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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1 .联合王国代表团曾在一份工作文件（1983年3月8日，C553号）中 

提出了一些建议，内容是关于对不生产的核查，包括通过定期抽查性视察对民用化 

学工业的某些部门逬行监测，以确保民用化学工业不被用作提供化学战剂的来源. 

文件集中注意了 一份化学武器关键前体的清单,并请各代表团提供其本国化学工业 

生产这些物质的资料.根据收到的答复以及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初步讨论情况，本文 

件提出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的途径.

2 .附于CD/353号文件中的关键前体漬单是工作小组主席与专家们在1 983 

年1至2月份就技术性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拟订的。清单除列入了神经毒剂和乙 

醇酸类失能剂的有机关键前体外，还列入了三氯化磷和磷酰氯，因为此二者是生产 

所有神经毒剂的无机起抬物质。由于这两种物质在工业中是大规模生产的.（彖合王 

国年产即达数万吨），因而造成特殊的监测问题.在拟订关键前体清单时，普遍认 

为除三氯化磷和磷酰氯外，清单上的其他关键前体只有少量的民用用途.然而，经 

对上述文件讨论后已较清楚地认识到，清单上的关键前体中有一部分有相当大规模 

的工业生产.例如，仅联合王国每年生产的甲基麟酸二甲酯（OMMP ）就达1000 
吨左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到，甲基一二氯月舞将投入工业生产，以制取 

除莠剂Gluf o Sinate （ CD/CW/CRP. 90号）.这两种物质都属于具有甲基磷键 

的关键前体的重要类别。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许多神经毒剂有 

密切的联系.鉴于这一类前体的重要性，某些代表团提议其生产应全部禁止。

3.联合王国不建议禁止任何具有合法的民用用途的物质的生产.解决的办法 

应是对生产逬行监测，其方式应能使人们相信并未用来生产化学武器，任何有关前 

体的生产应能得到其民用方面应用的证实.

4 .对不生产的核查将与各国的化学工业合传逬行。为尽量减小对民用工业的 

影响，显然最好应集中监测和平用途最少的化合物，但这一准则的应用不应造成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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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致使可对条约的稳定性造成真正危险的、以工业规模生产的化学品却没有受到 

监测。识别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并制订适当的监测程序，这是符合拟议中 

的公约的所有各方利益的。鉴于这一目标，现提议根据危险性对化学品进行分类， 

将其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化学品及前体的分类

5.以下所列化学品，无论是化学武器还是前体，均只按危险性分类。重要的 

是记住“危险性”一词有两种解释.首先是与毒性化学品有关的生物学致毒危 险 

（危害）.此外是如果以工业规模生产毒性物质，觉察到其对公约可产生的危险（威 

胁）.

6 ,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近行核查，根据化学品与其化学特性或毒性特性有关 

的危险（危害）或根据其对公约造成的危险（威胁）列入两类中的一类°对于化学 

剂本身来说，这两类又符合与毒性标准有关的较高一级分类•与这两种危险类别有 

关的是适当的核查程序.因此，不是所有化学品生产都置于同一程度或类型的监测云 

之下。

类别

7 .将前体列入某一类别的理由及这些前体已知的民用用途按澳大利亚和荷兰 

（在C DZCWZCRP. 81号文件）描述的方式列出。

H1类: 高度危险性化学剂

核查一定期报告，内容应包括生产化学品的民用用途的介绍/理由

— CD/353号文件中简介的定期抽查性现场视察

（a）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包括硫芥气

8）需受到同样注意的其他指定的化合物如，氮芥气、路易氏剂和乙醇酸 

类失能剂.

H 2类: 高度危险性前体

核查---与H 1类同。

（a）含有一个磷一 烷基键的化学品，其中烷基为甲基、乙基或N—或 

异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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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用于生产V类物剂及某些G类物剂的关键前体(包括二元

- 武器的组份).

民用用途：生产阻燃剂、杀虫剂、除莠剂

(b)亚磷(P111 )酸的二甲/乙基酯和三甲/乙基酯

理 由：用于生产V类物剂和某些G类物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由于易于转化为麟(Pv),用途同H 2(a)

(C)频哪基醇

理 由：索曼型G类毒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d) 可，N二异丙氨基卤乙烷

N, N二异丙氨基乙醇

N, N二异丙氨基乙硫醇

理 由：VX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e) 芳基、烷基及环烷基乙醇酸/酯

理 由：列入H 1(b)类的精神迷幻失能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制药中间产品

(f) 2,2, 一二羟基二乙硫(硫二甘醇)

理 由：硫芥气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抗氧化剂、硫化剂、纺织品染料溶剂、合成中间产品

(g) 三氯化碑

理 由：路易氏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制取氯化神陶瓷工业

(h) 需受此级监测的其他指定化合物。

M1类: 中等危险性化学品

核查：——定期报告，包括生产统计数的资料/数据交换°

可转用于化学战用途的“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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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氯化氢（HCIJ ）

理 由：已知化学战剂

民用用途：聚合物、除草剂、多价螯合剂原料，制药、粮食薰蒸.

（b） 碳酰氯（C0CI.2）
"5 战剂

民用用途：通用氯化剂；染料、药品、除莠剂、杀虫剂、树脂、聚氨 

脂泡沬塑料以及漆类的合成

（c） 氯化氟（C N C I,）

理 由：已知化学我剂

民用用途：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薰蒸气体中的瞥告剂

愆）需受此级监测的其他指定化学品

M 2类: 中等危险性前体

核查同M 1类.

（a） 三氯化磷（E C JL 3）
理 由：G类和V类物剂中大多数类型物剂的前体

民用用途：生产磷酰氯；氯化剂；催化剂；纺织品整饰剂；制取有机 

磷杀虫剂中间产品；制取表面活化剂、亚磷酸盐、汽油添 

加剂、增塑剂及染料

（b） 磷酰氯（R。C 二 3）

理 由：某些G类物剂的前体

民用用途：生产用于增塑剂、汽油衍生物、液压液、有机磷化合物、 

氯化剂等的环酯及无环酯；催化剂；制取三氯苯酚和阻燃 

剂

（c） N, N —二取代的B—氨基乙醇（幻児2或通2爾2。11 ）
5 由：V类物剂（包括二元武眛的组份）的前体

民用用途：防腐；精细化学药品、表面活化剂、离子交换树酯、油类 

添加剂、增稠剂和药品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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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 N一 二取代的［3—氨基卤乙烷(坦电皿电如？*)X=C匚Br
5 吊理幻英能剂的前体一

民用用途：造纸，制取制药中间产品

(e) N, N 一 二取代的0 -氨基乙硫醇(

由：V类物剂的前体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f) 奎宁环醇：3—和4 一羟基哌唳

理 由：列入H丄(3类的精神迷幻失能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制药中间产品

(g) ―氯化硫(S 2 C，2)
"5 前体

民用用途：生产润滑油添加剂及橡胶产品冷硫化剂

8,对于G类和V类物剂来说，磷和醇或氨基部分都影响化学物剂的特性。对 

于索曼和V X剂来说尤为如此，因而上述两和部分均予列入，即分别列入了频哪基 

醇和有关的U, N-二异丙氨基化合物。

9 ,对■于乙醇酸类神经作用失能剂来说，胺和乙醇酸部分均影响生化作用.但 

这种药理活动并不局限于乙醇酸的奎宁环基或哌唳基—— 其他胺酯也可引起这种活 

动.因此，认为乙醇酸部分是需予监测的最重要前体，故现将其列入H 2类；但杂 

环醇类对于此类失能性武器的具体特性也是很重要的，因此仍然予以列入，但将其 

列入了Ji?类.

10. 芥子气可用两种工艺制取，即用氯化氢从硫二甘醇中制取，或用一氯化硫 

从乙烯中制取。由于在工业上使用氯化氢和乙烯的规模很大，因此监测其他反应的 

组份——硫二甘醇和一氯化硫——更为适宜。从硫二甘醇出发的办法技术上比从乙 

烯出发的列文斯坦流程容易，因此将硫二甘醇列入H2类，将一氯化硫列入M2类•

11. 同样，路易氏剂的两种前体中，三氯化碑的工业生产量比乙焕少得多，因 

而将三氯化碑选作监测的前体，列为乳2类关键前体。

12. 生产量本身不应作为拒绝将某些化合物置于监测之下的标准.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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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应的前体中有一个比另一个的生产量少得多，就可以认为有把握的行动是监 

测生产量低的那一种.第1 0和1 1段中，就是采用这种推理来处理那些化合物的.

对化学品清単的修改

13. 为对不生产进行核查而商定的任何…••…清单以后可能经协议需进行修改， 

以反映技术方面的进步。因明公约宜提供通过协商委员会的机构对清单进行修改的 

可能性。

宣布和核查

14. 任何国家，其国内的任何公司或组织以一吨或一吨以上的规模生产高度危 

险性和/或中等危险性类物质者，应宣布：

(a) 物质的化学名称和化学式.

(b) 作出宣布的国家内开设生产厂的公司或组织名称。

⑹ 生产厂所在地的邮政地址全名及明确齟方格参考数据(地理座标)。

(d) 化学品是否仅在国内使用还是也供出口.

(e) (如供出口)，则向哪一(些)国(家)出口.

(f) 化学品是在专门指定的工厂生产还是用批量法生产？

(g) 如系由专门指定的工厂生产，该厂的最大年产能力，单位以每年吨数 

表示。

呵 如系由批量法生产，上一日历年生产的吨数.

⑴ 化学品是否储存在现场•如是，其最大储存量(以吨计).

(j)化学品是否用作生产迁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15 . 14(d)和14(e)这两个宣布内容是很重要的，因为应注意出口国和逬口国 

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国还应宣布任何一个公司或组织是否以一■吨或一吨以上的量进口 

口高度危险类或中等危险类的化学品，并宣布这些化学品是在国内使用还是转手出口 

口.

核查和监测

16 .说明为什么为准许目的要生产H 1类(高度危险化学品)化合物或H 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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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危险前体）化合物的（各神）理由的必要性使得生产者有责任提供这一情况。 

但如果提出这一化合物的合理用途，并且生产者又置于适当的监测计划之下，一那么 

有了这一要求也就可使非恶意地生产某一高度危险化学品或关键前体继续逬行下去.

17. 1 4段中规定的宣布内容应提供给协商委员会的适当机构。高度危险性类 

中的物质应受到严格的监测，包括抽查性的现场视察。对于中等危险性类来说，同 

样的严格程度就不合适了.通过与协商委员会的适当机构交换关于生产流程的资•料 

和数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要求。

18. 虽然重要的是将对公约的信心尽量建立在定期核查方法上，但根据联合王 

国所提CD/431号文件中的建议和现有的其他建议，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当然应可以 

向被怀疑不遵守公约的任何方面，包括不遵守有关不生产的条款的另一缔约国提出 

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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