 

CD/154 

CD/156 

CD/157 

CD/158 

CD/159 

CD/160 

CD力61 

CD/162* 

CD/163 

工作文件：保证不对无核武！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il际安排 

1981年2月1 2日瑞士常ë代录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规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工作文件：《综合裁军方案》"g标" 

1981年2月1 9日芬兰常驻代表就1981年2月1 0日委员 

会笫104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倌 

1981年2月2 0日丹麦常驻代表就1981年2月1 0曰委员 

会,104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1年2月2 6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园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递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在1981年2月 

26日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发表的声明 

1981年2月2 4日挪威常驻代表就1981年2月1 0日委员 

会笫1 04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1年3月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a il联盈代表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苏联共产党中夬委员会总书记、苏^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在苏联共产党第2 6次代 

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题为"加强和平、加深缓和以 

及遏制军备竟赛" 

工作文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家使用或烕^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囯际安排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社会主义11家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亍停 

止核军备^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 

的意见 

1981年3月2日臭地利常驻1：^就1981年2月1 0 3委员 

会第104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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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缟号 

C 3/164 

CD/165 

CD/166 

CD/167 

CD/168 

CD/169 

CD/170 

CD/171 

CD/173 

CD/174 

CD/175 

1981年3月1 8 3芬兰常驻代录处公使衔参赘绘裁军谈剡委 

员会主席的信，递送题为"建立化学武器监督能力一一芬兰研 

究项巨目首阶段和目标"的工作文件 

1981年3月1 9日委内瑞拉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教呈约翰◆保罗；1世1981年2月2 3 3在广岛讲话的全 

文 

1981年3月2 3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兵和囯联盟代表绘截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信，递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提交第三 

十五届联合圄大会的"争取和平与裁军、争取^际安全保证" 

备忘录 

一顷基于活动分析的化学武器管制条约在核^和监瞀方面的要 

求 

工作文件：禁止化学武晷：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 

工作文件化学-武罢生产设施 y生产手段约拆除 ‧ 

1 981年3月2 6 3印度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信, 

递送绘1981年2月9日至1 3日在新德呈召开的不结至[1家 

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约《新德里宣言》中題为"盱衡11际局势 

部 分 选 录 

：^"虽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关亍^裁军的提 

案汇编 

工作文件：关于"综合裁军方果"的主要内容 

化学战剂的处理 

关于就菜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蕃以及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召开由合格的玫府级专家参加约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 

会议的建议 

1981年4月1曰西班牙常驻代彔就1981年2月1 0日委员 

会第 1 0 4次全体会议决定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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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 标 题 

C C/l 76 

CD/177 

C D y i 7 8 

CD/179+Add 1 

CD/180 

CD/181 

CD/182 

CD/1 83 

CD/184 

CD/185 

CD/186 

CD/187 

CD/188 

1981年4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5：维埃主席 

团主席勃列曰涅夫答希腊《新闻报》问 

联合王!i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威,!M吏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工作文件 

1981年4月1 5日芬兰常驻代表处公使衔参赞给裁军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递交芬兰玫府的邀请 

化学武器特设工#j^^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0^小组工作的 

进度报告 

2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 

竟赛和核裁军"的声明 

2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 

的声明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1年第一期会议的 

结果的声明 

邊太华加拿大外交部军备管制和裁军司和国防部作战研究分析 

所编写的关于军备管制核窆约概念工作文件 

1981年6月1 2日巴基^坦常驻代彔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转递1981年6月1 3至 6日在巴格达举行第 1 2次 

伊斯兰S家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1981年6月9日西班牙常驻代表1981年2月1 0日委员 

会賓104次全体会议1：^定绘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1981年6月 

1 6日第1 29次全体会议通过） 

1981年6月7日2 1 g集团就以色列空袭核设施的声明 

关亍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的议程项目2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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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缡号 标 题 

C 3/1 89 

'D/190 

CD/191 

CV192 

CD/193 

CD/194 

CD/195 

CD/196 

c D/i 9 7 

CD/198 

CD/199 

CD/200 

CD/201 

CD/202 

1981年6月2 2 3蒙古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送案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拉尔主 

席团主席泽登巴尔同志向蒙古人民箪命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 

作裉告的摘录 

1981年6月2 2日昊地利常驻副代表、益时代办就裁军谈判 

委员会1981年3月1 0日第11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定绘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1年6月3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代表给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S联盟最高苏维 

埃给世界各g议会人民的《f吁书 

2 IS集团声3月（项§ 1 :禁止核试验）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议程—项目2进一步进行工作的意见 

一 i社会主义国家关亍止核试验的芦明 

工作文件：失能剂（定义、分类和毒理学转点的某些方面） 

1981年7月1 3 3芬兰常驻ft丧处公，参赞给j;:t军-;^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转递题为"化学战剂痕量分析"的文件 

工作文件：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纟"£成^分3^`€议 

工作文件：综合裁军方案 

工作文件：毒素的定义^ 

关亍，高载萆谈判委 â会^效能^ 善其工作安^ 

1981年7月2 8日蒙古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3^信， 

隨信附有"蒙古人民共国大人民" f拉尔致 J E ^动大平洋各 g 

议会的呼吁书"全文 

1981年7月2 9日美US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给委员会主席 

的信，递送美国总统I98I年7月1 6 3,tf美；！不扩散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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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 题 

CD/203 

CD/204 

CD/205 

CD/C?D/WP. 52 

CD/206 

CD/207 

CD/208 

CDyCPD/^P. 55 

CD/209 

CD/210 

CD/211 

核合作玫策发表的声明全文 

在全S有效禁止研制、生产相倚 

CD/212 

CD/213 

CD/214 

和Co r r . 1 

CD/216 

e器及销此种武 

程序 器公约范围内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Ji 

工作文件：附属机构的设立 

综合裁军方杲草案 

工作文件：关于裁军及与箕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陈述 

工作文件：关于安全保证问题的陈述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 

关于裁军领域中核查问工作文件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筝件的国际合作措;^犄设科学专家小 

组雾十二届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进度报告 

1981年8月1 2日古巴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绘裁军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转褒古巴共相，囯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 

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博士 1981年7月25日的部分讲话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f见 

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 裁军"问题的一些意见 

关亍"综合裁军方栗"的制订工作 

#^殳工作小组将继续谈判以便裒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1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向裁军谈 

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1981年S月1 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表盟驻裁军谈判委 

员务氏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il塔箫社1981年8 

月1 3 S 5^芦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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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0 

文件 i l * 标 趙 

c D/2 17 

j f g C o r r . 1 

CD/218 

CD/219 

CD/22 0 

CD/221 

CD/222 
fa Co r r 1 

CD/223. 

CD/224 

CD/225 

CD/226 

CD/227 

CD/228 

^ C o r r 1 

综合裁军方案持设工 

放射性武器特别工作小组的报告 

一些钍会主义国家关于必須立即在裁军谈判委灵会内设立有关 

禁止生产、鍺存、部署使用中子核武暴:'51题祷设工作小â约 

声明 

化学武器抟设工作小组向裁箪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拫告 

中！代表团对1981年裁军i炎判委员会工作评论（1981年 

8月1 8曰） 

2 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灵会1981年度会议的结杲的声
3
月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題为"措施"一章的工作文件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成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 

1981年8月1 9日古巴共和 i l外交部声
3
月 

索古人民共和囯外交部声明 

中'1代表团驳斥苏联捏造的中(1在中子掸问题上的立场 

提交袞合1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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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缟号 标 题 

1 9 8 2年 

CDX229 

CD/C?D/W? 56 

CD/230 

CD/CPD/Tf? 57 

CD/231 CD/23 2 
CD/CPD/^P 58 

CD/233 
CD/TPD,?. 59 

CD/234 

CI>/235 

CD/236 

CV238 

2 1国集团：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一章的工 

作文件 

2 1国集团：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优先项目"一章 

的工作文件 

1982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为转递大会第3 6届会议通过 

的有关裁军的各项决议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保加利亚、捷克^洛我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罡：关于《绿合裁军方案》中 

题为"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罡：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 

题为"优先项目"一章的工作文件 ， 

联合国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視词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就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弁将这类武器 

从欧洲擞除的谈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 

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和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的信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议会向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议会、 

玫府和人民发出的吁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民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有远见的民主力量 

发出的争取裁军与和平、安全、独立和进步的呼吁 

1982年2月3日委内瑭拉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教皇科学院应教皇约翰‧保罗二 lir陛下的要求亍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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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缟- 标 題 

CD/23 9 
CD/C?D/T7? 60 

CD/240 

CD/241 

CDX242 

CV243 

CD/cw卢:?‧ 26 

CD/245 

CDZ246 

CE/247 

CV24 8 

CD/249 

1 0月所作的研究成果，題为"关于便用核武晷的后果的声明 

保加利ilL续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 

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 

1982年2月1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写绘裁萆 

谈判委员会主席儈，内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会总书记、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拿力列日涅夬接见吐会党!1际 

裁军咨询委员会代表时的裉告撟要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件：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 

期间工作安排的意见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于1982年2月1 8 3举 

行的第15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2月1 8 3第I 5 6次全体会议上 

通过的有关各特设工作小组的央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 

监测遵守情况的工作文件 

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囿联S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题为《综合裁军方 

案》的议程项目的工作文件 

1981年1 1月2曰丹麦常驻代表,«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 81年1 1月1 8 3芬兰常驻 M团公使衔参赞皿事 

第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I98I年1 1月20日铘威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 

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约倌 

1981年1 2月1 8 g吴迪利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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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标 题 

CD/250 

CI>/25 1 

C15/25 2 

CD/25 3 

CD/254 

CD/255 
CD/C?D/^? 63 

CV256 

CD/25 7 

CV258和Corr. 
CD/CW/W?. 28 
和 C o r r 1 ‧ 

CD/259 

CD/260 

CD/261 

CI)/26 2 

CD/263 

1982年1月1 5日土耳其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 

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2年1月3 0日百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 2年 2月 2日突尼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3 5条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82年2月2 3日雰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塔斯社1982年2月1 9日的声明 

1982年2月2 8日瑞士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2 1国集团：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机构和程— 

章的工作文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作文件一关于不 

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的问题 

璀典：侦察核爆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际制度 

1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 

茇兰和苏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作文件一二元武器和 

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文件一一关子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以 

及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圑草案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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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次会议的进层拫告 

匈牙利：工作文件一关于禁止研制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罗马尼亚：工作文件一科学家和裁军 

芬兰：关于核查与化学战剤禁土范图的关系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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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e 

文泮编‧! 

CD/264 

CD/26 5 

CD/266 
CD/CTf/W?* 31 

CD/267 

CD/26 8 

CD/269 

CD/270 

CD乃71 
CD/cw/wp. 32 

CD/272 

CD/273 

C3/274 

' 标 题 

美利 i合众 î i :美国的阻止化学战计划 

德意志联邦兵和1：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運守情况的'M则相 

规 则 工 作 文 件 

甬斯拉夬：工作文件一二元武器及其^义和核查间 

1982年3月1 8曰甬斯拉夫社主义联邦共fnii常S代表为 

转递菊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1主席团发表的宣言绘.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èHt 

1982年3月2 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n 11联盟代表给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信，转递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劳会总书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国联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3涅夬先生 

在苏联工会笫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部分内容 

1982年3月2 6 3德意志联邦共和11代袤33长致裁军读判 

委员会主席§^信，转递德意志联邦5t苻3月1 7日就中程核力 

量间颈谈判^现状相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所提逹议所作的^定全 

文 

1982年3月3 1日印度尼西亚^荷兰代袤as长的信，转递 

一份^为"印厪尼西亚^荷兰一工^文件一在印厦尼西亚 

西爪垂巴都查查尔^設约4 5 » t t齐子剂"文俘 

美利坚合众国、合王国^`英大利亚：化学武#核查"远更离 

持续核查 "技能技术评价 

蒙古人民兵和国：关亍防止外层空;^1^^:备竟饔的工侉文12^ 

1982年4月2日印度代表33长给.裁军谈判委i3会主席§^倌， 

转递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为嘀应联合1大会关亍'M二 

M专门讨论裁军问颈的联大特别会i义第3 6/81 A和
3
号决 

议绘联今国秘书长^照会 

1982年4月6 3苏维埃钍会主义共fng联â代^绘裁军i《判 

委.g会主席的信，^递S联大第3 6,§会议上提è的关于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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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泮编号 标 题 

S外层空ii]设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草案 

1982年4月5日加拿大副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妁信， 

转交题为"军备管制核查提杲纲要一笫二版"的文件 

CD/276 1982年3月2 9日突尼斯常驻S就i义亭规则第3 3至3 5条 

绘裁军谈判委i会主席的口头照会 

CD/277 瑞典:工作文件一"前体"概念及为化学武晷公约提出的定 

义的建议 

CD/278* 中H: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l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的工作文件 

CD/279 瑞典：工作文件一;ît于S就全面禁止化学武晷谈判^各方之 

阆加强ft任的措施約建议' 

CD/280 2 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CD/281/Rev 1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为第二居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特别联大 

准备的、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CD/282 遵照联大1981年1 2月9日第36/31 B 号决议敦请，璺 

西哥致府向联合11秘书长转递的载有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杲 

文的工惟文件 

CD/283 综今裁军方棻特设工作小组的裉告 

CD/284/Tlev. 1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为‧ 第二屆载军特别联大准备的^交裁 

军谈判委i会的裉告 

C.D/285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冢使用或威,协使用核武晷的有效国:系安排 

特设工作小组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准备 

^提交裁军谈判委,，会的特别裉告 

CD/286 综合^军方棻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向 

裁军谈判委员会^交小组裉告及其所「4之《综合裁至方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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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 号 标 ^ 

案 时 犮 ！ " 

CD/287 保加利亚、捷克^洛伐克、德志民主共和 1、匈牙利、蒙古、 

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nl联垔：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蔹为 

"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提^ 

CD/288 化学武晷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博古米尔‧苏伊卡大便在:^裁军谈 

判委 i会提交该小 â â l j裉告时的发言 

CD/289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H ‧韦格纳大便茌！^裁军谈判委 

W会提交该小组裉告时发言 

CD/290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曼苏尔‧阿赫还德大使i£向裁军谈 

判委i会提交该工作小组的特别裉告时的发言 

CD/291 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就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I 

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决定 

CD/292 裁军谈判委员会缇交^二届专门讨论裁军i司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的特别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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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ray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J ^ 

1. 第2 1页三节笫2段末句中"和上述第2段所提到的"，改为"和上述'一、 

f j "这一节的第 2段提到的"。 

2. 第2 2页第2段末尾中"各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载入上述 

第9段0^"，改为"各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一、载入上述'二、 

1979 、 1980年和198 1年会议期间透行的实质性谈判，这一节的第6段的、" 

3. 先对中文版如下更正：'第2 7页与第2 8页页码应对调。然后取消第2 6页 

"aDCD/125 ，，和第2 7页"(25) CD/278 "后面的星号。 

4. 取消第2 8页"ao)CD/S/Zw?. l"后面的星号。 

5. 取消第4 5页"第CD/265号文件"后Ê的星号， 

6. 取消第6 6页"52 c D/?.W/̂ p 27 "后面的星号。 

7. 在特别报告附件二中，取消第1 5页"CD/I62，，和第2 5 页 " 后 

面的星号。 

>O< 5 ^ îO< 

GI«£2-6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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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y I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 

特别会议的牿别报告 

正 

在附录二笫一页之题目"裁军谈判委员会印发的文件潰单及案文" 中删去"及 

案文"几个字， 

0̂< >c% >o< >o< >o< 

GS.82-6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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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ùne 15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从联合国成立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大会特别会议召开期间有关核裁军 

问题的提,汇编 

秘 书 处 编 

GZ.32-0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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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段 次 页 次 

一、 前 言 1-3 1 

二 、 ^ 交 绘 大 会 提 杲 "21 2 

三、 提 交 给 原 ^ 委 君 会 的 提 菜 2 2 - 2 3 7 

四、 提交绘裁军委5会 24-92 3 

五、 提 交 给 十 裁 军 委 员 会 约 ^ 93-97 25 

六、 提交给十八H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提 

案 53-138 27 

七、 提交给^委员会会议的提菜 3̂9-223 37 

八、 提交给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 

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提案 22̂ -227 57 

九、 秘书长转交给十八11裁军委员会会 

议的载入大会决;义约建议 229-239 62 

十、秘书长转交绘裁军委 i会会议的载 

入大会决议的建议 240-2S8 56 

i"一、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 299-321 35 

十二、其他有关的提杲： 322-355 91 

(1) 专家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关于 

研究监测违反可能达成约暂停 

核试验协定的可能性 322-32$ 91 

(2) 专家会议上提出提杲，关于 

砑究将有助于止突然袭击的 

可能搢;^以及将这一问題的报 

告提交绘各国政府é^:"t备工作 32̂ -325 94 

(3) 曰内瓦会 i l h 提出关于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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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次 页 

核武器试验的提案 326-33^ 96 

无核武器国家会;Ul提出的提 

案 33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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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1. 1 9 8 1年3月1 9 3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1欽全体会il j l .委员会主席在 

关于委i会就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议程项目1和2的进一步活动发言中，享求秘书 

处编写一份载有自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关于核裁 

军问題的所有提杲的`r编，然后再编写一份从1945年国成立至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題的特别会议召牙这一期间有关^裁军问題提杲同祥性质汇编。 

2. 根据该,求的'第一部分，秘书长于1981年3月3 1 3编冤了第一份汇编 

(CD/171).其中包括第一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題大会特别会议以来这段时间内 

的提^。本汇缟则包括1945年至1978年期间的提粟，它是根据主席享求的笫二 

部分编写的，其中载有提交给：（a)大会；。）原子能委员会；（C)裁军委员会; 

(i)十11裁军委员会；（e)十八囯裁军委g会会议；(f)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g)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提累，还包括转交给十八H 

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载入大会决议的提粟；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 

决议；以及其他有关的提菜：H专家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研究如何监测违反可能达成 

^暂停核试验协定各种可能性的提累（195 8 # ) ； CD专家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研 

究可有助于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搢施以及就这一问题编写提交给各国政府的报告的 

提案（1958年）；曰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中止核武器试验的提杲（1958#-

1962年）；鶴无核武器;i家会议上提出的提案(1968年）。 

3. 和第一个汇缟一祥，本汇编也提到了保证不对元;^武器3家使用或.莰^使用;^ 

武器的有效！安排问题，原因是，虽然该问题是委员会议程中的另一单独项s, 

11在许多情况下，它与核武器和核裁军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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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绘大会的提粟" 

1 948年第三1会议 

4. 1948年1 1月1 7日苏联提出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决议笪素 

决议草案É议，作为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的第一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1应 

在一年内裁减所有陆、海、空部队三分之一；禁止把原子武器《，为侵略武晷，伹 

不禁止为^御武器；在^全理事会Jil范S内设立一个:^际营制机构，以便监督和 

管制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搢施.的执行情况，以及禁止原子武器措施的执行情况。 

1955年第十屆会议 

5. 1955年1 2月苏联提出^提棻（A/C. I/L. 140 ) 

该提^是作为后来通过的第9 13 (Z)号大会决议的草累的修正案提出的，这 

项决议内容是关于设立一究'累子笔射影嘀的科学委员会。该^享求核武！^ 

国家继续努力以求就停止核武器试验达成一致囂见。 

1957年第十一/i会议 

6. 1 957年1月1 2 3美国提出的备忘录（A/C. 1/783 ) 

备忘录建iii^在停止生产武罢用途裂变材料后，应限寿1弁最终禁止核试验爆 

炸，弁应为这类试验的事先通知和ë记以及有限的H际现察作出安排。 

7. 1 957年1月1 4日苏联提出关亍停止核武晷试验§^决议草杲(A/C. 1/ 

I. 160 ) 

决议草杲？求进行,f子武器和复武器试验'3家立即？止这类试验， 

19 57年第十二届会议 

793) 

4这一节中不包括载有后来〃々为大会决议通过或i叉玦在大会决议中^提累(其中 
包括决议孳灵）约文件，另外，提交^个以上机构§^文件只列亍一个 i f l构名 
下，_"^i干与文件为内莩更为罝接有关力机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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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建议裁减武装力量、裁减軍备和军事预算、禁止M子武器并中止核武晷 

试^禁止向其他ill家转让这些武晷以及在欧^和远东建立空中摄影区。 

9. 1957年9月2 3曰3本提出的决议草杲(A/C. 1/1. 174 ) 

根据该决议草案，大会应莩求有关è^s家一旦在原则上同意有必莩^立核查体 

系，就应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炸。 

10. 1957年1 1月1 3印度提出的决议笪案（A/C. I / L . 176和Rev. 1， 2,4) 

根据该提果，应白一个专家*员会来监督并保证中止核武II和热核武器试验的 

有效性。 

1958年第十三届会议 

11. 1 958年1 0月9 S苏联提出的决议箪累（A/C. I / L , 203 ) 

根据该提杲，大会应！^求一切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家立即停止这种试验，并开 

始谈判以便达成一项适当的协定 

12> 1958年1 0月1 5日，阿富汗、m甸、柬埔寨、锡兰、埃塞俄比亚、加结、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摩洛哥、尼泊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提出 

的决议孳杲(A/C. 204 Rev. 1和Add. 1和2) 

根据该^、，大会应享求立即中止核武#试là直至有关：1!家就管制安排达成协 

议，并！^求参加日内瓦中止核武晷试验三边会议的各方向大会报告所达成^协议。 

1 959年第十sg届会议 

13. 1959年9月1 9日，苏联提出的全面^底裁军声明（A/ 4219) 

声明载有三阶段计划的杲文，该计划蜆定：第一阶段一把武装力量和军备裁 

减到商定的水平；第二阶段一一完成^散武装力量和消除外1军事基地S工佑；笫 

三阶段一一销毁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导弹:u及空军装备；禁止生产、拥有和储存化 

学和细苜战争工具并销毁这些工具。建立 ! ! i际詈制核窆裁 # : J è *实施情况。 

在裁军透程结東时，各!11应只保存非常有限#^、 一致商定的拥有轻型武器的警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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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提 S 了一斗采驭*惜施的计划，其中建议在^建立一个管劊和枧察 

区；在中欧,^一个无原子区，废涂外国军事基地；北约成a n和华沙条约成 , l ! i 

之阆达成一约不侵犯条约， 

196 1 年第十六会议 

14. 1961年9月2 0日苏联和美:g联合提出的双方商定é^,f則声
3
月(A/4879) 

苏联和美国就有关裁军和恢复谈判问题交换君见后，一致同《并提出一些厚 

则，作为未来裁军谈判的基?;i{，这些原则如下：（a)最终g标应是全â彻底裁军； 

(t)方案应保证各国只能拥有为维持；！内秩序和一支合^和平iiS队所必莩的非核 

军备和部队；（C)应对觯除武装力量、廈涂军事机构、中止军事预算等等作出规定; 

(d)裁军方案应分阶段执行； (e)全â彻底裁军的一切搢施应加以平衡，勿<吏1^何 

国家和集团在任何时侯占军事上的便宜；（：，）国际ië:督；（3 应^旨在加强维护和 

平的各种机构的槽施达成协议；所有li家应寻求尽旱达成和实施尽可能广泛的 

协定 

1961年1 2月 2 0 3,大会在其第1722(ZZI)号决议中对苏美就蔺定的.累 

则所作的声明表示欢逸并建议全面^底裁军§^淡判应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si j上， 

15. 1961年9月2 6日，苏联^出的关于,: I际紧％局势、加各:！阆约 f t任 

并为全g彻底裁军作出贡献的各项,施的备忘录（-～/4892) 

备忘录包括以下建议：冻结军事预算、柰止核武禁止.战争宣传；：ili约和华 

沙条约!i家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B^署在外a领土上S军队，不扩教核武^, 

建立无核武！^区，减少突然袭击^危险' 

19 64年笫十九届会议 

16. 1 9 6 4竿10月5 3至1 0 3，在开罗召开^二次不结圼最高级会议上通过 
和平和合方案（第七章）， ( A / 5 7 6 3 ) 

方累建i义采取各种裁军,施，其中包括：全面彻;1裁军；和平'吏用.'I子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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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建立无核武晷区；防止核武器的传播；废除一切核武器；召开 

一次1^界裁军会议。 

1965年第二十届会议， 

17. 1965年9月2 4日苏联提出的关于不扩散武器的条约草案(A/5976 ) 

条约草茉禁止核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国家稟团转让核 

武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向上述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参与拥有、管理或使用核武 

器的权利；禁止核国家向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武装力量的部队或个人提供核武晷 

和对核武器及其放置地点的控制杈；要求各不拥有核武荖的国家保证不单独地或与 

其他国家一起创造、制造或准备制造核武器。 

1975年第三十届会议， 

18. 1975年1 0月3.0日，罗马尼亚提出的关于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以及建立 

永久和平冋题的备忘录（ 1 X 1 0 6 6 ) 

罗马尼亚要求采取一些措施，其中包括通过立即凉结和裁减军葶预算的方法停 

止军备竟赛，其中，应赋予核裁军最高优先的地位，它规定应作出保证不使用核武 

器；禁止把新核武器引入其他国家的领土；停止发屣、试验和生产核武器和运载工 

具，裁减和消除储存以及全面禁止；建立无核武器区；某些裁军和脱鬲接触的部分 

措施，其中包括撤退驻在11外的军队和括除国外基地；达成一項全面彻底裁军条约; 

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召开一次裁军特别联大；禁止战争宣传；更广泛地使公众获悉 

军备竟赛情况及其后杲。 

1976年第三十一届会议， 

19. 1976年9月8日，斯里兰卡提交的1976年8为1 6日至1 9日在科伦坡召 

开的第五次不结垔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玟治宣言（第十五章），（Az^s 1X197) 

宣言强调了会议的信念：營適的和平和安全只有通过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 

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才能实现，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措拖应包括主达成一项禁试 

条约之前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宣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化学、细苜和其 



他大规模载灭性武器，并消涂所有这些武畧的武;窆，会议声明，军备竟赛和旨在实 

现新的s际经济秩序的勞力是不一致的，会议重申了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约紧追 

必要性，同时建议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 

20. 1976年9月2 8日苏联提出的关于停土军备竟赛和裁军的荟忘录（ 

232 ) 

备忘录载有各项被认为是采取协调行动的主要领域的建议：（a)停土核军备覔赛 

以及裁减并进而消除核武晷；（`0)禁止核武器试验；（C)巩固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d) 

禁止和销毁化学武蕃；（e)禁土发屡大规模毁灭性武畧的新类型和新系统；（f)裁减武 

装力量和常规军备；（S)在印度洋和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区；（H)裁减军事预算；就停止 

军备竟赛和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特别是在世界裁军会议这样全球论坛中进行谈判, 

197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 

21. 1977年1 1月苏^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战'争危险约决议草案（A/^2X242, 

Annex 11 ) 

决议草案具体列出了所有m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为了尽可能减少核战争瀑 

发的危险而有待采取的各种措施。提案敦便那些尚未这祥做的核武^国家和其他核 

武器国家一起就减少并防止核战争危险并防止偶然地或擅iiè使用核武畧等冋题缔 

结各种协定，并敦促那些已经相互缔结牝类协定的核式器国家改善并发晨这些措施< 

^还要求核武晷1 1家之间透行谈判，以便就从界各大洋的某些海域撖走装有核 

武器的船只的冋題以及在这些诲域限制核萆备竟赛的其fi^可能措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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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交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提案* 

22. 1946年6月1 4 3美国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屣机构的提案（ 

1X1 ) 

设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机构，并赋予其在各阶段发餍和利用原子能的任务以及 

监督、视察和批准一切原子活动的权利，一旦监督制度开始有效地加以实施，就应 

停止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并销毁现有的原子武器锗存，该机拘应充分掌握原子能生 

产的情报。 

23. 1946年6月1 9日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生产和便用以大规模毁灭为目的的、 

以 使 用 原 子 能 为 基 础 的 武 器 的 国 际 公 约 草 案 （ ) 

公约草案规定下列义务：（a)不在任何情况下便用原子武器；{^)禁止生产和储存 

以使用原子能为基站的武器；（C)在公约生效后三个月的时间里销毁一切原子武器的 

储存。国内立法应规定违反公约应受的惩罚，改装之后应续以其他搢施以监督其遵 

守情况。草案强调了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大会根据1946年1月2 4日第1(1)号决议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AEC ) 

裉据第502 (ïl)号决议，该委员会于1952年1月1 1日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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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燙交绘裁军委'员会5^提案* 

24. 1952年3月14 3,美国提交的工作计划草案（BCX3 ) 

裉据计划草棻，委y气会狳了审议其他冋题外，还i!l窄议下列具体的冋題:逐步 

地不断公布所有各种武装力量（其中包括原子军备)的计划；对原子乾加以有效的 

国际控制，以保证禁止原子武器并把原子能完全用于和平用途；消除一切可适用于 

大规模設灭的主要武畧；核1方法,持别是通过国际視察的核查方法，以保证所公 

布的材料约充分性和准确建立一个或多个g际管制机构；制定有效的保璋制度; 

裁军方案生效的程序和时间表。 

25. 1952年3月1 9曰，苏联提交的工作计划草案（Dq/4/^e7. i ) 

计划强调：（a)禁止原子武畧一禁止和管制应罔时生效；在一年内安全理事会 

的常任理事国应裁减其军备和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一；关于军备和武装力量的资料一 

其中包括原子武晷和设在外国领土上的军葶基地；（`0)禁止便用细菌武晷；（C)禁止原 

子武器并将现有的北类武晷仅用亍民用用途的公约孳案；M)在安全理事会的范围内 

建立一个国际管制机狗. 

26. 1952年3月2 6 g,法国提出的工作计划草案（DC/B ) 

计划包括下列項目：公布和核查所有的各种武装力量和包括原子武！^在内的各 

种军备；控制所有33军鲁和武装力量，包括消I涂大规模^的武器；裁军方案生效 

的程序和时间表，公布和控制冋题应在委g会工作的第一阶段同时进行承究， 

* 大会裉据其1952年1月1 1 3第502(31)号决议，设立了裁军委员会，该 

委员会受命准备各种有待纳入一项或多项条约的提案，这些条约旨在控制、hi 

$1和平衡裁减一切军备和武装力量、消涂一切大规禊毁灭性武畧以及对.f子訖 

透行效的国际管制，以保证禁止原子武晷If把子能完全用于和平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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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52年3月2 8 3，裁军委员会通过的工作方案（Dc/6 ) 

委员会准备根据方案所列的下述題â宙议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 

A.公布和核查一切军备一其中包括原子^备一和一切武装力量。 

3.控制一切军备和武装力量，其中包括： 

1. 消除原子武畧并管制原子能； 

2. 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畧； 

3. 消除并平衡地裁减其他所有的军备和武装力量。 

C .裁军方案生效的程和时阆表. 

28. 1952年4月2 4日，美国提出的有关裁军方案的基本原则的提案(^ C / C . 1 

/ \ ) 

方案提出了裁军方案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方案的目标以及如何通过各种国际 

协定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国际协定应规定保障制度以保证其获得遵守。 

29. 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三边工作文件，内提出规定在数量上隈制一刀武 

装力量的提案(DCXlO ) 

该提案建议，应该对中国、法国、苏联、芙国和美国规定数量限额。提案建议 

苏联、美！i和中国的限额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联合王国和法国的限额为七十万 

至八十万。提案要求对所有其他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国家商定一个最高的额，提 

案还设想要裁减武装力量， 

1 9 52年8月1 2 3提出的一份新的三it:t件补充了这一提案。 

30. " 1954年4月8日，印度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附有印度总理1954 

年4月2日在印度人民院就复弹问題的发言节录"（I^CZ44 ) 

在发言中，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在全面或部分决禁止和消除核武晷和热核 

武器的冋題取得进^之前，应釆取下列^施： 

(a)"停顿"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

(`o)核武器国家和联合国应就核武器的破坏力以及已知的和可能产生 

的影嘀â行充分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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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辰喿止和控刽！^出^之|?[，载军委员会应立！?持续地审议 

" 停 领 " 孩 ^ 弍 建 i 义 ； 

(i)各ii和各S人民、袢剁是那些^ ^武"i^生产没有1：接关系？？Il家 

和人民应积稷地参与旨在反对is神武器世界舆论运动。 

31. " 1954年4月19 3, 3本常驻联今!1观蔡员绘^书长;?'fg;牛，#递3本 

外夯大臣1954年4月I 3日？Tf言，其中附有1954年4月5 3 3本参i义 

院 通 过 议 " （ D o"i 

裉据题为"国i承营制原子II和禁止原子武器9？决议"37决议，参议院决^罨求 

联令国立釆取 i t当 3 ?错 3 | 实^对原子有效 3 ?：! ,孝蓍制，棼止原子武晷和 

防止原子武罢试验造成玻坏，并实现和平利用厚子能. 

32. 1954年5月I 4 S»苏It埃钍会主义共和：！联g^交g?:矢议蕈粱(DC. 

根^执行 g落現足，裁军委员会应宣布无条件地泵止原子武复武晷以及其 

他类^ 3 ?大現模^灭性 a i # »井要求安全^筝会立 I？釆取达成一项 J苹协^， 

保证;柰止 3 ?钛行 i t况建立严格 g I豕监瞀， 

33. 1954年5月2 4 3，美3提出？7工f^;çfh夫于执行和实^:Jt车万茱3?万 

法 设立裯有适当双利、^力和功lêg?;g|导詈刽'•gl?g ( D c z s c ; i X ô ) 

爱,要求设立一个联合 ! i .荧覃,原子发晏玑构，并详述了其织、賁任、 

资金及其与联合: 1冥^巩^和各 S 3?关系. 

34. 1954年6月8 B»苏联％又？?3：联致苻^美U = 1?£文森紊,或尔1953年I 2 

月8 3 57-,井话？；，3月(^C/SC . 1X8) 

苏联在芦
3
月中^受了羑3总统文森最威尔犮1" 3? —项.建，,义，5"?'巧-s ̂行/；̂二 

子武晷5^会i荧，苏联荽议，i?:些会:$S fi义'东联57,建议，^达.^^一
二
力协,冗，该更 

荃字!承担庄严？1和无条件37义务，承^不，S用,眾子武#、复武‧#或冥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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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毁灭性武氛 

35. 1 9 5 4年 6月 1 1 3苏il埃钍会主义共和1联翌提出37提案（D(ysc. 1/9〕 

缇茱包括一项粟文，题为"一项为禁止原子武复武"fg^和大现漠毁灭là武 

为大量裁减军爹和武装力量以及为遵守公约而设立IT示营制国豕公约覃案 

基本现足"。 

36. 1 9 5 4年 6月 I I 日 法 U 和 联 舍 王 g 提 出 g ? 备 ; $ 录 （ 1 X 1 0 ) 

备忘录载有一项要求立即^受涂了防御外禁止使用^武"^？?建it条约覃案 

应包=^:全面禁止使用和生产一切类型3?大观馍毁灭'&?^-艮武1^；大量^减所有?g 

武装力量和常现军香；设立一个营制机构。条约应â世#君军会议通it条约应现 

足裁军方案得以贯彻93各阶艮细节：第一阶g—应把全部3?军事人员和军事开支 

限制在1953年1 2 月 3 1日3?水平；第二阶g—应敛到常现军备和武装力量商 

足3?裁减5?—宪成i?:种裁减后，'应停止生'产一切类型??,m武器和其他被禁止的 

武器；第三阶段一应傚到常现军蚤和武装力重笱定3?裁减后一冬在宪'戈这种 

^减,§,完全禁止和销毁孩武II以及冥f{i所有ffïï被禁止武器* 

37. 1 9 5 5竿 2月 2 5日，苏联^出？ïï^i义草案（DCZS d 1X1 2 ^ ev . i ) 

裉裾决议享案，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应所有^武器SI家提出连议，彻/g销毀 

它们5?孩武器锗仏并仅为和平用途利用原子材科. 

3 8 . 1 9 5 5年 3月 8 3，苏联提出？? 义草秉（DCySC. 1 ^ 4 ) 

;f^^决议草杲，^覃姿员会？？小委员会S提^ 一份]^大会审议9?提茶，即 

S 1 9 5 5年召开一次合ilI Ï Ï会员!11和非会员in參加全ifff ;减丰蚤和^止原子 

武"^？?世界会议a 

39. 1 9 5 5年 3月 8 B ,加拿大，法SL表合王!f和癸i!提出？?义覃茉（ 

SC. 1 ) 



CD/293 

Pa^e 12 

决i义草案扼要提出了象覃条全兮S現足S?条款，冥中包g: (a)全ii5禁止,使用 

和制遣；资武晷并将现有3?锗存改用于和平用途；「0)大量^减一切武装力量和；现 

军备； ( C )保证条约得到遵守 3 ?营刽机构.裁军方棻应以以下万法加以执行:%— 

阶g:—应把全郅軍事人员和开支,f、剞到一爱同章水平；第二.阶一到常规 

军备和武装力量商^S?裁减S?—半，％成i?:神裁减后，应停止生产一切类型3?,亥武 

晷；第三阶g—做到常观军备和^装力量^;^3?裁;咸5?后二半，g^iS神裁减;t， 

/£ ^全禁止并,毁^武#和其fa—切被柰止3^武#<， 

40. 1955年3月1 13，"加拿大、法^、联合王if和羑g代^团1?芦
3
月" 

sa \ / \ < o ) 

声
3
月载有is几个起草SI对苏联提出提到s?决议享秉(DC^Q 1/12/ 

l)e?看法，他fn认为，决i义苴案并没有现足停止生产原子武1?^和复fa^l:, 

也没有現足载':^武装力量和常现武^ 

41. 1 9 5 5年 3月 1 9日，苏联提出 g ?决议草杲（ 1 / \ ^ / ^ ^ ^ , 1 ) 

裉据5^义窣案，大会应?1示裁军委员会拟^并提交一 1 分供安全S事会批>t3? 

g:示公约或条约9?草案，其中观足禁止原子武复武器和冥fi^大現嫫毁灭武器， 

弁消涂各' 3 ^庠中 3 ?这类武大童象减车 I并 S法'；！和联合王§ 1954年6月 

1 1日缇出3?联合提案基上买笼iS^$^S ( OCXSQ 1/10;见上又）. 

42. 1955年3月2 9 曰 ， 法 g 和 联 合 王 g ? - 载 减 式 ^ 力 重 忘 录 （ 

Sg IX2Q) 

:e 和联舍王 a芦明，只要^全 g葶会冥他三个，事 3 î£各g 57武装力 

童固足在一百万至一s五十万，只要买^ii家大大降低冥彖^:畏颈，以及，狳了持 

珠情•i S l ï ï i家都不能增力量，^么，法U和联合三'S i ^ , f 冥S装力童5? 

最;？ :1_额.̂ ^咸到六十5：万， 

在1955年4月1 9 3 3 7另一份香, 3录中（ 1 / 2 4 > 2们一致;Â^ 

裁'.《武装力童和；观车香彖后茇:汆资式荐^'記合，lâib S'n^S 了 1955早 

3月8 3决i义軍杲S?:f王杲（3C/3G. 1见上又）. 



C3/253 

?âge 15 

43. 1955年4月I 8日，加拿大、法11、联舍王国和^g提出？7关于^裁革5? 

缇案(DCXSQ 1/23) 

总2?来说，提杲现足销^并禁止使用和生产^武器以及冥他大观,毁灭.生武 

并将各if拥有裂变材料5?所有存改装成和平用途，燙秉认为，i?:些揞:?|iiï 

与裁减武装力量和常现军备相配合，以求任何g家9^安全不会在這一过程中受到危 

44. 1955年4月21日，加拿大、法:§、联合王H和莞11丧出g?关于营^原则 

联合.夬议草某（DCySQ. 1X25) 

草案观足设立一个il际管制机构，该机巧拥有5?,"^利、杈力和劝!！应^以便 

它1è保证有效«督武装力量和常现军香3?^减'f况以及禁止制造*使用贫武器 

情 I 

45. 1955年5月1 0日，苏联提出g?提棻，关于缔结一项^减车备并禁止原子 

武器?？：！际公约（DC/SC, lX2 6/Hev, 2) 

提菜1^求大会发最一项载有全S而具体5?分为两阶没3?象军万案5?芦明.在 

第一阶Ç全理事会常任^事g将其现有武装力童和车1»习法英所建议3?具体限 

额之闾3?差额裁减百分之五十.间时，草案认为应把中止原子武器和复武#试验、 

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擞除剁；！!领土上3?某些军葶基地传为首批施之一.在第二阶 

g，应^减后一半.当^成了应象减总数之百分之七十五？ïï^减后，S开始执行 

;g禁止便用孩武器.销毁i?:些武#与^减彔后？?那个百分之二十五武装力畫'者 

应同5T透行.冬îilE苻具车香和武^力重«减到仅为结护^；^^全和覆行《联会H 

宪章》现足的各项义务所严^必需3?水平. 

关亍营制冋题，提案认为 S第一阶^应设立一个卞营制巩^， iĝ 'LT̂ ÎI 

在对等？y荟?i{i上S所有有关3冢领土上5^主要港口、铁路枢纽、主罢公路以及飞^ 

汤设置营制站。在第二阶^ 营剑玑?"5??(^用应扩大并£1^嗜永久Siïï上？ïï视苳, 

46. 1955年8月2 9 日 ， ^ g提出5?鲁忘录（DCys C. 1X28 ) 

香;^录载有旲S总统1955年7月2 I 3在法、苏、芙、旲各in玟苻首 

日內会议上发袤5?象军芦明.癸总统在芦明宁指出.羑;^致莳愿意达成一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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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裁:咸军备有效和可靠STii^;S.在i2:—万3，他！I竭指il, ^ 车 勞 力 中 注 意 力 

应先放在无分3?枧察和告刽度丄因'圯他建议^此冋題逬行研?S以便观;^对，见 

蔡和裉告2?方法进行遝步试验， 

47. 1955年8月2 9日，^联提交给裁军委员会g? " ̂ 联郤长会议主席g * A -

布尔加宁先生>SI955手7月2 1 3召开?？2?大3次.if首^会i义上^出；？豸 

议"（CDZSQ l / 2 9 ^ e v . I ) 

该建议是为2g i f玫苻首 .g ,茛裁减军香和^止原子武器冋題而提5 ?决^罩 t 

裉建议，导人应 I司，，彻底禁止原子武器和'复武器应在常现军备和武装力 

量裁硪了笱定裁;威s?s分之七十五之后开绐生效，同时，在一項；,军鲁和柰止原 

子 武 器 H 公纟兮尚未达成之前，2? m应承*不首先对任诃g家便用,f子武器或复 

武蕃， 

48. 1955年8月2 9 3,联合王il缇出5?香忘录（DCZS(； 1X30) 

备忘录载有1955年7月2 1日英g在法、苏、芙、羑2 5 î i玫府首内瓦 

会议上提出建it联合王：建议应窣议建立联合视蔡在次,^相互对'峙3?部队5?制 

厪3^冋,C联合王îf认为，i^:项制厪将捷供巩会便人们11在有隈3?基上对iî5队3? 

!11际视察实际5?试验，^为今后在更广泛？？领域加以(^用兵宝贲3?经-裣和教训。 

49. 1955年8月3 0日，美§提出 5 ?关于空中視蔡和x换覃葶莖图？案 ( p C Z 

S C. 1/31) 

裉据所^？?计划，美;3和苏^^^^有夭兵力、71^结 f？、所有主要法、 

海.空ii5队？g人员、队和装香3?郅署1t况？Jif ?ii以5：阜,5工厂、设„奄和装置及冥 

位置3 « 7详细滑草. ' î t揋?？将由面观蔡员以及不受？?、 , 3 ?， m要受！<iiî̂ ;̂ ;ii!l??S 

=H贞萘进行. 

50. 1955年9月2 g >法 i l ^ a j ? l i ;有关亍; g :示 : ^车结？?义 5 7工叉件 

所^i义?？ â织^包^一个负贲W M 行致iiJ门，以'呆证^军^,更得到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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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955^9月2日，法国提出的载有关亍管制机构衩力的建议工作文件（DCZ 

sc. 1X33 } 

文件iS:二免阐述了上述第3C/SC. 1/32号文件中规^的管制机构的职贲.据 

设想，主要是S常规军备相武装力量领垓中行便职能. 

52. 1955年9月1 3日，^^^王！！提出^?关于管刳机构的备：^、录（I 

管刽机构主要 S常备和武装力量 É ^领域内进行工作，也包括充分注意有 

关核装置和反堆的发/t情况. 

53. 1955年1 0月6日，法国提出载有关亍受菅fjÉ^项g —项提,的工作文 

件（Dcy^sc. 1X35 ) 

该文伴是对上述第DC/SC. 1/33号文件部分内容的修正，修正部分规^所提 

议§^核领域内的管刽行政机构应扩大作用. 

54. 1955年1 0月7曰，美1!提出？^"关于执行1955年7月2 1日总统在日 

内瓦提出的载军建议的计划纲要的补充性备忘录"（PCXSC. 1X36 ) 

就裁军方杲申枧察和管制度问题对上述第〕 1 / 2 8号文件进行闳 

达 

55. 1956年3月19 3, gSIfe联合王!1提出#5载,"T^i义錄令办法的工作文 

件（D C ^ C . 1X38 ) 

这是1954年6月1 1 3计划（见i文'雾DC/SC. 1/10号文件)é勿修正本， 

新计划现定：在'萏一&段大量裁减聿规至备；^笫二阶段开始时限核试验；在'雾 

三阶段开始时全^禁止核试验；禁止制造核武"^—i£'萏三阶段开绐时中止造 

—#实现玟治《阜决扫实现^至之!i]的表系。 

56. 1956年3月2 7 3,苏^提出关于达成一项.赉减常观至备和武装力量§5协 



CD/293 

^^.^M (、 DCXSC. 1/41 ) 

^^载有三种不同的ii5分裁军的办法：':a)P^,J:4^裁减常规军备教武装部队，在 

两年之内美3、苏联命申1将其武装力量,减！一5万至一百五十万人，法s相芙 

!1将其武装力量裁减,J六十五万人.裁减开始之苜，应建立一个H际管专i机构异 

使其能执行视务；「0)现:^一个？^刽和枧蔡军备的^洲区；':c)不营裁军屡如何, 

申止热核武蕃'j^试验；（'i)S德意志土地上.笑止原子武晷；以及(s)裁^至葶預呈_力3 

分之十5：< 

57. 1956年4月3曰美S提出è^"关于裁军赛今协定冥一阶段的工作文件"（DC 

1X42 ) 

第一^段二力g标S是：减少;^卞世界的核威,弥；防止突然袭击；？方止常观武器和 

核武器—步的军备竟饔，i£实现这些目标时，除了其他搢施外.还i5有具体措 

施规定：所有拥有核武器êt;g字国应开始将其裂变材料商^经常地、对等地相间 

等地改用于纯粹平用途；应 s军备管理委, 3会约督下以蔺定方式对核武畧 

的 试 验 加 以 和 测 。 

58. 1956年5月3 3 .法 g l ^ 联合王国 -龙出 "关于管 ^工诈文伴 " C DC/ 

SC. 1X44 ) 

所丧议的il际裁军组织在裁至方案二[^段^，除了管，j:|^他与至事有关^ 

活动,fs设施外，还应管刽核试验爆炸，雾三
7
介段以及在袠军方案条约仍然有效§^ 

时！司圼，还将蓍^ T大到生严核材料-为^构、便用核钟料É;^机构以及那些可. 

, 卞 武 晷 i l 尚 未 , 成 武 晷 计 料 . 

59. 1 9 5 6 年 5 月 4 3.加拿大、法国、联合王国^美！ 1 畏 出 S " ，3月"（PCX 

se , 1/46 ) 

，明中重甲了s!n?^;^心：为一项裁军方灵达成协议，这項方棻 

应毫不迗廷^生效异包括's賓效3'示营，(下:事止武装力量fn—切类i[j:备约竟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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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956年7月3 H.苏联提出的"声明莩案"（ D C Z 8 8 ) 

棂据声明草笼，联合11会员国应承担庄严的义务，不€11际关系中便用或^胁 

(
置用原子武器或复武器。 

61. 1956年7月3 H，加拿大-法国、联合王life美国提出的决i义軍案(D C 

X 8 7 ) 

裉据决议，裁军委员会约小组委员会应继续茌某些原则约指导下寻求一致意见, 

这些原则包括：分阶段进行，一阶段il满宪成后才能进入后一阶段；賓效的1!际管 

剞；S有保障情况下停止蕖积核武器，裂变材料的生严S专门用于相平用途.之 

后，溴大利亚于1956年7月1 0日提出了对该軍案的修正杲（D C/9 0 ) .这 

四个起草!1加上荬大利亚又于1956年7月1 0日对1^草棻提出了修正案（DC/ 

9 1 ) 。 

62. 1956年7月1 0日，南斯拉夬提出的决议草案（D C Z 9 2 ) 

决议莩棻要求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就全面裁军达成一致意见；就可行的^步裁军 

措^、更具体地说，就裁减常规军备相武装力量以及军事开支的措施旱日达成一致 

君见并付诸执行；停止核武器的试验性爆炸。 

63. " 1956年7月2 5日，印度代袤给裁军委员会主席的菁通照会" 

普通照会载,育一项备忘录，其中有印度政府提交蓑军委i会窣议的各项提杲。 

提案包括有关核武晷^以下各点：（1)停止核武>^,fn:^他大规摸毀灭&武暴爆炸； 

(2)禁止进一步把裂变材料用于武器用途；（3)禁止把裂变材术"^^^民用"!^存转为军用* 

存；U)在生严大现模毁灭'&武器方面最为先进§^那些II家应达成一项协定，公开拆 

涂一定量的原子武器^复武器，并把这些武‧ ̂ 中含有的裂变材料供^平用途， 

64. " 1957年3月1 8日，日本代袤给秘书长-—信，转递S本参i义夢.通过`-t关 

于禁止原子武暴-fs复武决议，同-ï`i,$递S本首?？兼外务大巨一封ft " 

(DC/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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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首相兼外务大巨gît中r余了转递3本参议院1957年3月1 5 a 决议之 

外，还附上了日本参议:％ 1954年4月5日相1956年2月9 3通过§^两项)矢议 

复剞伴，这两项决议都要求禁止原子武‧il'和复武器，1957年3月2 5 3â§决议也 

要求禁止这类武器，并特别要求苏联、联今王,1^美S中止一切累子!^^复弹的试 

3É:.(见上文'MDC/50号文伴） 

65. 1957年3月1 8曰，苏联资出力"关于裁减军备^武袞力量以及柰止原子武 

晷 , f P 复 武 # 的 逢 棻 " （ 1 X 4 9 ) 

提案观定全S禁止使用相专j造核武器以及一切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时 

应将现有的核武器锗存转用于和平用途，提杲还覌定设立一个有效国际管制^构， 

以保证遵守有关已商定搢施^条款。 

66. " 1957年4月9日，3本驻英^大使给!;^书长的著通照会"(DCXSC. 1/ 

51 ) 

普通照会载有日本:^府就禁止核试验鑤炸提出零议，除了其他内容外，^议 

要求联合'1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或可『£设立的核试验爆炸管刽委,1会研究是否 

有可能侦蔡是可乾的话，那么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一旦提出建议后客禁止一切核试 

验爆炸。如果委员会最后认为，以现有约侦累系统*方法无法偾累ai?话，姿.1会就 

应设立一个新的H际1；;|-系机构，同时改善,fp加！！侦系方法并釆取措笼使上述《^綦 

,戋为可能. 

67. " 1957年3月2 4 3，甬斯技夫驻芙S大使^秘书长^著通照会'，( 

SC. lX52XAdd 1 ) 

著通照会载有^渐拉夫联邦人â共,fng人民i义会1957年3月1 8 S发表约"芦 

^ "，芦明要求停止试验核武晷并禁止这类武器。 

芦^建i义，"^为一项最起玛g掊拖，应达成一项在一段:寸同内暂5t中止这类试 

协定，辅之以有关 a家 3 ^ 芦明：即〈吏是 S—致: ^君的时失效不行^一 

步试验，涂非:^他H家'!^复试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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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 1957年4月2 6日，挪威驻芙H代办绘秘书长^信"(DC/SC. 1X54) 

倌件中附有挪威政,苻关于建立核试验爆炸登记刽度的义的备忘录， 

69. 1957年4月3 0 3，苏联提出的关于买施夸；3分裁军措施的建i义。cysc. \ / 

建议设想主张接受将美、苏、中的武装力量裁减f!j 二 5五十万人、将法、芙-吻 

武装力量裁减到七十五万人议，以此作为分别将各É的武装力量 i f f一步裁减到 

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相六十五万人的第一步；在第一阶段内裁减军事预算约百分 

之十五；S安全理事会下设立一个适当è^il际营刽机构；S各11领土上建立营剞站； 

宣^不使用原子武蕃和复武器；中止核武晷试验；废「余外国基地；茌欧洲和远东的 

某些地区进行空中视察；停止战争宣传. 

70. 1957年5月6日，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核试验爆炸的备忘录"（I)C/SC. 

备忘录载有关于登记、限制^停止核爆炸建议。 

71. 1 9 5 7年 5月 8日，美国提出的"关于放射性微粒的备忘录 1 X 5 7 ) 

备忘录载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57年4月2 6日发表的关亍放射性微ife 

的讲话全 t 

72. 1957年7月2 5，加拿大、法11、联合王Hfe美国提出约"关于暂停核试 

验鑤炸的联合声明"（DCy^C. 1X59 ) 

声明注意到，苏联接受了为管刽相侦漯核试验面以适当约科学设施设立視累站 

^原则.声明指出，苏联接受这一原则后獍有可能使暂停核试验或为裁军协^第一 

步？ÎJ一郤分。声明g调指出，暂时协定应，Ù有效期和时间、包括，见察站在內3必要 

管约装置*位置、以及该协^与裁萆协定' S—阶段其他规定关系等问^达成 

明确的协`yL 

73. 1957年5月1 4 S，苏联提出的"关亍停止原子武器；^复武^试验&提案" 

( 1 X 6 0 ) 

提案还建议在对等约基础上，在:5^联、联合王H,力美国的领土上以及大平洋地 

区運立管^站，以便监督各，是否履行:停止原子武器复武器试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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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 9 5 7年8月2 3 ， 加 拿 大 ， 法 国 、 联 合 王 1 和 獒 " 关 于 立 枧 察 

制度以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工作文件"（DC/SC. lX62/He-/ I ) 

根裾该文件，从笔一阶段裁军协定生效起，有关各方应在建立和^持^制度 

方S进行合作，以便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然后文件详尽地阐述了设想的内容， 

7 5. 1957$ 8月2 9曰，加拿大、法 I 联舍王 g 和美国^出^载有裁军部分掊 

施 为 達 议 工 作 文 件 （ 1 / 6 6 y 

工作文件载有以下各方Éè^建议：限t!和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军事开文；除 

了自卫情况外不使用核武器；管制裂变材料；核武#试验，詧制进入外层空间的物 

体，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保护,施。旨在作为一申寃子建议的一个^分还建议建立 

一个il,示管制组织， 

76. "1961^8月2 9 3，裁军委â会主席绘秘书长著通照会，转递獒囯玟府关 

亍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声明"(DCXI89 ) * 

声明一般性地回顾了美S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立场，并特别回顾了对讨论中 

止核武器试验日内瓦会议谈判所持的立汤，声明还强调了a际視察和管制对于保 

证運守中止核武晷试验§^协定重要'(^和价偟，同时又向;^联呼吁，要求它重新考 

虑其只赞.国家管制手段，不赞成a际管制手段的立汤， 

7 7 , "1961年9月1 2 5， 大利亚、加拿大、#兰、塞浦路斯、马来亚、加纳、 

印度、新百兰，尼S利亚、巴基，坦、联合王g宗合Si常驻代表秘书长信" 

f 90 ) 

信件载有1961年3月1 7 3芙联邦各S首相和总理一致同意约关于裁军声 

3
月，"芙联邦各 i重领导人在声明中说，§标必须是要达到有效枧蔡和营制下*全全 

界全â裁军，他们指出，消除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各阶段中必须法到：在任何阶 

段不会有任何 'g家或S家篥a占重大S军筝便宜。他们强调，应 t^S—切努力，以 

4 i5文件还作为:^A/4853号文件^附件发-

―声明全文还作为大会冥 A / 4 8 i5 8号文1^ ?N" 予以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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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永久栾iJf有各i的核武器试验方面达成协议，并为核查这一协定遵守情况 

作出安排，他们认为，就柰止核试验达成协议是件紧迫*事。因为，不然的话，其 

他的囯家,铳可能成为核武器S家。他们还认为，一项核试验协定除了其直接的好处 

外，也会推动就其他裁军措施取得协议。 

78. 1961 ^ 1 1月13 3.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三H代最给大会主.席^信， 

转递联合王a玫府关于恢复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问题绘^联政府照会全文 

(DCV193 ) 

见下文的"提交给S内瓦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提杲 

79. "1961车1 1月1 3 3，美囯代表给大会主席信，转美国玫府关于诙 

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问题绘苏联玫府的照会全文"（DC/194 ) 

见下文的"提交给日内瓦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提果"。 

80. 1961卑I 2月1 4日，秘书长绘裁军委员会主席的信，转j^: 1961年1 1月 

2 8日至I 2月7日期间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逐字记录和文件"（DC/195 

和Add. 1 ) 

见下文的"提交给日内瓦中止核武"^试验会议提杲". 

81. 1962年2月1 9曰，秘书长绘裁军委员会主席的信，转1961年1 2月 8 

曰至1962年1月2 9日期闾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逐字记录和XfMDC/ 

1 9 5和Aid. 2 ) 

见下文的"提交绘3内瓦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提案"。 

82. 1961 s 1 2月1 9 S,联合王i!和美ii代表给裁军委员会主,f 信，转，递关 

于联合_ 'II大会通过i 1 649 (XII 决议以来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势的联 

合报告"（DC/196 ) 

见下文的"提交给日内瓦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提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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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962车2月2 0 3联合王国和美1代表给裁军委'员会主席信，转递关于中 

止核武晷试验会议的形势的补充袅合裉告（DC/196/Add. 1 ) 

见下文 "提交绘日内瓦中止核武晷试 #议的 ^杲 "， 

84. " 1961年I 2月 2 0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代表^ t军 i员主席 

倌，锌:^^^；^,符1961年1 2月1 3 3 ; t 轰 § ^ 关 亍 中 垓 器 试 的 , 3 月 " 

( 2 C / 1 9 7 ) 

苏联玫府在芦明中对其1961车i 1月2 8日在日内瓦中止核武器试验会议上 

提出的提案*未得到西方核武器^家的赞同一事表示還'珐。声明重申了这一^杲， 

并认为它为迅速达成禁止核武器试验方3协议创遣了一切机会，提杲要求禁止在 

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核武器试验，同时各国应通过SI家侦察手段相互进行监 

督，关于地下试验，提案要求在未达成有关管制地下爆炸的制度的协定之前，暂停 

这种试验，而这种管制制度又应作为监督全s彻底裁军方案执行情况à^if际制,的 

"‧^分，苏联在声明中强调指出，由于西方国家继续进行试验，苏联将被适进行核 

武器试验，以便保证自己的防务，在此同时，苏衮将继续努力，以便.停止一切核 

武器试验达成一项协定。 

8 5. " 1962年1月2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联垔代最裁军委员会主席力信， 

转 递 苏 联 政 府 关 于 中 止 核 武 试 验 问 题 的 形 势 ^ 信 件 " （ ) 

苏联玫府的信件包括对â己立场详ISSI頋，以及裉据g己的看法7t曰内瓦中 

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犮晨所作的估计，苏联iâr府在信件？再次重申了它就ife问题 

立场和^案（另见上文约第DC/197号文件), 

86. I 9 6 2 S 4月 2 3 "秘书长绘裁军委 â 会主倌，转递一份裉据大会 ^ I 664 

( X Z I ) 号 决 议 进 行 调 置 * 掁 告 " （ 和 A d d . 1至3 "及DC/204 

和 嵐 ： 1 ) 

1961 ^ 1 2月 4 S 大 会 道 过 1 6 6 4 (工ZI )号决i义要求秘书长调置在什 

"G3:T/D2TT/122,另见下文§^ " a交绘 3内瓦中止核武#试验会议提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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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条件下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愿意承担具体义务保证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 

核武器P乂及拒绝在今后为任何蓂他国家在自己领土上接受核武器。裉据这一》议， 

秘书长于1962车1月2 3要求成员国就上述条件提出的各自的惹见。这些意见被 

列入秘书长裉据大会f 1664 UYI )号决议所作调查报告的增编中. 

8 7. " 1962^4月3 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i联盟代最绘秘书长*信，转苏联 

政府关于中止核武器试验的声明"（DC/202 ) 

苏联玫府在声明中称西方核武器国家、#别是^王囯和,不仅继续进行核武器 

试验，而且在事实上加紧了这类试验。声明接着说，苏联希望禁止这类试验，并准 

备在日内瓦中止核武罢试验会议继续就此进行"论，也准备在十八!1裁军委员会 

审议工作中在一项全面彻底裁军协定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讨论。 

88. " 1965年4月2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JJ联盟代表给裁军委员会主席信" 

( D C / 2 I 3 和 1 和 2 ) 

信件的增编1载有"苏联提议的严格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茱",* 

增编2载有苏联关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限制军备竟赛的揞旌备忘录。* *条约 

草案规定é*i裁军义务中包括：禁止和销毁一切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Hè^一切储存 

并停止生产这类武晷，其中包括原子武器、复武器、化学武畧、生物武器和放IT性 

武器。条约草案还规定设立一个对裁军逬行监督的国际裁军织。 

89. "1965年4月2 9 E，美国代表^裁军委员会主的信"（DC/214和 

Add. 1 ) 

信件包括一份"美国关亍停止扩散核武器、停止和减少军备竟赛以及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美g在1964年的十八国裁军委â会上釆取§^立 

场。这些立场大部分釆自1964年1月2 1 3美il总统的约翰遏绘委贯会^电文中 

载有的建议。备忘录中还载有这份电Xé^全文以及美国一些f g为阖述^中约某些 

* 这是1962耷3月1 5 3原先提交给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条力草杲的修改文本， 

箕中加入了自那时以未的各项补充和修正。 

** 1964年1 2月7 3大会第A/582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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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ârâ发表的讲话，备忘录中还载有一份美国蒈于1962年4月1 8 交给十八 

a裁军委员会^文件（见上文第
3 3
D C / 3 O f文件)的修正案文，该文件标题是 

"在和平世界内一项全s彻底裁军条约0^基*条款的纲要"。 

90. " 1 9 6 5 年 5 月 3 日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给 裁 军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信 " ( ) 

南新拉夫建议立即执行S措包括：（a)承担不使用核武器义务；（ '0)毫无例外 

地柰止一切核武晷试验；（C)防止以&何5^式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同时达成协定，开 

始觯决核武器a家本身的非核化问题，^'靳控夫还认为，就上述各项達议iiï言，管 

制问题不应^为无法克服的困难。 

9 1. 1965年6月1 B美国提出决议草案（DC/220/Rs` i ) 

根裾决议草案，裁军委员会应敦傻十八 S裁军委 i会作为一项优先恢复.m 

全a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尽达成一项协定，停止生产一切武器用途的裂变 

材料并将这类材科的一致同意的相当大的数量转用于非武^用途；紧迫地寻求冻结 

战^核进攻和核御工具约方法，这可为早日裁减种工具锖平道路， 

92. 1965年6月1 5日裁军委i会賓102次会议通过à^:夹议（DC,/225 ) 

根据决议的执行部分，裁军委员会重申大会要求所有S家加入《分索试条约》， 

丼建议，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除了其他工作外，还应作为一项优先项§窜议将《部分 

禁试条约》的范围加以扩大以包括地下核武器试验的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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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交给十国裁军委员会提案（ T Î T C D ) 

93. 1960年3月1 6 3加拿大、法囯、意大利、联合王Jî和美固提出的"关亍在 

自 S 和 平 世 界 里 进 行 全 1 " 彻 底 衮 罩 的 计 划 " ( ) 

该提案要求釆取一个三阶段计划。艮案规定在第一阶段里，设立一个国际裁军 

组织，进行研究异提供旨在帮助实施计划的资料，并开始裁减军备，在笫二阶段的 

措施中包括有禁止è外层空间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生产用于武晷的裂变材 

料；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其中包括建立有效核查制度；以及进一步裁减武装郁 

队。在最后阶段里，要最大幅度地进行裁减，并要遂立gl际性执法能力以维护世界 

和平。最终的目标是在匪际裁军组织的JE瞀和管理下进行全面彻底的裁军，转别是 

禁止生产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茸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94. 1960年4月5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苏联提出的"关亍全 

面 彻 底 裁 军 基 本 原 则 " ( T T i C D / A ) 

根据该文件，全面彻底裁军包^散所有的武装部队，消除所有的军备，停止 

一切类型的军事生产.，禁止核武晷、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导弹武器，停止这类武 

器的生产并锴毁其储存，以及设立一个11际管制机构。这一裁军进程将按照规定的 

时间表分阶段地进行。 

95. 1960年4月2 6日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囯提出的关于有效 

囿 际 监 督 下 全 面 彻 底 裁 军 的 原 则 和 条 件 的 提 粟 （ ) 

该文件除了谈及其他间題外，还表明裁军的进程以及诃最终达成的协足都必 

须达到某些条件，特别是下述条件：
（
a)必须分阶段进行裁军，尽管无法事先为龛 

M程规定一个确定时闾表，但仍应尽快完成毎个阶段；（`。)核措施和常规措沲必 

须是均衡的，这样任何il家和国家集团将不会在任何阶段跃得重大的军事优势，关 

将维护所有囯家的平等安全。 

该提杲最后说，有效囯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方杲的最终巨标必须是买现把 

各种类型武装力量和武蕃裁减和？!制到各国为维护其il内安全和覆行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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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义务所需èii水平，凡超过为此§é^所需武^—律加以滑除，方杲还规定把 

外层空间专门用亍和平用途，并规定最终销毁大规模^灭性武萎及奚运载工具， 

9 6. 1960年6月7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疆联盟捷出约"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条 

约 的 基 本 条 款 " ( 1 ) 

该条约草案中*基本条款是：在^一阶段（1 8个月），销毁所^^核武#运 

载工具并禁止生产核武器，拆除所有外!！军事基地丼从别g领土上撖出所賓军 

队，所有为和平用途发射的火箭均应服从检查，以及系止核武#é^扩散，在^二阶 

段，将彻底柰止核武器、化学武晷、生物武器以及箕他大规模绶灭i:^武器，井把武 

装IS队削减到规定的水平，在篓三阶段中将完;全a彻底裁军的进程，一个d际管 

制â织将分阶段地、不受任何访碍地核查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将裉据《f^ 

合国宪章》执行维护和平与安全各项措施，同时安全m葶会将拥有可供箕使用 

民兵部队。 

97. 1960年6月27 3，美囯^出的"有效囯际监瞀下的全g彻底裁军§^方案" 

(TUCD/7 ) -

该文件提出了实现全â彻底裁军的巨标以及各項控制性原则，关简单叙述了 

一项三阶没方素。第一阶段包括禁止4^载有大规模薆灭性武运载工具送入轨道; 

釆取搢施防止突然袭击；初步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以及停止生产裂变材料。第二 

阶段包括遊一步裁减武装力量；裁减包括原子武在内的所有武器；以及在联合!1 

内建立一支国际和平部队。S三阶段将完.裁减部队工作，使部队裁减到维持;S 

内秩序和维持国际和平部队所需^水平，一个国际裁军织将核g每一阶段是否同 

时地，在完成了必要备 W究之后立^开始， 

1961年9月2 5 —项声明（A/4891 )进一步详尽阐述了这一提杲，并 

亍1962年3月1 9 3作为3 2T D C / 6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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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交绘十八 i i裁军委 i会会议提案 

1962年会议 

98. 1962年6月1 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至^出的"严格国际监督下全 

面彻底袠军条约"莩案（s:irDC^ 

该条ill莩案提出了将S短期内导致消除各国覃事机构的各项Jt;Jt裁军进程将 

S M J € ^、短时期内C 5年）分三个阶段进行。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将按与裁减常 

规军备的生严相^行的商定的水平进行。在'S—阶段中将全部拆除所有的外国军事 

^^一阶段还拟议了彻底消除核武晷的运载工具^停止生产这类运载工具，以 

及保证不无核II家转让控制核武器或核武é的生产情裉的承诺。二阶段拟全 

鄧消涂并停止生严核武器,相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将从各lé^武庠中消除和销毁一 

切类型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fn放射性武器。在笫三阶段，拟宪全觯散所有5^武装 

力量并完成消除各国军事机构的工作.莩案现定对削减、销毁或转于和平用途的工 

作以及停止军备的生产进行严格约S际营制.根据《宪章》第4 3条的规定，安全 

理事会将拥有不以核武器武装的军?A<在《联合国宪章》范围内的一个国际裁军组 

织将?§立#*国际纠纷的程序。 

以后又7t该条约草案作了以下几次修正^更改：1962年7月I 6 B ( S I T D C / 

Z / A d d 1 ) , 1962年9月2 2日（A/C. 1/867 ̂ E ïr3C/2 / H e v 1)和1964 

年2月4 3 ( 1 / A d d 1) • 

99 1962年3月2 I 3联合王Jl,fg美国提出的"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草杲" 

( 1 9 ) 

该条It草案最初誓亍1961年4月1 8 为第C-EÎI /IÎ ] ifT/llO号文件及其 

附录1至3向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提出，并在早些时侯作为^^A/4772及其附录I 

印发。请参看下文"提交纟止核武器试验的日内瓦会议畏案"。 

100. 1962竿3月2 2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i ! f ^盟提出" 1961年1 1月27 

日苏联政苻就恢复停止核武器试验炎判以及就:亭止核武蕃-fn热核武器试验 

-一协定草案et!案文发表声
3
月"(Eïf3C/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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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定莩案普《1961年1 2月1 1 为',C-
33
/lD:n:/122号文件印发， 

见上文第DC/a97号文件（提3Ô给裁军审议委,気会杲）. 

101. 1962年3月2 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 1961年9月2 6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府关于缓相紧张局势、加强国家之阆-为； 

异为全 â彻底裁罩作出贡铖的各项,施 ^备忘录 " (， c / i 4 ) 

该香忘录中包括以下建议：（a)y;ç结各1L为军事預算；（`。)放弃便用核武(C)禁 

止战争宣1'专；（d)北约II家朽华沙条国之间S亏结不浸犯条约；（e)从外! 1领土上擞军 

(f)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措施；（g)建立无核区；以及(il)减少突然袭击危&的步氣 

该备忘录也为'第A/4892号文件印发，见上文。 

102. 1962年3月2 7日捷充柰洛伐克提出的"1962年3月2 7 3捷克.赛洛伐 

克外交部长缇交绘秘书长待别代表§^儈，转交德意志民主兵和il玟.苻"力备忘 

该备忘录中包括有一项关于欧洲^中包括北^地区，建立无核武萋区-巧運议。 

103. 1962年4月1 6日巴g、缅笱、埃塞!我比i£、印度、畺西哥、尼3利亚、 

瑞典 , f P阿拉伯联合共 , f P国^出的"联合香忘录" t ) 

该联合备忘录对禁止核^41试验缺乏一致君见深感忧 ;i$,建议设立一个'H:茅委 

员会 i f c—項核查制度，以便在纯粹科学和非:^治的基础上继续^行監榥^有效的 

营刽. 

104. —1962年4月8 3美国提出"关于在^平世界中实现全â彻底^军条约的基 

本规定 5 ^大纲" ( 2， / 3 0 ) 

该计划 i t述了将分三个阶段进行§^^军S i ! .以 , i ? i É为开端，随着 f t色g发罢 

逐步进行裁军；最终消涂军葶 t^构，前两个阶段为时冬三年，第三阶段将.定5^ 

^限内尽快完成.将逐步,刳减乂装力量所有S主寻至备、核武晷以;^^规武晷， 



CIi/293 

莩案观足在:^一阶'受，孩武器 ! i家停止生产用于武裂变材科；不无孩武晷 ! i 

家转让控制^武器!^生产^武器3!!馉ît，以及为和平用途按3^数量转让此类材科。 

在笫二阶g期间将按照一致同意ffïï百分比削减孩运载工具和^武蕃5?数量，停止其 

生产，并裉滂在笫一和二阶§：所采取步骤削减'm武器，计划拟^了一项视察和营 

制3?制度，以孩查裁军进程，此外还要孩查剩余军蚤和郅?人Bg数量。计划还提出 

了关亍在裁军进程期闾以及其后维持和加S和平5?各项揞施5?建it建立一支联合 

囯和平观察队和和平邵g/u关于和平部队是否应f己备賓武器3?问题，有待今后出 

决S把H际裁军机拘置于联合国范围内，该缀织？?营理人要和秘书长透行协商， 

除非该织9?监督委员会i己f^出决足，各万不便用违反《联合国宪章》5?宗旨和 

原则5?任何武力，并裉〖宪章》35程序解决纠纷.以后对，：？条约草秉做了以下几 

次'多正：1962年8月6日（25DC/30/Add. 1); 1962年8月8日，(ENDC/" 

30/Add. 2 ) ； 1962年1 2月1 0曰（E2irDC/69); 1963年8月1 4曰 

(E2TDC/30/Add . 3和EirDC/109), 

105. - 1962年8月2 7曰联合王国和美g提出g?"禁止一切环境中g?萑武 

试 ^ 条 约 覃 案 " ( " 

该条约草杲提出各项条款，特^是：关于停止核武器试?â:的承诺；籩立11；^ 

科学委员会，其中包挂其取贲、用、孩查制度安排和现场视察；以及为和平目 

3?逬行核；暴炸5?问题. 

106. 1962年8月2 7 S联合王 ! g和^的"禁止 g大气罢、外层空闾和水 

下进行孩武蕃试验5?条约草案"fe33CzZ59) 

该条约草案为达成后来ffïJ邵分禁试条约出了贡献. 

107. 1962年1 2月 1 2日旲i!提ag?"关于减少a于f:外筝故，佑计镨误或 

通讯失误所造成3?战争危险g?工作叉件"(UNDCyTO ) 

该叉件提议了防止意外战争、特,,是一场争 3 7各神^施，冥中包^对 



C D / 2 " . 

P a p ;0 

重大35覃事调动和濱习作事先通知，设立观蔡站、军事代录团5?互访和3^流罩事紧 

急Iff况。 

1963竿会议 

108. 1963年2月1 2 3苏结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â提出一项"关于放弃利用 

外国领土设量战5?孩武II运载工具57芦明"37提案孳案(2責力5) 

该軍案提出几项,施，诈为^ it更加广泛33裁军搢施37^1它敦足拆除 

在外11领土上^^潜^基地；从外！ 15?港口镦走载有孩武113?^空母-t;拆除在外 

!i';页土上3?战略孩武#体系；以及从外!lB?基地上^走战2?孩衰炸孔 

109. 1963年4月I 3^合王g和美;g提出g?"关于,止孩武器试验立汤3?备 

忘 录 " （ 删 

该备忘录提议为现场视蔡和设在苏联、联今王il和旲!15?营辖或控制下S?'颈 

i±3î自动塊震站作出安徘. 

110. 1963年6月2 1日墨g哥％出g?"关于禁止把賓武‧j:送入轨道和g外层 

空闾设量孩武#s?条i兮享秉?^要"（ 

该条约草案提出了各项条款，禁止把^武II或大观模绶灭'fe武器送入轨道 

和设量S外层空间.軍案要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和其他夭& 

11 1. 1963年7月3 0日.苏埃社会主义井和国联圼、联合王!g和羑a ̂ 出57 

"柰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阆和水下进行^武晷试验 g ?条约" (， c / i o o / 

1 ) 

该叉件中载有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闾和水下进行^武• ̂试-绘条约5？—敎 

同 i t s ?秉文'（分禁试条-约》-). 

196 4年会议 

112. 1 964年1月2 8 3苏联^出5?"矢亍放雙车1^尤賽運;更和缓和11-示'發％ 

局势5?措；^" ( 32TDC/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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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备忘录中载有下述提案：从外国领土上撤军；削减武装部队；削减罩事预算； 

北约和华沙条约国家之间互不侵2^条约；无核武器区；不扩散核武器；'贫止突然 

袭击的揞施；消除轰炸机；和禁止地下核试验。 

113. 1964年6月2 5日美国提出的"关于对停止裂变材料进行視察的工作文件" 

( 遍 C / l 34 ) 

提案列出了在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情况下对核动力进行视蔡的 

条件，拟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114. 1964年7月1 4日尼日利亚提出的"关于核运载工具的工作文件"(SJjTDCy^ 

136) 

该文件提议在开始阶段应规定核运载工具的商定数额，其g标是要在裁军进程 

结束时彻底销毁所有的这类系统。 

115. 1964年9月1 4日巴西、缅甸、埃塞俄比亚、印度、墨g哥、尼3利亚、 

瑞典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1964年会议期间各 

国代表团在讨论裁军措施和附带措施时提出的建议和提案的简明摘要的备忘 

(腦 C / q 4 4 ) 

该文件中载有反映各囯代表团在裁军问题上，特别是在核裁军问题上的观点、 

立场、建议和提案的备忘录。 

1965#^会议 

116. 1965年8月1 7日美国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武器的散布的条约草案" 

(EirDC/152 ) 

该条约草案为达^后耒的《不扩散核武莩条约》（lï?T )作出了贡献，继后于 

1966年3月2 1日和 1 9 6 7年 8月 2 4日对该草案作了修正。（EirDC/i52/^Add< 

1) (， C / 1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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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 1965年9月1 4日意大利提出的"关于单方面不获得的F明草案" 

( • C/l 5 7 ) 

该草案规定了无核武晷il家釆取单方面放弃核武器的形式，以便有助于达成防 

止核武器的t布、停止核军备竟賽和削减核武库的国际协定并导窆全¥彻底裁军， 

118. 1965年9月1 5 5巴西、缅甸、埃塞,我比亚、印度、#s哥、尼3利亚、 

湍典和阿拉伯联会#和国提出的"关于全â禁试条约的联合备忘F 

( S i n : C / l 5 9 * ) 

该联合1 "忘录重申了对有关国家的呼吁，要求它们立即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核 

试验，并要求停止地下核试验以及早3缔结一35全â禁试条约， 

1966年会议 

1 19. 1966年1月2 7日苏联提出的" 1 9 6 5年 9月 2 4 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外交^长给^合国大会主席的信（AZ5976 )"(3HDCX164) 

信中载有苏^提出的关于不扩彔核武畧条约的草案，尔后于1967年8月2 4 

日对该草案作了修正（EHDC/193 ). 

120. 1966年3月8 3美国提出的"关于转用销薆核武#所获得的裂^材料的工 

作文件"(ENDCX172 ) 

该文件^议美囿和苏联应,意将为和平 g的,菱核武#所获得的髙浓^和转 

用于和平用途。销^过程所获得的这类材料应在g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下加以转用， 

并在适当的枧察安徘下拆除武晷本身。 

121. 1966年4月1 4 3美国提出的"关于核量钚生产反应埕釣关闭状况的視蔡 

办法的工作文件"（z:m}C/174 ) 

该文件提出了确定下述情况的可行方法的技术方â，即在视蔡员进行视察之阆 

if期间，根据一项军备管制或裁军协定而关闭的生产钚的反应it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1966年8月1 1曰美国提出的对关闭核反应il的^测制度的叙述（SBDC/ 

176 )进一步充实了这一文件， 

* 另见下文的2:iroc/i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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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966年8月1 7 3巴 a、绖甸、埃塞俵比亚、印度、哥、尼 S利亚 

瑞典和阿拉伯联会共和国提出的"关于全 â禁试条约的联合备忘录"(， c 

/177) 

该联合备忘录敦便旱日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弁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以期有 

助亍缔结泵止地下核试验的协t 

123. 1966年8月1 9 3巴西、M甸、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尼3利艮 

瑞典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备忘录"（五1?1)0 

/178) 

该骄会备忘录提出了与谈判一项条约以防止核武器扩散有关的五条原则。文件 

中还洋尽阐述了起^对作为谈判这一条约的基础的五项原则的看法和立场。 

124 1966年8月2 2日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关于实施1 1的禁止核武器、非 

m核化和世界裁军会议等各项决议的备忘录"(,c/l 80) 

该备忘录提出了核裁军的现点，并享求缔结一项!1际协定，保5E准备根据联会 

!i的厚则并在其主持下实行集体安全的非核地区的安全.该备忘录提出了七项标准. 

作为谈判这一协定，特别是非洲非核化问題的基础。 

125. 196 6年8月2 3日美囯提出的"关于测定地震事件位置的工作文件" 

(s駕/182) 

该文件提出了测定地震事件位置的技术方面，作为全面核禁试条约中核查度 

的参考， 

1 967年会议 

126. 1967年7月1 9 3瑞典提出é^"关于i£督禁止地下试验条约的备忘录" 

(，c/191) 

该备忘录提出了同监督禁止地下试验问题有关约科学背景情况。备忘录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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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核查禁止地下试验条约，瑞典对如何使用地震学的识别方法来区别迪下爆炸和 

迪震问題的调查'!t况。 

127. 19 67年1 1月3 0 3君大利提出约"工作文件一一关于转让裂变材料建 

议" ( S騰 / 2 0 5 ) 

该文件中载有君大利外交部长于8月1 3在十八(1裁军委g会会议上发言时提 

出的一项建il 

1968年会议 

128. 1968年3月7 3苏f^、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全皿 

的决议草杲"(， c / 2 2 2 ) 

该决议草案系《不扩散核武晷条约、，提出了对无核武晷a家的某些I^JL 

尔后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该决议莩栗，并于1968年6月1 9 S作为安全理事会约'苐 

S/H33/255( 1968 )号决议予以通过。 -

129. 1968年3月1 4 3十八 g裁军委 y气会！^主 .害、苏联和美国提交 

联合g大会和1^国裁军审议委晃éé^报告"(，c/225) 

该裉告中特别载有《不扩絷核武罢条约》的最后文本，以及在审议^间各：！代 

*S,转别是不结盟HI家提出各种现点，朴充和修iE« 1968年6月1 2 3联合 

国大会通过了第2373号决议（XXII),在决i义中大会对《不扩散核武罢条约》 

表示赞许；莩求各保存尽旱签署和tch准这一条约；并表示希望有尽可能多§^核武 

% 1家和无核武尋家参加这一条约， 

130： 1 9 6 8年 7月 1 6 3苏联提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和！ 1联â政府关于停止 

军 备 竟 赛 和 ^ ? 7 -些紧急,途力备忘录" ( ' 2 3 3 0 / 2 2 7 ) 

考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结，该备忘录中载有以下建议：柰止Z吏用核 

武晷；停止造核武晷和销毁核武器储存；限,和削减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刽 

载有核武蕃的袤炸机和,展#]装有导弹^^潜婪§^航行区；禁止^下核武畧试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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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消除外!1军事基地；实施地区裁军的各项搢施；以及和 

平利用海床洋底* 

131. 1 9 6 8年 8月 2 0日^王 i l提出的"关于全 Ê禁试条约的工作文件" 

(SÎIDC/232) 

该文件^系旱日缔结全面禁试条约，提出了同现场視察有关的各项建i:L文件 

特 别 莩 求 ， 有 进 行 现 场 視 察 职 权 的 § 际 委 员 会 。 

132. 1968年8月2 3日意大利提出的"关于地下核爆炸的工作文件"（ESDC/ 

234) 

该文件提议应暂时把和平用途的地下爆炸的规则同军事用途地下核爆炸的规 

则相区别。该文件建议在就停止一切军事用途的试验达成一项全面协定之前，关于 

为和平用途进行核爆炸应采取某些暂行措施。 

以后对该文件做了补充和修改，载入第3irDC/250号文件中。 

1969年会议 

133. 1 969年3月1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关于禁止把海床洋 

底及其底土用于军事用途的条约孳案"(議C/240) 

该条约草案是^联提出的最初的菜文.尔后对该草棻^行了修正和更改，这为 

载于下文的苐CCD/269号文件，即苏、美合提出的《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feb放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条约》草杲铺平了道路。 

134. 1 96 9年3月2 4日薹西哥提出的"建立无核武器区：工作文件"（EM)C/ 

241 ) 

该文件阐述了关于在非和拉丁美^建立元核区建议的进屣情况。文件还.赏括 

地分析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质，文件的最后*提出了同 

今后在其他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有重大关系的某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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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 1969年4月1日湍典提出关亍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可能条款约 

建 议 工 文 件 " ( ， c / 2 4 2 ) 

该文件中载有禁止地下核武晷试验的条约覃菜，其中包括为和平用途核爆炸 

的问愿 

尔后于1971年9月2日在第CCD/348号文件中对该条约覃素作了修改， 

136. 1 969年5月15日尼3利亚提出的"关于全^菜试条约的工作文件" 

(23rDC/246) 

作 为 对 ^ 王 国 < 复 出 的 有 关 现 场 視 蔡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问 题 的 第 号 工 

作文件（见上文）的补充，该文件建议议中负责这种现场視察的国际委员会应 

完全由签定了《不扩散条约》的、并拥有技术f£够对付这种枧察所产生影响的不 

结盟国家组成。 

137. 1 969年5月2 2日美国提出"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放置核武晷和其他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纟5草案"(3資/2 49) 

该条约草案是美国提出的最文本，尔后对该草菜透行了修正和更改，这为 

载于下文的第CCI3/269号文件，即苏、美关于海床的^条约孳菜铺平了道路， 

13â 1969年8月1 8日加拿大％出约"关于要求冬g!政府擾供有关交流地震学 

数 据 情 报 的 修 订 工 作 文 件 " ( 1 ) 

该文件中载有联合国秘书长向各g玫府提出荽求草案，其内容是关于在建立 

i i :界性的地震数据交换工作范 a内^某些 i f报以有助亍实现全 3禁试^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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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交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提案 

1969年会议 

13 9. 1969年1.0.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联合提出的"关于禁 

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放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的条约孳案" 

(CCV269/Rev. 1 ) 

继后在窣议期间对这份条约草累作了更改和修正，载入1 970年4月2 3日的 

第CClV269/TleTr. 2号文件和1970年9月1日的苐Cc:D/269/2ev. 3号文件。 

1970年会议 

14 a 1 9 7 0年7月2 8日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核查全面禁试条约工作文件" 

(CCV296 ) 

该文件阐述了在监察地下爆炸的地震方法上所取得进晨约技术方面， 

14 1. 1970年7月3 0日缅甸、埃塞俄比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瑞典、阿拉伯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提出的"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放置核武罢和其他M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孳杲的工作文件"(CCD/ 

297) 

该文件中载有对苏、美！^提出的海床条约草累杲文（CCD/269Aev. 2) 

的修正君见。 

142. 1970年8月4 3美g提出的"关于介绍鲁利逊地震数据的工作文件" 

(CCD/298) 

该文件介绍了一份技术报告，报告提出了鲁利逊地震数据§^综合摘罢，其中包 

括主阶段的时距和搌幅以及有关的体波和地波的强度， 

14 3. 1 970年8月1 0曰加拿大提出的"关亍侦察和识别地下核;^炸É^itk震学能 

力的工作文件"（CCS/305 ) 

该文件叙述了地震学的技术方面，以期为全Ê核禁试的核查刽度'出贡献。 

1971会议 

144. I 97 1年3月18日荷兰提出的"关于地震偾察和识别地下核爆炸的工作文件" 

(CCD/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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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以有关地震侦蔡和识别地下核爆炸的两个数字对现有数,，了总结。 

145. 1971年6月2 9 S加拿大提出的"关于地震学方式侦蔡和识别地下核鑤炸 

§^工作文件"(CCD/327^Add. 1 ) . 

该文件列出了运用目前设在欧亚地区各标准地震站得到的地震记录对欧亚地 

区地震^地下缗炸逄行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结杲， 

146. 1971年6月2 9日^典提出的"关于对禁止地下核武畧试验S行地震学核 

查工作文件"CCCD/329 ) 

该文件总结了从1968年至1971年所提出的六汾科学裉告，以及瑞典国家防 

务研究所某些尚未呈拫的努力结杲，以期有助于在对禁止地下核试验进行地 

震学核查方面存在约问题， 

147. 1971年6月3 0日美1捷出的"工作文^^：美(1高等研究计划署主任斯蒂 

芬-卢卡百克博士在1971年6月3 0日的非正式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对地震 

和爆炸进行地震侦察、定位和识别的研究的发言"(CCD/330 ) 

该文件评论了为提髙侦察能力和方位准确'生、发晨分辩的标准、以及5装道当 

的仪器为支持分辩研究提供必要的地震数据研究状况，下文 C C D/38 8号文 

件对此项研究计划作了进一步详尽阐述， 

1 48, 1971年7月1 3意大利提出â^"关于地下核爆炸问题的工作文件"(CCD/ 

331 ) 

该文件强调指出了建立一个有效â^S际地震学数据交疾剝度，以侦蔡和识别地 

下核试验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方âà^一些建议，-

149. 1971年7月2 2 3加拿大捷出的"关于在停止核试验和热核试验方â可能 

5又得的进晨工作文件"（cci:/3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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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建议在实现全面禁试之前釆取某些暂时的或建立信任的措笼，以减少地 

下试验。 

150. 1971年8月1 2日巴基Z靳坦提出^"关于对禁止地下核武晷试验条约建议 

某些条款的工作文件"(CCD/340) 

该文〈"^建议在进行和平核#M面分别定适用于核武器11家和无核武晷国家§^ 

条款，文件建议无核武器S家不得进行3括相平核爆炸在内S任诃类型的核爆炸， 

但是它们可以得益于核武器11家裉据有待谈判的s际协定的条款、为它们或代表它 

们所进行的^平爆炸。文件还建议核武荽11家定义应是在1967年1月1 3之前 

曾制造和瀑炸过一枚核武晷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 

151. 1971年8月I 9 3gg哥提出à^"关于同《拉丁美;州禁止核试验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IE》有关的某些基本筝实的 

工,文件"C CCD/342) 

该文件提出了载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的、'司在世界 

各个地区建立无核区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和组成部分，以及对向无核武器国 

家提供安全保证冋题的某些影响。 

152. 1971年8月2 4日日本提出的"工作文件：日本气象厅§^茂次征矢S?博士 

在197 1年6月3 0 3的非正式会议上所傲关于利用洋底地震13^的实用性 

和普遍接受的测定地震强度的方式约发言"(CCDX345) 

该文件评论了利用洋底地震义技术问颈^测定地震筝伴H度的方式以及它们 

对侦察^识别地下核 ;i :炸的贡献。 

153. 1971年9月7日荷兰提出§Ù "关亍美11、苏联中国^地震活动的工作文 

！ ， （ CCD/349) 

该文件提出了一份由美国洚岸-fn最短线测量记录所提供的、基于对1961年至 

1 9 7 0 ^ 震震中进行计算机分析究报告 .该文件向全界提出了一份该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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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地震数据。 

154. 1971年9月3 0 3^甸、埃及、埃募俄比亚、#g哥，摩洛哥、尼S利亚， 

巴基I?f坦、瑞典和，斯拉夫畏出^ " 关 于 全 â 柰 试 条 约 联 合 备 忘 录 " ~ 

(CCD/354) 

该鲁忘录裉据为¥窆核f制$约技术方s,ffgâ^紧!^勞力，彖從旦3缔结一项 

全3柰试条约， 

1972#^议 

155. 1972年4月2 5 3联合王出的"关于地下暴炸约地震.或力工丫，文伴 

裉据地震儈号âi?强庹估计地下；瀑炸5?威力"(c c 6 3 7. 1) 

该文件讨论了地震强度级别同爆炸戚力之间关系纹术!巧^，文1^还指出了i£ 

达成一致关系方面难，从而 S把某一特定 3 ^记录,〗度的侦紊^识别级限一 

以s度来表示——同：暴炸咸力相连系方Ê存在为一些困难， 

156. 1972年7月2 0日加拿大、3本fP璁典提出§^ "关于加拿大、3本为墙典 

三方改善其在以地震学方式Ttitk下核瀑炸进行侦系、定位相识,4：!方â力 

关系各项措沲工作文件" ( C C D / 3 7 6 ) 

该文件叙述了就改善三方合作关系§^各项施所达成一致君见，这不(^是为 

了要加强地震学数据约交流工作，而且也是为了加强地震分辩领械中^全â科学！青 

裉§^交流工^。 

157 . 1972年7月2 7 3加拿大^̂ 1：；|典提出#̂  "关亍一次;3际合试—》^工-.，文 

伴：对浅层地震和地下核瀑炸行短期itj>,震分辩"（':CZ3Z38Ô"i 

该文伴审查了加拿大和^典对只^^短期观紊5^5地震分辩式^^能力所^^行-纟&试 

猹以及这种能力对^一步^究^影,。 

158. 1972年8月2 2 S联合王1卞是出^"关亍为全面s试面处理.分析^震数 

工作文件"(CCD/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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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彔述了为了实现全面禁试，联合王g £记录站使用计算机系统处理地霎 

数据遏到5?技术冋見 

159. 1972年8月2 4日美if提出的"关于地震^査在当前所取得9?透暴和存 

在3?问题检查"(CCD/388) 

该文件详尽说明了上文笫CC3/330号文件甲关于美H百前正g研究地下禁试 

s?地震孩查方法3?裉告.文件审查了在实现第CCD/330号文件列出2^各项^究目 

标方面所取得9?逬展，并讨论了访碍对诋强度进行地震孩查5?某些遗^下来3?冋題, 

文件还列出了 一些在it;l仪器、地震系统和iîî署方面当时所遵循3?行动方向，以帮 

助^决這些问氬 

1973年会议 

160. 畺g哥提出g?" 1973年2月2 0日墨西哥代袤团团长给裁军委员会会议 

秘书长特别代彔g?信"(CCV394) 

信件复印了联合国大会第A/C, 1X1026号文件5^文本其中载有墨西哥出 

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旳代表团团长给秘书长信信中要求把苏、羑于1972 

年5月2 6日在莫斯科签署35，被称之为笫一阶§:限制纟:^^武谈判协^3?三份及 

边文件作为大会文件予以分发. 

161. 1973年3月1 4 3缅甸、埃及、埃暴续比亚、S西哥、摩洛哥、尼日利 

亚、瑞典和，斯拉天提3^绘君^委员会会议g?*;$录(CCDX3 9 6 ) 

除了其他冋题该备忘录特剁认为委员会工作没有理白：寻滞不lu, §面也 

没有^由不进行有效，31判，待别是袤全面禁试和禁止化学武蕃等优先项目逬行有效 

谈判.该备忘录还认为目面委员会5^谈剡阶g: S集 = p于"有夫孩武 #和冥大现摸 

毀灭性武Us?最重要5?冋題，而不是那些不甚紧迫？g问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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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973年4月2 4日瑞典提出的"关于有待专家们考虑的核查禁止地下核)暴 

炸各颈问题的工作文件"(CCD/397 ) 

关于核查禁止地下核爆炸，文件建议提出了一些有待专家们考虑约问题，其中 

包括下述冋题： 

(1) 核查万法和当前的核查能力； 

(2) 拟议中的条约结构的核查方以及 

(3) 在禁止地下核爆炸方â有决的技术和安徘问題。 

163. 1973年4月2 4日湍典提出的"关亍在各个萆备管制和潘军的条约和提案 

中处理核查问題的方式的工作文件"(CCD/398 ) 

该工作文件重新修订了5^典在旱些时侯就同一问題提出的文件（CCD/287， 

见上文）。 

164. 1973年4月2 4日曰本^出'的"关于測定体波!1度冋題的工作文件" 

(CCD/399 ) 

该文件为就可能使用地震技术核查全面禁试正在进行的技术讨论作出了贡献， 

(同时见上文的第CCD/306、 327、 36 3和388号文件）， 

165. 1973年6月2 8 3联今王国提出的"关亍回顾联合王! 1的itk震学研究和发 

袅计划工作文件" ( C C D / 4 0 1 ) 

该文件SI頋了联合王国的地震学研究和发屬计划，井!^释了^定is—计划重点 

的根本理论。文件是揋摄对全面禁试中地震学问題约考M提â的， 

166. 1973年6月2 8 3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nlij定迺震事件深度的工作文件" 

(CCD/402 ) 

该文件享窆了在监察全面;琴试冋題的?€围内估计地震事件的技术问題，在这方 

â，文件叙述了使用纵深滲入技术测定震事件深度的两小々ji正，并认为这种技术 

对全面禁试的垲震学问题的主要贡^是增!1 了对可疑震事件连行分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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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973年
7
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关于同地震核查问题有关的研究计 

兰"（CCV404 ) ~ 

该文件具体阐述了美囯在旱些时侯提出的文件（CCB/388,见上文）中涉及 

的某些地震核查问题，指出了当前觯决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列出了獒If为觯决这 

些问题正在实施的研究计划. 

168. 1973年7月1 0日瑞典提出的"关于检查瑞典在核董禁止地下核爆炸方面 

所做的科学工作的工作文件"（CCDZ405 ) 

该文件是为了向裁军委员会会议召开的讨论核查禁止核爆炸的专家非正式会议 

作贡献而提出的.文件从总体上检查了最近瑞典在这一领^中所傚的科学工作。在 

文件的主要分中对瑞典提出的、列入第CC V397号文件（见上文）中的一些论 

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169. 1973年7月1 0日加拿大提出的"关于用地震学方式核查全面禁试" 

( C C - 0 / 4 0 6 ) 

回顾了最近为澄潰一些对于用地震学方法核査全面禁试的审议中所遏到的技术 

冋题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取得的进屣。 

170. 1973年7月1 0日美利坚今众国提出的"对第CCDZ399号文件的评论， 

关于地震弪度的测定"（CCI)Z407 ) 

该文件中载有对3本提出的第c c s ^ g g号文件（见上文）中某些问题的反应。 

171. 1973年7月1 0日3本提出的"关亍把在M地震观察站观察到的地震和 

地下爆炸加以比较的工作文件"（CCDZ4Ôi"l 

揞出对3本气象厅的松代地震观蔡站所记录的地下爆炸和地震的地震波的性质 

进行了某些切步的调 

172. 1973年7月1 0曰大利提出的"关亍侦察和识别地下核爆炸的一些意见 

-国际合作的前景"（CCD/409 ) 

认为扩大研究和11际1!^^作将有助于减少一一如杲不是消除一在侦察和识别地 

下核爆炸方面的疑虑。认为存在
5
力冋题具有两种基本的、不可分割的方Ë: (1)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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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事件，特别是那些低强度的t霣的分赛；以及(2)改进记录技术，以便使任何持定 

的事件具有普遍承认的价偟， 

173. " 1 9 7 3年 7月 1 6曰掷威當驻代表为转递掷威政府莸一份有关挪威地震阵 

列研究所（ l O S A f l )的地震研究工作文件给裁军委员会会书长的特别代 

表 的 信 " ( C C V 4 1 1 ) 

该工作文件描述了掷J^i*k震阵列研究所（NCSAS)的爷料中心所从事研究的下 

列两个事项：（1)关于侦蔡小的地震筝件的方法的研究；（2)地震核窆研究， 

174. 墨 西 哥 于 1 9 7 3 年 8 月 2 3 3 " 在 1 9 7 3 年 2 月 2 0 3 至 8 月 1 6 5 召 开 的 

裁军谈判*员会的正式会议（，535!^至第662^会议）上提出、载有关于 

委员会工作^停滞、缺乏有效的谈判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发言汇编的工作文;' 

(CCD/415) 

这是璺西哥代表团编写的一份具有说明作用的汇编，反玦了 1973年裁委会会 

会上就该委员会鈇乏有效谈判的问題，尤其是就全面禁试和禁止化学武畧这两个优 

先问题铁乏有效谈判所表示的意见（另见上述笫CCD/396号文件), 

1 7 5 . 荷兰亍 1 9 7 3年 8月 2 8日提出的"对禁止地下核试验爆炸的核量问题一 

些看法" ( 0 0 0 X 4 1 6 ) 

除其它问题外，该文件认为，最近就下核爆炸的侦蔡、定位和识别冋題进行 

的研究看来日益导致得S共同*调量结论.该文件在几点结论中：（1)认为，强制性 

的现汤視蔡不会很大地増加识别的可能性；（2)揞出，似乎存-S这惮一种现实可11性， 

即约十千^量以下的^下试验可能伎察不出；以及(3)指出，需要对亍那些用来识别 

事伴的迪震资料连行更多的经常的国际交换。 

176. 靳坦于 1 9 7 4年 7月 1 1 3提出的"加!I无核11家的安全"（CCDZ428) 

该文件载有 1 9 7 4年 6月 2 1 S至 2 5 3在马来W亚的吉隆坡举行的第五次伊 

.寄兰外长会议遷过约一项决议全文，「余其它事项外，该^议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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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抠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形式作出庄严的保证。 

177. 1974年7月1 6 3美国和苏^联合提出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就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条约"(CCD/431 ) 

该文件载有美苏之间于1974年7月3曰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制地下核爆炸 

的双边条约的案文，并有对该条约的议定书。该文侔还载有对1972竿美苏限制 

反^道导弹（ABM)系统条约的议定书案文，以及美苏就环境战争的联合声明。反 

弹道导弹议定书和关于环境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是于1974年7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 

的， 

级限禁试条约禁止缔约各方进行超出150f >^tfe量的任何地下核武器试验，并规 

定釆用国家技术核查手段，并辅以有关资料之相互交换，以确保条约各项规定获得 

遵守。 

反弹道导弹议定书减少了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地数量，使毎一方从两个减到一 

个， 

178. 瑤典亍1974年8月1日提出的"美国和苏联从1969年至1973年进行的 

地下核试验活动"(000/438) 

该文件的g的是就美苏最近进行的各次地下核武器试验作出裉告，并参照级限 

禁试条约（见以上CCD/431 )中达成一致格议的150f >"îfe的级限，就上述各次试 

验的估计暴炸量进行讨论。该文件觯释C它的关于试验的次数及估计量的数据是 

通过官方对一些试IÉ:的宣布以及通过地震学手段侦察而来的。 

179. " 1974年8月6日墨西哥代表团团长给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秘书长的特别代 

表的信"(CCD/439) 

此信件要求将1973年1 1月8 B的联大第A/9293号文件的内容复制为一件 

裁委会的文件。该文件载有1973年1 I月6 3美苏联名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973 

年6月2 2日这两个il家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防止核战争和,，：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 

3|武器的谈判的基本原则所达成的协定的两个案文，并要求将该两案文作为大会的 

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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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974年8月1 3日联合王囯缇出的"关亍区别地震来源约一项,支展的工作 

文件"(003/440) 

该工作文件报道了联合王国进行的关于震波图造型研究以及关于改进深度计 

方法方面的斫究所取得的进展，这是对是否可能使用地震学手段对全,禁试进行技 

术核查问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缋， 

181. 1974年8月1 3 g 3本*瑞典联合提出的"利用3本和^典的观澍站的地 

震数据耒识别在苏联的地震事件的工作文件"(CCD/441 ) 

该文件介绍了在日本、瑞典两国之间就侦察地震学的领城内进行合作的一项协 

定的范围内造行的3、瑞多种站体波振幅（MS)区分的联合研究的成杲。这种区分 

的g钓是识别一种被愤察到的地震葶件是地下核爆炸还是地震，在裁委会S工作范 

围内改进地震侦察和区分的最终§标是要协助全S禁试的核^。 

182. 1974年8月1 3日 3本擾出的*关于地震筝件定位的精确度工作文件" 

(CCD/442) 

该文件是有关精确地侦察和区分地下核爆炸的冋題的一份技术性文件，文件的 

内容是关于继续窜议利用地震学手段核查一项核禁试协定的冋题。 

1975年会议 

183. 1975年3月1 2曰苏联和联合王il联合提出的"芙苏不扩教核^器联今宣 

言"(00 3/4 48) 

这是1975年2月1 7 3联合王!1约首相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莫渐科签署的 

一项联合宣言的全文，在该宣言中，及方痊谓核不扩彔的必要性并保证^力于;3^制 

地下核武晷试验以期最终停止这些试验， 

184. 1975年3月1 3 3罗马尼亚提出的"在一项裁军方案内应采^的步-杲" 

(CCD/449 ) 

1974年1 1月罗马尼亚共产竟:^十二次代录大会建议列入一项1：际方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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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如下：禁止使用核武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国家应该停止生产此种 

武器和销毁这种武:H的现有储存；应建立无核武器区；关于全面裁军，尤其是核载 

军的谈判应该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参加下在一种民主的基础上进行。 

185. 1975年7月7 g日本提出的载有一S本亏家对于和平核嚴炸对g:备控制的 

影响的看法的工作文件（CCDZ454) 

以在裁委会内为通过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而作的努力为背景，该文件 

想在这种试验和为和平用途的核暴炸之间进行区别弁就后者对亍核紫军的努力的影 

响进行审议，该文件!1调和平核爆炸的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在这方面指出，圣然不 

应该将这种暴炸用来掩饰核武^试验，但只要它们具有和平的经济好处，就不应该 

完全禁止. 

186. " 1975年6月2 4 3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葶就核爆炸的和平应用、其效 

用和可行性，包括法律、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研究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倌" 

(CCD/455) 

该信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曾就和平核爆炸继续进行了研究，并随函附描述 

和总结该机构在这一领埃中的活动的一些文件。 

187. 1975年7月1 0日美国提出的"关于和平用途的核爆炸（？lirss)对军备控 

制影响的工作文件"(CCD/4 56 ) 

除其它事项外，该文件对如何在全面禁试之下可以行和平核爆炸问题进行了 

窜议。它认为，就全面禁试的核查冋題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后裒能对如何这到这种适 

应有较好的了解。 

188. 1975年7月1 4日加拿大、5本和瑞典联合提出的"报告1975年4月14 

3至1 S 3举行的进加拿大一 S本一转典在通过地震偾察手段Tti^下核爆 

炸连行偾察、定位和识别方Ë进行合作的一个非正式科学会议的活^小结的 

工作文件"（CCD7457) 

该工作文件的标题充分地,叉映了文件的内容性质，它对一个非正式的三边地震 

学会议透行了裉道，参加会议的是三个11家中的为研究如何利用地震学手段iê行全 

面禁试核查面作积极的多边技术努力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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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1975年7月2 4 S联合王国提出"关于预防利用务种爆炸来 f充地震为 

工作文件'，(CCD/459 ) 

该文件ît述了如何可以釆用防御揞;âë防止在技术上利用假f约地震来掩饰核武 

器试验，并审议了此种研究对全面禁试的含义， 

190. 1975玍7月2 9 3巴基.靳坦提出â^"加浸无核武晷!1家安全"(CCD/ 

462) 

箕内容是1975年7月1 2日至1 5 3在沙持阿控伯吉达举行é^'冥六届伊斯 

兰外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约案文，除其它事项外，该决议敦促核武，家 

有受到任何核武器g家的条约免2的保护以对付核咸!^或核进攻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臧,使用核武器. 

191. " 1 9 7 5 年 8 月 6 3差西哥代表长绘裁军委员会会议^秘书长# ^代理代 

表的信" ( C C D / 4 6 4 ) 

该值件要求将某些无核S家向不扩教条约签署囿^賓一次审查会议提出两次 

决议草案的案文，连同附件作为裁委会文件复制，同时建议,筻该条约的两个附« 

定书达成协议；这些享案在审查会议上未获通过，*3哥代表sa长认为，單案 

案文和裁委会就全â禁试和一般核裁军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有关。 

192. 1975年8月1 8 3研究无核武蕃区问题一切方今;^！：々,存专家抟设小组 

主席给裁军委员会会议^各主席^信（CCD/467 ) 

^究无核武器区问题^专家待设小组^主 / f用信侍'力主持进行这巧研究一, 

委会递交了该研究报告。在全S处理这一问题^过程中，该^究?！告寧议了如下i义 

题：按区域划分军事非核化的历史背景；元核武晷区概念；在该地区内约,1家 

以及其他^家^责任；核窆和管制；无核武罢区和ill导法；以及和平g核能， 

193. 1975年7月1 8 5 3冗大使舌^€先生对和平核爆炸专家非正式会议约意 

见(CCD/468/^3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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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s à-3 

除箕他箏项外，W*i大便谈到他的看法时调，和平核爆炸（？Es )的问题 

是复杂的，他说，对每个和平核爆炸的计划都应该行伃细的S际调査以便防止用 

它来掩盖核武器试验。他认为，从专家们这一问题的发言未看，在无核武家 

本土上行和平核爆炸显然是不可行的。他强调，他的看法不是一种先验政治结 

论而是专家们提出的技术证据的产物， 

194. 1975年8月2 0日墨西哥提出é^"载有'无核武器区，§^檨念的定义軍案 

和核武晷国家对这些地区的主要义务的定义草案的工作文件"(CCD/470 

该文件规定了 "元核武器区"这一名词定义，并概述了核武#S家对这些地 

区的义务，该文件指出，这些义务应体现在一个有约束性的国际文件中. 

195. 1975年7月1 8日印庹米舍大使的意见——关于在全面禁试范围内的和平 

核;暴炸对军备控制的影嘀问題的非正式会议，同时注意到联合ËI大会雾3257 

(XXIX)号决议(CCD/474 ). 

印度的米舍大使特别表明，只有审议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才有可能对于 

和平核爆炸问题达成满意的安排，无论是对核武"^m家进行还是对不扩散条约范 

围外的无核武i^s家逄行和平核爆炸。 

19 76年会议 

196. 1976年3月2 6日瑞典提出的"禁试问题"(CCD/481 ) 

该文件描述了禁试问題背景和目前的情况，概述了监测核;i:炸玫治要求和 

技术可能性并描述了监测全面禁试§û可能è^[i际合作揞施。 

197. 1976年3月2 6日^典缇出的"关于监测全面紫试约图卜亏会作搢施工作 

文件（CCD/482 ) 

该文件讨论了为^全Ê梁试进行全球惶监测艮供便利可能e^gr，合作措施。 

在这方面，它概述了白一个地震站两、一个通讯网和一个国际资料中心组成的可能 

è^il际系统（也见以上ccr'/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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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5。 

198. " 1976年4月8 3挪减临时代办绘裁军委â会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信， 

转递关于地震区分一些新的成杲"（CCD/^484 ) 

这份文件裙述了对地区区分继续进行技术砑究所取得一些新成杲，是供有 

家专参加的裁委会会议就全â禁试问题进行技术讨论之用的， 

199. 1976年4月1 2 3联合王g ^ i B ^ "关亍联今王国对^关^下, 1 ^式^地 

震学问题的'轩究所作约贡諕的工作文件"(CCD/4S6 ) 

这是一份^王 H对于侦蔡和识别地下核试验问題进行^^震学砑究进度拫 

告.该文件是供裁委会就全Ê禁试问题进行技术讨论之用的， 

200. 1976年4月1 2 E联合王^提出.为"关于加工处理和交流震资料以供有 

关禁试的国家核查手段之用"(CCD/487and C c r r 1 ) 

该文件报告了联合王S在加工处理和交流地震资料方â的技术经验，以及仅依 

靠地震学手段来核查禁试 é ^ f ^合王国国家能力所依赖通讯连系方技术经验， 

201. 1976年4月1 2 g联合王d提出的"记录和加工处理P波以便提供可用于 

区分地震和地下核试验§^震波图"(CCD/488 ) 

该文件涉及全面禁试的技术方面井在这方面；^译为什么对亍区分地震和^下鑤 

炸耒说宽§^禁止震i皮图比窄的可霏，并表
5
月^何可从埕^褢波图得耒的窄杲止记录 

中获得宽的泵止震淚图， 

202. 1976年4月1 3 3 3 本 ^ 关 亍 用 ？ ？ 和 s ? 级 来 估 计 震 : 1 深 层 工 作 

文件" ( C C D / 4 8 9 ) 

这是对震源深层5*1^定问题进行的技术审议，是确定地下核爆炸?1 一个重要步 

序. 

203. 1976 5 4 月 2 0 3加拿大提出为"用地震学手段^ f 全 孕 试 ( C C D/49 0 

这是加拿大力科学家所从事迪震学究和犮层*进度i告，除其他葶项外， 



结了耶:夭:^震. s歹' j ^发/i ' :f况#3述了 孔 歹 ' j ^if:=ri 1 今:s 

全面试SjË,li'字f£l，S贡It该文件还计论了 S-:E性*炸5t问.藜，文件认为. 

对大'=l't I 泽 f Ê : ^ 震 和 下 炸 震 学 区 分 级 ? 面 ！ ‧ ， i z :很可能是一种最宣大萤 

204. 1976年4月2 0 S美 l l % à ^ "地震^查^究^iff;f况 " ( 0：：^491 ) 

该文件事受了 §茴2地震'5豎方3的研究工作1司薪、正":^?f究=?et用^#决上 

述''可m力^科来源朽资料系m约情况，以及s估价这些问菽:r^i^^这些!巧^方s所 

取得的透^。 

205. 1976年4月2 1日^合王 g提出"法充勒先生在 1 9 7 6年 4月 2 0日星 

期二裁委会的一次非正式é~i义上§^发言全文"(CCD/492) 

法克勒先生£发言中把核查称和平核暴炸（?ÏTSS )刮司题'卡为全面禁试力成 

功谈判道路上两个主要困? 1他就此看法进行了阐述并下结论说，当时地震手段 

不能为该查全É禁试畏供足够1家技术手段，g此需要;?t和平核；彖炸^全¥^试 

中 的 , 用 行 一 步 i 力 审 议 ， 

206. 1976年4月2 6 S日本提出§^关于"末广博士S 1976年4月2 0 S §^专 

家参加的关亍全面柰试^非正式会议上§ij发言工作文俘"(CCD/493 ) 

除其他事项外，该发言为了努力澄渍全Ê禁试的某些技术性方面，对亍核窆 

地震学手段作出了概括*藜释。在这方面，他建议从筝一弁地震学核1系统^试验， 

作为证
3
月其搡'<e能力一弁方法， 

207. 1976年6月8 3 S本^出的"1976年6月8 3曰本致府g交存不扩散核 

武器条 i t的^准文书时声明全文" ( C C E / 4 9 4 ) 

3本玟府^该芦明中重申了它放弃核至备3：策等要求核武冡销^:g>核武 

荖，它还S促核武器国家釆取具体步^以实现全面粱试，#希望它，！îif?一步有 

效&努力以确保无核!1家的安全. 



208. 1975^5 ° 2 4 S^^-l^??"关亍言；义(if~^-S识,寻:j^震？f^^l 兰 

?il|&玟.i?f+学亏冢小-3-$^,é^?€a " ( CCD/495) 

複-:f ^典荽i义 s职.汉: Î围，^典亍 1 9 7 6年 4月 2 2 3 + -支i义^立iti S f家 

小 â , l S进行谪 ^ 2 ? i n l =F应具体说
3
月m ^^测系统^持=,并对萁丫贞蔡,力识,别2ÏÏ fi 

力作出f古计. 

( 1 9 7 S年 7月 2 2 会:夹《设立S其^导下^亏菜小â"^ * ) 

209. "美利坚会众国,fg苏il埃社会主义共,fg国联盟之间关亍和平用途'迪下核课 

炸条约"(CCD/496;?? CORR 1 ) 

1976年5月2 8日签订§^美:^双边条萁所附#H义定书于1976年6月 

2 3 S à美国^苏联^合畏交给了裁委会，包括S内è^还有这两个il家有关该条约 

—项双方酉^§^芦3月，该条^将每方单独和平核暴炸最大:;、量.《为150乎 

*，同时发生-力聚集22成IL鑤炸S最大;展量^为1500千^该条约还现.S 了 

互交換有关^科并进入爆炸现汤作为补充的国冡技术该查手 I 

210. " 1976年7月2 8 3芬兰常布洛姆: ^ i j ,靳特先生绘:^望委,贯会会 i义 

秘书长^特别代表^信，^递芬兰JgÇ.苻提出g关于芬兰用i:à震学莩 

下核譟炸§^能力 5 ^工作文伴" ( C C D / 5 0 9 ) 

该文件乃芬兰Jâ:府对裁委会,荒全f柰试的技求计论所'，一項貢^，待别是;?f 

可H!l用地震学手段来核查全3禁试这一 i可顥， 

211. 1976年8月6 3^出5?"偾萘,fg识lij垲震国:芽^H^,:;â袢设'&学亏 

冢小 ^力裁军委 I会会 i义^交一汾进#报告 " ( C C D X 5 1 3 ) 

,涂萁饱事項外，该裉告指iîi，该小组,.其最后él告§^:;S3t§录^得了一致：îiï; 

/综述；。2导言；J>用亍愤蔡^,《位iè震葶伴以及获得识l^參tà^效据,f^程,早;《全 

#:^GCD/'?T 704 ` 

参^《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 ，补编^ 2 7号》（A/3 1/27 )，霣6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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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震站S选择；J^â*择S:ii震站 , f i= '资科=心之:s13行st?i?t4"交^; c i % % ^ ^ 

^化边震筝件以及^化识,数力资科=F心；7设立和搡P^.，更É?i;Ë^i!系统-=?TÉ-TT 

费 s ; ，定测系统 J Û ] ^计 I I力；？TT实验活动的建 i义。* 

1977年会议 

212. 1977年2月2 2三5联-是出ÉtJ"关亍全面彻;g"^止核武器条纟t笪，、'`` :c: 

X 5 2 3 ) 

该 条 力 莩 案 观 定 止 何 地 = ,fn环埂下行核武_i:试验异规定S S冢技术手 

段与某些灵活g程序相结合^核量，包括地震fv科êt?il际交換现场枧蔡可能 

该条约莩案还现定其各项条款不E用予地下^平核暴炸， 

213. 1 9 7 7 年 2 月 2 4 3 3本提出§^ "关亍多阵列迪震站1 1力定位能力工作 

文件 " ( C C D / 3 2 4 ) 

这是有关全 3禁试的可能地，学核查技术研 t 

214. 1977年3月1 3和 7月 5 3瑞典提出§^"禁止g—切环境中S行核武器试 

验*条^享案" ( C C D / 5 2 6 . f a H e v i) 

该条约草案原则上规定了全面禁止核武^试验，但为两个主要核武^ 1冢^ 

议了可能的过渡安排以及为进行和平核暴炸^议了特别§^安排.对该条^-力運守主 

要依靠地震^料é^,际交換方Êè^合作，g核查方面则设想要有一个协]f委亮会§^ 

帮助，异可能要有联舍国安全理筝会 

215. " 1977年7月-2 0 3新 g兰常驻联合国 S内瓦办事处表 S É^:[^时代办绘 

裁军委§会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轰§^信，转递新g兰致府琬全面g:i^条约 

观点" ( C C D / 5 3 6 ) 

新百兰认为全 â柰试谈判 â临约三个主；é ^困 ^方 ¥是：所有核武家薈遴 

* 1976年9月2 3，裁委会注 : t到该裉告畀原则上批了特设工作小组工作 
拟议时阆袤，但i5視:!^工,实况进行审 



?:;s 5羊 

-，加一个Î!^,更'巧^， X 分 ' ^ g i=î ̂ 以及是否允许S全fî^试下5?^孑'3,#、 ?S 

• T l W , ff3兰,TI"*个;巧^fi?s行了详尽沦，其结论是，全12试^f孑处大大^ 

过了这三个至;t'叆:^ 可一个,!^包舍Étj风！ 

21 6. 1977年8月3 3 3本^^^^^^*关亍多^列站系统#^震:漯:^层分^it力的工 

作文件"(CCD/540) 

这是—分涉及对全3';^试可il约迪震学核查s技术'i生文 

217. 1977年8月2 3 3和2 5曰.Sa哥提出3 "载有一^初步的裁军赛合方累 

軍，^工作文件"( C C V 5 45 C o r r . 1) 

在題为"方菜 ^ â â成和阶段"的第三节中，该初步蕈棻指出，应该紧急加紧^ 

力,宽全3柰试问題，建立更多无核武晷区问題和在裁军领域内进一步采^措施， 

持别是那些旨 Î Ë达成效量和质量上战武晷裁减以便将其最后销毁的,；^问题 

达成协i;L在第三节的
3
中，该初步軍累列:ii 了很多其覆行有顆亍^个主寻核武 

!1家约玫治:tf.É^措施，其=一些持,笼如下：暂停试验和^署新战略核武^; m 

止核武晷运载工具飞行试验；停止生产军事用途的裂变材料弁将現有存转作 

民用；凉结或限劍部署所有类m的核武晷；，1^决禁止使用或,荽使用核Jt^É^问题， 

1 978年会i义 

21& 1978#-1 ̂  3 1 B é i j " ^^^^xm4-m^:^m3^i^iM3^Jl'^X 

件"(CCV548) 

该文件认为核武^应该成为综合^方杲一个主？的组成 f i s分，并建议在核 

^ 领域内釆眾下列具体约,;t: (a)缔结全I柰试条i<l ( CT3 )；'、 ò)限和裁减 

核武#及运载z系纥；(c)停止生产:？事用途裂变材科；（d)加，不扩散,度；（e) 

建立无核武晷S< 

21 9. 1978年2,弓2 1 3保加利jE^捷克.靳洛伐完、德君志民主共和'1、匈牙利、 

蒙 古 、 S " 关 亍 ^ 合 - ^ 方 笑 S 工 作 文 件 " ( C C D / 5 5 2 ) 

该文斧认为停止核军备竟賽和核^是裁？：^力主莩方 i之一， g化敦^这 



扭 s核战争 ; t险的^施；全底禁止核武试验；巩^不扩散核，: ^ ^ # 1 ,变 

建立无核武募区和和平区. 

220. 1 9 7 8 年 2 月 2 1日罗马尼亚提出的"关于综合载:^方案草案工作文件" 

在作为综合裁军方杲è^—个组成ii3分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项巨下，该 

工作文件列â 了下列具体搢施： 

(a)核武器il冢Ê?=#SE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g家庄严保证在任何时侯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无核武器II家使 

用或威âî?>使用核武器； 

(C)禁止在其他頃家-力领土上部署新的核武"i^;彻底柰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部署核武器； . 

( d J从其他^家领土上擞出核武晷； 

(e)停止研铜和试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包括全S柰止核武！^试验）； 

{f>停止生产军事用途的裂变材料；将现有的材料转用于和平用途并将此 

种材料的一定份額转绘在广泛 a ^ U际合之下的所有家便用； 

iâ在世界各区建立无核武区以及和平和舍区，,stSiè^武晷国家作 

出有效务2，遵守上述地位； 

(a裁减和彻底销薆所有核武#锗存及其运载工具； 

全面禁止核武器。 

2 2 1 . 1 9 7 8 年 2 月 2 4 曰 尼 日 利 亚 ^ 出 列 入 综 合 裁 军 方 累 各 项 建 议 " 

( C C V 5 5 5 ) 

该文件将核裁军列为综合方笑组成部分之一，并在这方Ê指出，应该通过下列 

具体的措施将停止核军备^赛作为最高优先项g ： 

( a )紧急绪结一项全 Ê禁止核试验蚤^ ; 

(°)禁止进一步砑制和试验核武罢运载工具； 



呆|Ut,il以便对战核，:s系^进行重專贡量,:^、,1和大量^^：我. 

5 -5最5^ :'SX :s: f? :s:^ ; 

(i)在冬个地区设立无核武蕃S ,并完< É，止待 ' S武#引进S并不？-三 

种武晷#^ié区； 

(si停止生产军事用途的裂^材料并使所有'S家所有核方杲置亍 

子tâ机构保éî^之下： 

(3 促进,ff有s家§^和平利用核能； 

(3鼓,动瞢遍参加不护散条纟兮； 

01)全â柰止核武器， 

222. " 1 9 7 8年 3月 9 S关于侦蔡和识剁地震葶件â^:!g^合作橹;^持设科学家小 

主奢 i ê ^養军委 i会会议的主庸 g信，转递该特设小最后裉告" 

(CCD/558 Add, 1 ) 

「佘其ftà爭项外，该揋告窣窆了有关侦蔡和识别地震葶旱期^究；计论了从 

全球会作地震阔各个地震站得到资#和汇拫资枓的^ ；讨论全球^ i è震坫挑 

选；计论了持定全球系统的估计能力；检窆了r，选iii霣坫和資;i4r心之;司交換资 

料的问題；审议了收集中心问題；加工处理和交换震资料；窣议了设备问 

題和建立和操作特定系统约预计费用问题；建议进行实验性工f^,以便检验所建议 

系统筌小功能。 

223. 1 9 7 8年 3月 1 0 S保加利亚、後克^洛伐咒、^囂志民主共和！I、甸牙利. 

蒙古、茇主罗马尼 i苏联^ . ! J i ^ "禁止生产、存、 1 1 3署和使月核-子 

武畧公约覃案 " ( C C D / 5 5 9 ) 

裉搪该公约覃尧，每个缔约;！都应保证不生产、 1 t存、不 î £任何署或使 

用核中子武罢，在有关核查的问題方S產然在联合 i l的i€S内也可能设想透行一些 

协两和会f^,但核查应主！^道过：！冢抆术手段来i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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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绘'第一.i亏门付论裁军问题5t表大;^手别会议.等« n会'kn -

2 2 4 . "不结旦S I家^交S载有宣言、行动方累和抆行規, ,里累二作又件" ( A / 

A C . 187/55 / A d d , land C C r r . 1—2), ÉF^裉廷、埃及、埃基钱比互、 

印度、秘鲁、南斯拉夫和扎伊尔捷交绘裁委会.、CCD/550andCorr . 1) 

在为一项"行动方案"提出约建议中，该文俘的提案国将核武^列亍裁军谈判 

g最高优先项§之首，并这一' ^域建议了下列具侓^ ,施： 

is}柰止使用，以及作为第一步，宣布不对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冡 

使用核武荽。 

( `o )宣布不首^吏用核武器。 

(C)裁减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的锗存，直至将其全鄯销毁。 

(d) 立即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武#试验§^条约， 

(e) 立即停止生产核武晷和供武畧用途§^裂'艾材料. 

(f) 其fèJ^急,骤： . 

- -停止砑究和研劊新â核武晷和系统及其运载工具和制导工具； 

一冻结对现有核武罢及运载系统的质量改进； 

一防止Jfe种武器和系统的扩散。 

提^国在该文俘中指出，两个主的核武器!！家对于实现上述措施负有"特珠 

的 " 责 ^ 而 其 f & 的 核 武 # 国 家 以 及 其 他 强 囯 则 应 对 达 到 目 标 作 出 贡 i t 

它们还提议在核裁军领域中进一步釆取下列,施： 

H在ii:界各个地区各g之阆作出安排基础上在这些地区建立无核武罢 

区 和 和 平 通 过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 际文书，核武器a家应萆重这些 

地区及其地位，上述文书应包括一项义^即不对以上区内的îi家便 

用或威^使用核武器. 

a各a，特别是核武晷!1家和主？è^使用印度洋è^;i家应该荨重印度洋 

作为和平区地化此外，在地中海地区建立和平区也^可取 â ^ , 

e在核武#和其他大规模^灭性武器最后消灭之前，^定一项不使月这 

些武晷的g际公约. 

*本节中包括已提交绘特别会议筹委会的、随后又提交绘^委^会会议关亍行 

动方案的冬种有关提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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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c ^ ^ ? f â . " 第 一 / i f i " l计 - , t ^革 i S i t ? J联大父员 

二:，又：'半：^翠行万案"(187/92; C-:i!/o5o) 

Its己^斯:^3?工,叉{^大会ES买々^万案=采下，JA^^ïïff,Tg: 

̶-粱止便用或威/便用 ^武 # 

'1) 邇过一项 ' 1 ` ^ 协;？或具有约夏力 3 ?其式 S ? i ^ i 示 X 书，裉一协; ^ 

或又书， ' S S # ^ S 家 £ ! 1 保 ` S 不不是家全壬 i ^ > ? J . 戋员' S ? I元'， 3 4 1 ' ： 1 5 

使用或11协'吏用^ 

1 2 ) 家 应 该 以 一 种 具 有 约 果 力 ？ ！ 法 ^ 形 式 ^ 证 不 对 无 賓 ^ 蕃 区 或 和 平 

区3?无,m武晷:I家便用或势用孩武晷以及不将^武l^^f逬这#^^l 

( 3 )上述结之后， ^ ^荽 g 家应 - : ^ 为在 1 ^ 可 ^况下都 5 全禁止便用或 .安 

^用一切战2^3?或战术武器达,式一項协,更M开始透行 -3^判. 

—m减和*'^^武晷及运载系统弁柰止冥质量57 ^ 畏 

(1) 戔 3、 3联和联今王'3之阆,贯一項禁止^5：•i^试-》^?条约进行^:爻判'ï^；5 

尽早宪-5c以II便载委会1|^在尽可短时:3内窣议和邇过;5条i兮， 

(2) 两 个 主 要 家 应 i g - ^ 结 第 二 . ^ ^ ； ； 、 割 战 器 协 定 以 現 ^ 对 异 晷 

3?郅署进行有意义??赛;贓+淨止；制和改透新型武#"和运载系 

(3) 上述iS:iÉ;l家应i5缔结:^三阶协;^ "便对战塔'孩武晷和运载糸'^3^^ 

署 出 â 量 裁 ; ^ i s — 协足还> s该禁止对，弍蕃及；运载系犮t和 ^ f ê ^行 

何 號 

(4) 巨该;^如何止将科#?F究和犮.t ( H ^ D ) 成果W用i=J可115?!：，争用 

途 笼 达 成 一 项 3 协足， 

(5) 两个主要？？^^"^^家及冥rsiâS- :SS为互象' :^5：,州" ip队57:荧^ ？？^護 

内，开始 , i f 达成一项协足以 , g 制、载' ; ^和最涂战术^ ^畚， 

(S)所有稷武罢3家^该为达成,要,、象;ft，袁终消涂所有'该武#及冥运载系 

统？? 一項鍵、协^开始进fh突判. 

~ 不 扩 散 孩 ^ 器 

(1) 立 ^采取步 -袭以 , ^ §1![来受3^原子II巩'IT呆5^3?^-,殳;^置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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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之下. 

2) 1,示.;f、子！EfLT̂ i!Z-:gS一个管it ?7和无^'"^辞5?,S?a上^g-,殳香、 

^术和 i殳^ 5? ;^iE实行^际保护. 

——蓬立无'If武蕃区 

!1)还没有îîi:>t〖^^丁旲洲禁止^3蕃？g条i兮》—号和第二号i义足书3? 

-•̂  ii冢.£，；5 Ï不迗廷地予以？i:l* 

(2) £ 非 ^、 ？东和^亚及甬太平洋所有il!家和^约!^应，;？采取#;jë以买现 

其各 i i a区之非孩化§标. 

〖3) I司时，不应该采取任何é"?g廷Si?:些i?É区建立无^武晏区？？fî訪。 

'.4)这些地区3?所有^家和缙约该接受a.禾原子能^'T^S无差！<i对待3?荟 

iii上;吴孩设施买行保护. 

( 5 ) 联 令 i f 应 该 继 续 鼓 ^ 釆 取 î f ^ S i ? : 些 建 立 无 ^ 武 

̶ €印度洋和冥他^区建立和平区 

(1) 印度洋ÎT;Ô`岸和内?è^家S该,茛一些持^达成协议，请如，承诺用和平万 

式！^悬而未决争端，宣$玫弃.孩武器以及在它 n之间保持今理车筝均，以 

便^进^度洋地区内3?安全条件. 

(
2
) 大国万面应该同意早3从is个is区全郅擞出吴力量3消冥对抗/苟':EL 

〖3)对亍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37费杲ÎÏÏ所有万Sit行5?协^ S该5有所有有关 

国家5?參加下g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中透行，这些协^S该导^旱3召开巧度洋会i乙 

(4)应1?^力鼓励£买他its区，，j^it£中海is区，建i和平1« 

226.璀舆％出5?"供列入联令！ 1亏门,瓦^翠冋超5?行力万某以及列入有关^丰 

设判机拘 a ?文件中 3 7 ^成郅 ( 187/95； CCV554) 

瑭典 «议联大S "行动万案 "宁 S有天稷 ^军万 3 ^ : 

一 适当荧及全â柰试巧条约軍案； 

―把下述一点作为透一步行动3 ?总导万针： 

^ ^ ^ ^ ^ 特 别 是 两 个 主 要 5 7 稷 武 i f 家 : 賓 ^ 军 负 有 主 要 贾 



―：辱3iâ论：5I-5'3t'f 5最3f全哥^豸冬'1义至？？J^S#i?下歹'！ 

， ^ 立 行 

(a),宋结現有蕃和迳载系i^?J贾量3：透； 

C o )：亭止研究和发 .畏新武蕃和 ^武新系 ^及冥运载工具和 

制 ,系 

(c )：亭止主产^ %罢和武^用途？7裂^,计4 ； 

(<i)均-,地裁;减^^器及冥运载系i€57?^，； 

(e)防止此神5：蕃和系-a ?ïï扩敦， 

裉 ^ 建 议 ， 大 会 还 5 i î 该 ： 

一 寻求眾委会以最蓦优先次序iÉii其在^ .ft军冬f域57工; 

― 应 强 调 必 须 让 ^ m 充 分 了 在 ^ 衆 军 ^ 域 i L ^ ^ ' î 

边和多边i哭判？？if况； 、 

- 期望军 '颈 ^ ? ^ 赛 ^得 â大 ,《杲以裉舌第二 , i f门讨论 ^军 

題 大 持 剁 会 i ) L 

227. :i^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邦关,fg^、隶大利、5本、 

荷兰、^减和^今王!g ^出？7 "联令^ ^军持^会议 ? 7行^万棻苴袁" 

(AXAd 187X96). 3加拿大、^零志衮邦共和ii、 S 大 利 、 f f 

兰 和 ^ 王 其 ^ ^ 洽 载 委 会 （ C C V 5 4 9 and Corr . i) 

S它们?？題为"覃备蓍^fc繁军5^直^掊二S " eg-棻草尧3?第二节=？， 

建议， g孩领城内一它们说 S i s — ^ '項域內家负有 " # ^ i "赏S——霣 

一个g,标iïiâ是通过下列具1?#,宽耒止横？7和3ÏÏ扩致： 

一 停止和祖转重和贯童万 i ^ ? ï ï ' " ^革*完賽：尤冥是要靠羑 3和' 

之 闾 3 5 第 二 阶 i : ; l 制 战 协 议 ， : i - ^ # # i î - z ^ «J ^3：#-^ 

判以求载；威和最终;'肖灭'该武晷； 

一尽旱 - ,结一 在环境:fi^行&可 .5羼炸37全32试条力，rTf^^ 

家，捽别是所有资3家lus尽旱加入^2：—条力，！'司sr>î条约S包,-"^ 

登条彖便人€H有囊大:1'更If相1¥;x^l^l=rsti^3会透行?f = 

试验； 



一 主要各 n都"入不 r教条约 ^ s ? ; i : ;上和原子？E^ ' " ^ s r呆-鞏X 

?j基?îà上采取一步!t;^以便：Sî;jn 1和巩固^不扩教剑,更问la取4 s 

协 ^ 一 ^ ;f见； 

- 通过元^武罢区3 Î J各：之阆3 Ï Ï协议以及賓武家？？有效会 f^，建立 

适舍于有关^区具体条件3 ?更多5 ?元孩武# E » 

-，累：-蓬议5?第二个â标是^武#国家应旨'〖ff^ 3保证以便增加元^武罢I：東 

亍它们 i己 3 ?安全可免受孩进攻信色。 



?^二e il 

九、,1^书1^转交十八;g裁军$5会（二-S: )éil^.载干大会.`喪i义义 

1965年第二十,i大会 

228. 第2032(:0：)号决议 

根裾其执行条款，决议敦 1；^一切核武‧试验应予停止；^求所有家萆重《部 

十禁试条纟兮〉各^规定；并享求十八截军委a会考,$ff地霣，T異方¥^行: 

合，^可訖性已有增连的情况，怀着切的心:tJÈ全3'杲试条â兮和S̶一刀3f境=p有 

效地菜止一切核武罢试验的安排继续努力二作，异向大会提出摄告， 

229. 第2033 (:g:)号决议 

根"S其序言部分，决议认识到非洲的非核化将成为走^防止核武晷扩致和实现 

全 S ,底载军以及^国各项 g标的一个实; ^步骤，根捶其行条款.决议赞^非 

ijiia家和致府首,逭1964年发表非洲非核化宣言；專求各â軍重弁運守上述TT; 

零求一切^家不在非'n大陆使用或威,协便用,该武晷；零求一切：！家不三非n大义 

验、^造、使用或部署核武#,不获得北种武晷或采取将這使冬非j^il家采S又祥 

行动任何行动；敦便拥有核武#和核能力家不以 g何形式将核武！：、科学资 

料或技术援助转让给可能被利用来帮助在非造或使月核武晷的1^可'S家；3其 

迕行'；！家控表示希望非;州各'S待着手迹行其认为适当的冬项研究，以实/袍非洲 

非核化，弁通过非统一^、釆取各项必罢措施以达，1此一S*;寻求秘书长,* 

非洲统一纟^、提供其为了实現本决i义#^各項g标而需各种便利和协助， 

196 6年第二十一届大会 

230. 第2153A(SXI)号决议 

根据执行条款4 ,大会¥求十八H裁军委g会会议紧,f、审议关于有核武晷':I家 

应保:JE不对在本!I领土上并无核武晏无核â晷^家使用或..I^âô^使用核武^^ #il建i义; 

以及为;1^北一问題蒈传出或可H作出^ 1 ^ 其 建 i 义 ， 

231. 2162A(SSI )号决议 



：夹i义荨求秘,长,.可能1^,3核武#j^影弁就取得's透一步发晨二种武"i^对冬 

S 5安全和经`;^?êH"义起X—个'in月报告。 

(根据这一决议，秘书长在颈问专家小âij>助下起軍了一个报夺題巨是:"可 

能(吏用核武晷影响与取得和â一步发展北种武#对各 î ié^安全和经济的含义"4 ， 

秘 书 长 已 将 齢 ‧ 第 二 十 二 届 大 会 。 ) 

23 2.第21 62C( XXI)号决议 

棂据执行条款1大会享求十八!1裁军委员会会议作S新的努力，以导致就在有 

效 H I ?监督下的全底裁军问題，以及袞各项附带措旄，特别是莸缔结一项止 

核武器扩t的H际条约，异就完成一项将地下核武试验包括在内§^禁试条约等问 

题达成协议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晨 

233»第2163(]SI)号决议 

大e"t乙及甴巴西、^甸、埃塞俄fch亚、印度、璺百哥、尼s利亚、瑞典和^拉 

伯 联 共 和 国 S 出 的 ， 酎 予 十 八 员 会 会 议 关 亍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的 报 告 中 约 联 

合备忘录，"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各项具体建议； 

认识！《1地震学对于核查一项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是否得到運守的重荖'!à; 

并在决议的执行 M中： 

敦促所有尚未加入11家加入《部分禁试条约》； 

？求一切核武# B家在一切环境中1^止核武晷试验； 

表示希望各!I对地震资料约有效际交换作出贡諕； 

罢求十八H衰军委E会会议立即刽订一 #止地下核武晷试验条约。 

234.第216 4 ( X X l > f决议 

大会相信筌订一项使用核武罢和热核武器会大大 i t k便利在有效 a际^督 

下全 I智底裁军谈判^推动觯决核裁军这一紧追问題揼索工作；还相信有广泛 

*笫A/6858号文件（出售â号玛:S. 68.工：1 ), 

*第S2roc/17号文1^，见前。 



?T^^#TS f在荃订这祥一 ̂ 公为会议对予苦连,有效運？-: s :—么"兮^ 灵是 

非常重莩议执行条款零求待来召开 S i i :界 '竞？会议认冥考 % m - ^关亍 ; s 

止'吏..f核武‧ ̂ 和 热 核 武 ^ g公约^问題， 

1967年第二十二届大会 

235. % 2235 (:o:ïl)号决-)义 

裉义，大会漓君迪欢迎拄丁美洲禁止核武！：条^^ ？求一切g家透行充分 

4 H ^，以^保该条约所定的度得著適運守，提及可f £成为条约第一号附加议 

定书的签字；！，并邀请了^有核武#的各'：！荃署弁*:il凟条约§^二号附加定书。 

关子签署并批准第一、二項附加议定书§^建议也反映在下列决议中：第2456
3 

( X : ( I I )号；^2 666(XZ V ) ^28 3 0 ( X X VI ) -1； ̂ 2 9 3 5 ( :c X V11 ) -f; ̂ 3 0 7 9 

( : c : C T i i i ) ^ ^3258(XZIZ)-f;第3 2 6 2 ( : a : i X ) , ̂ 3467(XXX)-f;第3473 

(:o::c),第3 1/67乔第3V75^. 

23 6.第2289 (SS工工）号决议 

裉据执行条款1，大会表示相倌有必荽加紧迷续窜查柰止^用核武晷和^此问 

題S订一項适当的国际公的问題，根缓执行条款2,它敦1；|：所有g家，在is:—方 

面，参照大会第1653 ( X V I )号决议通过宣言，审i柰止使用核武^的问題，以 

及审査苏達埃社会主义#和国联i建议的关于系止使用核武^ Wî^m草杲、和就 

此 问 題 可 能 提 出 其 并 由 十 八 i l 裁 军 委 i 会 会 议 或 直 接 在 各 a 之 间 , 贫 召 开 

国1 导 会 议 订 立 一 项 适 当 的 公 ^ 一 ^ 行 谈 判 . 

2 3 7 . 第 2 3 4 3 ( m i ) 号决议 

裉该执行条款， < S义敦促所有尚未加入 â ^ î l家加入《^分^条 i l > ;零求 

一切*武晷(i家在一切环境中停止核武器试验；^示希望各.1对地震资料^^言效g 

：系交换*出贡漦；苳求十八a裁军委71会会i义作为紧 ,î、葶项着手êHT—个柰止下 

* 见《第二十二届大会正式纪录，附件》，议程項§9 6 ,文件第 



, 武试验条血 

19 68年第二十三届大会 

23 8.第2455(XXIII)号决议 

行条内容与上述大会第 2 S 4 3 (工工：：）号决议§^内容相同， 

2 3 &第 2 4 5 6 D ( ] C X I I I )号决议 

决议注:t到无核武器îi家会议笫2?项决议中^建议—； 

考虑到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会众玫府子 1 9 6 8年 7 

月关于,，^限刽进攻性和战略性核武晷运载系统和反^道导弹系统问題进行瓦边窆M 

问題所达成协议，此种奄商能导致停止核军备竟赛并实现核裁军和紧张局势§^ 

缓和，并敦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i和美利坚合众g两.!f玫府及旱:^上述问题 

进行 M €商， 

"见以下的 "无核武器 : i家会议提出的建义 " 



十 .秘书长 s交 s軍 $ f i é " a"i义^, ^亍大ê^:^i义g^-運议 

1969年筲二十g届大会 

240. ^2602A{XZIV )号:弁议 

裉"，其行条款，大会 = ? ^ 3 |埃社会主义共和3联i和旲利坚会众g2 t孖， 

作为紧迫*预香性^施，，it暂停进一步试验和郤署新的造:^和防, 

系^达-t?"议， 

241. I 2604":《工"号决议 

执行条款1和2与，2343( 垮决议的执行部分1、 2相同，执行条款3 

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参照is会议上提出有关这一条â兮内容各项建i义以及二十 

届大会上发录^各项意见，作为紧急葶项，就s止地下核武晷试验条^一葶继续进 

行商讨，并,贫商讨结杲向大会提出一M门报告， 

19 7 0年^二十五J大会 

242. :̂ 2 6 2 7 ( XX7)号决议 

决 议 ^ 5段题为"fê合[1 二十五周年纪念亶言"，内称： 

在"裁军十年"即将开始§^时侯，我们欢迎主隈制军I方^，尤其是在??、制核 

武器方 â所已达成重要 g |吞协定，我们认识到寻求停止并扭，军香龙赛是 

长期而艰巨â^,而尖端武畧迷续发展更构成对: 1 ^和平严重 , i ^ r ^ , g:ïh,我们S 

M望乾旱3铕结这一类à^iê一步协定，弁期望IE从?I_f !军香朝i=l裁':荬军^以至亍全 

球袁军还透，特别是在核军香方3，我们希望所:核国家都一齐,加，我们呼=?各 

国玫府重新下定决心，在消除覃备竟賽方面取得具体进晨，进达.é最后#^§标一 

实現在^效:1;尧 i£瞀下^全了/芪裁军. 

243. f 266I(Z]CV)号决i义 

除其他規定外，大会相倌，如^武晷: 1家釆3又掊;j|,停止发层ffÉ^核武晷，)l>J 

t美,m ；;、进攻'IE和？;^甸'iÉ战孩武晷系统问題进行ÉiLK边淡判迅運取得-戈功可f2 

^性;疣会增加；并敦请'"^武#a家立^实現停止核军吾竟赛和停止进攻和防甸性 

核 武 系 统 一 切 试 验 和 部 署 ， 



这è荽议后3还反^^在大会雾29323(:0：7二二 ）号、3184A(:CC"二二）号、 

3484':(:":。号、31/189A号和32/87C-号《议申。 

244. 笑26612(XX，/)号决议 

大会通过决议指出，一切H家均应"^J^^莩有为和平g的开晨核能的；究、 

生产和!ft^^g不可剥夺权利；决议指,iH大会了 浓éifî抆术§^发,i;认为这些 

新技术可以有助亍促连核能和平用途；还认为这些新技术所生产物质，若不行 

有效防护措施，就可能^转用亍武 ‧用途；注意到 f际原子能机构正根据《不 

扩散条约》从事研究防护揞施；弁已在执行条款中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注*到 

对，^`浓缩新技术所需#^防护措施。 

245. 雾 2 6 6 1 C ( X X " 号 决 议 

根据执行条款1，大会"(^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加紧努力，以便尽快实现各项裁军 

措施；并根据执行条款3，達议该委员会在往后§^工作和谈判中照顾到大会雾A/ 

8 19 I和C o r r . 1号文件和奚他已经提出或将要提出裁军達议. 

雾A / 8 191号文件载有爱尔兰.璺西哥、摩洛哥、巴基^坦、瑞典和，斯技夬 

共同提出《综合莠军方案》 .该文件三节题为 "方素的组成部分和阶段 "之 

分节3中涉及"其他裁军持施"，要求对下述各項核裁军的具体揞;51 进 行 持 续 探 

讨和谈判： 

^暂停或停止试验和部署新战 4武畧系 

a停止生产用亍军事gâ^s裂变物质，并把现有储存转用亍民间需要； 

曰冻结或限制一切类核武 • # â ^ i S署； 

m ^结区域性协定以建立更多无核武 •区； 

© 罄 ^止使用或威 ,弥使用核武畧问题办法。 

246. ^ 2 6 6 3 A ( X X V ) 号 决 议 

裉据执行条款2 ，大会促请各g政府参照'裁军委S会会议裉告附件内所载各项 

建议，*审议.并亍可能时釆取措施,改遊其提供高质量地震资料能力，关，保a 

* 大 会 ^ A/8059号文件 



？司均可这种';^.*，关滑有这^tlÂJg冬'2玫,巧考.s主^进世界ii:S?^ .2 !?'s 

ï ^ - ' ' ' 辱 ^ t ' 资 , f 丄 方 供 协 助 ， 从 佥 试 i t 达 根 据 î : t 行 î ? r 款 3 ， TCê-!l 

请载军委员会会议冬《员 2合进一 轩^-:^个问.I 

247. 莒26633(XX7)号决议 

根 据 行 条 款 3 ,大会要求.竞军委员会会议参.帮：^.裁委会丧i $;,i义fn大会第 

二十五会议上表示意见，作为紧急葶
二
，， ，tÙS止地下'm武晷试^条纟兮一筝继续 

进行两计，并,茛商讨结杲大会^二十六/i会议-，.—份专门揋告， 

248. 賓273 4(n，,）号决议 

題为"加强 g ,示安全亶言"约决议 ^ 2 0段敦1；^〃，有g家，尤其是孩武晷3家 

在^^军十年?^围内关通过其他方法作.出紧急一致^^努力，旱3俘止并扭^核军香及 

常 覌 军 ^ 竟 赛 ， 销 载 核 武 # 及 箕 他 大 ； ^ , 謨 ^ 灭 ' 关 结 在 有 效 际 竺 督 下 全 

I彻裁军条约，以及領保一切^家一枧同仁尽可能获得和平利用核 f £技术 

处， 

1 9 7 1 牟 ^ 二十六届大会 

249. 雾2 825A(]C:r/I)号决议 

裉据执行条款2，大会要求S际原子能机构i^:^丧交大会^年度裉告中，列入 

关亍is机构按,荐不扩教核武晷条â兮运用？方护措施——包括对那些采用现行技术和新 

技术â^^i?ï缩工厂^核材科运用防护措施一§^工作进晨*全舌?情拫。 

250. 賓2828A(:匸"工）号决:,义 

裉裾序言^分，大会录示深 I f不论在技量问題上何种埂叉， ^ T t i = ^ : ^ Z ` à 

理 3拖廷^结佥 â禁试条 I t根据抆行条款大会重申箕对一武器试 - g É ^谩贡，并 

并便谞核武^ S家尽可能旱S停止一切核武• ̂ 试验，无论如何不得迗亍19 73 5 8 

月5 3 , 

25 1 ,賓28 2 8 3 (，1)号决议 

複据;？言*，大会考if到3|^.下核及热核试验不"旦可对鍵康途.-严重力;t:警， 

且 对 进 行 这 种 试 验 区 域 H 人 类 和 ^ ： ^ , 也 可 遣 现 在 还 不 ！ ！ 判 ^ 亭 ， 认 



i=、到^些s家武军中，已,，足「5$很、和其ft大规,、载灭性g命武蕃在H载 

佥世界J"民，旦可tè!更^、不違于人类,f住，裉据W行条款，大会吁馉,"Sa家 

不再进行核及核试验，无论是在:^下、氷下或itk球大气,!‧；便请^g家迅停 

止一切核及热核试验这成协议；向世界各'II人民再度保证，联合il将继续反7t1S何 

种类核和热核试验，弁愚切要求核ii家不要郤署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罢， 

252. 霣2828C(X:r/l)号决议 

裉#决i义执行条款，大会重新§调适切需要停止所有il家在一切环埂中的一 

切核武器试验；促请还没有加入《^分喿试条约》的所有S家，不要再拖廷，立即 

加入，同时不要在该条约所包括环境中^行试验；要求所有普经进行核武#试验 

各固玫府，转剔是《部分柰试条约》的绪约(i，府，在全s杲止听有a家在一切 

环境中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旱5生效以苜，立即釆取单方Ê或商定的i力果掊施，以 

便停止核武器试狯，或?F、制或减少,武"^试验^规模与次数；1^请各国政府釆取一 

切可能措施，进一步发晨关更有效地运用现有é^itk下核试验地震识别能力，以 

«全面禁试监测工作；请载军委员会会议作为昜高优先事项，照頋i:j向裁委会 

已经提出各项捷议和大会霣二十六居会议所表示的意见继续窄议一项禁止地下核 

武器试验条约；特别请求曾经进行核试验的各il玫府，在裁军委员M议上或在 

任何继承机构中，积极^和有％设性地为拟订禁止地下试验条约作具体建议；希望 

这些努力待便进所有 1家在不久将来能够签订一項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条^。 

253. 筲 2 8 3 U X X V I )号决议 

複据执行条款6 ，大会请一切国家在裁军十年期间，加紧努力，以便傻连关 

亍釆取有效搢：^，尽旱'亭止核武晷^赛，进行核裁军，和在严格有效il际监督下全 

Ê彻底裁军条约等问题谈判， 

2 5 4 霣 2 8 3 2(XXVi)号决议 

根裾其执行条款，大会郑重宣告印度洋在尚待决定的界限内，運同上方空间和 

下方海床洋底为永久和平区；要求各大H依,荐这项I T ,立3同印度洋沿岸^家连 

行协商，以便达到下列5 È̂ : 



三 ： ， 上 升 洋 5 ? 至 筝 i ? s ; 

'':)从I窆:丰滑-余一切*迪、至筝设1‧、，舌^补绘设，、核武^大^,、^灭 

: i ^ ^ i t f ?署，#消除基亍大^争夺^念而 i î i现亍印度洋大^至筝 S î H J t & : ^表 

现-: 

要求印度洋、；5`岸,^^1内陆3冡、安全理筝冬常理事国和便用印度-的萁f也主 

#:*:̀s. 1^,为寻求;？立一个没有S筝^3-为著遄集'j:^5^全^系和道过区^及:^:2 

合 ^，以加际安全标， i f行协 ^，以期行这项宣言，异杲 5又必要 - ,行 ^， 

以便51保： 

(a)军r:!î或萆用飞,义不得违反联合!1宪童§^宗旨S原则，使度洋，对印度 

洋`i^f壬何:A岸^？^,每：家的主权、领土完荃,fîî独立进行任何威,IÉ:*或使用武力； 

' .0)在上述规定以及il际法约标:t^原则管辖下，所有II家；?5"只É S无S>^î^ 

i s 个 垲 区 逋 行 利 不 受 影 响 ； 

:c)〈，出适当^5徘，以便实行为達持印,更洋为*平区最,舌可f£达成 

！！际协议。 

197 2年^二十七届大会 

255. 第2934A(:cm:i)号决议 

根据决议第一劳分大会执行条款再 ^ ! i i r f停止在大平洋《 1界方进行 

g何大气层核武晷试验约這切性；促清一坊来加入的3家，不再廷迗，立刻加入 

《9?分'杲试条^》，同时不在该条s所述环境中进行试-全， 

S决 i义二部分，大会宣^ ;写止一—核武 ^试验条 ^是巩 i f ^：为：备管 

^方3迄今..?f得进屡一个重要S素；异旦会大大有5^亍这些方f以,§è^进.=f 

千,^^育核武4:3冢停止"：^一—万环境申进行垓武晷试验；#=f吁载？委,3会会i义照頋 

51裁委会中冬方已经表示Éij:S见，大会^二十七届会议申折发表§iJS见，特孕〗是旱 

3^结这一条i^j^迫切需要，紧急窜议2止一切it武晷试验条纟^问^. 

256. ^ 29343 (XZ^rii )号决议 

根ît决i义^抆行条款,.大会再度3诗'事止所有国家"：^一—;j环埂申行§^一切核 

武蕃试验遑切 i ^ ; 1；^^没^加入《分菜试条》it.^有:3家不再迟廷i;ii,立a 



；三e ça 

加入个条力，同时不,!S条i亏戶括s环埂=3行试验；要求£^行S下；^武#试一& 

=t=T'f iH^^X^f?, 4?3〗是分二；试条约》5t各-:f约'1：^：，. "：^.，一切环埂-一切 

核武！^试验:g止早5生效以酉，立5?：采取卓方â或协if 5tg;t，停止或:M少种 

试验；促请一[^进行核武晷试验§^各g玟府，S裁军委i会会议或'&河其适当机 

中，有^设积级参加*出相拟订关亍全面禁试具体提案；要求裁军委员会 

ê"i义最优先奇讨一项止地下核武#试验-力条力，闫时冗分考虑iLl亏;^-S f: £.f!:iZ. 

祥一个条约^核量方Wè^技术，裊；促请各!1政府釆取一切适当措施，fS^—步发层 

目前S用迪震学,i^其他技术方法去侦蔡和识别地下核试验的能力.并编刳有关技 

术.fp评价地震数据方3，增加H际合f^，以更柰止地下核武蕃试验；要求各g玟.苻 

紧急设法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努力尽旱达成全â禁试，#"使各S普遍参加这^t^〈 

257. 第2934C(x:cvil)号义 

裉缓决议执行条款，大会再次重申对一切核武蕃试验逕责；重申它信念， 

认为决无正当S白推迟全s^试条约之^结；再次=f吁3有核武晷ILf:ét:&府通过 

一项永久协定或通过单边的或协议g暂停揞施尽可能旱3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无 

论如何不得迗于 1 9 7 3年 8月 5 5 , 

258. 第 2 9 3 6 (XXV工工）号决议 

裉据序言部分笫1 0段，大会袠示相lt放弃使用或威,^使用武力，以及禁止使 

用核武畧，应当作为国际生活&一项法则予以充分逸守。複据抆行条款，大会代袤 

联舍菌会员国庄严宣告它们遵循联合!I宪章，放弃在11际关系中以一切形式^表现 

便用或威肽使用武力，并永远泵止使用核武晷；^议安全理事会尽迗釆取适当措施， 

充分执行大会项宣告. 

259. 第2992(XXV工工）号决议 

裉据决议执行条款，大会要求印度洋`；5`岸^内陆3家、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 

筝il和使用印/更洋的其他主要洚洋H家文持印度洋^当成为平区榱念；大会决 

^设立一个印度洋特设^ ,3会丧研究该-，案所涉及^各种1巧题，特别是关亍可以'足 

进本决议§标一些实'荠措施，同时适当地照頋，]印度洋`;s-岸内陆S家5t安全利 

空以及l^fsf萁他符合联舍1宪章宗t和原则3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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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 'ïï 3 0 78 -" 二二）号-夫i义 

m":i其执行条款，大会再次遒贾一切核武莩试-》；重申sit念，认为无lES 

理 s推迗缔结佥 â禁试条 i t ;再次拥有核武约11家致,衧通过一项永久协定， 

或通过单方â或协议暂停掊;t，立^停止一—万核武器试验。 

261. ^ 30783 (X:CTII)号义 

-il据化rf->砍- X è »强调它对亍在大气县和迪下^续进行亥武4试验，以及在 

达成一项全3柰试协定方3*乏连,'i，深切关怀；再窆请所有该5；蕃S家，作为 

紧急葶項，设法停止在一切环境内连行一切核武晷试坚决主张主大气§中进行 

核武蕃试验核武罢，家立^停止这种试验；敦尚未加入《^ ! 5分柰试条^》 

家，立加入该条纟兮；^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各成âi3，持别是箕申裯有核武罢国 

家以及《^分柰试条约》 g ^ i ^ i l ,立亥 J开始谈判，以便中订一項旨在达全 1琴 

止试验条^；要求裁军委â会会议，作为最优先葶
二
5，继续审 i义这一个纟兮，窣 

议时考虑到各方在委 M会中已经提议，以及在大会:^二T A ^臺和苜此各届会 

议申犮衰意见，并将有关这一问題，包括关亍拟订一^条约軍杲已经 i司意^^分, 

f é j大会笤二十九f会议艮出犄别裉告；决定在其荽二十;l;i会议^时议程,，列入 

一项題为"适切需要停止核试验及热核试验，并^结一项'旨在达成全止试 

条约 "以眷代劳二十 A v f会议议程中題为 "造切需要暂停核试 1及热核试 

验 " 顷 3 , 

262. 第308 0 (3̂ 71:工）号笑-二义 

报据其执行条款，大会谞所有 i l家续受标題为"宣巧印庹洋为和平区宣言" 

§^大会霣2 8 3 2 I )号决议（见上）所载原则与§标，作为加强区域及g 1 芽安 

全‧g-建设g贡献；请秘书长H他选定为今格专家及主营'关协助下，裉#所il获得 

§^资料，编写一份各大 S在印度洋军箏；在 É | j所方葶买说明，梓别着重它 

，11§为大'1争卷而作^^每军^?署；并将上述说
3
月畏交印度洋特设委M会，如杲可f£， 



不退亍 1 9 7 4主 3月 3 1 =. 

1974年B二十;11大会 

26 3. S3257(:mx)号关议 

禝-11萁执行条款，大会遭贲不论在何种环埂=?所S行一切垓武•i^试验；；^f亍 

-卷续三大气罢和=ii下行此突试验以及s錄结一項全面止试验协定方s ^乏老罢. 

重申其深切关怀；要求尚未加入《^分禁试条约》2^所有a家立刻加入；再次!I调 

^结一项佥s禁试协定的這切性；提s各拥有核武器n冢负有为此§ -$:1议提灵约 

3
月^责任；要求一切^家£締结此项协定以苜不在色何环埂中行核武晷试验；谞 

裁军委,§会会议就一项全s禁止试验协定èt?绪结绘予最高优先地位，并就所^得的 

S罢!^大会^三十届会议畏出裉告。 

264. 第3 2 5 9 A ( XXIX)号决议 

裉缓执行条款，大会1^谞印度洋"岸内陆各!1、安全理葶会各常任理事:ifn 

使用印度洋&其他主要海洋国家，为^立维持印度洋成为 S 平区作出明贡 i è ; 

要求所有各大国避免增加和加^它们在印/更洋区约军葶存在，以此，为走@i受和 

紧 局 势 ^ 进该地区平与安全约第一个必不可少步骧；请印度洋&岸 , f n内 

陆各囯尽速开始协奇，以期召开关亍印度洋会议；要求所有国家，尤其是各大‧，， 

与特设委员会切实合作，以执行其职贲；；?t秘书长为缟写关于各大H在印度洋现有 

军力的事实说明所作努力表示慼谢.* 

265. 第 3 2 61 C (P:I:C)号决i义 

报据执行条款，大会敦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美利坚合众H扩大它们 

之阆的限制â老略武I会谈的范围，加逗会-3^^^,#;再次§调1£切需要就其战=1^核 

大会正式纪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冥2 9号（A/9629,勿Add. 1 ), 



5；11系€贡量上-=̂重寻;7、,'1̂—；1实： '̂:.豸达成了^义，'：'，为萄.$S,fJ:g—个 

并滑:？、 二哄,fn美二女，将其》判if果迅-:S-:â知大会, 

266. 第3 261 D 号'夫议 

裉^冥执行条款，大会,吁 , f f有 3家，尤冥是^有 ^武器家， g—切道当 

;?ïï>i,̂ vf坛上出同':？?̂ 力，以3>人-：!订îii ：亭土5,香.f賽和.汔土，3罢进一!？扩 

教？!^效it,铕；要求êi系原子^'‧ ̂ 相继续'秄究关于和平ê用^；^：^,及冥用和可 

行^冋题，包法,、卫生和安全等万 â ;要求^军委员会会议冥; ‧ H J大会第三十 

屆会议^出.？?关于?M丁一项'f在达成全3禁止^试验条â^?Jm告=P,列入一节关 

亍它对和平'茛鑤,所涉军备蓍,问題审议if况，S宙议时应^.蒴，!上3所要求 

';I?:原子il机'出37：？见；希望S?将于1975竿5月g3内瓦举行；7不扩敦武 

晷杀约芗i会议也将S照该条约所(，观足,议和平'贫'1炸2 ï ï f ^用；夫亍i^:万滑 

^一,埃吐会主义共和'1联至和旲利坚今众il将它们S该条约生效以z3为缔结is条!^ 

第五条所观定关亍和平^瀑炸^基本 s ;导持孕J协^已釆取？ïï步-丟，或打算^取？？ 

步-资，邇知该窜查 

267. ^3261 S ( XXIZ)号,天议 

裉^决议2?执行条款大会重曱滑所有3家視非大;法为无稷区畀加以萆重巧寻 

求；重甲请所有!S家覃重弁運守非:3统一 家元首和:St齐首r资会i义关亍非：^'非 

^化2 ?宣言；再次重甲谞所有3家不€非:刊大陆试验、制逶、郅署、运瑜、智,、 

便=si突^便用贫武眷3?要求；寻求1^书长!"sj非:3 i€—:3织提供为%現；^议^ = 

标与宗f所必要5?—"^7 助； 

些建议后釆5大会第3471 (XXX)号、第3工/69号和32/81号5^，,义 

=F均'了进一步?？权述和反-I 

268. ^3261 F tXSIZÇ)号:^义, 

復豸 ^议执行条家元很弍善区问韙？ g所 '育万 â i t行通全 ^究；寻求 -



项s究 3—个合 f冢待- , è小 î E .，萃委员 é - é - v l =v主?寻下:Trt ：千，有夭二丈 

,，和:i F示纟旦织爱供夸要S们'，供??^助以iê行is《：？F 寻,，^盖委员会；义 

二
，研?^^?：^,考;15告，-，^大会^三十议， 

(参,程上文:r:C]:/476号叉件) 

2 6 9 . 笫3261:-(X:(IX)号*、议 

报缓决议行条款大会宣^15^支持无^武#i!l家？？独立、m土宪荟和主《； 

建议各会员在一切适当场合，刻不容缓地审议加S元孩武器Ê家安全ST冋！i 

270. 笫3263 (XXIX)号决议 

裉据决议3?^行条款大会赞扬在中东地区建立无孩武器区2?主^;认为为了撞 

迸S该地区建立无眾区主？^，该地区有关各方必^立即庄严地宣布，它们打算在 

相互3?基础±»不生产，试验、取得、获得、或以^其他方式拥有孩武"i^;寻求 

该区域有关各方加入不护散孩武晷条约；表示希望所有 a家，特^是贫武家充 

M作，便本决议 5 ?目能^有效地实现；要求秘书长查明有关各方对 t M ^本义 

棻，特别是对其中第2和^3 见，弁旱3 fSJ$全理筝会畏出s告，以后异 

大会笫三十届会i义提出报告. 

271. S3265A(XXi:£)号$^议 

裉据 5 ^义大会认识到建立 i s :种(无^)区条件和程序 M i a区有所不同；也 

认识1»] g适当地区通过有关备;i协i义J€z元^武#区，可以1；^透5有致:1际监督下 

3?全面彻底君军3?筝il,因此认为;适当is区建立元,茧3：器区？？31^义，sais 

地区有关各3在,睽頋到地区特点和itË理圑？?懂况下提出. 

272. S32653(XXIX)号》i义 

棱据决议57执行条款大会:â:f到^亚is区家^认不取得或制造《武！：， =r<^ 

它们3?孩方菜宪全致力亍它们人民经`芥和钍会:ît晏方S ； S原则上赞同，亚无 

^武#区3??^念；谞南亚地区家和其他可能有兴趣提出37 :ii义？？无;^武器邻国， 



-:二二:s 

,i;^三元^区尽羊进行必要巧协^,并罢'it它:1]'G个it`,f时期-:t免采取：壬，3-一 

^ l " : ^ i ê i # ^ f t ^ ;希望, ? f '育 S家'待 S是揭有 5笑蕃冢， y i j ^ J k - ^ ^ ^ ^ ' - ^ 

i义? J e `予无分会，；谞秘书长为上述- :化 '，、？召开义并迻"关为 i t舌 

霄要闵î^^, 

1975手第三十届大会 

273. 第3466 (:ce()号议 

稷议？Je<行条欵大会it贾一勻,m武罢试-全，不论它们是庄什么环^下ièft 

对于^:^全3禁试仍然鉄乏进类表示埦悸；3^.茛缔结一项有效全^禁试协;^ 

达成协议？7這切!±;要求所有孩^罢3家通过一项胃^在一^时阆后必须子以言查 

37:亭试办停止一—刀賓武"^试-全，为纟f结一項全S^试王式协,《5?过；I步^; 

^ 调 , 为 3 ^ 协 ^ 缔^'3并S协;？中宣布；！意尽旱,止'孩享*竟賽375^晷3家 

在i?l方^负有持,孕』贲任；要求所有1^非Cii3分禁试条约》^约3371家立!？加入 

条i^; 谞裁委会议j£5f结一项全S禁试协疋列为最高ft先葶项，并：^所3又得£g 

畏1,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出^告. 

274. 第3468(X:a:)号a 

-Ttet夫议3? tk^条款大会：£君M 度̂：羊??̀ ;à̂  ：每和冬â原则上已；司，召开关 

亍印度洋会议；荽求印/更洋`；0":`每和?9陆冬；^继续,贯召开$/1洋会议一亭^^行窆芽， 

持别饔注意下列六点：（a)会议3ïïg3!7; (b) 3期和期'S; (c)会i义iïïa; (à.) is 

时议程；(e)与会草位；(f)考会等级；寻求待设委员会4?,現买5只续工,和 

行 窆 豸 ， 5 i 1 î 大 会 第 三 " 1 " 一 会 议 豸 i i i 工 f ^ i i 音 ， 包 g 上 及 ? 结 朶 ； 滑 

所，？ïïif冢，持別是各大â和便用洋3?主要:#洋：：！冢，i司持:殳委员会切买合作 

以利具执行g务， 

275. 笫3472A6a::c)号决议 

'復据对L m执行条款大会:s君^戴^对元's sc#Sî m.'?f'TTf 3 iiJ: i究3 

象军委员会会议持！"lei告；滑所有3家5t苻、'1禾原子lE."^]g和具-^，关l，âiP、， 

Si976,6月3 0 3以H,,贫待！^Jîi告fSJ秘提它们认为适当57观,；，见 

^miZ;要求秘,长根^玫到？ïï资f<h ii制'一份a告^又大#‧第三i"一Jé-iL 



276. ^ 34725 (XXy.)号决议 

根^决议的执行条款，大会郑重通过下列宣言： 

一. 无核武#区的^念的定义 

1. 一个"无核武畧区"，一般说耒，应该是任何a家集团在g S行便其主权 

时根据条约或公约建立的、并经联合国大会承认为无核武畧区的M地区，从面： 

(a)确定了该地区所应遵守的完全没有核武晷存在â^S规，包括划定该地 

区界限的程序， 

( 0 )建立了国际核窆和管制系统以保证遵守该法规所产生义务. 

二. 有核武畧国家对无核武晷区和在该地区的!1家的主要义务§9定义 

2. 所有核武晷国家对大会已经承认每一个无核武畧区，l^;g在一项具有充 

分法律约束力的庄严国际文书一洌如条约、公约或议定书一中承扭或重新确认 

下列义务： 

(a)荨重1^成元核区基本文伴的条约或公约中所确定的完全没有核武晷存 

在的全部法规， 

(D)不以任何方式去助长在祷戌无核武器区一 ^ 分 的 领 土 上 的 违 " 述 条 

约或公约的行动， 

(C)不对无核武晷区的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三. 定义的范圑 

3. 上述定义绝不损及大会就有关无核武器区的特定事伴已通过或可能通过5^ 

各项决议，也不损及各会员国从这些决议中所取得的权利， 

277. 笫3474 号决议 

根据决议55执行条款，大会认为秘书长裉大会第326 3 (:《22)号决议（见前） 

与之透行達商的会 1 ,，应为买现在中东区.^无核武器区的§的作出勞力；敦 

请所有直接有关方S连守《不扩t核武器条约》以作为^连这个巨的的手段；建议 



；三;3 

上文述各会员1，在'，保ïf;度下,^元核武^区之苜，î!Iïtfl:立1：：.主.； 

1：布，芑:11打算在'?§互5^,5^上不生产、^得或以&'可其ft方式tlT,,^^和 

装置，并不允许任何第三 3家主其'領土或其控,约领土上安量核^畧； i c ) ^ n z 

55基iB上，不采^任何其fâ便利取得、试验或使用这类武‧或以任何方式纺害有效 

享专!,变下s该迪区建立X核3晷S Ê约S?行3 ; -遵议核^畧 m家不要采任何迻 

叉本 . V ^议宗*和反'" f效保.度下主中东区城建立无'，武:^区§ 5 5 ^行 5 ,异与 

该 3 ^ 区国家合作，以殳北 S 3 , 

这些建议后来也叉?^主大会第31/71号和第32/82号决议中， 

278. 第3476 A ( n s )号决议 

禝"，央议的执行条款大会,矢定=该区有关冬!！之间S袞成熟之后，耳7t主亚 

洲适当迪区建立元核武#区提,iê"子适当 3考..;t, 

279. :^34763 (XXZ) - f - ^ i i 

报捶序言劳分第2段，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告;*并裉,执行条款便请薄亚各 

S如大会第3265
3
(2：2:

2
)号决议（见酋）所建议，迷续为建立,专亚无核^^区 

作出努力；进一步促请这些 1家不要采取建立，亚无核武^区 3标相矛盾任 

何行动， 

这些建议后来也反？^三大会第31/73号和32/83号决议中。 

2 8 0 . 第 号 决 i 义 

拫ïi决议执行条款，大会赞?f:迳立if大平洋无祭^^区的^见；请,育关各il 

就买现这个？标的万法和途径连行协商；希望所有1家，尤其是,武蕃^家，为买 

現本决议25 § # iiû无M行会作；要求秘书长iê`予该iti区各s为买現本决i义5的所 

需要的一切协助， 

第AX10325号文件, 



?"-s ̂ 5 

231.第3478(:①:）号决i义 

，、îtl矢议执行条款，大会泫:f到了S维埃社会主义关和国联2'勻大会^£èï、 

F列为;决议附伴ê5全S彻E禁止核武M试验条约呈案；=f=?所有核3晷1家至迗 

在 1 9 7 6 年 3 月 3 1日以苜着手进行谈判，以便就全面彻底禁土核武！^试验达成协 

议，异邀请经大会主席同所有各地区国家集团协商后指定的2 5至 3 0个非核武器 

^家参加此项谈判，弁将谈判结杲通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i义；请秘书长对进这成 

全S彻底禁止核武‧ ̂ 试验协议的谈判提供必要的协助。 

282.第3484A(3:XZ)号决议 

根据决议执行条款，大会再次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晷国家，在一切道当 

国际会议场所采取协罔行动，以便迅速制订停止核军备竟赛异防土核武器进一步扩 

散的有效搢施；请^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联圼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秘书长，将它们 

为^结《不扩赍核武器条约》第五条所设想的、关于和平目的核暴^的特别基本H 

际协定所已经进行或打算进行的协商，通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要求裁军委员会 

会议g窜议制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时，审，和平巨的核暴炸对军备营制的影响，包 

括滥用这种爆炸来规避任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可11性；呈调需要特别在一项全 

B禁试条约^围内，确保任何和平核暴炸的试验或应用，都不s有亍核武：1"国家 

核武库的试验或改遊，或有助于其他国家取得核爆炸能力；要求所有会g il支持并 

协 助 完 成 ^ 工 作 ， 

(接下页） 



1976革'g三十一届à"，：义 

283. ^3I/^56号:夫i义 

根据其执行汆款，大会^贲元沦在何种环埂中所连行g—切'"^武罢试验；，明 

对亍尚未开始进行朝;^一^全2二等止协定实质性谈判，深最关怀，并；度强调^ 

结一项有效全â协定§^迫切性；再度要求,ff有核武器国家通过一项主一定期间后 

予宙窆 é ^ t r议 r停止一切 ,武蕃 :验，为涪结一项三 X、全，杲止定 -亏 

,1^时步骧；强调作为;1际协定^^^结§弁在协定中宣^愿：1：尽旱停止核军*党赛#^ 

核武晷国家在这方 s负有特别责要求一切雜、〈部分荣试条为》.缔约 S é ^ i 3 

家立刻加入该条约；傻谞裁军委â会会议对^结一项全â禁止试验一葶迷续绘予最 

优先地位，并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筲32届会议提出报告， 

284. ^31/68号决议 

裉据箕执行条款，大会犄愔^军十年在1 ^结真王^效§^裁军和?？、,军备协 

定方成就.颏徵，面浪费^无益 S军备竟賽， # | i l是核军*竟賽持续又对全界 

和平和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i^;再度=f馉所有îi家，以及与裁军问题有关机构， 

集中精力亍釆M效揞施，停止军备党赛，转别是核军备竟赛，裁;咸军费，并作出 

持续不断努力，以期朝着全 â彻底裁军取得屋. 

285. 霣31/T0号决议 

裉据其执行条款，大会重申了坚信立无核武晷区;ÎT于这些区^:^.âé^$全、 

止 .该武器扩散和买現全 I彻 , ^军 ^ i标皆会有,?î^贡*t; i:§.^4-^3i3r.^^«ih 

项通究和秘书长摱告"^内,贅载对通J:'砑究現点、«见和荽i义；录示希望此项 

通â研究和有关§^观点、意见和5€议可以if连各'，3t苻关亍无核je器区进一步^ 

力，并可帮助有兴建建立这种区域è^iS家；弁将lih项通究和秘书长&^报告转送 

各有关'1家玟？、各有关^'芽€织和军委员会会i义，以便它们在各权:€21以 

内认为适当时进一,加以考虑和釆眾^施。 

"-霣A/31/189号及Ad'i. 1和2号文伴，亦可参见上哥筲CC
〕
/467号文《牛 



286. 第 3 1 Z 7 5号决议 

根 据 其 条 , t . 大 会 切 S : i ^ —切核武"g^ii亥坚决^力：（aKl成；^军鲁^# 

g停止；核裁军方面釆取有效~施；（ C )对亍达^永远停止一切核晷试爆协 i义 

困难，及旱我出^决办法，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步骤；强调两个主要^武晏 

i l家在^面负有特别责任；强调迫切需要在适当讲坛作出国际会作^力，以防止 

核武晏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进一步扩散；确认凡是接受有效不扩散限制â家有杈 

充分取得核子能和平利用的能力，并强调一切增加能: 1可能性§^勞力，特别是渰足 

世界上发晨中il家需要努力约重要性；请^际原子能机构高度优先透行箕在这方 

sè^工作方案， 

287. 雾 3 1 Z 8 8号决议 

裉据其执行条款，大会请特设委员会以及印度洋`;S^岸g和内陆!1继续透行协商， 

以便制定导致召开印度洋会议行动方案；再度邀谞所有国家，转剁是各大g和使 

用印度洋主要海洋圜家，在转设委员会执行其取务方3切实与委员会进行合作。 

288. :^31789号决议 

根裾其执行条款，大会再度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按照大会第3478 (XZX)号 

决议的规定，尽旱在无核武器11家也参加情况下，就^结一项关亍全â彻底禁止 

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进行谈判；请秘书长缇供谈判所需要的各项协助，关将一切有关 

大会:^31届会议审议"^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晷试验的条约"这个项g 

文件送交上文^ 1段所述各a. 

289. 笫3 1^92号决议 

裉据其执行条,化大会谞^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与国迫切充分!^行《最后文件》 

全部条款，包括有关地中海的条款，并且为了 g际和平与安全，有利考 i f将迪 

申海转变成和平合作区问题。 



" I 二;;"二 

?3.̂  Si 

290. '雾31/189C号:;^议 

,m擔其^Vfï条款，大会谞冬'm武晏:S冢，1，为^力全止使月Itg,〖尔便;，'"^ 

^:#?J'M-î?, 1Ë不^ =:^它;'n裉^建立无核武晷区条纟t贞有g义务É^'ff况下：考,3 

保证不对尚未,与某些核武晷il家核^全安éi
〖
5^无核^蕃.3家便用M /妄,协使用《武 

#;并央定在,32届会议窣议关亍加B无核武器1家§^安全问,髦所取得§^进层， 

291. ̂ 31/1893号决议 

根据其执行条款，大会认识到接受有效不扩散制étia家^杈充分享受和平使 

用核子能利垒，异强调加强这方面持务:！是済足界各发层地区需要努力重要 

性；谞'li系原子能机抅特别注意其亍不护敖领诚内二作方系，包括在全3有效保 

^ 制 度 下 免 进 和 平 核 合 作 和 , 加 对 世 界 各 发 屋 区 锾 方 2 力；弁谞S,示原 

子能机构继续斫究多国燃料循环中心问題和^立坏诗存作为便进各方对不扩散制度 

犮生兴趣^有效手段国际制度问題；并要求 a际原子能机构认冥考虑所有^交该 

机 构 5 Sis S保障制度有关建 i义， 

1977年筲三十二届会议 

292. ^3 2750号决议 

根裾序言分条款，大会表示深倌为和平§ 5ÏÏ而充分应用核能以及？方止核关# 

扩煢这两
二
5 §标，可以通过制定 S际合作和平利用核訖薈遢可以接受的原则有 

进.在钛行部分条款中，大会亶布，在和平利用核IE方适â^a,豕今^，应当 

受为了有效防止核武器扩囊，在无坟視基铀上通过 S际原子能机构实行一致同 

君和适：1：$'，:，保障制,变^̂ ?管制， 

293. 霣32/78号决议 

根据其执行条款，大会重申严重关切：尽蓍大会屡次号召停止在一切环埂进行 

核武晷试义，但这种试，然未见:成少；；斉鬵 i è i ^ ; Ç到三个核武！家已开 

始透行谈判，以棻拟订一项关亍全S禁试协定；宣布^结这祥一项协定并将箕开 

放签署，将是予定亍1978年5月至5月举行力专门讨论裁军问題大会持,羽会议 



s得《巧s最;?？预兆：敦便这三个核武"Hii家加进行谈判，以求尽谈判取得 

积吸g成杲，并在裁军委员É"会议眷季会议开始时4?谈判结杲送交会议进行冗分s 

il;裁军委员会会议最這切议三边谈—〗达.'戈协议文本，以便把一份条g翠杲 

Si交1978^ 5月6日举行专门it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294.第3 号'5:,义 

裉据箕执行条款中，大会决定，作为召开印度洋会议下一个步骤，应亍逗当 

时间在纽举行一次印;g^^g与内陪He^会议，其他虽不厲it范3但已参加或已 

表示愿意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国家都可出席该会议，弁请转设委â会为该会议进 

行 必 要 筹 备 . 

29 5.霣32y87A号决议 

根据其执行条款，大会请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海床条约 i家特别是拥有核 

武畧或其他大规模^灭性武蓦§^ 1家批:t或加入该条约；申明强烈关注避竟在洚床 

洋底及箕底土从事核â器或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惶武器的军备竟赛；请裁军委员会 

会议罔海床条约各绪约111!^?>商，异考虑洚床条约窜查会议开会期间提iBé^各项提案 

和任何有关技术发展，迅即开始审议防止在洚床从事军备^賽迕一步措施。 

29 6. ̂ 32^873号决议 

根据其执行条款，大会重申^笫31/1 89C号决议（见上)的条款；促请核武 

器 a家认真考虑提供大会主^ 31/189C号决议中建议保证，并在一切适当讲 

旱 3釆取加强无核武晷 a家安全行动；建议即将于 1 9 7 8年 5至 6月举行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转剁会议竭尽全力，参照^ 31/189C号$H义，向无核武器国家 

提出可靠而有约束力安全务 î . 



297. ,32/"8了？号:；^议 

饯其抆行条It大会遠切敦`足一—"S武莩il家il;矢3力：':a)，土核至备 

军方I采5又7^效(c);Eit《：亭止一《武#试验?暴:^iî^i义方3，及旱 

找出1^决各項遗巧;^èij办法，大会还强,"S这个问題上，Î经接受aif义务亦即 

'(不扩敢核武畧条约》第6条中所载义务约核武器'1家，对于停止核至备踅尋<fn停 

土 ^ 3 晷 试 验 ， 负 别 贲 S , 并 最 迂 1 ! ^ 这 些 力 是 令 人 茇 

舞^。大É"还强-;iiZf^出坚决S努力、持！^】是核武"i^'l家^坚*I?`力^保无,g蕃 

国冢的$全所具有^重要«义；便请 S未,加《不扩散核武晷条`> ^^^家首先旱 

3参加这项条约，至少接受对它核燃料全循环实行保萆措,1|^其他有关安r存， 

以便 m际社会提供防止扩教 ‧ € ,^èij妥善保证，同时保证关国家n够不受,s碍希 

不受坟枧迪获取核H约和平釜处；郑重确认：（a)各国不得把民用核#科或核设笼， 

用 干 造 核 武 ！ ^ ; (，0)所有;3家都有；！^S有效约为非埂^^^；贫止核武畧扩彖保， 

,度管^下，推行和平利用^乾 ^计划. 

298. 第32/154号决议 

裉据行条款6，大会免滑釆取紧急措施，以':亭止,备竟譽*力促进裁？：^|:j是 

核裁军，達立,fî3平会作区，擞走外国軍筝基^， 有 效 H i 系 督 下 g 全 S 彻 裁 軍 

达成具体迕#， #加g联令固S这方作用，在执行i]3分雾7条=?，大会41记次 

:VH安全与地中海、中东?31^界,ff有其他3^区安佥之间切1f互关系，希望^^安 

全和合作会议与会国HîS贝尔格果德会i:LL就《|i:安会最后文《半》-力充分实；^耳又得 

^步积极成果，异支持为了,fn平与安全而将地中洚转变为.fn平合作区， 



1946年'雾一届É4义 

299 1946年1月2 4 S第1 ( I )号决议 

根据该决i义，大会设立了由安全g事会各理葶国^非为安全理事会理事ISt=r 

加拿大-3成:々f、子能委iÉ^，"以处理5亍发现原子II祈引起问^以及萁他^关 

葶项"，委员会应特别对下列各项-义出^议： 

:a)扩大一切H冢阆为和平目标而交疾基不科学情裉； 

(b) ^保证原子能仅用亍和平§约所必要的范S内对原子能â行监督； 

(C)从！I家军备中取消原子武#及一切其他可以用于大规模毀灭^主要武<1^； 

(d)通过視.蔡及其他方法，有效地保,萆守约国家不受违^和规遯行为的危窨， 

300. 1946年12月145笫41(1)号决议 

决议规定要 « 裁 :威军备、禁止为军事一主要百标面生尸和利用原子 I t 

决议建议在安全m筝会范围内设立一妄S际监督和枧蔡t〗/叟，以^督裁减至备和 

监督喿ihi?子能用于军事ë j^。 

1948年第三届会议 

301. 1948年1 1月4日第1 9 I (工1工）号决议 

根据执行条款1 ，大会核准了原子能委g会关子建立有效原子能a际监督剞 

5，以保证原子能仅用于和平§ É ^和从国家军备中取消原子武晷结 i 

^此方面，大会请原子能委员会各常任成员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筝g 

^加拿大）集会协丽，以便断定是否存在着保证原子仅用亍和平§ ^和取消原子 

武畧的基础. 

第六届会议 

302. 1952年1月1 I 5笫502( 71 )号决议 



?x^ 3 6 

，、-:fis决i义，大会了系子f£委.秀é""~ 1 9 4 7年=全理事设立 g零;至备 

S f , ê., #-:5：立了，S委.贾会，指令教：委,慨会为i荀？、 .^,-f^---t迪-旁:一' 

i ^ S ^ M ^—切至备，为^消一切适 3亍大^賓最灭性署杀主；武*， # 为 ^ 立 ， 

效也J子11 ，：^^ii督以保说:导土/f子武^#:tf子能'叉用亍平§ 3t ，起草各项建 

议，以便把它 ( n订入一项或几项条!^草案大会s列举指导委:君会工'$É^累时 

说 必 ^ 逐 步 ^ 露 , f s 核 g — 切 武 装 3 队 以 及 笆 ^ . 著 子 互 

备"内 g ^刀军备， 

303. 1 9 5 4年 1 1 月 4 3 第 8 0 8 ( I S ) 号 决 议 

裉据该决议，大会i;^ifi?一步努力，达成全grâ协调^葛议，以便待其列入一 

项3际裁：公约軍案=?，这一公约草案将覌定宪全s止I芟用ife,造^武晷及 

i [大现模毁灭武罢，把现'育^核武晷锗存转用亍相平并规,《建立有效 

' 示 督 ， 以 ^ S 个 裁 S 方 案 不 〔 窆 S 国 家 有 理 心 i 己 * 安 全 受 到 , 豸 , 协 ， 

1955年第十届会议 

304. 1 955年1 2月I 6 S第914( X) ^ ^ i l 

根缓该决议，大会1^谞各有关il家迷续^力，以达成一项^合裁？方案，并t: 

先旱S商定-fn实;jê有关竖督和視系建议作为开绐步I 

1 9 0 T /'a 义 

305. 195了年1 1月1 4 s1143(:(:工）号决i义 

大会请：立5?停止核武器试验，同时迅^建立有效国i?JË督；停止生严用亍 

笑罢力裂变物质，并在有效国际^督下将这种: ^质完全用亍*平§ ^ ^；通过 

S 公 平 互 基 ^ 上 为 ^ a ：示监督下把 1 ^存 5 ^裂变m从,,亍 g M非武^,弓途 

g计划，宋;咸少核武晷§^传it过适当有保;萆-亏安徘，-荧;绫5t装3队和s备； 

逐步^立具有迪s和空申纟"R成分^公开視蔡，以?万土哭然袭击s可II犮生；#1同 



-、-s §7 

3究一
二
页-見蔡,〗^， 乂3保向外层空:5]戈射物'-宪全是为了,&玉= 

1959年^十2?届会i义 

306. 1959年1 1月 2 1 g雾I402A&3 ( X I 7 )号决议 

大会讨"^；亭止核武器试验内瓦会i义与会!1*表示!6谢，6谢它们为达成 

一项关亍这个F]^并附有一和适当^iS际督制度-为协i义所作&努力。大会敦这 

些 e冡继续它 m谈判 n阆的 s愿停止核武晷试验，异,吁:^他 1家停止进行这种 

试là 

I960年笫十五届会议 

307. 1960年1 2月2 0 S第1576 (XV)号决议 

裉裾该决议，大会要求 , ^ w止核武蓦扩散达成一项永久协议；要 K核武^^ 

家S达成此項协议之前，暂时地和自愿itk停止将核武畧或将可被用未生产这种武晷 

的情裉转交给不拥有此种武器èijg家；要求无核武器11家暂时地^自愿地不制造或 

不以其他方式获得核武器。 

1961年/g 962年雾十六届会议 

308. 1961年1 1月6 g第1648 (X`'I)号决议 

大会袤示严重关切并深慼遗憾：核武晷试验爆炸又已重新恢复；敦促有关,家 

Sèf结必须具有H际约束力的有关这个项目协定之首不再进行新的试验；要求有 

关 g家緊急和迅速地着手结这些定， 

309. I96I年1 1月8曰雾1649(2171)号决议 

大会认为，就一项有关停止核^热核武畧试验条约§^3^判，应在下述基?a上送 

行：该条约应以^足以保证其条款得到遵守的視察^监督机祠下，终止在一切环埂 

苏表、联合王H相美a 



= iéiT̶ ?7̂ 5：#-J;-f̂  ;"'?/i;?:5?= ^7?`]S.'f-?l-T^S'ig^^^IfmT-;x^-^,-:ïr» 

=r^fl呆5£吴设:îi只用亍有玫督i ?J?J'll.'f下，ïê`i^Jâ：瞀巩巧以人员îôl 

z5透行:iS,以保潭买？^现';1和有效窆,-冬2 §行視-系；j£瞀,,'笑5常行玟 

和管理;t^S不受行K否^'"KS统5?影,，营g贲g则襄=F亍一个办葶公正 

单一3管理人手中，并i£绎约if各-代表â成Jïï̶个委员会3ïïiË警下行便职务. 

310. 1961,1 1月24 S第I652(xyi)号夫;义 

裉该 5 ^议，大会要求冬会员 i f :在非'不进行或不逑续透行 1 ^何?》式试 

1》；不便用非洲？?领土、领:萆或领空试^、 ^存或运瑜^^晏；承认异罩重非,力'大 

,袪为非'賓化s: 

311. 1961年1 I月2 4 5第1653(XT,l)号賤 

€'S')e-x=?»大会宣布： 

(甲）便用孩武和热^武^是迻反联今'13?考神、文字和目3???， g 

此是1续^反联合国完章37; 

(乙）便用 ^式晏和 ; ^武 " i ^甚至齊超过战争 î ï ï S a , 人类和又
5
月遭 

，j不分專白和灭;157毀X* s此它是^及H^法现，‧!和人:f法则 

(丙）便用《武器和热'武#是一场不仅计对敌人，且也针;? î全人夹 

3?战争，因为没有卷入is种战争！世界各3人民受到3亍使用 

i ^ : 种 武 晷 r â r 生 ^ 害 ； 

(丁 ) 便 用 ' 3 弍 蕃 和 贯 3 e 晷 何 2 1 家 符 破 认 力 是 叉 联 令 完 i 

人道则并犯下对人类和又
3
月37舉行37 ； 

復 义 ， 大 会 还 要 求 秘 3 长 同 ^ 员 ' S : â o # i è 行 了 . 1 ^ 2 们 关 于 是 否 

可II召开一次持别会议，禾荃订一
二
；^罢止^式晏和热稷武"^用亍战争§ ̂ ?ïï公约2ÏÏ 

S见，并^窆^ 3 ?结杲:巧大霣工 7届会议^出^告. 

312. 1961,1 2 4 5^15Ô4(-1:TI)号.5^议 



，《tt《i义，大会注:î到下迷迳il: ,?u下歹'J葶項进,rf 一 次 征 ： , 何 ， 条 - 丘 下 

不S有'武蕃 e ? ; S i冢. f意^出具g保 i î E ,不剑造或不以冥 f i l万弍^得此，武#^ =r 

担 i l为 1 ^何其他 2 1冢 5 ?利S今后5具领土上收受^^#；要求秘书长尽運行上述 

彺询，并至迗亍1962年4月1 3将征结杲向^军委员会提出m告；寻求^军委 

员会采取複据该裉告认为是正当5?进一步措施；要求各有孩 i i家£实铯本决议时绘 

r充分5?会作与协助. 

313. I 961年I 2月 4 5^1665 ( X V I ) 号 夫 议 

大会要求一切il家，特别是裯有孩武器s?g家，以其最大努力，保证缔结一項 

包舍如下现足 B î î i 际协足：有孩国家保证将不把孩武控刽制造此神武晷所 

必婁 f f ?情拫出让给不拥有 l i h神武器家；不^有賓武器家保证不制造化种武 

或不以其他方式莸得对此种武#^5?控制^; 

196 2年笫十七届会议 

314. 1962年I I月 6 B ^ I 7 6 2 A ( X V I I ) 号紋 

裉滂该决议，大会要求于1963年I月I 5停止一切^武#试验；将巴 2、 m 

甸、埃塞镜比亚、- 度、璺百哥、尼S利亚、瑞舆和阿ÎÈ伯联合共和国* 1962年 

4月 I 6日联舍向十八iâ^军委员会递交吾忘录为禁止孩武《i^试验，31判？?基础; 

并建i义，W杲未能g 1963年I月1曰达戌停止一切孩武^试i:ffïï协议，^关各 

应立即签订一项禁止S大气层、外层空阆和水下透行^武#试^ffïï协足，闳时签订 

一项停止地下>^武器试验?? 时协足. 

315. 1962f- 1 1月6 3笫1762S ( X V I I )号天议 

大会要求十八覃委员会勞力谋求结一项有效 3 g 国际 ; ^登下全 â 禁止 

武拭验条约；要求参加3 瓦停止^武荽试验会议?？尽早'突复它 f l l ^ 缔结 

一项柰止孩武器试验协足37-3^判57日^达成协"^iL 

316. 1962年I 2月 1 4 S笫1 801 ( X V l l ) 号 舰 

斧笫2 î r D C ^ 8号文件,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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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寻-"it 长了 , # 冬 会 ^ s : ^ ^ ^ ' i r i ^ ^—x-'^Me-'X `;À 3订一;"L^iL ：更 

,'，%^^^X i7?J-ÇX. 

317. 1963竿1 0 月 I 7 3第1834(:"I:l)号')^议 

大会对:^维埃钍会主义兵和; 1联呈和美利坚合众3表示它们不S外,#^;i]^量 

'5可载育'，^晏或冥'S大現，i^x'!S^^??%体表示次迎;^严,千所育`2家：(a`) 

不fsjis球轨道^送任何有^5i罢和:5佴吴他大現.嘆^X'；生，善37吻*，也不天 

体上5^量i?:种^晏或以&何具&万式5外/1空间安量^2：种武蕃；不ff；^、，或 

以f壬何万式参与上述3?活訪， 

318. 1963^11月2 7 3第1908(:「,工工1)号^ 

大会对,烹郐分禁试条约和,兗S冥;科与华:i领之间^立Ï接通讯系达.3^ 了协 

议一筝表示 : ' , : C ,并分喿试条约约各万呈谓了寄,采 5又新 3 ? ^步？？裁 

军步a» 

319. 1963手1 I 月 2 7 3第 I 909 ( r , I I I )号矢议 

大会要求十八载军委员会紧恚*究为筌订一项柰止便用^武"^和热^ ̂ 蕃公 

1^而召牙一次会议Sïï!si;lt 

320. 1963年1 1月 2 7 3笫 I 9 1 0 U 7 I I I )号决议 

大会寻求所有â家^为郅分^试条约3ïïitâ^il，并寻求十八国^丰委会以紧 

這？7心，迷续透行-,荧判，以;^現条it,手fr.?f現定= 

321. 1963年I 1 月 2 7 5 第 号 , ) ^ 议 

大会)•;fi^注君到Î:Z丁灵:力'非.反化直T; 示希望&丁美 : i ^ 冬'具@获 

协议3?冬项持^进行^？^以^冥現上迷！^`3? ^
二
; ^§^； n a ^ i t ^ - ' - A ^ - . ^ - j 

《后，̶^aE»持J':I是冬有冢，4为有效il买現,赉ir;《议？?冬
二
；1和平2 

3?逬行令f，；并要求^书长：巧^丁美iii冬.3-尧供为^現本')^议3?冬
二
；^芸,來，ff雩寻 

~X%-% I 8届会议 i Z 3 ? e录，补编，^ l 5 / ^ e 7 . I号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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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 能 ^ 订 3 停5试a : itj`Z 种， : i t约行动i£行愤巽g?可l£ 

•tk^专家会议上％ iii 5?冬项提累 

( 1 9 5 8年 7月 I 5至 8月 2 I 5， S :刁瓦万 a宫）* 

322. 1 958#-8^ 2 15»会议2 ?最后一天发布5 ?第3 0 号 会 议 公 甲 述 

了下'列各点： 

"在会议工作透行5^过程甲，，1&侦察孩洚炸3?冬神万法??问题交换了,JL 

会议作出结论是：目苜可供利用 3 ?侦蔡孩羼炸万:昏即 a莫放射 ' ! â残片标 

本、记录地葛茇、芦波和水音波、便用无线电信号以及对怀癸可能是孩7墓炸而 

未 经 辫
3
月 5 ? 事 件 进 行 ^ 地 視 察 万 S —定隈度内有可能便孩m炸得以蔡觉 

和,明，弁且会议建议£监瞀制度中便用^2：些方法.会议注到，冬种方法5? 

^会便用会大大有助于察党和辞明孩爆炸. ` 

亏家会议注*到，随着时间3 ?推,，^着测量技术3 ?改透，以及对偾蔡暴 

炸造成干^ 3 ? 自然現象持征加以研究◆都会增加 g , i S * S ? ^ 些: 5 ^ ^ ' 1 也 

会议通过了一項大家同关于侦蔡与辨明稷爆炸所需要a>ïï监督刽度37技 

术装备结论， 

专家会议得出结"^建立一种具有一足能力与局限性a»? ,可行和有效3?监 

督制度以侦蔡违反一项可能签订世界`范i[停止孩武器试验协足?？If>;L» £ 技 

术上是可以做到35.在这方面，大家认为应捋配香有适用于伎察稷爆炸37各种 

方法所必须祓监督坫网遍布于各大 f e 、岛 > i ï ^ 以及各大洋̶些^只 _ L 

亏家们作出结论：S将监誓,度量亍一个il际监督机^3 ï ï?t导之下，该玑 

构要,保监督制厪各工 ;5活^ ^协调和该度得以执行，便之II符合必要5 ?技术 

要 t 

1958年`8月2 I日，专家会议通过了一份1^冬a致府窣i义Sïï:ft后îi舌."* 

323. 在该会 i义上提出了下列工文件：** * 

* 又见第 A / 3 8 9 7和 C o r r . 1号大会叉《牛. . 

** 简第A/3897号又件附件??:^2X;?/TmC/^8号叉件. 

***下列叉件名称为非正式译叉，该文件只香有英、S、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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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化.畏3认为与讨论J:測暂停核:i(-箜賓关的-S术3素（1953早7月I 

`a-,第ZZ?/^UC/i号文::if^ ) 

联 代 费 多 罗 夬 教 授 ' ， i f i § 5 、 亍 1 9 3 8 年 7 月 4 S 举 ^ 第3次会 

i义上通过义程(^ 3 2 : ? / ^ U C X 2# ^ ^ ? / ^ ^ C / ^ / ^ e T . 1号文伴) 

关亍l'is电波记录方法侦察核爆炸â5可能性的结论草案（7月7 3苏联代表团 

，多夫.靳,5先生戋出；第
三
工?/GUC./s号文二^' 

^'àmmM ( 7 月T S 2方代录的工作文伴；：^ 3 : : C ? / 7 û C / 4号文《导) 

建议约修订过的关于用记录电波方法侦蔡核it炸适用性55结论草袁（7月8 

3 3 方 代 表 S 提 i B ; 第 ^ ? 号 文 伴 ） 

建议的关亍用记录声波方`法"察核;^炸的适用性的结论草案（7月9 S苏联代 

表 3 提 出 ； % 33:?/iruc/6-f Xfp ) 

关于用记录声波方`S贞察核暴炸55可用性的结论（m 1 0 % ^ ^ / 

号文件和8月I 9 5 修 改 ； 第 】 ？ / 

]HJC/T/^ev. 1号文伴） 

关于用现测大气中放射性污染的方法进行: £督的适 y ,结论草案（7月I 0 

3 ^ 联 代 表 费 多 罗 夫 教 授 提 â ; 第 2 ： - 1 ? / 

3 a c / 8号文伴） 

建议约关于滂玥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残片的方S的适用性的结论（7月I 0 3 

S方代表3菲.寄克博士提iB;第3X?/^UC/9# 

文件） 

建议的关于用放射性残片愤寨和辨明核;1：炸§5可用i:àSî结论（7月1 1 3 S方 

代录3提 i i î ; ZS:?/ITÛC/IO号文「4 ) 

建议约关亍用放射性残片侦罢和,明核;^炸的可用'fc^的结论（7月1 2 3苏联 

1 ̂、表S S -费多罗夫教授提出； ^ z i ? / a - c x 

11号文伴) 

在 : ^联 5 5各种论, S中，匿行了一些, 1 0 ^ 3事例（7月I 2 三 ^ 出 ； % 

ZX?/:jî:C/as号文《年) 



：多订关亍,I，射性殘片偾蔡和s明核爆炸^可用性的结论里杲（7月14 E 

W方代表3提出；第is? /Cru`C/as号、 

ITUC/13 /Ccrr. 1号和Z2C ：?/̂ 7 G C / l c r 

l ^ * e ` l 号 文 件 ） 

关亍应月记录地震波方法iî^察核暴炸的结论萆案（7月1 7 S苏宗代表3^-

谢麦诺夬.，U士提iB;第sz?/^ûC//14号文件） 

关亍用放射性残片察和辩明核暴炸的方法的可用性的结论草案（7月2 I 日 

苏联代表团
2
- S *费多罗夬教授提S;第：S X ? / 

号文件) 

关亍电磁技术对侦察和辨明核爆炸的可用性的结论（7月2 1日百方代彔团罪 

.斯克博: ^出；第s s ? / m j c x i e号文伴） 

关亍电盆技术对侦察和辩明核爆炸的可用性的结论（7月2 2 3苏联代表团茱 

‧蓬.靳基先生提出；第Z2:?/^U(V17号文俘） 

关于用放射性殘片偾察和辨
3
月核爆炸的方法的可用性的结论（7月2 3 5提出； 

第E x ? / i n j c / i s号文件，和隨后修改过的第 

E I ? / Î Î U C/18 / ^ e v . 1 ^ E X ? / ^ U C / l 8X 

R e ` / C o r r . i 号文件，以及8月1 9曰提出的 

第E2 :?/^UC/a8/^ev.2号文件） 

关于用记录地震波侦察核爆炸的方法的可用性的结论（7月2 4 日 提 出 ； % 

S Z ? / F U C / l 9号文伴和之后修改过的第 

1号文件，以及8月19 3提出 

的第ZS :?/^ÏJC/lQ/<îîe 7 . 2号文件） 

关亍用记录元线电信号侦察核瀑炸的可用性的结论（7月2 5 3提出;笫32?/ 

l J U C/20f文伴和8月1 9日修改的第32? / 

SUC/20/He7. 1号文件） 

关亍侦蔡在高空(高于地S 3 0至5 0公里以上）透行的核暴炸的结论(7月 

2 8 3提出；笫S2:?卢C/2I和C o r r . i 号文 

件，以及8月1 9 S修改的第ZZ ? / 3 i : c / 2 I / 

Her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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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亍 芏 f ` ^ ^ 技 术 备 3 结 论 芎 （ 7 月 3 1 2 1 - ^ - ` x ^ ^ r - ^ T i M B h k # -

`a-,第3?/^uc/22号文,) 

关亍为《it寨和,等明核：暴炸的iîË督制/f的技术装备问題$结论（8月6 

^Z2::?/qM/23Î^Corr. 1号文"：2^以及8月 

1 9 S修改的第SS?/^ac力3/?-e7". 1号文件) 

关 T J £ 瞀坫 '结论苴案（ 8月 1 1 3；^、联代;受5^^^^第二：?/。？：：/24号 

文〈半) 

关于检查停止核试验协定抆行情况的,度的织与作用55结论罩案（8月1 1 

3苏联代表 a提第 3 ? / T u - C / 2 5号文件） 

关TJâ督刽度约结论草案（8月1 13提出；第ZZ?/lIUC/^6号文件） 

关亍为对一项可乾签订的暂停核试验协定的违约行动进行侦蔡设立55芏誓剝 

度t5结论（8月1 9 3提出；第22::?/^UC/27号文件) 

专家会议7t—项可能签订55智1 亭核试-全协定的违行 S进行愤蔡方法^ ^究 

掁告（8月2 0 S提出；第S2::?/"lUC/28号文件） 

(2)为；究或许有助于？方土突然袭击所可能采lia措;^和为jh>i备一份:勻冬；1 

玫府的裉告的专家会议上提出的各項提案（1958年I 1月I 0 3至1 8 

3亍5内瓦万国宫举行) 

324.专家会议的裉告*作了下列申述： 

"g会议进行55过程中，参加会议国家申
3
月了它们的立场、观点，并莸所 

讨论3^问题交^了囂见，会i义帮助各方弄滑楚另一方力现,#、, 

" 笫C-3U/^A/15号文件及附件I至I 5,又>1笫A/407&f大会文件， 

参加会议 j ^ ' l家有：阿尔己足 i L加拿大、捷 "洛冗、 s a , Ï大利. 

茨 兰 . 罗 马 尼 亚 ， 联 合 三 ^ 和 美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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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三会-；义iSi^t的过種中，提出了下列冬項文f^: 

5方亏家提iiîHÏ^议约二作计划，1958年I 1月1 1三（见ê^i义fi告:今 

'牛I )。 

议程草灵：苏联、阿尔巴足亚、捷咒.靳洛伐充、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代表 

S提出，1958年11月113 ( 见 会 议 告 附 件 2 ) . 

g方亏家缇;îî约议的工作计划，19 58羊1 1月1 7 5 (见会i义裉告「# 

件3 ), 

关于各国承担义务不让携原子和 f武晷飞机飞越其他国家领土和公海 

的建议草案：苏联代表团提出，1958年1 1月I 73 (见会议报告?ff件4 ), 

关于 Ê方专家^出的建议工作计划中第一点的说明性文件：作为,查侦 

察手段和审查視系和监督制度的前提，关亍突然袭击可能使用的手段的有关技 

术方面之调查拫告。1958年I 1月1 8曰（见会议裉告附伴5 ), 

关于百方专家提â的建i义工作计划中第二点5n見明性文件：关于观察和 

視察突然袭击手段中行之有效的技术之调查^告.1958年I I月 I 9日（见 

会议报告附伴6 )' 

关于Ë"方专家畏ifi的建议工作计划第三点的说明性文件：关亍观蔡和视 

察远程飞机各种可能的制度的说明提纲.1958年1 1月2 4 5 (见会议裉告 

附件7 ). 

苏联致府关于防止突然袭击掊;^的声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团提出.1958年1 1月2 8日（见议掁告附件 8 ). 

关亍设立地面兰督站、迸行空中摄影以及同时采取若干裁军措施以减少突 

袭的危险的提案：阿尔巴尼亚、捷充斯洛伐充、波兰、罗马尼亚和^it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团提出，1958年1 1月2 8日（见会议裉告?f;K年9 ) 

关于西方专家提出的建议的工作计划笫三点的第二次说明性文件：说明观 

察和枧察弹道导弹的一项可能的铜度的文件。1958年I 2月3 S (见会议报 

告附件 1 0 ) , 

关亍西方专家提出的建议约工作计划第三点的第三次说明性文伴：关于现 

察和视察地面部队的一项可能的制度的说明提纲.1958年1 2月53 (见会 

议^告附件1 1 )。 



关亍迪SiË督g和空中視蔡g任务和职能^提.袁：阿尔已亚、*^^ffs. 

伐 究 ， 罗 马 尼 亚 和 苏 ^ 等 国 代 表 团 提 1 9 5 8 年 1 2= 123, ( i î 

会议裉告附件12) 

关亍为减少突然袭击可能性而设计一项宪筌的观罢和視蔡度的某些 3 

素约说玥性文件：Ê方专家a出，以解释他们所建议的工作计划第4 iiî分,19 

5 8年12月17 3 , (见会议摱告附件 1 3 ) 

咸兼. C .福^特先生代表â方专家所作的芦
3
月，1958年12月18 3， 

(见会议裉告附件 1 4 ) 

关亍阿尔巴尼捷究斯洛1；^克、波兰、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义共 

和 g联盟等国代表团在防止突然袭击会议上立汤约声 s凡V ‧ V ‧ ^兹涅汔 

夫先生发言，1958年1 2月1 8 S (见会议拫告附件1 5 ) 

(3)在停止核武器试验§^3内瓦会议上提出各项％秉（1958年1 0月3 1 

日至1962年1月2 9 5在 3内瓦举行）* 

下列是在苏联、1^^`王：1和美1举行的三边会{义上提出的提系： 

326. 1961年4月1 8 王国与美国轶合提S约"停止核武！^试验条^覃杲" 

(第C-SST/l)Fr/llO号文件，又见第V^4772和Add. 1， DC/184^-dd. 

1和Add. 2，以及DCZl85f文件） 

根据该粟条约草菜，各締约国应承诺禁止和防止在其营辖或控刽下皿 i tk:a^ 

进行核武器试验，并且不引起、鼓励或以任何形式参与在g何地方进行核武器试验 

暴炸，为确保对条条款的遵守，缔!^各方^！^意设立一个竖督^织* 

32 7. 1 S61年6月1 7 5递交绘^联的"美国关干日内瓦禁试谈判的备忘录" 

( 第 A / 4 7 8 7 号 I 3 C / 1 8 6 f 和 号 文 件 ； 

32& 1961年7月1 5曰递交苏联的"美关于 5内瓦泵试谈判§^ 7月 I 5 5 

* 仅 包 括 那 些 罔 时 也 ^ 大 会 或 » 委 贡 4 ^ 交 ^ « 或 文 件 ， 



,=g会"（第A/4 8 1 9 ^ 3 C / l 88号文俘) 

329. " 1961年8月2 9 5裁军委员会主席le~秘书长约口头照如转递獒固：：吹府 

关于停止核武晷试验会议约声
3
" (第 A / 4 8 5 3号和第D C/l 8 9^文件） 

33 0. 1 961 ^ 1 I = 1 3 3联舍三;g常驻衷合[g R表致大会主席^信（苐:`/ 

4967号和第I)C/I 93号文件） 

该倌载有一项联合王a政府给苏联的照会，建议于1961年1 1月2 8日恢复 

5内瓦会仏 

331. 1961年1 1 月 I 3 3獒!1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大会主席倌（第A/4969^ 

和DC/194号文件） 

该 ^载有一项美 , i ^ t 给苏表照会，建议亍 1 9 6 1年 1 1月 2 8 5恢复5内 

瓦会仏 

33 2. " 196r年1 2月1 4日代理秘书长给 ^委员会主席的倌，向 ^委员会 

递送关于3内瓦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谈判进层憒况的临时裉告"（第DC/ 

19&f和Add. 1号文件） 

该临时报告包括自1 1月 2 8 S恢复会iZK^来直到1961年1 2月7日的会议 

逐字记录和各项文件.1 1月 2 8日苏彔在会i^:Ul提出的"关于停止核和热核武罢 

试验的协定草杲"就是眩时裉告包含的文件之一（又见笫 G E N y ^ N T X l 2 2号文 

件 ） . 

根 捱 该 草 案 ， 各 缔 约 不 在 大 气 层 、 外 层 空 间 或 水 下 进 行 ^ 种 类 的 核 

武晷或热核武器试验，弁将它们â^!i家手段用来对所保5£§^禁试遵守情况进行相互 

监督。 

33 3. " 1 9 6 2年2月1 9 日 代 教 书 长 蔡 委 员 会 主 席 信 ， 递 送 1 9 6 1 主 1 2 

月 7 3之后内瓦停止核武晷试验会议的逐字记录和各项文件" (第 D C / 



？"， g% 

I 9ô/.'.tt. g文:.半） 

联 今 ^ ^ m fi m委a会？^合i ^关亍三.内瓦会议军议-,t艮告—是其 

申所包括文件之一（又见1961年1 2月1 9 5:gc-Zzr/^:Tl/?T. 348号文1年） 

|tÉ`三a与美'：！在其全拫告中浸调了它们观点，I？苏联1961年1 1月28 

3提出的关亍停止核武罢和热核武晷试验条约覃素(见第C-3:iT/DlTT/122号文件 

第：:c/155号和上s约A'ii. 1号文等亍是一工页不受S督-Ijt^定，否,S了 3??̂  

先前对！！际^蔡和^督核武罢试验的赞立汤。联合王S与美3认为S联èij新立汤 

是在会，讨论中后逞了一步， 

联会三国相美H在其补充联合告"中,表示希望苏联重新考虑它;^一]^受国 

,芽S督èij禁试协定约立汤.此外，它(H还篁申了它in;îtgl 8国裁军委.3会上通过 

外交途径，或通过§前在3内瓦参加喿试谈判力各g代袤SJ^成贡，重新建立一个 

共i司g谈到基^^愿望，异保证加倍勞力，以iè^戋一项受JE分监詧亭止核武4试 

-全协定。 

334. 1962年1月2 6 3-:Ë 3内瓦会i义S 3 5 2次会 i ; LL^出^ " 苏 表 关 亍 停 

止 核 武 试 验 i 可 题 ^ 芦 明 " ( % G E I S ^ I T / I V 352号* 

号文件，又见^ DCZ195ZA=id. 2号文伴） 

苏联"：^，
 3
月中表明它H意-继续参加3内瓦会议，并重申了它-力立^， I?Tt停止 

核武 " S试a : i可^的最终^办法只有在达成全 s 底 ^军条件下才訖找到，一旦 

核武#被柰止了，并^_现有倚存被锖毁了，那么进行核试验§t剠激也就不再存在 

J , 

":Ë无核武晷，家会i:LLa出sa菜(1968年8月29三至9月28= 

3内瓦 

+第 D C / I 9 6 ^文件， i U i文"在^委灵会上提 S约提尧"项下， 

― M : ^ 件 ， 见 " 在 裁 军 委 . 奇 会 上 a 出 提 案 " 

—^^VT277* Corr* 号文件， 

参加会议3^有9 2个元垓武晷S家^力4个核$蕃.，家：：去:3、苏联、表合三^ 

'一 9 



335. i s会议，过了几项: 5议&一《载有关亍会议上所~论问约主要结论三 g 

宣言。宣言 s文约^分巧容力下： 

" ⋯ 一 . 平 与 安 佥 （ 知 同 界 上 犮 募 ) 是 不 可 分 割 * 这 一 信 念 g 指 导 

下，并承认在这一方面et?著遴责1^与义务，：?:会议致力亍普遴,力平各项问奇， 

尤是各无核武晷li^^tj安全、停止核军备竟賽、全面彻底裁军以^便核子11 

专用子和平S 等 i习 ^， #协议如下： 

一、 会议各参加Hiss5:1以下公认事实：如杲不裉据联舍ii宪童 

锖神沏底消除使用武力或用武力 s咸胁，人类首途就不可牢固.会议 

同 ; f ,除非一切 i l家安全得到保证，就无:去保障^国家的^平与步， 

会议强调为及旱！^桉时代安全保证冋题面釆取更多步骤的必要. }à< 

二、 各参加国认为乎子世界上一切11家遵守^^§`盟宪章^3支1己各11关 

系的公认国际法规范为其神圣的职贲， 

三会议认为立即停止军备竟譽、加速核裁军进程*在有效 s i^ J Ë 

督下的全 â彻底裁军，为保障世界^平与^全^一切 1家§^独立与 ê济透 

步所必醫， 

会议建议在实现有效E.S监督下ètj全Ê彻底裁军菌，须急速釆玖步骤， 

以便就各种附带措;^达成协议， 

四、 S这一方面，会议已注意到联舍望大会:^2373(XX:I)号决议 

所推荐éiJ不扩散核武器条é^.会议认为该项条约应è各项袁军,；^，尤其 

是核裁军来加以贯彻， 

五、 会议认为^适当F#下建立的各元核武晷区是7ti，止核武畧扩散 

和促进裁军的一个有效贡it会议满意itk注:t到^禝据技丁美洲禁止核武 

器条约建立各无核武畧区方面亚已达到§^透屡。" 

5̂ *̂  H 5̂ ?̂  ？̂?̂  5^ï^ 

会议是按照第21533(X2:l)号大会决议面召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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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 " g ^ g ' 委 员 会 21 July 1982 

Original ： HUSSIM 

禁止化字5^器5?犮屄、生产及 

i t 存 以 及 矣 公 约 的 

5联的提案 

化字武^是一种野蛮的署杀工具。iî种武器已经^取了几万人S!;生命，井伤 

残了几S万人， glu,大现模便用更加i?r'ff 55化字武器的威^正笼置蓍人类。 

各If人民要求防止这种儈况，并要求柰止这种武晷Eïï生产和,毁^积-力传存， 

便便用化学武器5?可能性裉萃不存在。 

苏联坚支持这种作法，苏联,5、买于《1 9 2 5年S内瓦i义定f》的人道宗 

t,它从未乔-任何坨万便用过化学武蕃，也从未扦化学武^转让绘1^何人。 

^亍达成全 Ê有效柰止化学武器 ê 5愿望，^联向联舍 i l各会员 g # . â以下^关 

^2：-®巧公^35基不条款，备供各国窜议。 

一、禁止 î i J范围 

一般规足 

公约各sf?7:251承诺不论S1^坷'！，况下《不友廣、生产或以买万:*取得、,T 

#、 有、^让1<学武li^， ':^£¥.^i^^ir^^zv-S^,:M^M^^^^:r: T H T X' rv , T ; . 

沬证^ ̂ 或î^f;^具有生产化学武器^力？? ̀义;?|。 

化 学 武 定 义 

为工‧‧：. Z丄、巧、g =v, " 'r^^%'é " *-:^: 

；.;毒性!̂ 死It学 ;̂̀ H、 学吻剂te其他，警化学，剂以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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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刑？？？了1？^ l l S = f旨 S用亍 - : ^ ^ ^ 用 : $ â t不 #及便用 1 t字军葶 

, l ^ : j [且其^效量 = t i t亍 i ? :些用途 5 7化学，剂外； 

(b)旨Sit过由亍其
1
 更用râî^:^iii禾5?化学物剂？？毒'以it,戋死亡或其化 

f务誓?Té何,门设计弹药或装量： 

(C) 1 ^何亏门设计罝^用子这些;？药t?î装£^'?.,,-3设香， 

其1t定义 

为本《公约》5^目的： 

1. 毒性!^>Jt学物，]"、"其，-3?6化学物，"、"^害化学*：5？！， 

将这些化学物剂类别务个具tss:#'é?^准(致死fe^ ( 或 ) ^ 軎 & ) `^,Z 

(艰瑭#军谈判g员会商定标> t载入公约)。 

2. "许可用途"指非敎对用途和不涉及便用化学武器军筝用途。 

3. "非敎对用途 " I ^ f工业、爭究、医疗或其 f ! L ^平用 i €、 法用 

途或罝^用亍防止化字武#^??用-:s, 

4 还 应 S 《 公 约 》 r 苺 - 定 " ' H : 字 荀 ， j " 、 " 玑 能 畏 失 剂 " 、 " " , 

" 前 体 " 、 " I É 力 " 、 和 " 设 ^ " 5?足义。 

禁止^让 

公约各5f约H应承话： 

(a) 不罝接或间^将色1^化学武^转îi:绘ff:l"sr人； 

(b) 即！£用于许`S ::î.不直或；司S碍':-^f':#it死1t ，物`！、 fLV:^ 

失<fi 、 -â"赉剂亥冥Miz^*让.,In: 人， l i _ ^ i i ; f 77 一个i,约!Il ，外； 

(c) 不罝^或;'`I?:#协J7、鼓;5&；|^ fi导fe1可人从筝《公5^》菜止？？57。 



C3/294. 
CD/CV/WP.35 
page 3 

不存放 

术公^每一绪约应承诺不在别if领土存放化学武晷，包掊二元武H和多无武 

#，如过去已有在外国领土存放化学武#，則应从外S!领土擞回一切这类武冤 

成这一义务^ s期将在末公力内规定）， 

化学武^储存- 圬销菱和转用 

1. 本公约每一j^i^'，应承诺销毀化学武"^Ei:累积储存或将其转用亍非敌对用 

途，转用2^数量应与非敌对用途所卺数量相一致. 

2. 化学武器储存销象或转用应甴一 i s成为本公约 i t约国后 2年内开始， 

并亍 1 0年内完支 

已拥有化学武"te^绪为s,为彔示试意，可于本公^生效^桀作出4/了步#'It 

具有化学武#生产能力 i m ^ ^ 

消除或暂时改装 

1. #一绪约国应承诺消除或拆除具有化学武-，生产能力êHi^ 

2. 消除或拆涂具有化学武^^生产能力H设;Jës^活动皮于一国成为本公约^约 

囯之S起8年内开始，并干十年内完成. 

3. 太公-力任何5t约^为销象化学武#储存^目的有^暂时改装原用亍生产这 

类武晏EI设；^，并以亏用设施或为此§ à ^ ] î ï ï建设设施进行化学武蕃销莰. 

被:t许g活动 

1 .每一约!！有权为许可用途保^、生产，^得或便用类型和数量与用途 

相 一 致 毒 性 化 学 物 剂 及 其 前 体 ， 



2. 所生产 S、 è急*转用&、每羊用其它方法取得或已有èt:用亍许可用途 

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总量在^时侯均应保持最低：平、度，不论何和情况下，太 

公纟兮任何if ^ 国痈有量不得超过一公 ^ . 

3. 毎一为许可用途生产剧套性致死化学物剂的国应集中在一处专门设 

施行此种生产，其相应生产能力 J E受持别协定； ^ * i . 

人口和环境保护 

在履行有关销毀或转用化学武#翁储存和销莰其生产手段每一i§约国应ife 

le 一切必要预防搢施保护人口和环氣 

本公约应從进为^约US经济与技术发屋，为和平化学活动领域et!国际今作创 

造有利 Ë i i r提条件 j f排除 â入与本公^宗旨无关活 3领垓^可能 

二、公布和建立倌任搢施 

1.本公约每一绪it!i应承诺在公约生效后或在^^国加入本公约后3 0天之 

一一其擷有或不拥有化学武晷和生产化学武^力； 

一一化学武晷累积储存量和化学武#生产能力； 

一一 1 9 4 9年1月1 3后向^人转让化学武蓦数量，生产化学武 # è ^ 

技术设备和有关技术资料； 

一一每一绪^国领土上存在.戈不存S化学武#储存及储畀量，化学武募生产 

设 施 及 其 生 产 能 力 ， 这 鉴 是 3 ^ 其 它 î i 家 ， 任 家 集 2 , ^ ^ i P、或个人控制 

或遣^下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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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毎一 5S约国应在本公约生效后或在^灼国加入本公约后3 0天之内公布它 

已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和将这些武器及其生产的技术设备和有关技术文件转让^何 

人 K 一切活动. 

3 .毎一^ii/!i承担义务在本公ii7生效后或在为国加入本公约后6个月内公 

布其销象化学武器储存或转用于被许用途的计划，弁在升始销毁或拆除具有生产 

化学武#能力设施之后的一年内公布«èïi销毁和拆除计划，说明设;^的地点. 

4 . 每 一 i f ^国在为了销莰化学武卷倚存的目的面暂时改装的一个（若千）设 

施实行销毁化学武晷倚存时，应在销毁这è储存计戈']规定时间范围内公布上述 

(若千）设î¦èlJ地点. 

5 . 在一处专门设;fe为被准许用途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毎一it约国，应 

在这一设茏开始运转之S公布其地点. 

6. 绪约国应承诺： 

(a)定期通揋销毁现有化学武荟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S?计划执行情况， 

以及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器生产能力设尨的计划执行情况 • 当这些活^比 

计划规定时间提苜进行时，绪约国应作出适当通报； 

{`b)在开始执行销彖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于被准许用途的计划à|;各阶段及执 

行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器É/^能力设施Ê^ît^èâ各阶段前三个月发出适当通报； 

将销萝、或拆设尨的地点也以适当通报公布； 

(C)在销缦或转用化学武#储存和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晷生产能力Étî设施后 

3 0夭之内，茇此内容作出适当芦明. 

7 . 毎一5亏Itj国应承诺每年公布所生产的、由储存转用ËJ、取得或使用Étî下列 

物剂： 

一一 ，？？备化学武器直接相关剧蚤致死化学物剂和其他致死或有軎化学 

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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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吊亍工业、 t ^ .研究、 

è t r军筝用途剧毒性â死化学物剂； 

一一用于工业、农±、研究、 

^剂S其它教死或有窨化学物剂， 

医药和其它和平用途以及与使用化学武罢无关 

医药和其它和平甲途以及为执行法律而用作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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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It约国应从一项假设出发，即为许可用途而生产、取得、保有和使用 

的化学物剂及其苜体，如因可能铍转用于同化学武器有关的用途而被枧为具有特别 

危险性，均应列入适当的潰单.缔约国应承诺每年提出^些清单所载列的化 

学物剂^化学物齐JIT体的^科， 

9.每一-，约国应承诺在每次转让剷毒性致死化学物剂、机能丧失剤剌激荆^ 

可甩作二元或多元化学武器iP件的其他化学物剤给ê何其他铕约国面此种^让叉不 

受本公约柰止时提出通知. 

10.上0£公布、计划、通知和，明应提交本公约缔约国协商委â会，其内容及 

缁制现定的滑草的程序将在本公约中予以阐明. 

三.确保公约得到遵守 

关亍孩查的一般规定 

1 . 本公约各缔约国以国家相国际措施作为在核窆本公约备条款選守情况方面 

进 ^ 动 的 基 

2. 本公约每一缔约il应承诺$照其宪法规定在其管辖或管制范围内的色何地 

方 ， 釆 取 它 认 为 必 要 的 部 揞 施 ， 禁 止 或 防 止 ^ ^ 本 公 约 条 款 的 何 活 动 . 

3. 为了察本公约所现定的各项义务的覆行If况，任何缔约国可设立一个具 

有必要法律^力5^11家核窆委员会（一个!f(^核窆织）；其组庶、贲和工作方 

法 应 3 本 公 约 g 约 照 其 宪 法 准 则 以 决 定 

4. 为S保其他缔itH遲守本公约各条款，色何缭约囯有权以符舍音遢公认的 

国法原则的方式，便用其所11使用的国家核査技术手段* 

拥有m冢查技木手段3?绔灼国，在必要时可将它ÎH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并且 

;?7不公约具有重零t生的资#-，.供其他^^ i l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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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11应承诺不采5叉jf施，包括采IZ^f;Ç,?|衮^施，访碑其《^1家è7 

il家核窆技术手段， 

6. 囿际核^掊旋应在^合！ 1范S内^据其宪章，逋过圊际=Ê;?、通过各締约 

H f i l 约协^与合作以及通过不公约各绿约囝协商委会厫斧子以行. 

协商与4>^ 

1. 各-:t约II承在,#决可IE出現的与公约55目标^Z二V约条款之适用有关sîl'si 

題3t相互协离和 

2 . 各绪约囿将在双边基^上通过协商委â会交換它'ffl认为必要的资以确 

"^公纺 M _ ^ i ^义务诤fi覆行. 

3. 协两^合作也可在^会il?s躧?^裉据其宪章遒过适当国际程序予以进行， 

这些程序可包括利,1 涂了协商委i会以外的一些适当! 1际 â i R 厫务， 

4. 为提寄本公的玫力，备缔约国应以适当方式同:tSSr止旨在对其他il家屦 

行本公约的实际If况进行蓄:f歪é的任何行动. 

本1、约各绪约国的协商委员会 

1. 为了进行广泛的国际协两和合作，为了交换资抖相为了促逬本公约条款運 

宁,况核奎，各 # i < J ! I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十夭內设 X—个两会. 

国有权代表参 ; ^该委 S 会 . 

2 . 协商姿费会将裉裾蕾要，齐裉任何 i t纟兮要求，在收 i û '寻求后= 

"Ĥ î 召开会iïL 

3. 同协商委g会3^组织和程序、可詆的^5^，J^、蒱â&'Ul构只貴、 

义斧相工作方法、力,笱§员^;^地視察方3所起3^^：'，用，与S家核受组织令作约形 

式等;^*关55其1 也i可题尚待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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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约遭守情况 

事实调查程序.琬地枧綦 

1 .毎一缔约国有权通过双边途径或通过1*商委ê会请求怀疑本公约遭受违反 

的另一缔！提出有关事实真相情拫.致送此一请求的国家应向提出此一请求 

St约国提供有关此一请求#if m» 

2 .每一缔约囿得通过双边途或通过协商委g会I勻另一怀疑本公^遭受违反 

的締约国提出进行就地视察的请求.此项请求得子本条第1款范围内所述各种葶实 

调查的可能性均予用尽以后送出，并应包括一切有关情报以及SHE实此项请求成立 

的一切可能 i据. 

请求可特剁连同有关销毁化学武器累积储存以及销毁并拆卸提供化学武器生产 

能 力 的 设 施 通 知 ， 一 并 送 出 . 致 一 讶 求 缔 约 国 得 对 此 请 求 作 出 有 利 考 虑 

或作出其他决 t该国应及时将^定告诉提出馉求的缔^国，并应于该国不准备 

鬨意进行葸地枧察时，提供充分令人信服的适当觯释. 

3.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化学武晷储存改作许可用途期间内，应当规定 

有系统地对一处（或多处)已改装或专门化设施进行囿际地視蔡（例如在商定限 

额的基^上）的可能性. 

4 .本公约应当规定对一处专门化设施专供许可用途^剧毒致死化学物S生 

产进行国际，：:^視察(1?〗如在商定限额约蚤liii上）的可能'fe< 

向 安 全 理 筝 出 控 诉 的 程 序 . 

提供援 ^ 

1 .本公约任何缔 ^ 1如有理 è认为任何其他^约国的行为^反由本公约各项 

条款所产生义务时，得向联合国安全理葶会提 3控诉.这种控诉 S包括证实控 

诉 , 刀 可 能 和 丧 请 安 全 理 筝 会 予 以 寧 议 ^ 要 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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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公各承话，在安全理事会《竭紫会; 2宪章条款裉据其, ! f f收到 

控;，而发起进行何谓查中，给予合作.安全理事会应将调查洁杲通知太、约各 

3 .本公^冬缔约g承诺，如杲安全理寧会断定à干本公为遣受it反ra使木公 

171^，可，为';！面临；t;%. S I按合 i l宪鞏向谞求 # . 3 ^为兮' : i提供 = ^ i i ;或支捽 

这种缓 

-? 1 9 2 5车 5内瓦议定书关系 

本公^的任何条款均不应较籙释为会以任何方式?^制或减损^ d家在1925 

车6月1 了 3于日内瓦苍署§^《禁止在-、争中使用窆患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ir 

战 方 法 议 定 S >中所承担义务，以及在《禁止细^ ( 生 ^ ) 及 毒 素 武 晷 发 

褢，生产及锗存以及销歉这类武晷公约》和在《菜止为军筝或色何其他致对5的 

'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中所承捏约义务. 

29、公约的最后条款 

公约中应当规定有关公^签署、"tSi^和生玫程序、有关保存者约条款、备 

国加入和退出本公约的程序、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的过程、关于召开审窆会i义 

期和此种审至会议3*13412：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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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5 J u l . 1982 

Original:ENGLISH 

1 9 8 2年7月2 2日印度常驻!^国日内瓦 

^ ^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 

信,#à|印度絲二届专门计论裁军 

问题的特别联a提出的公约覃案 

1. 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其议程项目2的审议，我谨随函转递印度在第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一项公约草案. 

2. 我请求将该公约草茱和此信，作为裁军谈判委^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以便供戌员国参考和审iX^ 

印 度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A ‧ 溫卡特斯瓦朗大使 

(筌名） 

(S .32-6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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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締约各国， 

震惊于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的生死存亡所造成的威胁， 

^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行为,并且是与人类为敌的 

裁军的一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协议如下： 

笫 一 条 

本公约缔约各囿庄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 二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 

第 三 条 

1. 本公It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筌字.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笫3款生效苜尚未签字 

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t^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一苞揞五个桉武晷国家政府一按照本条笫2 

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效. 

4 . 对于《«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它们交存批 

准书或加入书之曰起生效. 

5. 保管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日期^本公约的生效 

日期，以及在收到萁他通知时，立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囯. 

6. 本公约应由保管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2条贵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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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公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并由他将本公约的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筌字国和 

加入国玫府， 

为此，下列签名人，经各自0正式授权，在于一九 年 月 日在 

开放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 ^ > ^ > ^ 





23 July 1532 

卖 三 委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n艮议会和尾古tt-

齐类塞总统艮请第二 / i 专门讨论戟 g 问題 

联合 S 大会特 ? ' i 会议考虑意见 

罗马尾亚赞赏地注意到各(1蒈亍特^会议期间提â 了一系列重¥ J^提案，提请 

以最大-巧注意力予以,查，S为这些提案枸成刽订《合裁军方案》基îâ. 

罗马/！亚认为，本着这种精神，有必零遠切地*始选行谈判，异就下列各项措 

施达成协议： 

1. 各^玫府和负有贲^的各方一切 1 ^力应当坚定不渝迪朝向达成我们§^ 

基太 f标一停止g备竟赛相达成朝向裁旦，特别是蒴向核裁至有效步氣 

2. 为了达成这个§标，有必要停止生产核武^，并齐始逐渐裁减现有Éf^存， 

直|*i它们宪全消除为止，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晷和其他大规模毁灭ÏÉ^#. 

极其重霎^是à所有各核武器a家作â承窆，坚定地承捏不f先使用核武尋^ 

义务. 

有必？加紧努力，以便尽迗I f ^有关下列4事項协定： 

一禁止一切核武#试验； 

―禁土生产*发晨申子武 

一 Wih利用新3抆;^成杲从筝生产和发晨新S大规禊蓑灭'iÉ武#或买新Z手、^； 

―,荽止生产,f=发展化学武晷弁^毁此种武！^约现^,存； 

―'杲止故射'武 

―保证所^元核武#S窠^^全；承g坚定？^义务.不;?t这些g窠便月核武 

萋，异全â迪不便用冥^武晷或f:.g便,5$力， 

-f马/1£欢迎迄今为土！^已^出，关停止核武#试验止生产,f子！:香5t 



^ 案 .我 c . 专成大 i 度裁减两个大 i l s 核武 # , ，!力5筲一；^段,,减503，作 

；7 5!5今：?.，/树^喧乂#^^一^步歡 

3马,i 二次迎^联*美，承^亍 z i s :月 r r i k ^ l 3^5^武罢行谈判. 

所有各3：人民约最髙利釜零求人人都应当本着高'变貴^心约精神#竭尽一切努 

力夹消除核武#;这种利釜零^ 5联&獒 a —污个^有极大多欵核武" ^大 1一 

* 一方都亡当竭尽一切1?^力并太詈善君夭达成^i:L 

无疑，il今为止双方提出约提案是有差弄é^.伹是，我们认为，所有提案都 

应当加以考,，并应当开始谈判以便i专结#同的协t 、 

罔时，我们深倌，ii`界上àtJ一切îi家和人民都有直釜采取行动的责色，不* 

等呻劳个大S之间约谈判结杲.以便坚定地发择影=it力，异下定决心争取煮军，并 

且 对 完 ^ 类 朝 向 停 止 眾 宝 备 战 和 在 " " ^ ； ^ 战 争 世 界 上 生 活 ^ 理 想 ， 作 贡 ^ . 

3. 为了逷止军备竟赛，我们建议将军事丹支;^结在1 9 8 2年的水平，并且 

在1 9 8 5年以苜削军辜开支百分之十至十 £ -

由此？省下来资金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应当用亍支助发晨= a 家 工 作 ， 其 

佘用于在实行削减军辜开支国家^造新的衮职机会^ 行其他经济^钍会#施. 

罗马尼 i认为为了鼓励这方努力，允其重要是，大会就各 i l在凉结 ^削 

减 ^ 预 真 方 活 劲 应 運 循 原 则 通 过 一 个 宣 言 . 

4. 通过关亍大量削减传绽武#é^有欢^施对^保g际&平与安全允为重要， 

*此 J罗马,=ê J E赞成两个莫团，一 ^来说;t是^方，主要武#—飞机、垣充、 

^M.飞^、重;^及其他一达成最高?^额协i义^ 

5. 认识到欧洲大?èè^局势十分严重，罗马尼JE坚央赞同停土在欧a滞署和发 

屬申程飞弹、^走和象灭現^约飞 ^ ,在 ^洲消涂一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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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S 高兴 i s 看到美两国主日内瓦开中程核武#遊行谈判，这些谈判復有 

希望在^少除欧 # i ^ ^ 危险方面，达成具体^正面约结杲，我们认为， 5亍这 

个问題同所有欧^ ! i家直接有关，^:Si所有其他盞家藜丘以这祥或那样的方式，参 

加3内瓦谈判. 

6. 为了减少和消除^大陆 g战争危有必要 , f - 尝行一个欧^建立信 

裁军会议JÉjâ^协H 

必要-圬是马德i会议在恢复举行会议时应本着蕙设性约積神透行讨论，并应5 

尽可能短的5^间内，达成正面的结果‧iè成关亍重宇最后文件之下的原则和承诺，关 

亍有劲亍这些原则和承诺êt —致执行决定、关亍举行一个建立信g和#至会议以 

及关亍^保鎊尔新基所开始&连程得以鏟续2^各项决定 安排这祥一个会议将符 

合欧^人民主旻利益相期望，有 3亍撞动缓*及袁军透程稳步苜连以及在欧洲 

大陆上建立起安全和合作的气I 罗马尼i宣布文持建设一个S结的欧^，使所 

有欧^国家，不论其g会销度为何，均能在平等和互相萆重基础上透行有釜e t !合 

作，râ每一国家在不受外来干预情况下能够'is和独立地发尾 

7. 我们十分重視通过各国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定成立无核区，被国家承诺7t 

参加无核区的囯家不便用原于武器^一般武力. 

罗马尼亚正为这个§标不断努力，从而实行一个在双边多边等 U同巴尔千 

其他国家发晨广泛关系étj积极政荒 它本着这种精种，声明支持举行国家*政府 

首脑一级巴尔千会议，促成和致力亍将巴尔子^为一个友^、会作、*g及:fe平 

共 存 无 核 武 # 的 区 < 便己尔千成为这祥一个区域一这同欧他元核区也 

是有关约一将是^向元^武晷* S : ^ i S透一步，对整个欧 j ^ è t j政治气氛将有极为 

ÎEÊH^影响. 



8.三当苜5^^|导'!t勞下，；t买重要g是，S所有S冢与下通过关亍,iê 

罗马 , S i E认为所有外国 %践 g本 1埂内 i t â j iTril a,坚决承诺不将 

,队部署在他^领土;;t加g ^家!'si ft^及缓和极为重要， 

罗马/LîE认为，这些持也il针对下列几点： 

—'；^少冥2政荣5t各种最現、减少各种篥5军事活^,加呈勞力便奚Siét^ 

;fa:?葶活动I司5t禅涂； 

̶拆涂 i t亍其 f î t 1家领土内外 i f至事 ^ ilà; 

—^除覃事濱S和示威行^,持剔是那些É几个11家在其他国家边境附近參 

加连行,事渭习*示 , f ^行动. 

—坚决?<行《^洲 y全和兮作会议绫后文伴》所观定的^立 l t心,; 

—所有！ I家真诚遵守在裁,方^現有各项协议中所作^承诺，以及袞合国 

有关截军谈判各项决定，持别是以协商一致意i?^作出的决定. 

为了增;j=ii家间5^信^和;:nga,导安全，必须便所^国家间^关系牢牢建立 

在以下冬项原运!！上：11家独立和主权厚;i'j、权利平等，不千:^内》、芪放弃武力 

和^力藏&、 弃备^政荧、通过逐浙彔减覃事赛用^人员、裁减军香，主要 

是核軍备，呆在最低程度上达>^军筝力量2^千街， 

9.为了f,i造有禾〗的载S条件，应;立g?朵^g;i?c坚决^行^， It竿以和子方 

式ig~决国果sir:—叨争墻，1^土现^5?冲^过谈判寻求；玟治if~^,.《止:^何 

新^^军葶;7突57^冗局1, 

罗 马 衧 认 为 ， 赛 军 ^ 国 ^ 争 ^ 和 平 是 ^ 北 ? § 关 、 ^ z m ^ t i , t 

一，、冲突和紧!^走争s^::â^f寻久下去耳t会成为荧军5^严篁:玄譯，.筝买经-》显示，. 



?âge 5 

三界上荽一 : ^万，-^;申哭^^途紧?^很冬*， ̂ ? 1 ^ i i ^ # ^ ^ ^ ' ^ â ' ^ 2 5s# 

多，所以我们应i^L?、 一切？ ? ‧力逛兌诉 ^军筝万 : 5 1 5 武力禾冢间产生 "种 

问遷，不论^判醫时多又，为了有矢冬21 S异为了和平与缓^大业，最好是 

逸择以和平方式，以，31判方式来^决珅突. 

必须要
《
更所有a果承^以和平方式1^决3际上的一^争^, ^现缓和 4 

并故莽《è何^式3 3刀或武力,荬.Ij>?^手段。 在这方3十分重要5 ^是è联^ 1大é^ 

通过一项关亍a冡间--^7争端只11以平方式1^决St宣言， 

10. 为了预.坊并为了和平1?"决1[家间的沖突和争端，铭记着现有众多问題， 

罗马甩亚提议S联合国内设立一个特l^j机^，安排谈判筝1：和仅以谈判方式^国 

家间^争端. 

凡不愿利用上 ^ i î 一机构、忽枧其活^或不頋关于仅仅以和平方式一切争 

端 3 j 碁太要求，从而对国际生活中^底消除一切武力行为或武力必要性加以 

夏視e^,家，将被視为侵2^者， 

11. 旨在停止军备竟赛和达成裁军?^备项îf^, i£S相互信è和所有国冢1 司等 

安全的杀件下抆行，罗马甩亚认为有必 g ^ '呆对备国义务^復行加以严^賓效5? 

管刳，以期达成真正裁军，.：^^和促透谈判. 

为lii:巨è^，罗马甩亚主!^在联今，?ê:圑内设立一个菡,g机初，授'该机,1?管芽J 

和 4 f关于所通过务项裁军3施的饥行 i f况，&府应绘子全力叉持， 

罗马/!JZ^决=S弓Z赞成不要S增；军香、f|5:人和军费5^圣?ïï上，rrUM-TS^is, 

S不if刳;€?7-5，"^上达成工.荣，H此，我们认为，为Àisj.!ï^作à^¦¦^力署要冬^ 

真诚迪^供一些为了和溯量草筝预冥、人以及军吾等?ïï'f̶斗3必*??.^#。 

12. 为了加S和干、^全i? î : l家:司有今作.罗马S三认为特#:j重要5t — = 

是 . 所 ^ 1冢都 i S j a亶 , ; i ;^Z: $ ^ 5 ^力 * 5 :； 7 ^ ; #、罩重. s斤，圣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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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任何",= ^千涉， i 足^i身，运5î不可，:"^'"ôl禾!， 

1 3 .罗马 i i î认为，象全/萆哀军這祥广泛5 5—个 â ^，只 ^靠逐步迪^ : 

分^段釆取局舌；^?#瓦-巧方式才能^应. 

it铳是为什么大会本屆会i义'义`须通it《综合裁覃方案》. 

《綜会截萆方杲》应当M尽可IE大2^拘果力，和足各种'《先筝及时li]-rs 

B,并应包?f一李从长远观=构想出未â^*/H,以便S长萄载军进H = :t这些措 

施老行^和多边谈判，以期最终达成全 â彻底^军 . 

联合国大会应当意到，所有11家都^^i è作出承诺，表示要怀蓍5?设性積 

和:成;f进行舍作，以实际行动^实《淙合裁军方案》， 

我们认为，所有 i l家都应当釆取行^，運守和执行^合 , è ^务项决^和决 i义， 

途这4^界论坛，便它够作出更大的贡桊来1^便各国通过，3?判1£决国际问題， 

1^透^有国家之;'31合作关系à&犮晏，元论它们暴子什么社会制度，和撞^实现全 

界5^持夂和平.每一个国家都严格運守联合国3^各项决定，是符合所有: 1 冢 利 

益39， g为今5罔,'f或担不抆行^合国决定和决议533家，实上是危窨了 i G的 

&立，g为
3
月天#il人也会反is:釆i^.佯^对待"É们， 

14 .罗马,s亚複为重視要加g各il人民和世界真论在禅决与人类和平及步有 

关一切问題方 Ê所 ^作用， "要巩ê ! f à们 3误避缓和、和平及民: ^ ! à立政茉 

方 â ^ g结和舍作。 

最近在许多g果一包括在罗马.iiE—郄有要求和平与裁萆的頁^浩大s?示 

运动，发出了5^§所来见的§有力？51=^突，潰^地录
3
月，冬il人民和全界庠论雾 

求裁军与和平5^行动，已经=当代a.牵关系上友畏成为一个新5^、 ̂ 步55.3素，这 

亍遏土军香貢賽，便人类免遷^?tli具有持多j重要'力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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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S ! i ,—:f ai手詈一代在-某'7买^亥^、 ̂ 乎 4 了 ^斗争 = F 所 ^ î ? ^ ^ j 

作 3 , 111们：？^£球入3 5?7：多效，如果_s:生S衮冲突，liti'n^^=!i^*大，所以和 

平对们-育切身鲁夫系，要保^正他们，和子"？童g 2?未釆， 

罗马€亚积.吸支持É.?^今! 1主，，支^ ?Ji^界截萆力， 

15. 在谋求i|止军香竟晏和买现裁军？t^`万吏'é》力？^科学冢负待沬的，1 壬， 

并旦能发揮持殊 à ?作用 ; ^们最漬楚知道現代武力和原子战争所会造成 5 ^ 

在現时5j情况下，科学家再不能抽手旁观地看奢現代科技的最新成杲被应用釆 

制造具.育更大袭坏力武#,看奢貢要^物赁资、》更和宠大的科学潜力为j:i>:S^茇,昕 

垄断，在这祥?iJlt况下，罗马尼亚认为，当创造条伴，让科学,在一孝今国及其 

他i琴机构玄憂他们的囂见，并让fe/ini:接,加所有关于裁幕与和平冋遷论， 

16. 必须竭尽努力，,保备国之 |à]有一种倌1^、和平与合作气氛，从这个 

iB友à,罗马€iE认为，X其重要2^是，要停止关子s香和战争3宣传，异屬开广 

泛 3 ^ 教 肓 行 动 ， 便 备 1 1 人 民 ^ 怀 和 平 理 ^ ? 反 对 香 。 在 這 方 s , 

罗马《亚提议，大家两定3联合国主拜盎行一次元*g会、电!£、新.s报刊等大众 

传潘煤介?^世界会i义，军i义和fJS这个冬jî誠5适当ît^。 

17. 在今3世界罜，裁军问題，，JP其化与全入^^切身利爭关系3直大'1 

.举逦一样，£；：当以.SH?ÏJ方式，在.-,^，冢？^^吸香^下子以^^"5=^ 

Sis个IT泛下，我们篁舍：我in赞~^:^一，考舍国S买现袁兰万S 5?f̂ .3 

霣一/ i f门计论*琴 ! =̂ ?̂j大会 l̶>j会WJïï《 ；/ g , 肯 更 ， 令 2 为 

全S界所K吞与`-Jîjè^ 行载军 5《^ :s 丁 一个；一 ；^'艮主^、 ， . r r . t 

况下，必须进一z?;ro!i第一,昼持别会"^"乂所个三《罩领豸行"ir沦;*"^iî? r\tj 

^ ^ \ ,弁便它 5 ̶ - 5 三化， 



pass 3 

, 马 甩 三 ^ 成 t r 大 5 .巧1：象:？谈判委员会并让具i冢^机会参4讨论，加3 

^ 今 国 ^ ： ? =i=心舍':s裁军砑究所作用，以及果駁其fàiè梦有^亍考荧军'领 

域 的 名 斗 联 会 . 1 玑 玫 & 的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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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 FESTCH 

罗马尼亚人民 

向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联合国特别会议缇出的"^吁 

实行裁军，消除欧洲的 

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 

我们罗马尼i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全国人民，关切的注f到军备竟赛 

g加紧进行，对和平与各国人民的生存构玟重大的危险，鉴于和平与安全面临着越 

来越大的危险，在这种特别严重的国际憒况下，向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 

会议提出严肃的吁，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促使开始裁军，尤其是核裁军，裁减军事 

开支，而把停止^扭转军备竟赛所节省下来的大量物质^人力资源改用于追求进步 

和幸福，消除经济犮*不足的现 t 

罗马尼亚人民司欧洲其他各a人民一起，坚决要求停止部署和发畏新的中程核 

导弹，擞走和销毁现已部署的导弹，把核武‧ ̂ 全都擞离欧洲. 

现在，全体人类面临着战争与和平两条道路的选柽问题.没有任何窭憒可以 

当作采爽#Sfn战争政策的理甴. 

联合国，派代表出,f这屆特剁会议的所有il家政府的领导人，对各国人民， 

对人类文明的前途，负有一种重大的责任，葳是觯除荐军加于人民身上的賃!*.， *g. ‧ 

险核战争的？怖?g《-， ？1止走向灾祸的竟赛，保障并巩固^平， 

为了人4的生存^前途，我们向联合国、g?有H家和各11人民-，出吁，要求 

ts,i任何薛，^凌碎，决定停止军备，賽，开始实行舞军，t其是柯一军。 

.GZ. 82-63122 



趁现在还:？、有投下第一批核?^的时侯，让我们着手实行裁军.等到开始投下 

核弹，就大?了， 

罗马尼iE人民同全世界备il人民一.荬，要求趁着现在为时尚未大晚，尽快采取 

行^保It基本人权：享受和平，生存和自由的权利， 

我们坚决要求*听人民的呼声，萆重他们在相平中过生活的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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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1 劳 2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O:i 一 :SNG西 

南斯拉夫 

工作文件 

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的某些方面 

在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迄今所进行的谈判中，以及在某些代表团 

的工作文件中，一贯强调，在拟定一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时，核査是达成协 

议的基础.对核查程序的客观审议.无论从它的技术和政治方面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的复杂性.但是，可以肯定，在核查的大部分技术问题上已经有了原则性的协议. 

如所周知，1925车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由于1925 

年的议定书并没有具体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战剂，这成了某些主要军事搔 

国加强研究以取得新型化学武器的正当理由.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有研究和^化学 

战剂经验，研究和发展用于技术和医学防护目的（发展防护设备、侦察、清除污 

染、医疗及X他)的化学战剤的类型和数量方面的经验， 

在1980. 1981和1982年间举行0^裁军谈判委员会和专家小组会议上，在 

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冋题上已往有了协调一致0*7意见，例如：未来公约的范围，化学 

武器的定义和毒性标准，P义及各国有必要公布它们的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部门，并 

同意为销毁此类武器确定一个时间表.然而，二元武器的出现却带来了新的因素， 

即使在原则上业已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还是有新的问题.例如，构成二元武器所不 

可缺少的毒性比较低的、和无毒性的组成部分（前体），衮不能按照已经通过的化 

学战剂的毒性标准来分类.二元武器包含"无毒性"物质这一事实只对那些生产和 

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并且首先是当它涉及这类武器的生产、储存和销毁时，才具有 

重要意义.伹是，如果人们牢记二元武器的目的，那末，就毒性来看，它同今天被 

列为剧毒致死化学品的化学战剂没有任何区别.这些数据录明，为了核查在生产和 

储存过程中的二元武器，使用化学、物理和生物的侦察和识别方法的必要性.上述 

方法的使用，在监测和证实是否存在与核查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有关活动，以及对 

GE.a2-6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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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监测化学战剂储存的销毁，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化学.物理和生物方 

法§^结合使用可以为可靠地核查化学武器â*T存在或使用创造条件，如果在有关方法 

的标准化问题上达成协议将有利于核查的执行，因为这样几个不同的实验室里所取 

得的结果就可以加以比较并复制， 

我们认为，化学武器的核查应在国家程序和国际程if ft基础上来进行，我们认 

为，囿家核查并不排除国际核查，而是两者相互补充。为了加强各国间的信任，有 

可能将国家核查与圜际核查二者都建立在一项大家同意的、普遍可以接受和统一 

的识别制度之上——为确定各种具体的化学战剤类别而加以标准化的办法，当然， 

这并不排除一项单独的囿家办法，特剁是当一个国家拥有合格的人员、设备和组织， 

可以进行样品收集、数据处理和箕他工作.国际核查方法E*T标准化能够大大有助于 

囿家核查制度和化学防护搢;^有助于那些在发展它们自己核查方法上没有经验 

的囿家，核查方法的标准化应事先设想到，根据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这些方法作定期 

的修改。新方法和新程序*釆用必须经过化学武器公约绪约国所设立的一个囿际机 

构的同意和接受这是可以理觯我们认为，缩减军备和裁军协定必须建立在适 

当信任之上，与一些现有的协定情况一样，如果信任减少，或如杲怀疑违反协 

定，那么只有核查措施才能恢*协定绪约囿之间的信任，这对那些拥有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和化学武器储存国家尤为如此，因为军备竟赛最经常地是由这些 ( I家发起 

的，这种军备竟赛往往受获取军备优势的欲望所激发.或可以必须不à创制新武器 

方面落后为理由来使之合法化. 

虽然初看起来，核查一词妤象是明确的，并且妤象它包含那些内容也是了觯 

â*T,伹是迄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觯释，就这个问题所提出一些工作文件证 

实了这一点.牢记着化学战剤所具有的特性，建议的国际核查程序反映或是致治 

上的困难，或是技术上困难。我们认为，看来在迄今已举行的谈判和已^出的工 

作文件的基础上，出现了三种基本类型囿际核查： 

(a)全面（绝对）核查 

0：).基本（必要）核查 

(C)有限（不充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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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面（绝对）孩查事先设想自愿绥受国际枧察和在孩査程序各阶g获取和 

收集必要 f f?数据方面最大程度9?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在其领土上进行孩查国家, 

根据需要提供必要ff?技术B?、专业9?和其他a?协助，并且乐于合进行这种孩査 

ffiJ时限，原则上不应予以现定，而要依其范围而S这种孩查包括：现场视察；取 

样和运用标准化?3化学、物理或生物学方法对样品进行测見i?:些分析可在进行视 

察国家实验室里进行，样品可送所谓参考实验室，这个参考实验室是签字国 

协议认可？，以便在那里进行可靠ff?分析，或者亦可以同时利用两种可能'I在这 

种视察范围内，还可进行一项医疗检査，进行取样（iL、尿等）；一近场視察：取 

样和运用化学、物理或生物学方法对样品进行测S这些样品可以体现出得以进行 

可 靠 测 量 生 产 厂 房 — g距离内被污染 3 ?空～徘出 5 5水流幕 

b. 基本(必要Sf?)稷查预计是按照该公约现定备项条件而相互达成协议接 

受国际视察，视察可定期（每年一次或几次).或在有需要时进行.在其领土上进行 

视察缔约国应该确保不给际委员会工带来 ! S碼.被进行视察 3 ? 国家是否参 

加提供技术和专业协助取决于它进行合f^H?章愿、完;^孩査需要Bf?时间原则上应该 

加以现定，伹也应取决于孩査53范SL这种孩査包括： 

一现场视察：取样及把样品送往进行孩查ff?国家之外参考实验室. 

―近场视察：在离允许逬行可靠 3 7测量 5 3生产厂房— 离内，对被 

污染空气徘出的水流等进行取样.将祥品送到正逬行视察？？国家 

之外ff?参考试验室， 

一 现场视察和近场視察也应包括对受雇于该工厂ffî人员以及在最邻近生 

活的居民进行医疗检查，逬行取样（血、尿和具他）， 

C.有限孩查不包括国际稷查程序*国家孩査'5 3结杲和资科大郅分用于监督 

违反公约的目a^，出于可理觯原fâ， i?:只具有有隈效力和效用有限孩受也可利用 
0 

间^说明可能违反化学武器公约ff?其他资科釆源。茌某些条件'下，is种孩査也可包括 

在i?:份工惟文件-中的国家孩査制度应理觯为包括使用与本身领土相关连人员 

和资if»区别于包括从卫星监测外国领土5 ?国家技术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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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场视察‧ 

在怀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IÊ可能使用上述三种孩查形式（a、 b和c ). 

我们想强调a?是*不管釆取哪种形式S?孩查，重要5?是要及时进行•例如，当怀疑 

使用持久化学战剂时，取样进行化学和物理一化学测定所需要Kl时间不能超过两到 

三周（取决于气象条件K对于4^久化学战剂来1^时同,莨应该更短得多,在最有 

利5?气象条件下，只需二、三天 

这份工文件中8^囯际孩査的分类被认为是有条件a?,我'n将其惟为工作材科 

提出，以审议不同等级agi[际孩查. 

m >0< ；«<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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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i S l : EITGLI3E 

1982年7月2 7日芬兰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一份题为 

"化学战剂的系统鉴定； 

非挲战齐J的鉴定"0^文件 

谨遵交一份题为"化学战剂的系统鉴定；非磷战剂的鉴定"文件。这一研究 

报告是芬兰政府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化学武器工作方面又一贡献。 

如蒙将此研究报告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将不胜慼激， 

临时代办 

阿托‧库里图（签字） 

此文件的英文版已少量地分发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若另有需要，可向 

赫尔辛基的芬兰外交部索取。 

GS. 82-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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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ug->iS- 193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Dr:Lgiaal ： ENGLISH 

1982年8月3 3联合国秘书长就富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请你注意雾二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中直接有关 

裁军谈判委â会工作的下列段落： 

1 .在笫55段中，大会指出关于机构问题的意见交换"集中在提高裁军谈判 

委员会效率的问题上"。铭记这一目标，并符合提髙委â会效率的需要，关于有 

和平衡地扩大委员会或员数量的一些建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还有几项建议是： 

"la)委员会的会期应为八个月或全年开会； 

"(b)委员会成员，转别是核武器国家，应作出保证"不使用协商一致0^ 

做法铙调整委员会的结构，特别是酌情设立新的特设工作小组； 

"(c)委员会的名称应改为"^军常设会议，.以便恰当地反映其目前的 

地 位 ， " 

2. 在笫5 6段中，大会指出，"关于秘书处所提供的支持方面，大家普遍对 

^m`é^工作表示满意，并认识到有必要加强这一中心的工作，其中包括加强对裁 

军谈李J委员会的支持，" 

3. 在第6 2段中，大会强调"有必要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 

判机构的效率。关于这一点，大会要^军谈判委员会就符合提高委员会效率的需 

要而审议扩大成员数量的问题!^雾三十七届大会作出报告。 

4. 在雾6 3段中，大会把《综合裁军方案》草杲，连同特别联大期间就此问 

题发表的各种意见和取得的进展，交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此外，大会请裁军 

谈判委员会向S三十八届大会提交一份经修改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秘书长哈绻尔‧儼雪斯‧德奎利亚尔（签字） 

^^S^ J j f t r iO£ 3^3C 
^ ^ ^ ^ S r ^ ^ ^ r ^ ^ ^ r ^ ^ ^ r ^ r ^ 

G2.82-6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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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 us"fe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I3ESS 
Ori^xcal ： 73ESQS. 

比-利—时 

关亍J£螯杲止在战斗中便月化学武 

和细3 (生物）武#或毒 f St罢的蚤；̂：录 

关亍在战斗中使用窒,1 、性、毒'或其他气体4^细苜方法的1 9 2 5年5内瓦议 

《书是营制军备方â最重要a,琴文书之一， 

此一重要性并经,一届持别会议《最后文伴》正式予以^认，该文件在第72 

段中
3
月,;^示一切il家都应加入该议定书. 

也许应该揞出，国际钍会还认为，柰止发晨、制造和储存，以及消毁3内瓦议 

定书杲止在战争中使月的那些化学武晷和细菡武器，是对实现严格、有效! 1际监督 

下截军的一个重大贡象. 

关亍这一问题的谈判，导致亍1 9 7 2年绔结关亍柰止细S(生物)武晷或毒 

素武晷以及消毀这些武#的:^ 一个协定.裁军谈判委员会现正^订一个关亍禁止 

化学武器的公约，同时顾到《最后文件》第75段，该段认为这项工作是多边谈判 

最it切的工作之一， 

在I 9 7 2手条^之后，同5!f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iè行的谈,i,很星然5^, 

iif^社会必定也注重加! 1 3 内 X议 ^书连程另一个方 ^ : f j足一些条款，以督 

運守杲止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蕃及^菩武蕃^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畏交大会 

第三十i届会议的裉告中也提到这一点. 

^ 许多理 3必 ^ ^保遵守三瓦 i义 ^ 3 : 

(=)1 9 2 5年开3iè的工作，在^方面将得到,乇>戎，rô关亍细s (生物)3：# 

及化学武 5 ^国际制度会 S此得到加§; 

(`o)监,運守果止在战斗=便用这垄武#et?规足j符合最近儿十年来多次袤
3
月 

香要； 

, 原 因 重 新 分 发 件 ， 

(3.82-711-6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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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缔结关亍这个问题Et?—个协定- ^劲亍提高倌任-对!！际关系的气氛产生 

有利影《i^, 

此外，督遵守禁止在斗中使月化学武器和细菡武器的规定，必须有一个特 

|il文书，同ÎT顾到： 

(a) S ,，瓦i义定书所适用的S止S围，该范圄应为惯常一:!èiU;最广泛的.?£團， 

包,细苜（生物）武晷和化学武在内， 

(`0)核-1連守禁止在战斗中便月化学武器和细S武器情况所需Ét?特定方式.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裁军谈判»i̶多边机构，可以白它负责拟订这么él7—个文 

书，并裉据问题的关连性以及实上的需要，在化学武晷工作组的*sa内采取它认 

为适当的程/f^办法. 

番 

‧ 番 

这么的一个文书可以釆用以下名称："关于监督系止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和 

细苜（生物）武晷或毒素武畧的议定书"，其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一序言一 

一在本议定书、1925年s内瓦议定书、1972年柰止生物武#公约和目 

苜进行的关于禁止化学武 #的谈判之间 ^运系 . 

一希望冬1之间在区域范ËI内达成比本议定书所规定更严的措；^, 

二. 一迳月311 -

安排督柰止在战斗中使用 1 9 2 5年曰内瓦议定书所述武器，以及一：!^ 

的禁止化学武晷和绉苜(生物 )武！ ^或毒素考 # . 

三. 一活劲$义务一 

1. ifi7，坚决保证互相咨两和会作以觯决遵守二;止便月化学武和细—3-(生 

物）武‧或毒素武器方面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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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这些冬奇和，也可以通过 Î Ë 联舍'， ; ^ l î 内符令联合 3 完章约這 

当2!莽程,^行， 

这些iSi莽程序可以包éf ai|当-力:i:^^iH (例î!Pii界卫生â织)以及本i义 

定书设立咨商委员会畏供服务. 

5?. 一咨两委员会一 

1 .本 i义, 5 —生效琴设立一个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以下巩关： 

(a} 体制规定 

咨3委员会3本议定书各缔约il以及1 9 2 5手5内瓦 i义定书及1972 

年生物武器公约各-i^约国^成. 

咨商委员会由本议定书保营机关担任主席.委员会每S年开会一次， 

以^定和评价其:I：作方法#处理技术'i±问題和子算问題， 

委员会^遏#^情况，可在未濟2?年3t开é% 

(b)常设委员会 

本议定爷生效以后，在咨询委员会不开会本议定书行方 f i t n巧 

題à常设委员会处理，常设委员会代表冬询突员会行筝，冥行筝异3 

咨询委员会^ ：隹. 
1 

―常设委员会é十名成员纟4成，成员è本议定书保T.fJ^;^iP^i35委 

员会成员协商异及公平iïï理分id原则任命，任^S年，并可运 

任， 

一 常i殳委员会主/f à其成员fHfgf壬，成员必须为咨*委员会成员 

― 常设委员会成员可3专家协助， 

― 无本国^民为常设委员会成员5^:荟询委员会^员'1, t : 为 控 

诉的宇诉者或某項控：斥S`I被诉f,只要通知常设委员会主;f ， ^ 

有杈揞定一名出席常设委员会帘议'耳关，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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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i殳委员会it总"i?设r(乡£约）(3 ?7瓦）， 

(0 技术秘书处 

咨询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 à一个小規摸技术秘 f处协动，秘书 

处负贲同咨询委员会及常设委员会3成员保持^系，并《I进各成 

员之:il力ft罕、和协劲他们执行1^, 

技 术 秘 书 处 持 , 刮 应 在 委 员 会 、 常 设 委 员 会 、 冬 螯 机 

椅和适当H i芽â织密切协作下，负贲铜订和^逄！螯程序（、 

收集和公正分析祥本的程序）. 

技术秘书处应于本议定书开放签字之3起设立. 

技术秘书处白咨委员会及常设委员会管箬，弁应,苟该两委员会 

提 交 工 作 告 4 

^营机关负煑照,顼技术秘书处设香方s 组织. 

汶术秘书处总^ `殳亍（纽^ ) ( 5巧瓦） 

2 ..望家监瞀机构一 

咨W委员会冬成员d,iË尽力设冢J£督吼转，咨it委员会X吴机关 

应5国冢芏督机构保持I手、. 

1冢督机构应冬*委员会及其机关5、行1 "壬斧提,便,,, 

3 . ， 

‧a) 咨询委员会一个^几个成员、保营^关; ^ S术秘书处主 1 ^ ^， 

篁 大 ， ^ 土 在 战 斗 中 便 月 化 学 武 # 1 ! ^ ^ 苜 弍 定 ^ 3 

反，可以向常设委员会畏3控诉， 

^诉,âfft具理É^-a-ïï4所指称葶买，关—证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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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常设委员会主;f应亍收i*j上文:^.3 (a),îLff述控诉后立1?或至îdT 

五 5 召开常设委员会会议. 

( 0 常设委员会应优先寧议寻求双边 , # 决争端办 é J i j 可为此 

i的进行榦徒. 

(dJ如果is̶可II性并不存在îiô旦控诉J^ÎÉ质有必要，常没委员会可 

央;ti^遣一个#i^ai>i現场行调f * ^2：—5^现为程序é« 

有关缔约g得É G要求常设委员会》灵遣一个谓fSI*!其领土. 

必5:寸，常设委员会主得è用一切有效途径同委员会成员连行 

迅遝协商后，采取有效办法尽可壅^控诉；件犮生后4 8小时 

内i泛出这一词査3. 

常设委员会应将在現汤收臬5!的祥本交绘至少^个买检室迕行分 

析，這买验室应裉据委员会成员力共同协议.，从咨询委员会成 

员国提议实验室潰莩中逸出. 

(e) 常设委员会有祅通过其主,f;求[1家及S际S织提供其认为执行 

^ 所 奢 的 资 料 和 协 

(f) 如果所指称筝买在其领土犮生约缔 S I拒绝^待调f'3 , 

^ 向 常 设 委 员 出 适 当 , 译 ， i î E : 月 i r 写 受 团 一 ^ ^ 划 现 

场会危及该国的最if利釜* 

^果常设委员会;^有关â冢力,译S 1=!不濟^, Z可亍认为必要 

时 提 新 的 5 求 . 

如果再被拒楚，委员会应向保营'fJt提ïïm告，3保詧^关通知 

可II亦已接|=i关亍同样筝买控诉表合H主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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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每透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g旻求^定葶买冥相茶一=提供 

《；^惠见时，常设委员会应扦其^定约葶实冥相或其^^;t见 

摘旻递交保营机关，在该摘旻中应列述向委员会畏出的一切;f见 

和资料.保管机关应将该摘旻彔发绘咨-;t委员会^成员H. 

(A)咨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对有关工作安排的程茅性问題，^定如果可 

能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否则以à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同意作 

i . 对 于 实 质 题 不 得 进 行 表 央 . 如 果 咨 询 委 ^ ^ 殳 委 员 会 对 ^ 

定事实真相或对应提à的杈威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它们应列述有 

关的不同理由. 

£ . -最后条款~ 

1. 本议定书开放给一切国家荃字.在议定书生效前未予签字3任何国家 

可随时加入议定书. ‧ 

2. 本议定书^经莶字i批准，抵准15或;:n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长， 

3. 萃议定书应亍两个玫府交 * g准书之 5 ^生效. 

4. 对亍在本i义定书生效之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i义定书干该 

国$^?&准î5或加入书交存之3起生效. 

5. 保菅机关应将每一莶字的 3 ^、每一^准书或加入书交^期、生效 

S期以及所收到的任何其他来文，立即通知已荃署或,入不议定— 

切，家。 

6 .萃议足书应甴保营机关按.g联合国S鞏第一0二条5^规定连行登记. 

7.本议定书得規定修订机构，以在系`止化学武罢公约缔结后，^应修正本 

议定书3规定，便月在该公约^围内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约荟î:à结构，伹 

必须保全对萃议* 所述^柰止便用5 1 * 3行督的違当机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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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2 5日希腊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 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奉我国玫府指示，丼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非委员会成员圔参加会议的议 

事规则，我谨通知你，希腊愿在1982年会议期间，在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和各 

工作小组中参加委员会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并参加为审议上述项目而可 

能设立的其他附属机构的工作， 

如蒙将这项请求转致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ê国以便委员会能够尽旱对此作出决 

定，将不胜慼激。 

希腊驻联合国常驻代表 

霍拉法大使（签字） 

GS.32-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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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nal ： SHGLISH 

19 82年7月3 0日爱尔兰临时代办就协事规则 

霣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玫府的指示弁根裾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複33条至3 5条中有关 

委员会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规定.我谨通知你：爱尔兰希望在1982年^二期会议 

期间参加委员会议程中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参加 

各工作小组和为审议这样项目而可能设立的其他附属机构ft工作。 

如蒙将这一要求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便委员会尽早,，U此作出决定.将不 

胜慼激。 

爱尔兰驻3内瓦联合囿 

临时代办 

玛丽安‧奧利里（莶字） 

GZ.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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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a>? 

按照议事现则笫2 8条3?现足，^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如下5? 1982年会议第 

：期会议ff?工作计划'： 

8月3 3 — 6日 

8月9日一I 3日 

8月16日一20日 

8月 2 3 3 - 2 7日 

8月3 0日一 9月1 3 

9月2 3 — 3 3 

全体会议上55发言.审议1982年会议笫 

二期会议工计划，以及审议设立新的 

附属机构。 

停止孩军备 竟赛和孩裁军 

孩禁试 

防止外层空间??车香竟赛 

保证不对元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孩 

武器有效 i i际安排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于7月2 0曰开始工传. 

GÎ.s2-65^21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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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一 7日 新型大現模襞灭性武器和此神武器新系 

统；放射性武器2 

9月8日一9日 绿舍裁军方菜 

9月1 0 3 — 1 4日 窜议各附厲机构3?拫告，W议和通过捷交 

绘联合1大会3?年度拫告， 

全体会议将逸f进行安#^同时要考虑到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3^工作量， 

裉裾委员会过去3?各项决足（CD/292^ 1 7没），捋在1?二期会议期间 

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5?方式方法冋題4行非正式会议》 

各特设工,小组9?!会议将在委员会主席和各铮i殳工小组主席裉搪各小组情 

况和需要进行协商之后召开 ‧ 

正如委员会在其第1 67次全体会议所决定5?. •审议关于侦蔡和识承!地震事件 

：！^合搢施9?##专家待设小组肝8月9日至2 0日召开会i)L 

化学武器持设工作小â主席将于8月2日至6 3：^技术间題同各S代表团进行 

协商‧ 

委员会在通过其工,计划时，已经,>if到议筝現则笫3 0和第3 I条33現定. 

)C< 50< )0< >C< )0< 

将在本周内'裉据议程第5项"新型大现模毁灭武晷和此神武#s?新系统"召 

开委员会3?非正式会议，以更,议有关is:—问題3^各项畏杲和建i)L将欢迎, 

家参加这些会议活动.非正弍会议对委员会非成员il及其亏家开放. 



裁 军 谈 判 5 员 会 5 August 1982 
CEmESE 
Original ： EN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重新设立 

《综合裁军方彭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 

裉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09段，并为 

了向第三十/V;i联大提交一份经修改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同时考虑到茌第 

二届特别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和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决定重新设立《综合 

袠军方案》特设工作小 i 

GZ.82-6A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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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ESE 

荷 兰 

关于核查化学品生产工r下游的神经毒剂及其 

分龢产物或起始物料的存在问題的工作文件 

1.1. 对禁止神经毒剤的生产进行核查的非侵入性方法 

禁止发屣、生产和锗存化学武畧的有效核查系统的作用之一是制止化学武晷， 

特剁是剧毒神经毒剂的生产，为达到适当的遏制，必须有各种程序来确保有充分的 

机会能对神经毒剂的秘密生产进行侦察.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力求尽可能釆取非侵 

入性的核查方法. 

了有劭于觯 0 涉及的部分问 I 我们将介绍一种高度敏感的方法，对化工 

厂下游的废永进行分祈，并把废水同上游的取祥相比较，以便偾察水中神经毒剂及 

^龢产物或起始物料的存在问题，分祈程序可在每一备有气相色谱仪的试验室中 

进行，这种办法极为敏慼，既使对水进行彻底澄潰之后也可提供阳性的迹示. 

从所得结杲中，人们可以作出结论认为，对是否存在神经毒剤及其分觯产物或 

起始物料冋題，上述程序已作出了实际上已毫不含糊的、简单明了的肯定或否定. 

如杲偾察是阳性的，它将肯定该厂已涉搛，但也仅是涉搛，因此可以对该厂作一次 

访问，以究明所锎造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1.2. 上述方法之基础 

神经毒剂是有机碟化合物，在结构上与杀虫剂同厲.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类 

型的化合物可以在类似的工厂中生产.但毕竟在这两类化合物阆还存在很重要的结 

构上的区别，大多数的神经毒剂是属于甲基糜酸(I),面绝大部分商用的有机磷杀虫 

剂的基本结禆是褲酸，只有少数几种杀虫剂是以工为基础的，伹这些一般只是处于 

实验性质的（3—5), 

CE.32-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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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出席裁军委会会议代表 3提请大家注 : t :礴赉^ 条件下不会 

裂开，此外，气相色谱法与袢定侦綦相结今，被提及是偾蔡很低浓度有机#化 

4 ^ 的 一 种 适 宜 ^ ^ 6 ) . 

在本裉告中，提出了一杳基于上述各种考虑的核查程序，从茱菡河及默兹河这 

两条被认为是遭到严重污染的河流所采集àt?取样，被作为大为稀释了的化学生严工 

厂^下游废水样极#吏用.按照这种作法，桉受程序*供了一神堪称非侵入性視 

蔡 方 法 * 

Sthyl S-2~di-isoTjroi:ylaninoetiiyl ma ts:^lT±.aspconotioata (TIC) ‧ 

C " - \ , 。 -

P 

/ 、、、 

S,e SCH^CHjU(l. C ， ` )： 

被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经毒剂来使用， 

在第2部分讨论了对核查程序不同方面调查研究之后，在笫3部分对最后程 

序作了擂述，笫4部分包括有;?t莱苜河^默兹河河水样â实施最后核査程序所获得. 

的一些成氣作为裉告最后部分第 5部分是对来来工作一些指示. 

2 .核查程序评估 

2. 1 . 材 科 

茱s河水取样11自贝甘巴赫特的菓完并在海牙的多足;!k厂进行分析，默兹诃 
水取桿自凯泽尔兹锥尔并在鹿特丹的饮用水厂进行分析，样=S锗存在一个冷藏 

袭 一 • 
莱首河和默兹河水取样的化学分析结杲 ; 

T ~ i • 莱茵河 默 兹 河 ： 
^ ^ 12-12-'73 12-3-•7̂ ：20-11-'74.3-1-'75 2 3 - 0 - ' 7 5 3-3-'7̂  23-2-'了5 ' 

* Lobith. 

'chloride (œg/l) 
'sulpha.-̂  " 
(bicarboaata " 
.a二trats " 
;ljeldahl aitraaen " 
^ortl:onhosphate , 
I -zr-fiitared " ！ 
.:otal organic carbon " ' 
s i l ^ " , 
cholirssteraae , 

:̂ h.'.bi-tian la 
?arathion sq. 

，2 
.;le-' 

2 

X 

7.6 
0.25 
7-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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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水取样的化学分析结杲列予表一. 

在每一试验中都使用新的玻璃器皿，以防止相互污 I 

标号为-"
2
的曱基辚酸(-具体活度 l . ^ / s ) 和 标 号 为 " ？ ^ v z (具体活度 

20 nCi/g)以及相应的未经标号的化合物都在这一实验室中综合处m»准备了重氮 

甲,嘴并在乙躂溶液中加以使 

2. 2水觯 

如笫1章所述，气相色谱法与特定的璘侦察相结合，是追迹水中很低浓度的神 

经毒齐j的一种适宜的技Tit为使气相色谱图尽可能地简单明了 （第2» 6部分)，应 

进行完全水蘇水解后多数含碟的神经毒齐J将墨示其为甲基凝酸（方程式1 ) , 而 

有机含鳞杀虫剂将产生磷酸（方程式2 ). 

20 0 E0 0 H0 0 

\ /'. \ "' \ / 

？ fa3t. P: s l o、 ？、 

H^è X̀ Ĥ C OH Ĥ C CE 

(1) 

Sxasple of HI: .TX, in whicli 2 = and X - S C H ^ Œ j ï ( i . C ^ ) ^ 

Sarin, in which R = i . C ^ and X = F. 

ao O(S) H-0 0 SO ,0 
.̀  -'' \ / -̀ / 
-P. fast P slaw • , ？ 

HO X E-0 CE 50 CE 

V VI II 

îxanple of V： ?ara-tion, in -hich E = C-E_, aad X = OCgÊ T̂Ô -? and 

O(S) 0 

？ - = p 

(2) 

一种薆萦介质是确保分别在方程式1和2中以化学公式表明的化学战剂和杀虫 

剂能被完全水觯的必荽前提.而且水觯过€应^段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为了获得 

最适条件，收集了许多种有机荽化合物的水解资料。 



4 

除了从文it中得到的一些水觯8?半衰期偟* ^ 选 出 了 ^ # ^ 化 合 # ， 以 

澍 ^ 其 水 鲜 來 试 验 是 在 密 封 在 玻 内 r 斩 f 进 行 转 ? 贺 含 脊 

0, 5^升B?d 05 M柠檬酸纳/PS值为3 3?柠檬酸缓冲剂，不同祥扳化合物3?浓 

度为0. 02M.安剂在一个油5§«器中以ISO^ce?高温加^从便用高压纸验电S 

纸上色层分析法、气相色谱法和紫外线光谱法对反应混合物所作37定量分析中，m 

走出各自的水觯半衰期偟(8)»最2包括有一神有代表性33神经毒射（7:CX 一些杀 

虫剂（对铳璘，乙拌磷和敌敌畏）以及水解中可能出現3?中阆物3?水觯资料.为1?_ 

使这些中间物有所出瑪荽注意到，在 ; ? f分剁为 I和神经毒剂（方程式 1 )和 

杀虫剂（方程式2 ) 33酸水解中，对中同形成37曱基鳞 m ` ^ m ( IV)和裤酸二 

垸基臶（71 )gg水觯是测定比率5?步^«因此，这些化合物3?水觯资科^嫂包,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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礴襞盐和*酸醋9?水觯比率大家都知道^是P S依赖.磷薆一；^黯(9)B?水解 

一 嫒 地 显 示 最 高 比 率 为 ； §降低pSIt时，：尹1朦乾、宪基11001和礴黢鳝3?水 

解比率^逐渐提高*琉代磷褻盐03畺示3tj最高比率为PS 3，1^为折中和为了实用起 

£ .进行""^水解试验都选择 P 3 3:低于P 3 353酸性溶液会影响第二步程序 

( 2， 3，）中3?^离子交换柱性鉋（如电容量）， 

选择温度130。 C来$为期4夭以内取得永觯盯可测量比率. 

从袤 2可以看出，神经毒剂、杀虫剂和它们分觯产物在合理时间内在 P S 3 

和130 。 C倩况下分剁水觯如工和IE.在最后eg程序中温庹增加到160 ° C以便 

在2 4小时内便有机^藉类完全水觯* 

2, 3.分离和浓缩 

水觯以后，把茱茵河和默兹河3?水取祥用玻莩纤维纸过滤一道以便在便用明寫 

子交疾柱之苜去除固体微粒（淤泥）.这祥经过一个再生过程*树腊:^可以被重新 

利用，也徘除了永取样流过阴离子交换柱时可能出现3?障碎.经标号为3| é?T 'I 

测定，在河水祥 S中固体徽杜 I B ?吸抆是潋不足道 S ? ,在经过过;虑纸 3 7过 

滤 之 后 ， I as量在洗提过程中在敌量上得以恢复. 

用一神烈'(ÉIW离子交换树糜〔0—
 3
 ( CH，），④〕从经过水觯5?水取样中吸收 

甲基腾酸 1 1 ‧同时也发生其他离子，如氯化物、琉酸盐和磷酸盐吸收，离子 

与化合物工5?数量相比一7^是ît*a?.重莰黢离子和其他阴离子或^酸不被吸收. 

除了甲基膦褻詣离子和用以调荃至 3 33复氯黢增加量（约3nieq ‧ )之外还 

根据存在于"5^茱苜河水中ffî,弭离子平均数（3.5 meq*)便用阴离子交换柱吸 

收能力352 — 3倍超蔡量.笫一次试验用市汤上可以买到g?氯化物（Cl G )状 

？月离子交換树臶琥珀炸药ISA—400迸行.在一裉裹着is神树麝交决柱上，份量 

为0. Uea*BÎ曱基,鹭黢藉卩月离子证明在一升水取祥中不能全齊贫吸收. 

0- 6 0 % 不 f 于 柱 上 当 变 成 曱 褻 雁 （ H C O O © ) 状 时 可 以 取 得 1 5 ? ^ 

量吸收‧繾后，便用在巿场上可取得5?树膪3I0~aAD AG 1-X8 HCOoG • 

• / Accordir^ to BIC-HAL: (ct^p D resin-CV" > îîaCfi - r-sin-CK`-'; (step 

reais-Œ * * foraic acid -» rssin-forsi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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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SlSmgff?氯化物或1200mg疣酸盐和225mg ff?标号为3!的工通过突破色 

层（分离）谱发12^在分离过程中I在柱上象一条狹带子那祥在氯化物和琉酸盐离 

子前面移动.只有当水取样中阴离子含量超过柱e?阴离子交换能力时，才从柱上 

洗提出化合物I. 

在水取祥排出以后，枒脂用曱尊冲洗以去掉间隙水和原来水样里面存在 

53某些中性和^性化合物.这时用来洗提曱基^酸裔3?复氯酸甲醇溶齐j必须干燥 

这是很重要e?*因为这种溶剂在遏见水时引起9?挥发会《1^致化合物Is?大量丟失, 

经以标号为S 2 P ff?工作试验逬行核对，发现在蒸发以后化合物13?还原量达 

到7 5 — 1 0 0%, 

2. 4 .衍生,用 

.化合物工本身不能进行气相色谱分析，一定要转变成一种择发性eg衍生物才能 

获得灵敏5?气相色谱检测和分离.该化合物在乙靆溶液(7)中通过便用重氮甲垸转变 

成曱基鳞酸二甲酯.经气相色谱法测定，酯化作用33产物接近于定量（95%) 

(第3章.其他酸类如磷黢和硫酸都在同时发生甲基化作用.i?:些酸类可能出现 

在取自原有水取祥ff!J离子交换柱洗提液中，并与化合物I 一起存留在树脂丄 

2, 5 .净化 

在整个孩查程序中ejig;—郅分是要做到如2. 6 .节所述，对曱基膦酸二曱 

饍进行恰如其份气相色谱法分析* 

用回琉时放进一个Vigreux柱煮漭ffî办法从黯化样品去除乙睫和曱醇（第 

2. 6节），直到残 M保持 S 3 — 4=̂  为 土 这 一 浓 缩 步 骤 用 含 群 1 0ml 、 

乙輊1 O:ui 、 1 O=U 、曱醇1 m l和曱基虜酸二甲薛 3 mgffg混合物逬行多 

次拭验予以检验.经气相色谱法分析测足有9 0 - 1 0 0 %Bg磷酸酹还原• 

该程序按参考资科1 6便用一小片珪莰柱从已发生甲基化作用ff?样溶液去除 

掉大郅分5?璘酸三曱酯和琉黢二甲,，琉黢二甲酯ff?气相色谱干涉ff3细节已£笫4 

节说明.珪胶柱与苯、.醋酸乙詣和甲獰相继洗迄.经分析验明，苯ffïï邵分主要舍 

‧ 黢 二 甲 H , 蘑 酸 乙 ^ 分 含 ‧ 酸 三 曱 馥 ， 笫 一 亳 升 ? ? 甲 醇 里 边 舍 有 约 8 0% 

ff?甲基膦载二曱黯3?增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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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色 谱 分 

~"为了把基凝酸二曱裔和'璘黢三曱啬0,要对许多不同的固定相如S3«30. 

̶ 1* ?Ï-AP 07-225 . 和氰核 3 1 - 3 0 5等性 (如分辫率和蜂相对 ) 

进行评价，箕中以^«核2：̶
3
05翁效杲最^^. 

最适合的温度柱是14 O_l 50 ' c .由于在较高温度时不斩发生温度柱É^:參出， 

) 1度柱生存期大大降低， M `偾检噪音侦检污染增加， 

除了用重氮甲疣使甲基雜酸和鳞酸起II化作用外，也可以使用其他重氮il`氣 

得出的磷酸三垸基詣和甲â鳞酸二疣基It #iJ分辩率可以由下列公式表示： 

R _^tr (磷酸三统基裔）一tr (甲基灘酸二,资基詣) 

s ？ ( 磷 酸 三 烷 基 趲 ） ? ( 甲 基 鳞 酸 二 宪 基 骞 ) (3) 

在这里Rs表示分辩率，tr表示保一,有时间,？表示蜂底竟度.奚结杲连同与甲^ 

肆酸二甲裔有关的保有时间列入表3. 

表 3 

与若千膦酸和n酸的甲基鹰酸二甲篛*有关的分辫率和保有时间 

(R0)jP(O)CH, 

R— 
有关的保有时间 (HO),?(O) 

R = 
有关的保有时间 赠 率 

CH,. 1. 00 CE ， 1. 33 2. 1 

C ̂H, 1. 29 C ̂H, 2. 07 4, 0 

2. 57 a H ̂  5. 53 4. 1 

1. 09** i. C ^ 1. 58 2. 8 

* 保有时间为200秒，温度柱140° C,关亍箕他气相色谱分析»况见雾3章, 

* 尾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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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的结杲可以看出，最妤配备乙:^基竈类或丙基鍇类 r ô不是甲基詣类. 

但是由子下述原因人们宁可使用甲基詣类： 

fa)曱基蘼袭二甲詣的偾检炅敏度至少为曱基藤酸乙酯和甲基膦酸二丙基的 

两倍. 

ri=)使用乙疣基II类或` 丙基篛类时比甲基酯类所需时间分剁增加I一3 

倍 
(
c)甲醇是洗捷系统用耒去除阴离子交换柱，附甲羞膦酸的主要化合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重氮甲垸C17). 

热离子值检器由于它对有机璘化合物所具有的专一性，S此是最妤的侦检器， 

甲基縣酸二曱薷的平均最低偾检量为0. 23ns (变动幅度为0. 15-0. SO^g ) . 

.最高注入量为5卩I.溶剂的量再多就会造戎偾检器火焰的熄灭。-

* 戋照2:ovài:s(l8)法，甲基蘼酸二甲臶可以通过它的保有指数识剁.在 

170°C以核X~605作为固定相所确定的指数为1427.在这些条件下，也可以 

偾检磷酸三甲詣，其保有指数为1483. 

为了毫不含糊地证明由甲基膦酸二甲裔得出蜂不是因为在比较高的浓度中有 

一种无鳞化合物É«7存在，莸要将热离子偾检器和火焰离子侦检器结合使用.如杲存 

在一种无磷化合物，上述火焰离子侦检器将产生比较高的电压. 

3 .核查程序SI描述 

根据苜一章概述的结果选用以下方法来核查废水中是否存在神经毒剂或它们 

• 产 物 ： 

永觯法:水II在密封容量为750毫升的Carius试管中进行，营内盛有500 

亳升用0. 51?复#^mt调整到2S3Sr水取祥.试管在2 4小时期间放在一个 160。C 

油槽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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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 100 ml 

Pleure 1* ?ear-shaped flaak ta ocncentrata the colu=n s!u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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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和浓缩:通过用坡瑪纤桊纸（WHaûman, G?/A ) 过 滤 之 后 ， 经 水 觯 后 的 ^ 

祥将以1 一2nil/mi:2的流速通过一个用AG1-X8 ( 曱 酸 盎 状 ， 3 1 0 — ) 包 裹 

的离子^柱（长度20xi,m内径11職）.釆取祥通过后，用SOnil的甲箅来洗交 

换柱.吸附 j e #脂上甲基麟酸和箕它酸用酸化的(用最高达 3 3的气态盐酸） 

201111 et!甲尊以0. 5 ~ = i l / m i 2 i S j流速洗缇.用 - " ^ M ; ^ . (图 1 ) 收 来 洗 

提浪用柔和的气庞在保持在50 。C的一个永槽呈通过蒸发被浓缩到小于1亳升的量， 

衍;^ ： 由"ethyl-If-aitTOso-p-tolueaes^lphonaaide and ?o t?as lus hTdroxide (7) 

产生的重氮甲埦在謎中溶觯加到洗提'泫的清中去直到保持一种经夂黄色为至. 

让混合物存在15"-20分钟.用徽滴几滴醋酸办法除去过量§^重氮甲烷. 

程序:加进1 0亳升的苯之后，用一个Vigre^u(长19C1V内径llnim ) # 

倒*的情况下通过气化来浓缩经甲基化作用的溶液直至剩余量达3—4亳升.为防 

止气化浪体撞击》^—种 ^的（ 7 )玻璃弯条构成装置*在气化的过程中梨型 

部 ， 的 反 应 ; ^ ( 图 1 )沉浸在一个油槽里，在4 5分钟内温和地从室内温度加热 

到热到160aC. 

-将经过4 8小时的135。C的预先热处理后珪胶滲3%的（WX?n蒸馏水加以 

摇动É^?^H^活4小时P乂后就可使用这种胶.在一个坡璃一有的柱上（长19 

cm,内径8 am )加上1克的珪胶，然后再加2克h7drous sociium 

sulpHateCie).事先用1 0亳开的乙垸洗柱.将取样溶觯物转移到相继用1 6 

亳升的苯、 2 4亳升的醋酸乙詣和8毫升的甲醇以0. 2~0.
 4
n i l / i n i i i的流達? • 

的珪肢柱上，将苯、醋酸乙酯和最初 â ^ l亳升的曱尊洗^分开加以收集.甲醇 

分放在一边供再使用. 

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分析是用Becl^er^色谱《j^进行的，其组号为409 ,同 

时配有712型的一个热离子检测器（TID )装备，盘绕的玻,柱（长2m内径1.5a:n) 

在1 49~177um粒子的网中过滤后用珪藻土载体W—AW/DMCS80—1 00 0^网眼包装， 

并涂上ft核X—305 (25%w/w ),柱子、注入器和检测器分别保持在150。C、20(rc 

和200tâ^^r5lLâ!Èîi^40ml/3iin、篕是65ml/m丄n空气是250al/min. g于在 

柱^末墦使用了一个分离器〔比例（ 3 : 1 )〕，因此毎分钟只有 2 0 亳 升 氮 . 

TI〕探测器，剩佘部分进入了一个火焰电离探测器中，可以注入5U1的最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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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又祥溶浪.具有比较浓度Et!参考性取祥被用来作定量量， 

4.实施和讨论 

在执行后全部é!i核查程序^通过将不同数量（0. lu^lmg ) â^vz加进到1 

升的排除矿物水和茱茵河水中去加以检验. 

以甲基赛酸二甲裔为基础，在排除矿物的水中得到了百分之73ill的平均还 

原物，在这种憒况下就省略了程序滑理部分，发現有不少礴酸浓缩物（大éij每公 

升0. 2 ^ ) ,经气相色谱法樣测 3为三甲_基磷睃,.磷酸可能是在水觯作用过程 

中从玻璃M上放出â^.-^ 

对相对大量的（1毫克）a'vx加进1升的茱茴河水后得到的样品进行了闰祥§^ 

分折.证明不需要在使用气相色谱分析法之苜作取样潰理，S为在那种浓度ètr水平 

上未出现千挽的物质，并可以用气相色谱法将曱基膦酸二甲瑭和三甲基碟酸一 

定！誃地分开.根据甲 â膦酸二甲裔，得到了 78±10%(n-6)的还原物， 

对加进1升茱苜河水的少量vie(0. 1—lu g )进行分析性程序中，由亍^ 

气相色谱分析法中有千扰，所以必须使甩潰理的方法.首先，将少量的甲基璣毂二 

甲啬从 1 0 0 0倍过量三甲基磷酸譫中分开办法， è于蜂的重迭，证明是不够的. 

m且，琉酸二甲醋严重地千扰了对曱基膦酸二甲H的探测.由于蜂的重迭，热离子 

探测器靠复气流动溷出了影响.甲基膦酸二甲薷反应的 i l酸二甲趲负或正的 

峰a 琉酸二甲詣是由气相色谱法和质谱测定法（-3-301 JMS-01-SG2J )相结. 

合的办法荟剁 é i î ,它很大可能是由茱因河取样中出现玩酸（琉黢浓度为 8 0 

毫 t : /升）甲基化作用形成 é ^ .在气相色谱，之前使用甲基化取祥潰理办法可 

以t服过量*三曱基II酸詣和琉酸二曱Hat千扰，这种方法证"?^可以分祈加到菜茵 

河水裒祥的浓度直至250ûg/Lil:rs.根据甲基,辚酸二甲11，在1975年8 

月2 5日取Èâ^茱首河水取样中发现了 SO~SO%â^还原物. 

这些还原物被还原为在未加进， 1 同祥的茱茵河水取祥中探测出§^曱基樂酸 

二曱II之量‧ M 3100-003^31 â ^ S ' i n n i g a a q u â d r u p o l e 气相色 ; h贡 

： 著 瀏 定 器 上 为 s " a g u i e n t o g r a p i y方法践出了这种化合物，在下列三 

个舆3 m/e 4义n测到了峰：相当亍（C:E, fl) ? ( G ) H ^ ( C i ï , G ) ? ( G ) S ( Œ ， ）3 

和（es, )2?(0)3，à^7 9 , 9 4和109,蜂§^密度是6:4. 4:1，等于；从甲g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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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曱 â l â ^一种参考取祥得到的结杲.鉴亍量很少.分子离子密度大小看不到. 

后 熱 在 1 9 7 6 年 3 月 3 取出93茱苣河聚样C C05C. 7 6 0 n g / I i tre)ri= 

和 1 9 7 6年 2月 2 3 3取出？3默兹河水取样（1 SOng/Ci t r e )中探测出了相同 

0?化合物，显而易见，在这两条河中33—种或更多3?散发来源ff起了一种分子中舍 

有一组？es 9?化合物出 I L文献没有说明 i s种化合物在自然界产生.据了添 

含有一种？一 C键5?杀虫剂是；£市场上可得到5^,例如inrf。nate ( e化 s - p i i e r y l 

ethylphosphonodiiiiqaze) 

S亍所述 a ?分析性程序结杲，将产生 Diaeth7l etiylphospho^ats,裉据它的 

保有捷数（ 1 4 6 8 ) . i?:种化合物不会干扰曱基M黢二甲藉eg气相色if分析法 

(^^^1427*见笫2. 6节）.然而据我们所知，Mecarphon (5 ) 是仅有 

ff?在巿上提供ff?舍有一组？css 虫剂 •当 ^分析性程序时，它会产生？基 

蘼酸二甲藉，从而会干扰孩查进^ 

如笫 2 . 6节所述，由气相色谱法（第2. 6节）探测出ffî甲基蘼幾二？裔eg 

平均最低量是0»23iig ^鳞酸二甲 I I或每升水 2 5 0 ng的vx含：î,还原为80% 

3?平均还原物以及浓缩为I毫升容量5?原为0, 5升容量3?原来水取祥.i2>荒是说， 

如杲一个工厂在2 4小时内至少将 5公斤或其分觯产物或起始物科 g ?相等 3 ? 

幾量流到流速为250ni' 它是会被探测出釆ffïï.对先进5?度料 

处 S技术调查结杲揚示出^吸收法能够将一条废溪中含有璘 1毫充/升杀虫剂浓 

度减少到少于I ug/aitre •这种浓厪已超越了上述程序eg探测限厪. 

至于含有 P C S , m化舍物可能出现其庳因也可能S于一神自然5?或工业557 

背景，所以除了对化学生产工厂ff?下游逬行参考取祥外也必须对它上游逬行参考 

取祥加以分析. 

5 .未来的工作 

需要进行进一步5?研究以便了解茌运用了上述程;？以后会释放出曱基.瞵酸二 

曱l|HÏÏ化合物57由于自然和工业53成因‧ 

将进行实验以便谓査^2：—程对二元神经毒剤系统3?适用茌种系统中ffïï 

神经毒剂是在向其目标投射过程中混合两神化合物而形成？2» 

,>o< »< »< »< ï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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