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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届会  

2007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7 

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针对可造成战争遗留  

  爆炸物的特定弹药适用和执行的问题，  

  特别侧重于集束弹药，  包括影响其可  

  靠性的因素及其技术和设计特点，以  

  尽可能减少这类弹药的使用所造成的  

  人道主义影响  

现有和拟议定义的概述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排雷中心)提交  

导   言  

 1.  排雷中心对“集束弹药”和“子弹药”的现有定义和描述进行了研究。最

相关的定义和描述是英文的，反映在本文件中。在对各种定义和描述加以汇编

后，排雷中心完成了对定义所涉技术问题的分析。  

定义/描述及所涉技术问题  

 2.  定义和描述可分为三组：(一) 广义的定义和描述；(二) 管制情况下的定

义和描述；(三) 反映在国家立法中的定义和描述。第一组包括北约组织标准、国

际排雷行动标准、联合国工作文件或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国际红十字会、集束弹

药联盟、国际残疾人协会的研究成果。第二组包括德国在《常规武器公约》中提

出的提案和利马集束弹药会议两主席讨论文件中的定义。第三组包括比利时关于

集束弹药的国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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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般而言，北约组织、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和联合国称“子弹药”为： 

‘为完成其任务而与母弹药分离的任何弹药’。  

 4.  这一定义包括各种发射和投放方法(地、空、海)和各类子弹药，如(一) 含

有高爆炸药的子弹药；(二) 不含有高爆炸药的子弹药；(三) 含有核生化成分的

子弹药；(四) 地雷。只有联合国的定义对从母体撒布或释放后爆炸的常规弹药和

子弹药加以限制。 

 5.  此外，联合国将集束弹药定义为： 

‘旨在于撒布或释放多个子弹药的容器’(CCW/GGE/X/WP.3) 

 6.  这一定义将‘集束弹药’一词的定义限制于容器。以下的德国定义使用了

含有子弹药的容器一词。 

 7.  德国于 2006 年 3 月首次在《常规武器公约》中提出了一个定义(CCW/ 

GGE/XIII/WG.1/WP.10)。在《常规武器公约》集束弹药议定书草案 (CCW/GGE/ 

2007/WP.1)中提出了订正案文：  

“集束弹药”指一种装有内含炸药的子弹药的机载或地面发射撒布

器。每一枚集束弹药都设计成可对预定面积目标撒布子弹药。  

“集束弹药”不指包含以下各项的撒布器：  

(a) 直接瞄射子弹药，  

(b) 照明和烟雾弹药，  

(c) 地雷，  

(d) 撞击后不会引爆的子弹药，或  

(e) 内含炸药的子弹药少于 10 个。  

“集束弹药的‘子弹药’指一种装有炸药并可从母弹药分离的弹药。

子炸弹设计成在撞击指定目标之时或之前引爆或之后立即引爆。”  

8.  德国的定义排除了海上发射的集束弹药，在高爆炸药一节，排除了直接瞄

射子弹药、撞击后不会引爆的子弹药和内含炸药的子弹药少于 10 个。后两者以及

具有目标深测能力的子弹药被界定为“替代性弹药”。  

“‘替代性弹药’指装有子弹药的空中发射或地面发射撒布器。这种

撒布器： (a) 内含撞击后不会引爆的子弹药，或 (b) 内含炸药的子弹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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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 个。每一枚替代性弹药都设计成可对预定面积目标撒布子弹药。每

个都包含具有目标探测能力的多个传感器。”  

9.  德国的集束弹药和子弹药定义将包含迄今引起人道主义关切的所有种类

(近期和过去冲突中使用的类别，或人权观察提到的“十几类脏弹”)，但可能不包

括未来引起关切的种类(如直接瞄射、撞击后不会引爆或少于 10 个子弹药、具有目

标深测能力的子弹药)。  

 10.  利马会议两主席提交的讨论文件“禁止可能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伤害的

集束弹药的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国际文书”，提出了以

下定义：  

“空载撒布系统或空中投射、地面或地下发射的容器，旨在于撒布爆

炸性子弹药，在与容器和撒布器分离后爆炸，除非设计成手动或自动瞄

准、探测和命中点目标，或为了烟雾和照明或除非其用途受其他条约的管

制或禁止。”  

 11.  对该定义的评论：  

(一) 这一定义好象只覆盖容器，不覆盖子弹药；  

(二) 集束弹药和子弹药之间没有明确的细分；  

(三) 此外，定义是否包含海基系统不明确；  

(四) “爆炸”一词在技术上仅指高爆炸药，所以排除了磷基成分；  

(五) “爆炸性子弹药”一语已排除了烟雾或照明，为此，后者的排除是重

复；  

(六) 按北约组织标准，点目标是“需要精确投放炸弹或火药的目标”。在

政治上，可能需要具体化。  

(七) 在技术上，这一定义排除了非爆炸性子弹药和核生化子弹药，它包括

了地雷。只是定义的后一部分将排除地雷 (“其使用受其他条约的管

制或禁止”)，但这一行文需要精确。 

12.  2006 年 6 月 9 日比利时关于集束弹药的法律，在宽泛的子弹药定义之

后，排除了只含有烟雾材料、照明材料或专门为了造成电力或电子反措施的材料

的种类。第二句排除了有能力避开软目标的子弹药，但这是理论上的，因为这些

系统尚未开发出来。将技术方面(“强行控制其弹道和目的地”或“只在撞击时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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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与人道主义方面(“不加区别地对战斗区进行饱和轰炸或在有人存在、邻近

或接触时不爆炸”)结合起来，使这一定义很有意义。如果只看案文摘要，该定义

似乎包含核生化子弹药，但在法律的其他案文部分或地雷案文部分可能被排除。 

结   论  

 13.  目前尚未有一个包含所有方面并可能对“集束弹药”和“子弹药”加以

区分的明确的技术定义。 

 14.  宽泛的做法过于宽泛，在管制的情况下用途不大。它们可以用作基础，但

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将需要一个技术定义来说明涉及哪些弹药，但技术定义具有明显

的局限性：定义的有些要素可能出自于政治决定(如多于或少于10个子弹药，直接瞄

射、传感器引信)。此外，如果覆盖所有的弹药可能过于复杂，如从撒布器而不是从

母弹中释放的子弹药，非高爆的磷基炸药，但仍存在人道主义关切。 

 15.  将技术方面与人道主义方面结合在一起也是可能的，如比利时法律的定

义那样。挑战是商定一个可覆盖过去已引起和未来可能引起人道主义关切的所有

弹药的定义。这在某一阶段需要政治决定。  

 16.  下表是各个定义的各个技术方面概览。  

 



 

  
表：从技术视角在各定义下覆盖了哪些内容？  

投射地点 运载类别 子弹药种类 选  择  目  标 

 
空 地 海  地雷 高爆炸药 

不是高 
爆炸药 

核生化 非制导 探测 区别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

北约组织 
是 是 是 所有弹药，非反射

式撒布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联合国排雷行动 
标准 

是 是 是 所有弹药，非反

射式撒布器 

是 是 不是 不是 是 是 是 

德  国 是 是 不是 所有 不是 是，但不是：直

接瞄射，无高爆

炸药，撞击后不

引爆，少于 10 个

子弹药 

不是 不是 是 ， 但 不

是：直接瞄

射，无高爆

炸药，撞击

后不引爆，

少于 10 个

子弹药 

不是 不是 

利马会议两主席 是 是 不是 所有 不是 是，但不是：能

探测点目标，受

其他条约控制或

禁止 

不是 不是 是，但不是:
非高爆炸药 

不是，但

限于点目

标 

不是，

但限于

点目标 

比利时 是 是 是 所有 是，但

已包含

在其他

案文部

分 

是，但不是：目

标识别 
是，但不

是 ： 烟

雾 、 照

明、电子

反措施 

是(？) 是 ， 但 不

是：烟雾、

照明、电子

反措施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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