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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工作文件 

化学武器公约的技术方面

导言

在1981年和1982年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期间,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关于影响着在研究中的这个公约的各项条款的技术问题 

方面。然而，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由于有关各国的合作精神，解决办法将会出现. 

这些国家将为排除困难贡献出他们的经验和情报.

在前一个时期业已放弃在工业范围生产化学武器战剂的西班牙，对化学武器特 

设工作小组的成就极感兴趣，因为这一成就能使公约在最近的将来草拟出来.

在主席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出的关于1982年8月1 0日同技术问题专家举 

有的协商憤况的报告⑴中，为1983年春季的专家会议议程提出了建议.我们在本 

工作文件中就一些有关议题提出一系列考虑和建议.

一、为“其它有鲁化学品”范畴内的物剂 

以及为有待审议的重要前体开列清隼的材料

上一个世纪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使得化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其结果是可以用 

合成方式制造无数种化学品.有了这些以及自然物质，今天世界上存在有四百多万 

种化学品.其中有六万多种被普遍用于农业、林业、工业、家庭、医学、化装品等 

方面.毎年约有一千种新产品投入市场•

然而，伴随这个相当积极的因素，有毒产品意味着对人类及其环境的新的威胁 

和风险.这些风险是不容易估价出来的：因为其后果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 

来；因为从这些新产品中获利者和风险的承受者不是同一种人；因为在这方面的研 

究处于早期阶段；以及因为对这方面的知识还存在着许多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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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家中，有关化学品有着性的|可题通常是卫生和劳动安全机构及卫生和- 

环境组织的责任。

在这方面，国家机构及国际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了在工作环境中 

的各种化学品毒性效应及最大允许剂量以及这些工业化学品导致的复合症状及治疗 

方法。

例如，美国政府工业卫生专家会议每年发表一份包括上述所有数据的化学品漬 

单.

这份清单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是开放的，即每年可对前一年的清单的价值进行 

审査，并可以提出进行修订的建议。

这些建议及每年同意列入的清单的化学物质必须具有充分的证据并经过试验.

如果研究一下为其它有害化学品及重要前体建立一个类似的“开放性清单”的 

系统的可能性将是有意义的.这种系统应包括根据条约规定的有关国家的建议每年 

进行的登记（也可館是排除）；以及包括构成化学战剂的合成方法的技术报吿，还 

可能包括各种毒性检骚（对前体的检验及对有机合成最终产品的检验.这些有机合 

成是所生产的最后物理混合物的组成部分。）

二.制订有关气溶胶吸入毒性测定方法的建议

当化学品以气溶胶的形式被吸入后，它的毒性就会增加。

在生理方面通常表现为情性的化学品微检成为毒气的携带者时通过吸附償用， 

就变得活跃起来。毒气被深深吸入呼吸系统，并储存在那里，形成高度毒性浓缩中 

心.

化学品在仅仅污染环境时同其蒸气与气溶胶混合时所产生的危鲁是不同的.

虽然重要的是对气溶胶毒性逬行的研究应包括，京了来自吸入的危害性之外， 

其与粘朧、眼睛或皮肤接触所产生的危害，以及摄取所产生的帰部的和全身的效厘 

引起的危霄；对上T C 5 0数量测定的检验，应单独进行，以便计算出呼吸道实际 

吸收气溶胶的比例。不应忽略由于惊骇或恐惧引起的生理方面的反应，虽然这些对 

制订公约并不十分重要（失能剂和精神化学剂）。

对于气溶胶剧栽毒性的研究，可以采用北美国家研究娈员会（2）或者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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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3庭议的方法。

联邦危险物品标定法⑷建议使用具有恒定湿度与温度的试验室，室内分三层分 

别放置鼠、兔和豚鼠.通过试验确定同过滤空气一■齐注入室内的气濬腴剂堂以及这 

些物质在室内的浓度。确定半数动物的致死剂量（丄D 5。）°
对多大份量气溶胶进入血流*生何种全身性反应可用精密仪器（多种波动描记 

器等）或由初步观察测得.

萨西•鸟尔曼及其他人⑸设计了一种装置，由四个独立的部分组成。每部分为 

上下重迭的两个硬聚乙稀化合物的圆筒。上面圆筒的髙度约为650mm,直径约为 

308mm,下面圆筒高300mm,其下有一个转动盘。下面圆筒有两个直径为50mm的 

刻有螺纹的等距离孔，离底部分别为120mm和240mm.底部与装动物的管子相连接 

（装鼠的管子为160X152mm ）。

下面圆筒整个装在一个保护盒里.喷雾•器装在上面圆筒的顶端，下面圆筒装有 

降落物吸收卷、湿度表、流速计和真空泵。真空泵以大约每分钟13升的速度将气 

体从整个容蓦中抽出；存在的气溶胶经过舍Q 5%过氧化窶的10%＜氧化钠溶液 

并最后通过一个过滤器而被中和。

吸入试验技术上的困难情况不一，克拉克（6）便草拟了一份气溶胶毒性效果的研 

究记录，阶段的复杂性愈来愈高：

第一阶段：剧戏的毒性

通过口腔、静脉及气管内部等方法来林LD50。

简单的刺激性试验（眼部等）.

第二阶段：剧烈吸入

在含有其大小为1一 5 U空气动力单位的微粒的"可吸入”气 

体中四小时而决定LC50 （致死浓度）。

第三阶段：次剧烈吸入

通过两种动物（鼠、狗）在可吸入气体中的MED （最大允许剂 

量）来决定，每隔三至四日增加一次剂量直到出现临床症状为 

止。然后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査。

第四阶段：缓慢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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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条约的目的来说，这个阶段以及下面的阶段都不重要。） 

建议用两类动物，啮齿类和非啮齿类，如狗和猴。

第五阶段：畸形

本阶段建议用鼠和兔作试验（胚胎死亡率，胚胎发育或生长）。

第六阶段：特殊试验

（生效剂与辅助药剂之间可能的协同增效作用；高血压或刺激 

交感神经的活动，等等）。

由于著述中所讲到的以及毒性学者所使用的毒性方法种类繁多，因而大家关心 

的是为本条约的目的通过一种标准化的方法并批准各佥可以使用一系列方法，他们 
J - r

可借助参考物质，对方法的差别及异类同性进行统计学分析来对巳通过的标准方法 

进行比较。

这样，各个国家核査机构就能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目的自由使用自己的毒性方法， 

仅须指明与国际方法一致点与不同点便行了。

三、关于将收集情报的专门系统（黑箱）

当作化学武蓦核査制度的组成部分的技术估价

由于收集化学加工过程和设备情报的专门系统（黑籍）目前在技术上的限制， 

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设计和研制用于化学核査的感测器是有益的，这样在不久的 

将来它们就能在非當特殊的情况下代誉现场视察O
“黑箱”可解释为“ 一种核査化学武卷公约遵守情况的系统，它能抓住情况并 

以特殊精确和可靠性提供资林”

确定所要求的资料准确程度及系统的可靠性是实施按公约所规定的与各种具体 

情况相适应的项目的先决条件，也是决定为实底些项目所需的感测器种类及重复 

程度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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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在销毁化学武器时保护和  

监测环境的方法；销毁的规划

销毁化学武體库和储存时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取决于下列因素：

有待销毁的化学武暑的成份；

所选择的销毁方法；

确定销毁的空间和时间.

不管选择什么方法，都要付出代价并产生污染排泄物.因此，如能使用一种模 

型来估价各种选择方案将是十分有用的：它能比较环境中原有的和新产生的各种不 

同类型的污染，井能与巳规定的最大许可量逬行对比.

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排放物，由于其本身性质，在空气中的散布方式 

主要决定于气象因素，这样形成的空气组成或“空气质量”在超过某些限度时便对 

当地生态系统的成分有害。模拟空气污染的模型把下列三方面联系起来： 

排放物

一个地区的排放物可根据各种排放因素来估定，这些因素把排放的汚染物的数 

量和根据该地区活动类型，燃烧油料数量等的指数连系起来，就象美国环境保护署 

所拟的指数那样.

典型气象情况

每一基本时间和地区的典型气象情况是通过把过去记录的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来估计的，并以N—度可能性模式表现出来.

空气质量

以每种汚染物两个参数的方式来表示：

大气层中污染物的最大可允许的庶度；

在规定的时间内允许超过这一浓度的次数。（指允许的最大可能，即该地区的 

此种浓度起:过绝对限度）.

使用典型的扩散模型法，有可能虞仿窸暂的区域大气污染物浪度，把用厝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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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模型放在各种不同的时空坐标位置上来进行。这样就会显示是否某些地区发生 

问题即超过规定的限度。

还有用于处理固体残余物的其他模型

这类模型用从环境中搜集的数据能确定最可能的污染集中地点。⑺

马德里国立大学研究中心发展的几种模型巳在毕尔巴鄂工业区进行了成功的

试验。⑻

4 4, •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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