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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 / 4 4 9 

9 March 1984 
Original:EÏÏGLISH 

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纟IL就其第十七次会议的逬程 

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报告 

1 .最4刀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6年7月2 2日会议决定设立的审议关于检 

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1984年2月2 7日至 3月 9 

曰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了第十七次正式会议，会议由瑞典的0.达赫尔曼博士主持。 

这是根裾1979年8月7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4 8次会议决定赋予该小组新任务后 

召开的该小组第九次会议。 

2. 该特设小组继续对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同时也根据请求对非成 

员国开放。因此下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科学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澳 

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 

匈牙利、意大利、曰本、荷兰、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3. 根据请求并依据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住发出的邀请，下述裁军i炎判会议非戍 

员国的科学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奥地利、丹麦、芬兰、新西兰及挪威。 

4.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ft丧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5 .根据特设小组目前的任务，来自下述国家的专家提供了各11与小组工作有 

关的调査资料：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各伐克、 

丹麦、埃及、芬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曰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合王II及美利坚合众国。 

6 .特设小组在其第十次会议上，一致同意设立五个研究小组，以便通过各国 

的调査并共同在与其工作有关的领域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经验进行编纂总结^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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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这些无成员限制的研究小组各自处理一个专门冋题，并由一个召集人和一 

个副召集人主持，这些研究小组名单如下： 

(1) 地震台站禾口台站网： 

巴沙姆博士（加拿大）、施奈德博士（民主德国） 
I 

(2) 定期交换数据（一级数据）： 

哈杰斯博士（联邦德国）、菲耶德列尔博士（捷克斯洛伐克） 

(3)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和全球电讯系统交换一级数据的格式湘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澳大利亚），森治树博士 （日本） 

(4) 交换二级数据的格式相程序： 

胡塞比博士 （郷m ) 、克里斯多斯科夫士 （'床加利亚） 

( 5 ) 国际数#中心'便用的程序： 

以色列森博士 （瑞典）、阿茱温博士 （美国） 

7. 特设小组审议了它给裁军谈判会议的第三份报告，并就此达成了一致的意 

见。第三份报告共有八鞏，每鞏论述小组工作的不同方面。另外，载有详细技术 

性材料的8份附录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报告的主要部分及载有建议斧口初 

步技术性指示的附录（4 B. 7 . 8 ) 达 成 了 一 致 意 见 。 附 录 1 . 2. 5 A^P5B 

为有关各组织方面及技术方面的实际资料。其余的附录（3. 4A, 4D. 4E. 5C和 

6 )为各国调查总结，因此这些附录反映了各国对各种技术性问题的观点。特设 

小组的第三份报告将作为一个单独文件提交裁军谈判会议。 

8. 特设小组为交换禾0分析定期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和全球电讯系统的一级数据 

进行技术测试拟定了一 个初步计划。这一技术测试是小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为定 

期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相全球电讯系统所作的新的正式安排进行的第一个测试，因此 

其结杲应进一步为一级地震的数据交换^设想中的国际数据中心制定工作程序。 

这次测试定于1984年1 0月 1 5日至1 2月 1 4日进行，中包括为期大约一周 



CD/449 
Pag*e 3 

的准备工作。小组将讨论测试结果，并向 1 9 8 5年裁军谈判会议提出报告。经 

与世界气象组织代表磋商，已初步制定对测试的详细指示。交换一级数据研究小 

组召集人麦格雷戈博士（澳大利亚）担任这一技术测试的协调人。 

9.特设小组希望，技术测试将有最广泛的各方参加，并注意到，迄今为止来 

自世界不同地区的2 3个国家已表示打算参加。但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在全 

球范围内有更多的国家参加是十分合乎需要的。 

10.特设小组还讨论了对未来工作的安排。特设小组建议，下次会议于1984 

年 7月 3 0日至 8月 1 0日在日内瓦召开，以便最终确定对技术测试的指示，并审 

议各国对有关问颞所作的其他调査，请裁军谈判会议批准。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 D / 4 5 0 

1 5 March 1984 
CHIHESE 
Orig-inal :ENGLISH 

1983年12月9日挪威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 3 3条到第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谨请根据裁军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非成员国参加问题的有关规定，允准挪威通 

过其驻日内瓦代表处参加委员会1984年会议期间涉及所有实质性议程项目的工作, 

包括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工作组以及可能设立的其他下属机构的工作。 

常驻代表 

马尔廷‧胡斯利德大使（签名） 

GE. 84-6084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1 

1 5 March I 9 S 4 

CHINESE 
Original:EïïGLISh 

1 984年3月7日挪威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 3 3条至第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1983年1 2月9日信，我想说明，目前挪威打算参照议事规则第3 3条， 

在1984年会议期间就化学武器及核禁试提出工作文件，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4条 

和第3 5条在全体会议上和有关的附属机构内就这些项目发表意见。过去，掷威 

也曾参加过有关下述项目的全体会议及特设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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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射性武器； 

-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 

它有兴趣继续参加。 

常驻代表 

胡斯利德大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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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2 
15 March I9S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1 9 8 4年 1月 1 0日芬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条至第3 5条规定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并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关于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会议的 

规定，我谨通知你，芬兰希望在1984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参加会议议程中所有实 

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各种全体会议及非正式会议，并参加为审议这些项目而可能 

设立的各工作小组及其他附属机构的工作。 

如蒙将此请求提请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注意，以便使本会议能尽早作出决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芬兰常驻代表 

帕阿沃‧兰塔宁（筌名） 

GE. 84-6082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D/=h 19B4 
CHIME SE 
ORIGIML:ENGLISH 

1984年3月7日芬兰常驻代表 

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3 5条规定致裁 

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参照我1984年1月10日的信并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第九章，我想表 

明芬兰对下述议程项目特别感兴趣： 

1 、核禁试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化学武器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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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芬兰有兴趣获得下述权利，即在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以及在为上述项目 

已设立或将设立的各特设附属机构内，就这些项目发表讲话、提出提案或工作文件。 

芬兰常驻代表 

兰坦宁大使（签名) 

>0< 

GE.84-6083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4 
15 March 1984 
CÏÏIIŒSE 
Orig`inal: E駆工SH 

1 9 8 4年 1月 1 2日丹麦常驻代表就 

i义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规定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之命.我谨请阁下根据裁军谈判会i义关于非会i义戍员国参加会i义的 

议事，则.作出适当安排，允许丹麦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会i义在1984年会i义议事 

日程上的全部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全体会i义和非正式会议.并参加可能设立的 

各工作小组和其他附属机构。 

丹麦常驻代表 

K .雷普斯多尔夫大使（签名） 

GE. 84-60839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5 
15 March I984 
CÏÏHŒ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3月8日丹麦常驻代表就 

议事颈则第3 3至 3 5条规定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 1 9 8 4年 1月 1 2日提交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关于丹麦参加裁军谈 

判会议1984年会议工作的信，奉我国政府指示，我想表明.根据会i义议事规则第 

3 3至 3 5条< 丹麦目前希望参加全体会议和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附属机构的工作C 

与同时我愿表明，我准备在设立更务附属机构时再次提出丹麦参加裁军谈判 

会议工作的问颞。 

丹麦常驻代表 

雷 普 务 尔 夫 大 使 （ 签 名 ） 

GE. 84-6084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T/456 

15 March I984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I月17日新西兰常驻代表 

就议事规则第3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根据外交部长的指示，我谨按照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规 

则，请求允许新西兰通过其常驻日内瓦代表处参加1984年会议。我国政府将乐 

于取得机会不仅出席*会议，还出席所有的非正式会议，参加可能设立的各工作 

小组以及其他下属机构。它对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怀有特殊的兴趣。 

常驻代表 

罗杰 ‧佩伦（签名) 

GE. 84-6085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7 
15 March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1 984年3月9日新西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 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 1月 1 7日关于新西兰希望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工作的信, 

我国政府要我指出，我们希望引用议事规则第3 2至 3 6条条款（ 1984年2月15 

日 的 C D / 8 / R e v . 2 ) 。 这些条款为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但感兴趣的国 

家参加全体会议及其他会议、提交书面提案及参加有关的讨论等事项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 

根据新西兰参加地震特设小组的情况，我们希望为了我们在这个关键性的裁军 

领域的特殊兴趣，参加会议的这个附属机构及关于核禁试和有关事项的全部全体会 

议。 

我们还希望在我们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参加与化学武器及外层空间有关的附属机 

构。 

目前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参加会议的:^他附属机枸。佢是自然地，我们并不 

希望在当前阶段排除在将来某个时候，或在裁军谈判会议设立起我国政府感兴趣的 

别的附属机构时选择这样做的情况。 

常-驻代表 

罗杰 ‧佩伦（签字） 

GE. 84-6085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58 

15 March I 9 8 4 

CHIIŒSE 
ORIGINAL:ENGLISH 

1984年1月17日土耳其常驻代表 

就议事规则第33条至35条规定致裁 

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之命，我谨通知您，根据议*规则第33条至第35条，土耳其希 

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 8 4年会议的工作, 

土耳其政府对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的所有实质性议程项目均怀有兴趣。土耳 

其还将参加可能设立的所有工作小组及其它附属机构的工作。 

常驻代表 

蒂尔克门大使（签名) 

GE.8 4 - 6 0 8 6 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自 
15 March I984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3月7日土耳其常驻代表就议事 

规则第3 3条至3 5条规定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 1 9 8 4年 1月 1 7日的信-我谨通知您我国政府特别希望参加关于化学武 

器以及关于禁止核试验的附属机构的工作，并准备就此两个问颞提交工作文件。我 

国代表团还希望有机会参加谈判会i义全体会i义，以便能够表达它对于会议议程上 

其它诸颞目的观点。 

常驻代表 

伊尔特‧蒂尔克门大使（签名） 

GE. 84-60869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0 
15 March 1984 
CHIKESE 
ORIGINAL:EIGLISH 

1984年1月2 7日孟加拉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规定致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奉命转达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如下愿望：希望根据议事规则第九章的条 

款，通过其常驻日内瓦使团作为有兴趣的非成员il参加1984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 

作。 

因此，如果会议尽早对孟加拉国的请求作出顺利的审议，我将十分感谢。 

常珐代表 

莫尔谢德大使（签名） 

GE.84-6087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1 
1 5 March I 9 8 4 

CEIKESE 
ORIGIML:EITGLISH 

1984年3月8日孟加拉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规定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 1 9 8 4年 1月 2 7日的信，我谨表明按照议事规则第九章，孟加拉代表团 

目前希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并获特许在全会上作一次或多次发言。据我 

国代表团了觯，裁军谈判会议已设立三个特设附属机构，孟加拉代表团3前希望能 

在19 8 4年期间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附属机构的工作。 

这项申请是符合我国代考团目前准备工作的憒况的，并且不影响将来进一歩要 

求更充分地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及其他附属机构的工作。 

因此，如蒙谈判会议尽早审议我国政府在此方面的要求，我将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A ‧ K . H ‧ 莫 尔 谢 德 大 使 （ 签 名 ） 

GE.84-60881 





CD/462 

+,、 jrr=i 、k J / ! 八 、 " , 巧^rch 1984 

裁 车 谈 判 会 议 
ORIGIML:EITGLISH 

1984年1月30日奥地利临时代办 

就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致裁军 

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通知您，奥地利根据裁军谈判娄员会议事规则第 

33条至35条，希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的工作。 

奥地利希望参加将由会议通过的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全体会 

议和非正式会议，并参加为审议这些项目可能设立的所有附属机构。 

临时代办 

G ‧比尔鲍姆(签名） 

GE.84-6088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3 
15 March 1984 
CE[駕SE 

ORIGIML: ENGLISH 

19 84年3月8日奥地利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 

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本代表处 1 9 8 4年 1月 3 0日呈交关于奥地利希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一 

信，我想表明目前奥:WJ利希望就总的裁军情况表述观点，并参加关于化学武器的附 

属机构的工作，根据具体情况提交工作文件或在机构内阐明意见。奥itfc利对其他 

领域，特别是关于核禁试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并保留 

要求参加有关附属机构工作的权利。 

谨请阁下将此信内容向裁军谈判会议转达。 

格奥格.赖希大使（签名） 

GE.84-6089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4 

15 March 1984 
CHIME SE 

Orig`inal :E脇工SH 

1 9 8 4年 1月 3 1日越南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之命，我谨通知您，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 

事规则有关条款，越南希望在1984年会议期间参加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以及各 

工作小组关于会议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工作。 

如蒙将此请求通知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使它们尽早就此作出决定，我将十分 

常驻代表 

阮商大使（签名） 

GE. 84-60899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5 

15 March 1984 
C H I M S E 

Original:EIGLISH 

1984年3月9日越南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根据我 1 9 8 4年 1月 3 1日的信，我想向裁军谈判会议明确表示，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目前对下述项目特别感兴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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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综合裁军方案。 

因此，我国代表团拟在3月2 7日本会议全体会议讨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51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这一项目时发言。 

如蒙本会议准许我国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就"综合裁军方案"这一项目另作一 

次发言，我国代表团将不胜感激。至于发言日期届时我将通知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对于今后参加其它特别感兴趣的项目问题将于曰后 

通知裁军谈判会议。 

常驻代表 

阮商大使（签名） 

>0< >0< 

GE. 84-6090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6 
15 March 1984 
CHIEESE 

Original-ENGLISH 

1984年2月1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规则，并请准许 

葡萄牙通过其驻日内瓦常设代表处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1984年会议期间的工,。 

这一请求适用于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以及现有的各特设小组和下届会议可能 

设立的各小组的会议。 

如蒙将此请求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以便委员会能够尽早作出决定， 

我将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费尔南多'雷诺大使（签名） 

,ŝ  >̂  `r^ 

GE. 84-6091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7 , 

15 March 1984 
CÏÏIKESE 

Original-ENGLISH 

1984年3月9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根据我2月1曰的信，我谨通知您，葡萄牙作为本届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打 

算在今年会议期间，在葡萄牙政府认为适当的时候，在全体会议上作一次一般性发 

我还想具体说明的是，关于业已设立的主要附属机构的活动，葡萄牙政府有兴 

趣参加化学武器及综合裁军方案这两个机构的工诈。 

我还想通知您，葡萄牙将来可能参加为会议议程奚它项目进行讨论或谈判而设 

立的:^它主要附属机构的工作，我国政府保留可能表明有兴趣参加的立场。 

葡萄牙常驻代表 

费尔南多‧雷诺大使（签名） 

GE. 84-609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8 
15 March 1984 
CHIHESE 

Orig!nal:ENGLISH 

1984年2月2日西斑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贝I 

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之命，我谨过知您，西斑牙常设代表处按照往年的惯例并根据议事 

规则第9章，希望由一个代表团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并 

参加全体会议（第3 2条）以及年内可能举行的附属机构会议和任何非正式会议， 

(依据是，议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6条）。 

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将是：我本人，E .德茱格茱西亚大使，国防部 

工.费雷尔‧阿雷利亚诺中校，L.纳戈雷参赞先生，国际组织和会议司主管政治 

安全事务的司长R.阿吉雷《德卡塞尔先生，以及根据讨论的问题可能任命的其他 

人员。 

常驻代表 

阿*德拉塞尔纳大使（签名） 

GE. 84-6092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69 

15 March 1984 
CHIHESE 

Orig`inal :EM}LISH 

1984年3月X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提及我1984车2月2日N O . L E / r v / i 0 y ^ 8 4—信。 

在该信中，西班牙根据议事规则第九鞏请求作为本会议非成员国参加本会议工作。 

在不影响前述函件内容的前提下，根据议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6条规定，按 

照我们提出的参加附属机构及谈判会议各次会议的要求，并为了表明我国代表团对 

这些机构中特别感兴趣的方面，我想通知您，我们目前希望参加下列项目： 

化学武11; 

消极安全保证； 

综合裁军方案。 

关于西斑牙代表团参加本会议全体会议的问题，此种参加活动主要包括在全体 

会议上发言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交工作文件。 

常驻代表 

阿方索‧德拉塞尔纳大使（筌名） 

GE. 84-60929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一 7。 
15 March 1984 
CHIHESE 
Original :KITGLISH 

1984年2月7日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谨通知您，哥伦比亚政府愿意根据i:^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5条规定，参加 

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上的工作，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为审议这些项目 

可能设立的附属机构。 

如杲会议发出有关的邀请，哥伦比亚将由下列人员代表出席，其先后次序如下 

哥伦比亚常驻日内瓦代表 埃，査桑佩尔大使 

哥伦比亚驻意大利武官 曼‧桑米格尔‧布埃纳文图拉上校 

哥伦比亚驻日内瓦常设代表处一秘路.阿尔维托.卢纳 

哥伦比亚驻日内瓦常设代表处三秘西 ‧阿方索‧阿雷瓦洛 

哥伦比亚常驻代表 

埃'査理•桑佩尔大使（签名） 

>0< >0< >0< ^ 

GE. 84-6093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1 
15 March I984 
CHINESE 
Orig-inal :EKGLISH 

1984年3月8日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国政府在 1 9 8 4年 2月 7日第 8 7号照会中表示特别有兴趣根据议事规则 

参加裁军谈判会议之后，我谨惟如下补充： 

目前，我们希望有机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并参加关于化学武这一项目的附 

属机构的工作。 

消极安全保证以及综合裁军方案这两个附属机构开始工作后，哥伦比亚将通知 

您它是否有兴趣参加它们的工作。 

我想借此机会祝贺您很熟练地指导着本会议的工作。 

哥伦比亚常驻代表 

埃克托尔•査里•桑佩尔大使（签名） 

GE. 84-6094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2 

15 March 1984 
C H I Î Œ S E 

Original:EKGLISH 

1984年2月1 6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 3 3至 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并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 

规则第3 3条和第3 5条规定，我谨通知您，塞内加尔希望在1984年会议期间参 

加委员会关于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间题的工作，包括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可 

能为审议这些问题而设立的各工作小组及任何其他附属机构。 

如蒙将这一要求通知委员会各成员国，以便委员会尽快作出决定，将不胜感谢！ 

A .瑟纳（签名） 

»0< 欺 欲 >0< 欲 

GE. 84-6094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3 

15 March 1984 
.CHIKESE 
Orig-inal :EWGLISH 

1984年3月8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 3 3至 3 5条的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曾在1984年2月1 6日的第000071/^PSG号信中通知您，我国代表团 

希望按照议事规则第3 3及3 5条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关于这一方面，我谨通知您，在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 

尤其希望在全体会议讨论各个议程项目时发言，并参加下述附属机构的工 

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附属机构；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 

特设附属机构；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附属机构； 

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特设附属机枸（如该机构已设立）。 

如蒙将此要求通知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以使其尽早作出决定，我将不胜感激。 

埃-瑟纳（签名） 

^ -s^ ^ 

GE. 84-60978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f / : 4 
15 March I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3月8日瑞士常设代表处代理负责人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请求，按照本会议议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5条规定， 

批准瑞士参加化学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会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瑞士常设代表处代理负责人 

韦托瓦利亚（签名） 

GE. 84-6098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5 

15 March 1984 
CHIHESE 
Original:EHGLISH 

1 9 8 4年3月1 3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 

其中论及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中所用的地理名称问题 

我谨提请您注意，各国代表团在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中经常提到"海湾之 

战，，。 

过去在同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专门机构相当多的来往信件中都错误使用这一含义 

不清的名称，我特附上联合囯办事处为澄潰这一问题提出的备忘录副本。 

如蒙您榦;t »使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注意波斯湾这一正确提法,并将此信连 

同其附件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向与会代表团分发，我将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纳斯罗拉赫 ‧卡泽米 ‧卡米亚布（签名） 

GE. 84-60990 





.CD/475 
Annex 

AD 311/1 GEH 

附 件 

联合国秘书处谨向伊朗驻联合国常设代表处表示敬意，并表示已收到它1971 

年 2 月 2 3日关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一份文件中使用"阿拉伯湾酋长国"一词 

的照会。 

联合11秘书处的惯例是在联合国文件和地图中，用"波斯湾"一词指伊朗东北 

部和奚他一些国家西南部之间的水域。联合国秘书处的这种做法符合地图册和地 

理辞书出版社长期以来所遵循的惯例。 

伊朗常设代表处照会中所指文件是维也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部所拟。来 

照内容及此复照应提请该组织有关官员注意。 

1 9 7 1年3月5日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6 
20 March 1984 
CHIÎffiSE 
ORIGIML:EFGLISÏÏ 

1984年3月2 0日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为递交 

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文本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信 

裉裾1983年1 2月 1 5日第3 8 / 7 0号联大决议第6段规定，我送上禁止 

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的文本。 

请你将此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加以分发。 

V . 伊 斯 拉 耶 利 安 （ 签 名 ） 

GE.84-61047 





CT/476 

Annex 
Pag-e 1 

附 件 

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i<|r球1；^用武力条约 

本条约各締约国, 

，联合国各成员囯不在国际关系中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宗g的方式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咸胁§^原则, 

谋求避免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并从而减少核战争咸胁对人类危险, 

愿意为实现专门为和平目的探索及使用包括月球和:^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这 

一目标作出贡献， 

议订条款如下： 

第一条 

禁止利用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天体上或以*他任何方式放置在空间的空间物 

体作为毁灭性工具，在外层空间及大气层以及在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或胁。 

还进一步禁止对在环绕itl^球的轨道上、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放置在外层空 

间的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二条 

根裾第一条规定，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 

一、 不试验或者不通过放置在环绕地球轨道上、装置在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 

式部署用来摧毁抽球上，大气层中或外层空间物体的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 

二、 不利用在环绕坤球轨道上、在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放置在外层空间的 

空间物体作为摧毁地球上、大气层中或在外层空间的任何目标的手段。 

三、 不破坏、损署、干扰其他国家空间物体的正常活动，并不改变*飞行轨道。 

四、 不试验或建立新的反卫星系统，并不玻坏可能已有的反卫星系统。 

五、 不为军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目的,而试验或使用由人驾驶宇宙飞船。 

本条约各締约国同意不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囿家，国家集团，囯际组织或自 



CD/476 
Annex 
Page 2 

然人或法人从事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 

第四条 

一、 为了确保遵守本条约的规定，各締约国应采取与普遍公认的a际法原则相 

一致的方式运用其拥有的国家核査技术手段。 

二、 各締约国承诺不干涉其他缔约国根据本条第一段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第五条 

一、 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在觯决可能出现的与本条约的目标或*执行方面有关 

的任何问题时，互相协商^合作。 

二、 对于本条第一段所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以借助于联合国内it当的囯际程 

序和按照其宪章行翥。这种办法可以包括来自本条约各締约国协商委员会的帮助。 

三、 本条约各缔约国的协商委员会应在收到本条约任何癍约国的请求后一个月 

之内由条约保存者召集会任何一个締约国均可任命一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的 

服务。 

第六条 

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为实现宪法规定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国内措施，以便禁 

止或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违反本条约条款的任何活动。 

笫七条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都不应影n向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ft^义 

务。 

第八条 

任何可能因执行本条约而引起的争端，助于联合国宪覃所规定的程序完全用 

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第九条 

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CD/476 

Annex 
Page 3 

第十条 

一、 本条约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会员囯签署。在本条约生效前， 

没有根据本条笫三段规定签署本条约的任何囯家，可以隨时加入本条约。 

二、 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三、 在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第五份批准书之后，本条约应在交存批准书的国家之 

间生效。但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已经交存此种桥准书。 

四、 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之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囿家，本条约应自其批 

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五、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一签字日期，每一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本 

条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其他通知事项，迅速告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囯。 

第十一条 

本条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条约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本条约经正式核证副本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分送 

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0< >0< 5 ^ ^ >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7 

21 March 1984 
CHHŒ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1月2 7日希腊常驻代表根据议 

事规则第3 3至3 5条致裁军谈判会 

会 主 席 的 信 

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并裉据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非会员国参加会议的i义事规则， 

我谨通知你，希腊希望在1984年会议期间参加会议议程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 

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参加工作小组和为审议这些项目而可能设立的其他附 

属机构。 

如果你能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上述请求从而使会议能尽早作出决定，我将十 

分慼谢。 

顺致崇高的敬意。 

希腊常驻代表 

A .佩特罗普洛斯大使（签名） 

?0^ 

GE. 84-6106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78 
21 March 1984 
CHŒESE 
ORIGIÎTAL:MGLISH 

1984年3月1 2希腊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我 1 9 8 4年 1月 2 7日的信，我谨通知你，如果我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 

的请求被接受，希腊将在全会上il绕希腊裁军政策总的观点作一次一般性发言，并 

就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作另外两次发言。 

我们也准备参加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并可能提交两份工作文件。 

如果会议在今后决定设立其他附属机构，我们将研究其权限，并通知你我们是 

否打算参加。 

如蒙将这项请求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注意，以便会议能尽早作出决定，我将 

不胜慼激。 

常驻代表 

佩特罗普洛斯大使（签名） 

GE.84-6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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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arch 1984 
CHIE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2月1日爱尔兰共和国常驻代表 

根椐议事规则第 3 3至 3 5条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奉我S政府之命，并按照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规则第 

3 3条至第3 5条的规定，我谨通知你，爱尔兰希望参加1
9
84年期间会议i义程上 

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i义，参加工作小组，参加为审议 

这些项目而可能设立其他附属机构。 

如蒙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注意到这一请求，从而使会议能尽早作出决定，我 

将十分感谢。 

爱尔兰常驻代表 

M .海斯大使（筌名） 

GE. 84-61066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80 

21 March 1984 
CHINESE 

OEIGIML:EITGLISH 

1984年3月1 9日爱尔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A 

我谨荣幸地提及我1984年2月1日转达爱尔兰政府请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 

1984年会议讨论的信件。 

我谨确认，我IS政府对会议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项目均有兴趣，当前希望参加裁 

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以及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议程项目4 )的工作。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 

. M .海斯大使(签名） 

GE.84-61078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81 

23 March I984 
CHMESE 

Original： ENGLISH 

1 984年3月23日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 

向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转交波兰统一工人党 

全国代表会议1984年3月1 8日 

在华沙通过的和平呼吁书的信件 

我荣幸地向你转去所附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4年3月1 8日通 

过的"和平呼吁书"文本。 

如蒙将此宣言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将不胜感激。 

斯坦尼斯拉夫‧图尔斑斯基大使（签名） 

GE . 84-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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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平呼吁书 

1 9 8 4年 3月 1 8曰于华沙 

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全球性冲突的威胁又一次笼罩在欧洲和整个世界 

上空。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对和平的威胁应归因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旨在改 

变力量阵线，取得对社会主义的优势和阻碍世界进步的逬程所推行的政策。 

美国政府和北约史无前例地加速军备集结和无限扩大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就是为 

此目的服务的。 

西欧引入新的核导弹和开辟新的军备竟赛领域，使其扩展到外层空间，终将产 

生不详后杲，并《凌人类面临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威胁。 

帝国主义正在施加压力和暴力、千涉别国内政、在经济上限制乃至逬行武装干 

涉，它们企图用这些办法实现其侵略的目标。在这种气候下，在西欧，尤其是在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那些力量又在开始抬头，它们还企图改变由于战胜德国法西斯主 

义、战后的发展和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条约形成的欧洲的领土和政治版图。 

在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遭到这样危险的挑战的时候，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忠 

于自己的和平政策，一直在尽一切努力防止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基础被摧毁。正是为 

此目的，它们才提出了关于限制军备、促逬裁军领域的逬展、在S际关系中建立信 

任气氛等许多提^中还包括华沙条约締约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締约国为缔结不使用 

-军事力量和维护和平关系的条约而进行谈判，和冻结并逐步削减军事预算等提案。' 

削减军费就可将巨额资金用于觯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和平力量以及以谨慎和现实主义为指导的政界人士 

的努力，人们抱有一种希望，即危险的发展方向可以扭转，当代和后代的和平可以 

维护。 

过去十年的成就使人们寄予更大的希望。这些成就是：实现对话和缓和以及这 

一进程不间断地进行和斯德哥尔摩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的召开。人 

们日益认识到危险性，以及全世界反对军备集结和战争这一社会运动的发展和活跃， 

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希望。 . 

根据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波兰外交政策一贯的传统方针，社会主义波兰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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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余力地继续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以加固欧洲和平秩序的结构，加强世界安全，并 

发展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广泛的国呩合作。 

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力支持苏联共产党推行的列宁主义和平政策。波兰与苏联之 

间的不可动摇的联盟、友谊与合作将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的最大利益， 

并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事业。 

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直申，它忠实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路线，波兰外交政策领域的首要任务将是为和平和为加强我国的防御性联盟 

以及波兰的国际地位而进行斗争。 

为了和平，为了 f吏我国儿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而逬行斗争，是团结全波兰人民 

的最重要事业之一。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已经面临过一场大毁灭的国家，我们波兰 

特别有权利和义务要求制止军备竟赛，要求不得破坏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的基础，要求结束以核灾难威胁世界的危险游戏。 

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进行合作，保卫和平。为持久和平和为使人类 

今后摆脱核恶魔的斗争事业应该傻一切民族^国家团结起来。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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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斯 拉 夫 

工 作 文 件 

国 家 核 査 措 施 

导 言 

自从开始审议禁止化学武器的研究，发展和生产以及其销毁的问颞以来，大家 

普遍认为核查应建立在适当的国家一级的措施和国际措施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两种 

措施相辅相成，即可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系统。这个系统反过来可确保有效地实行禁 

止。 

到目前为止，已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不少关于审査不同级别的国际核査以及 

执行核査技术手段的工作文件。这是符合这样一个普遍的看法的；只要有一个有效 

的国际核查系统来核査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就可以确保有效地执行对 

生产的禁止以及对储存及生产设施的销毁或转用。 

在我们的工作.文件（198 2年 7月 2 6日的。07298及19 8 3年 7月 1 3日的 

C 0/393 )中，我们已提请大家注意：两种核査方式在执行公约条款以及公约各 

个方面都应发挥充分作用。国际以及国家主管机构的作用及活动应互相协调，应建 

立持续的互相合作关系。毫无疑问，如杲公约生效的过程是在普遍信任和意见一致 

的气氛下那是可以实现这种合作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工作组的工作才不会 

受阻，囯际和E家一级的必要核査措施才能得到执行。提出本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 

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对进一步谈判公约的制订工作会有所裨 

概 论 

有些文件认为，公约各个缔约国应设一个国家一级的主管机构，其工作方法可 

GE. 84-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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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一个締约国各自的国家立法，这一机构应履行同公约有关的一些职能。另一方 

面，有些代表团则认为，国家一级主管机构的作用应局限于对国际主管机构进行协 

助。由于对国家一级主管机构的作用及活动范围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我们认为， 

我们一开始就应为这些意见定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一基本的东西就是目前 

把毒性化学品分为以下三个类别的分类法。在确定核査级别时也可用此种分类法。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其他有害化学品。 

我们认为，在对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尤其是属于神经毒气一类的化学战剂进行 

核査时，应全面核査，并有组织地进行，以确保在销毁化学武器的每一阶段对较低 

水平的潜力有最大程度的信任，并达到均衡。对此种化学武器的核査应根据公约规 

定的方法在国际小组的监督下进行。 

然而，就芥子气类的致死性化学品而论，我们认为，根据此种化学武器的储存 

量以及生产设施的能力，此种核查应具有国际性质，但是，也可以同国家一级主管 

机构密切合作进行核査。对于装填有芥子气的化学武器的大量储存以及能力很大的 

此种化学战剂的生产设施，则有必要建立国际核査。可是，较小数量的数百t<ife以下 

的此种化学战剂的销毁，经协商委员会允许，可以在11家一级主管机构的监督下进 

行。但该机构必须在完成销毁后3 0天内通知协商委员会。 

另外，对于毒性较小的化学品的核査，对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及其他有害化学品 

以 及 化 学 战 剂 的 前 体 （ 见 的 核 査 ， 几 乎 每 一 阶 段 都 可 以 在 国 家 主 管 机 构 

的监督下进行。之所以提出对毒性较小化学品的这种核査形式，是因为今天把这些 

化学品的绝大部分都看作是双重用途化学品，都广泛地用于和平目的。例如，光气、 

氩氰酸以及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装填这些化学品的化学武器储存，如果数量很大（几万卩电），而且有关 

国家的化学工业在核査期间不能把它们转用于其他产品，则可以进行国际核査。 

附表一：应受国家核査措施核查其生产情况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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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应受国家核'査措施检查的化学品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芥子气，路易氏剂及其他类似衍生物 

其他致死性及有害化学品 

光气及其衍生物 

复氰酸及其衍生物， 

亚当氏剂， 

二苯代胂腈及其他具有类似特性的胂化合物 

前体： 

三氯化辚 

氯化磷 

二烃基磷酸盐 

11 , ^——二取代e 

N， B——二取代e 

^ ~ - 二取代P 

氨基乙硫醇 

氨基卣乙烷 

频哪基醇 

异丙醇 

镢嚏醇基一3或4 

hinuclidinol-5 

乙烯化氧 

三氯化胂，等。 

对这些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设施销毁的核査，大部分应是国际核査 

国家核査系统的范围 ‧ 

由于协商委员会和国际专家小组在核査期间有大量工作要做，因此有必要同国 

家主管机构进行合作，它可以在技术人员、设备及实验室方面提供协助。国家主管 

机构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协助国际小组对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进行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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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毁这类化学战剂储存和销毁生产及填充设施的过程中，以及在对违反公约事件 

的现场视察过程中，都应进行此种合作。 

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国家主管机构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双重用途的化学品 

及前体的生产和转让进行核査。国家主管机构应该在其本国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组 

织一个核査系统，并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向协商委员会报告视察结I换句话说， 

国家主管机构在核査过程中应监测下列情况： 

——用于和平目的的其他致死性及其他有害化学品的生产情况 

——及重用途化学品及前体的生产以及将其转成最终产品的生产情况 

——这些化学品的转让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家主管机构在核査过程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任务。考虑 

到这一情况，国家应详细订出各项任务以及它将釆取的技术性措施。为了建立一个 

有效的核查系统，并使各締约国之间保持信任，各缔约国必须在制订公约期间就同 

意在交换专家情报、方法的标准化、引进类似或相同仪器以及引进兼容的计算机系 

统方面进行合作。 

附表一所列的化学品表明，因为我们这里涉及的是化学结构不同的化学品，对 

这些化学品的核查方法应该是务样化的。如果把它们6^不同生产工艺流程及每个设 

施的能力都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国家小乡H的任务就更为复杂。 

此外，这些化学品多数都广泛用于和平用途，或者为和平用途在不同化学工业 

部门将其转为其它产品，而且在一定时候，这些化学品对生产化学武器也起重要作 

用，它可作为主要成分或中间物，或者作为二元武器的基本戍分。 

国家委员会的作用、任务及结构 

化学武器公约的每个缔约国均应设立一个国家核査主管机构。该机构的作用及 

任务主要根据该国法律来定。这样的国家委员会在执行公约的过程中，应同国际主 

管机构——协商委员会——‧合作；在实施核査措施时应给予适当支助；并向其 

提交有关报告。虽然公约的许多締约国在行政和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大差异，伹是， 

我们认为，国家主管机构应在结构、人员的组成及职能方面确保在执行公约方面同 

所有S际机构进行密切合作、讲究效率、拿出办法、态度客观，并对之有必要的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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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家委员会能够履行国家立法所规定的义务，并同协商委员会进行合作， 

它应由下列代表组成： 

― 政 府 代 表 

——化学学科领域的代表 

——化学工业的代表 

-一军方代表 

——宣传方面的代表 

——由协商委员会任命的一个締约国的代表。 

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应严守秘密，不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第三者透露有关核查 

及公约执行方面的任何情报。 

由于其活动的复杂性及范围，国家委员会可以设立一个不同学科（化学、化学 

分析、毒理学、经济学、技术及化学情报，等）的专家i咨询小组，并可以为化学、 

物理及毒理等方面的分析提供足够的实验室。 

应协商委员会要求，这些实验室应该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协助国际主管机构实施 

核査措施。为了公约的目的，协商委员会应根据缔约国的建议，列出一个进行化学 

分析及生物分析的实验室清单。 

国家委员会一经设立，就应承拒起对国内生产双重用途化学品、前体以及那些 

今天已大量用于和平目的的化学物剂的生产设施进行监督的任务。 

另外，国家委员会也应同1]际主管机构合作，对具有芥子气类化学战剂的化学 

武器的储存及生产设施的关闭进行监督，并提出销毁的措施。 

国家委员会应在其下属机构技术秘书处和一个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制订工作计划。 

S家委员会应根据其职权范围对其他致死性及其他有害化学品的生产实行监督。 

由于这些化学品现在已大量用于化学工业，因此，有必要对作为工艺技术单位的生 

产设施进行深入视察，并根据视察结果制订一个监督生产的计划。生产设施投入全 

部生产力的每年材料平衡应作为确定为准许目的对这些化学品进行转用及转让的进 

一步程序的基础。所收到的一切数据都应储存在与连接国际计算机中心的计算机中 

心内。协商委员会应对国家委员会提出的为准许目的转用这些化学品设施的活动情 

况的定期报告或年度报告进行审査，并根据这些报告对转让实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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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重用途化学品及前体的生产设施也生产化学工业大量用来生产杀虫 

剂、药物、聚合物等的化学品，但是基本上这种生产设施还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的 

组成部分或中间物，因此应连续对这些化学品的生产进行监督，以便确切了解使用 

它们的目的。 

考虑到要对于大量的这些化学品进行如此复杂的监督，因此，为此目的，应拟 

订关于为准许目的进行生产及转用的详细材料平衡报告。所有数据应储存在适当的 

国家计算机中心，同时应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关于这些化学品的生产与转让情况的定 

期报告。 

鉴于国家委员会应监测各种各样学品及前体（见附表一），它应与协商委 

员会合作，制订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活动范围。为了能够进行这一范围相当广泛 

的工作，国家委员会应同其他国家委员会以及协商委员会或一个技术专家小组合作， 

使监督生产的化学方法及物理方法标准化。安装在此种设施上的仪器设备（监测系 

统）应该是兼容的，能保证交换情报的。一切数据都应储存在可根据统一的情报技 

术系统加以处理，并向协商委员会损告的计算机中心。 

如杲怀疑所收到的关于生产及转让这些化学品的材料平衡报告的数据不准确， 

协商委员会可根据公约所设想的程序，决定对每个设施逐一进行监督。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85 
CD/CV/tfP. 74 
24 March 1984 
CHIUESE 
Original :SITGLISH 

1 9 8 4年 3月 2 0日伊朗伊斯兰共^国常驻代表 

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谨荣幸地附上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请你将此文，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 a 

常驻代表 

纳斯罗拉赫‧卡泽米‧卡米亚布大.使（签名） 

GE. 34-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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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序言部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作为一个触犯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受害者.即一个 

罪恶政权系统地，无区别地使用化学武卷的受窨者，谨就楽止使用化学武1：、为防 

护性目的逬行国际合作4^就一些总的条款提出某些初步意见，希望各代表团认识到 

有贲任在未来公约中反对这种罪行，#以积极态度审议这些建议。使用化学武^引 

起义愤决不等于表达出对于这些极为丑恶，极为恶毒，始终受到道义^法律谴贲的 

傲法的极度憎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认3^.序言部分应包括强烈谴责在任何情况下《吏用化 

学武器以此作为作战手段，必须将《$用化学武器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必须篁申， 

各缔约国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中承担的义务，所有缔约国均应放弃对该《议定书》的保留。 

总 的 条 款 

一.各缔约国应承诺在任何情况下蓴重#确保别国尊亶本公约, 

二.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有明确允许的规定不得对本公约有保留，不得有例外 

-三 .公约生效后（ 1一 1 0 )年中，在楽止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之间眢遍有效。 

四.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意，在任何情况下1^用化学武卷均构成战争罪，并承诺 

决不在任何情况下1^凌用或威胁傻用化学武器。 

五.本公约各締约国同意，第 条关于禁止i^é用化学武器的基本原则不得予 

以修改，并同意不参与任何毁损该原则的协定。 

六.各缔约国承诺及时将所有直接或间接转让^重目的化学剂的情况通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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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七.各缔约国应以国际合惟的精神，确保互换情报并确保相互了觯P方护装置和 

医疗发餍情况，以傻，约国能够改善这些方面的能力和技能。 

>0< >o< >̂  >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84 * 
4'April 1984 
CHIKESE 
Original ： MC-LISE 

防 止 核 战 争 

一 些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工 作 文 件 

在裁军谈判委艮会1983年会议上，社会主义各国曾就核战争威胁日益增长这 

一说法的理由，为消除这一威胁应采取的切实步骤以及委员会审议这一冋题.的组织 

的问题表明了看法（1983年3月2 1日第CD/355号工作文件和1 9 8 3年 8月 4 

日 号 文 件 ） 。 最 近 世 界 上 的 事 态 发 展 证 实 了 这 些 文 件 中 的 判 断 是 正 确 的 

提案是重要的、及时的。 

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是在国际局势明显恶化、美国军国主义政策引起的 

核战争危险增长的条件下进行的。 

那些政策的首要表现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北约盟国企图打破现有的军筝均 

势。美利坚合众国执行大规模发餍战略核武器及其他核武卷的方案、军备竟赛向外 

层空间的扩展以及在西欧部署新的美国中程导弹，显然都是旨在为这些f险政策打 

下军事基础。这些行动正在加剧，美利坚合众if给欧洲及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这一 

非常真实危险。 

美国在欧洲国家部署新型核导弹，就为苏美限制欧洲核军备会谈和限制与削 氟 

战略武会谈设置了障碍。 

社会主义各国已不止一次地声明，它们在f壬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别人取得对自 

己的军事优势。同时，社会主义各国仍致力于共同采取的为中止军备竟春，首先是 

核军备竟赛，为缩小并最终完全消除核战争厥胁这一原则性的方针。 

防止核战争，从其完整的意义来说，是筲一号的全球性问颡。不仅对那些影响 

全人类其他问题的觯决，而且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其本身都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地消除 

这一威胁。 

* 由于技术原因修正。 

GE. 84-6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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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绝大多数a家对这一冋颈的看法，第三十A ; i联合国大会的结杲已证实 

了这一点。大会在一系列的全郤决议中都主张釆取紧急揞施,防止核战争。 

这些决议中尤具重要意义'就是《谴贲核战争宣言》以及关于宣布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核武^冻结、开始核裁军谈判、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罨等决议， 

社会主义各国认为，现在防止核战争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应居中心地 

位。如下事实进一步支持这一主张，即大会在一系列决议，包括,38/1 8 3G号决 

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髙忧先事项，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适 

当m实际的搢施达成协议并为此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社会主义各国完全支 

持这一建议，41^主张尽早实现。社会主义各国提议，防止核战争é^努'力应集中子如 

下领域： ‧ 

1 .拥有核武卷国家的政策对防止核战争冋颈的,冬决具有特殊§^意义。全人 

类的重大利益要求这些国家之间—关系应受到某些准则的制约，它们可对这些则 

商定后加以承认，4^赋之以强剞性质。社会主义各S特此提;;f诸位注tics/ 

444号文件中载有具体提案。 

2 . ÉJ于那种有助于建立'冥一次核打击能力§^新型核武II及其运载工具出现， 

迫切需要造成一种道义和政治气氛，说明任何发动核战争的企图都会以失败面告终， 

( a )社会主义各国认为关鍵的是，一切m尤茸是核武卷 a家应把防土 

核战争作为各自政衆的主^目标，应防止出现有核)甲突局面，万一 

发生此种危险，应迓行紧急协商，防止核灾难的爆发a 

化）作为对第三十八届大会通过的《谴贲核战争宣言》各条款的发展，社 

会主义各国提议，应逑议一切国家审议在有关单方或联^芦明或政 

治性1:言中列入谴贲核战争条款的问颈。 

(C)社会主义各国人为有必要要求所有国家，尤奚是核武i^Sl家，特别 

从联合国关于禁止战争宣传的决定出发，放弃任何形式的核战争一一 

无论是全球还是有限的核战争一§^宣传。尤其是必须放弃研究、 

改进、散布和宣传旨在支持首先1^用核武器的"合理性"以及较笼统 

一些，发动核战争的"可允许性"的政治和军筝理论和概念。社会主 

义各国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目标可以成为首先用核武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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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会主义各国重申其关于所有核武SI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建 

议。尚未承担这一义务的各核武11^国家可单方面承担起来。这种不需 

要逬行专门的会谈或达成协议的办法将有助于加强信任和降低核危险 

的程度。同时，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可纳入——统一 

的国际法律文书，这一文书在实践中可相当于在法律上全面禁止1"凌用 

核武t^。社会主义各国再次宣布，支持关于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 

締结禁止使用核武公约的建议。 

(e) 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S#最终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措施是防止 

核战争的积极手段，并且是以适合当今条件的方式便国际法准则和 

《联合国宪鞏》规定的原则具体化。社会主义各国关于在国际关系中 

普遍徘除1"吏用武力——包括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的建议也是为了同 

一目的。在全球这一级水平上，为做到这一点可以缔结一项在ii际关 

系中不f凌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1983年1月提 

出的关于缔结华沙条约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相互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并维 

护和平关系条约建议，也是朝这一方的一个重要步 € o条约的中心 

内容是两个联盟的成员国承诺不对方首先使用核武或常规武器。 

(f) 所有核武fi^国家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对:^领土上没有核武II的国家使 

用此类武li^#尊亶已建立的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和鼓励在世界各地建立 

新的无核区，这办法将有助于创造条件防止核冲突。 

(g) 社会主义各国亶甲愿意考it其他适当揞施，特别是如第CD/406 

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防止意外地或未经批准地使用核武器，避免突然 

袭击可能性等的揞施。同时，社会主义各国认为有必要强调，各种建 

立信任的揞施只有连同在这一领域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承诺才会有 

助于消除核威胁。建立信任措施必须是在真正大范围内的，首要目 

的应是防止核战争。 

3.同样重要的是一些物质性措施，目的在于确保对于为发动核战争提出各 

种理论根据和概念的事不以任何新的装备系统提供物质基础。 

( a )为达到这一目最为有效而又比较易行的一个揞施就是在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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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上冻结核武器，并1"吏之接受适当的核査。所有核武i^ii家都应采 

取这一步骤，或者在达成其他核武卷国家也按照执行的谅解的情况下, 

仅由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先采取这一步骤。 

商定冻结将意味着： 

―停止扩大核武库—切组成部分，包括各种核武器运载系统和各种核 

武器； 

― 不 都 署 新 种 类 ^ 新 类 型 核 武 器 ； 

―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及:^新种类和新类型的运载系统的试验； 

一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裂变物质。 

-核武卷冻结将大大改善总的政治气氛并有助于对裁减核武厍达戍协议。 

(b)尽早完成全面彻底禁止核武1^试验条约的拟订工作，#在^结这一条 

约前，所有核武赛国家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将有助于停止在质量上 

对核武器的改逬和停止对这种武i^
5
开制新型号矛D新类型， 

(G)核武器国家另一个与防止核战争直接有关的重要义务是防止任何形式 

§ ^核武扩散。这首先是说，不把这种武暴或武卷控剞权交给任 

何人，同样重要的是，不将S部署在没有此种武1^的国家的领土上。 

另一项紧迫任务是防止核军备竟赛扩展到新的领域， 

(d) 社会主义各国继续认为，核裁军和完全消灭核武器是防止核战争威胁 

和^止使用核武卷的最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各国冉次呼吁逬行努力， 

以求逐步并在平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裁减核武！^直至将一切形 

式的核武卷完全消除。 

(e) 直接关系到核武卷另一个措施，停止并防止在：他髙度危,险领域 

0^军备竟赛也将大大有助于防止核战争。这方面尤为直要的是防止空 

间的,蚤竟赛，囡为这方面的竟赛极有可能增加核战争的危险。美利 

坚合众国目前正在制订的研制大规模反导弹系统方案不可能消除夫 

来核武库计世界的威胁，只会使利用这些武库的可能性更大。 

社会主义各S提请注意如下事实：苏联已承诺不首先在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反 

卫星武器，这就是说，只要:^他国家，包拴美利坚合众S不在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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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卫星武器，苏联单方面暂停发射此种装置。 

当然，全面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将是一个更为广泛，意义更为深远的 

措施。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及从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将有助于这一目的。 

4.社会主义各国还愿意考虑其他旨在防止核>^^t争的揞施，现在，应该从关于 

核灾难威胁的一般性言词转向具体行动了，也就是说，应该就上述建议逬行建设性 

的谈判，以缔结数项适当的国际协定。 

社会主义各国再次重申，坚决^求开始制订防止核战争的紧急切实捨施并为此 

在裁军谈判会议设立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 

社会主义各国再次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的一切参加者表现良好政治意愿并就 

防止核战争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颞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立场。 

>0< ,>0< 50< >0< >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85 
2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 9 8 4年 1月 3 I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根据有关的议事规则，我谨请你向裁军谈判会议转达厄瓜多尔政府的愿望，即 

希望在1984年参加讨论该会议议程上实质性项目的全体会议及非正式会议。 

本请求是与我国一贯奉行的旨在支持裁军领域中各种努力的这一国际政衆一致 

的。 

顺致最崇髙的敬意。 

常驻代表 

马里奥‧阿茱曼大使（签名） 

>0< >0< >0< »o< 

GE. 84-6134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8 March 1984 CHIHESE 
Original:EÏÏGLISH 

1984年2月9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 

裉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如同我曾在适当时机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所表明，我谨通&你，本代表处在 

1984年1月31日第1^0. 4— 8 — 2号照会中煶出的要求也适用于本会议的附属 

机构。 

常驻代表 

马里奥‧阿莱曼大使（签名） 

GE.84-6134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s^/s 
28 MARCH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1984年3月23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 

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关于我1984年1月31日提交的第4 一 8 — 2号函，我想说明如下：厄瓜多尔政 

府准备在适当时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作一次一般性发言。 

它也有兴趣参加关于化学武器问^的附属机构的工作。 

常驻代表 

马里奥‧阿茱曼‧萨尔瓦多大使（签名） 

GE.84-61399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V488 

20 March 1984 
CHIMESE 
Original:ENGLISH 

^麦隆共和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常驻副代表1984年2月24日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并根据裁军谈判娄员会议事规则第33条至35条的规定， 

我谨荣幸地通知您，^麦隆共和国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 

会议期间的工作。 

^麦隆共和国希望参加会议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工惟，参加全体会议和非 

正式会议，同时也参加为审议这些问题而可能设立的？壬何附属机构的工作。 

常驻副代表 

多米尼克‧荣（签名） 

GE.84-6140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 V 4 8 9 
28 ]Vferch 1984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3月23日^麦隆常驻副代表 

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继溶麦隆共和S常设代表处1984年2月24日表示^麦隆愿意参加裁军谈判 

会议工作一信，我谨通知您，^麦隆共和国目前希望参加全体会议，并一般性表述 

其对裁军问题的观点，它并希望参加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附属机构的工惟。自不待 

言，^麦隆共禾口囯对其他事项也感兴趣，并保留要求准许参加有关附属机构工作的 

权利。 

常-驻副代表 

多米尼克‧荣（签名） 

GE.84-6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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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 3月 2 3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裉据议事: 

第3 3至 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及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规则，我荣 

幸地通知你，民主也门希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 84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民主也门希望参加会议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参加全体会议和非正式 

会议，并参加为审议这些项目可能设立的工作小组和其他附属机构。 

常 驻 代 表 

穆哈还德.萨莱赫'阿尔一库泰什 

大 使 ( 签 名 ) 

GE.84-61353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91 
28 March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工作文件 

地霣事件记录技术新发暴的各方面情况 

概要 

自地震专家小组于1978年为裁军谈判娄员会编写第一份报告（CCD/558号） 

以来，地震事件记录技术方面已出现了重大讲屣.本文着重论述过去五年中那些被 

认为能提高全球地震台网的检测和定位能力的发罨情》I CCD/558号中提出的 

这样一个系统的最先进的模型称为地霎台网m (SRO)。 预计这个设想的系统能 

检测北半球体波震级mb为3 .8至4. 2的地震事件以及南半球为4 . 0至4 . 6 -

的地震事件，可能检测到的事件为90%. 由于器制造学、—电子学、计算机技-

术以电信技术方面的发屣，地震台网in就不再是一个设想的概念而成为具体的东 

西了。就检测能力而言，下述事态发屣被认为是来来全球台网的主要组成部分： 

——高性能数据获取系统，由具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的宽频带地震检波器与大功率 

' 的22比特模拟数据转换器组戍，能提供地震信号中所包含的一切资料而不失 

精确& 

——安置于洋底钻孔中的洋底地震检波器，将缩短南、北半球检测能力之间的差距。 

——利用"低功率"技术的地震记录系统可用于结构最佳的全球台网，这是因为供 

长时间运行的电力可从电池或太阳能电池获得. 

—卫星系统已被证明对于来自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高Q值数字地震数据的联机传输 

是可靠而有效的. 

—散开设置小型台阵而不是单个的台站能大大改善对局部或区域范围内的地震-

事件的测、定位和识别， 

GE.84-6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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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震记录和处理系统的费用由于釆用微坦信息处理机而降低，现在甚至低 

于模拟系统的费用. 

在此方面，还有一点是通过茌钻孔中安置地震检波器来提高处于不利噪声环境 

的地震台站的检测能力的可能茌德意志联邦共^囯东部——这是一片覆盖有 

厚冲积层沉积物的地区一新建立的由六个井下站组成的局部网获得的初步结果揭 

示出井底器的检测阀值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台阵的一些台站的一样低，而这个台 

阵仍是我国最灵敏的地震台网.从这些初步结果看来，将小规模台阵中的井下台站 

效监测.这种新型的数字式台网将 使用的技术代表着我国用于蚰霹学方面的记录系 

统的最新发屣阶& 由于记录湘分析地震数据方面的if度自动化，这项技术也可 

茌来来的全球台网中用于"黑盒"系统. 

过去五年^技术方面的汫步已改*了地霣数据记录、传输、处理和分析的质量. 

由于这一发罨的结果，应提出一个新的、经改善的全球台网的概念以表现监测今后 

的全面禁试的现代地震学方法的效率. 

1 .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在用于记录地震的地震器制造方面改*了技术 

能力.电子学、计算机技术以及电信技术方面的进步大大影响了这些方面的发^ 

随着记录的地霃信号从模拟型转换为数字型，地震学的新时代到釆了. 这就 

是说可将高速计算机用于处理和分析地蕙图.数字技术首次大规模使用是在六十 

年代中期美国蒙大拿州的大孔径地震台阵开始运转的时^自那时以来，许多国家 

都研制并安装了数字系统以用于记录和分析地震数据. 

在我国，"数字地震学"始于七十年代初，格雷芬贝格数字宽频带台阵项目开 

始进行的时期*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要为地震学研究提供一种工具，通过宽频带记录 

与台阵能力相结合辩〗用地霎信号的全部倌息内^由于对分辨率、动态范围、数 

据质量以及适应性的各种不同要求，有必要为该系统使用数字组戍部分.共有19 

个宽频带器的13个台阵的安装工作;s 1980年初完成* 该台阵系,的性能可 

由1980年7月举办的讨论会向地震专家小组屣示（S. QSE/PRG/7 ). GRF 

台阵的高Q值数据已被大量使用于研究各种各样的地震学问题（SEIDI^ &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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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HEMER, 1982 ； RAEKERS & MOJLLER ， 1982 ), 另外，几项研究已确 

认宽频带台阵数据可为检测目的进行最理想的滤波（SEIDJL, 1979; STAMMLER, 

1981; BERBER, 1983 )并为揭示了识别地震事件的新的可能性（HARJES, 

1979 ； HAUKA , 1982 ), 

今天，格雷芬贝格系统已不再代表最新的技术标准，但由于它在频带宽度、分 

辨率及动态范围方面记录的地震图的质量，仍应算作目前在运行中的高性能记录系 

统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SRO (地震研究观测台）台站就其技术标准.、数据质量及记 

录能力而论属于和GRF系统相同的类型。 目前正在全球不同国家运行的这13个 

台站都配备有3分向宽频带地震检波器装置.传感器的信号经过滤波产生出长周期 

和短周期数据.这个系统连续记录三个长周期数据通道，每秒钟抽样一次，而毎 

秒钟以数字记录20次的垂直分向的短周期数据则仅花侦察到事件时作记^ 

SRO地震检波器仍是唯一的在井下运行的宽频带I3t器。由于它们安置花约100 

米的深处，长周期记录受风造成的噪声的影响较之靠近地面的普通地震检波器为小. 

由于一个地震研究观测台位于离GRF台阵的一个3分向台站仅5 0米的地方，可对 

这两个系统的记录结果加以直接比较，由于风的条件，SfiO井下台站的长周期频 

带特别是水平分向中的噪声程度较低，这是不奇怪的。另方面，对许多用途来说， 

记录宽频带地震检波器结果而不是记录经过滤波的长、短周期信号是可取的。考 

虑到这两种系统为之而研制出来的不同用途以及在当时可利用的技术，它们都应认 

作是最理想的。 

2.最近的技术发屣 

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一份报告（CCI)/558号）提出了监督全面禁试的4种可能 

的全球台网，该份报告系于1978年3月提交裁委会的.设想称作地震台网m 

(SRO )的最先进的系统由SRO类型的高Q值地震台站构图1表示CCD/558 

号中提出的全球台站分布情况。这个台站网能检测90%的地震辜件，估计其检. 

测能力在北半球为3. 8至4. 2 mb,在南半球为4. 0至4. 6mb. 地震网HI的台 

站分布情况与现有的地震台站十分吻合，就检测能力而言远非理想的。为进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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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有必要 

——增加地震台站数目，尤其是在南半球增加台站数目； 

——安装新的洋底井下地震台站； 

——在检测能力方面使台站分布最佳化； 

——在可能有意义的地区内部和周围设立台阵而不是单个的台站； 

——《井下或矿井设置单个台站或台阵的地震检波器以达最佳噪声条件. 

HAioioir已对包括有其中的某些成份的模型的能力进行了研究（1983 ); 

这些研究指出了 CCD/558号的结果可以改善的程度。包括所有上述一些方面的 

全球台网的技术要求也仅在过去几年中才得到满足。下述各点指出了花设计未来 

的全球台网并估价其能力时须要考虎到的主要因素ifo发暴情况. 

1 .新的地震数据获得系统特别是地震检波器和模拟一数字转换I已提高了分辨率 

和灵敏度'如TG44000—类0^地震检波器可以在最安静的地方操作，分辨 

率不再受电子噪声的限制.将此种(^器与当前美国正在研制的22比特模拟 

一数字转换器相结合，就有可能记录到与目前使用的多频带记录方式精确度相 

同的宽频带结果. 

2. 自美国在洋底的井下安装三分向宽频带系统以来，洋底地震议器已有了重大改 

讲* 使用这项技术以后，环境噪声级降低了相当多.有了这样的系统，在 

洽海地区^海岛地区尤其是南半球的这些地区的检测能力就将讲一步提高。 

3. 新的"低功率"微型信息处理机（CMOS )组件消耗电力极少.采用这种技 

术的地震台站几乎到处可设立，这是由于供长期使用的电力可从电池或太阳 

能电池获得.这种台网内的各台站可根据这个台网预定的任务而选定最适当 

的位置. 

4. 美国的"区域地震试验网"（RSTN )已证明利用卫星系统将高Q值的地震数 

据传输数千公里是有效而可靠的.将微型信息处理机和电信技术结合进这个 

系统标志着地霎记录设施发屣的新阶段。可将这项技术作为未来全球系统的 

标准。 

5. 目前在挪威设立的小孔径地震台阵即所谓的小型台阵（HORESS )在局部和区 

域事件的检测、识别和定位方面已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氣 将这种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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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N类型的宽频带台站相结合便可作为地震台网IV的主要组成部分。 

6.由于釆用微型信息处理机技术，数字记录和分析系统的费用已大为降I 即 

使预算低的机构现在也能设立高Q值数字地震台站。现在有供各种用途的低 

费用系统出售，因而未来的全球系统就不再需要设立模拟台站了. 

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型地震设施 

通过在几百米深的钻孔或如果可能在废弃的矿井中设置地震检波器以提高信一 

噪比，由于其对全球系统的能力的重要性是应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在人口多、 

工业和交通密集的国家，对地震信号作高度敏感记录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寻找安装地 

震台站的安静地点，在覆盖有厚层沉积物的遥远地区也有地震噪声大的问题，^ 

这些地区采用钻孔的办法可以提高地震台站的检测能力.最近，在德国北部（下 

萨克森）这片完全为厚冲积层所覆盖的地区中建立的一些井下台站组成的局部地震 

台网得到的新结果表明了预期的结果能实现的程度. 

这个局部地霎台网是在1981年开始的一个项目中建立的.这个项目是传^确 

定地下盐窟是否适®用作辐射性强的放射性废料存放地的地质和地球物理综合研究 

计划的一部分。以局部网监测的地区的地震活动应能提洪该地区可能的活动构造 

带的情报。记录震级低至 M L = 0的小型局部地震的主要障碍是高强度的地震噪 

声。茌地面测得的噪声振幅相当于震中距为1 00公里时地方震震级M:L = 3.3的 

地震。 

为在三个不同的钻孔中确定噪声振幅随深度减小的量，利用一种专门的地震检 

波探测器进行了短周期噪声测量.如从几名作者（DOUZ!E, 1964； B A T H , 

1966； TAKA]JO & H A G I W A R , 1966 ； HARWARD , 1970 ) 发 表 的 著 舰 得 

知的，噪声特点作为深度的函数遵循一种普遍的趋势* 振幅随频率和深度的增加 

而减小。但是，发现各种结果互相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各调査地点的地质条件 

不同。 

在进行测量的三个钻孔中，在50至400米的深度范围内每隔50米惟15分 

钟的地震噪声取样记录。同时安装茌地面的器也对噪声加以记t « 对抽样记 

录的噪声计算功率谱并将三个地点的结果加以比较，在相同深度的记录中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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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区别.如所预料的，噪声振幅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在4 0 0米的深度， 

10赫兹的衰减与地面相比为一40分贝.噪声与深度成反比的更详细的情况见图 

2的例子‧ 

在300米深度的噪声级传出的地方震震级相当于震中距为100公里时MJD = 

1 . 9± 0 . 5的地震.假设信号振播为平均噪声振幅的两倍，则对该值加上0. 3 

单位就可容易地得出检测阀11« 因此，在震中距为2,00、 300及500公里时， 

在井下300米的台站预计能检测地方簏震级各为2.7、 3.2及3.9的地震蓽件. 

如果信一噪比增加的程度与噪声级减小的程度相等，则地面台站的相应的值将约高 

1. 4个霖级单仏 

此处应补充指出，台站的检测能力一般是以体波霣级来估箕的，这是对远 

震范围中地震事件的强度的量度.但是对于局部^区域霎中距，只确立了基于面 

波的地方震震级.霹级的这两种单位不相一致，因此不可能直接将ML与mb相比较. 

但是]srUTTLl ( 1973年）报告了一种经修改的地方震霣级，叫惟mblg ,可；fir. 

能获得适当的区域衰减函数的情况下，用于将远霹mb: Ms的关系扩大至mb=S.O. 

在测量噪声所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局部井下网的设氣 这个台网昜后的形 

式是将五个台站排列成五角形，并在中心另设一个台站，这6个地霎检波器安置 

在300米的深度.这个网计划覆盖20 X 20公里的面积，所以各台站之间的平均 

距离为 1 0 公 i 

图3的地图表示地震检波器的布局.在中央的台站设有3分向装置，其余的 

台站配有垂直方向fJC器，各个台站都装有固有频率为1赫兹的短周期MARK L4 

R器。网内记录系统则采用现代化的微型信息处理机组件. 

图4的方框图表示井下台站数据获取系统的组乱 地震检波器的结果以120 

赫 兹 的 频 率 取 样 . 1 2 -比特的模拟一数字转换器具66 d B的分辨率.增益变 

化范围提供的动态范围为1200 .使用"低功率"组件，一个台站可依靠电池运 

转近4个月的时间.各台站数字数据直接通过24 0 0波特的商业电话线传送至 

靠近地霎台网中心台站的记录中心. 

这个中央记录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地震台网并使其同步、从井下台站收菓数 

据、检测地震事件并将其暂时储存于磁盘内.图5表示这种新发屣起来的多个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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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机系统的方框图。记录的数据每日一次或在需要时根据要求通过4800波特 

的数据线输往汉诺威的BGR (联邦地球科学相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地震数据分析 

中心。在原则上该系统能通过遍布全球的这些电信渠道传播记录的事件.如国际 

电信卫星系统这样的现代卫星系统的能力甚至可以,联机传输. 

总的来说，这个地震台网标志着我国地震记录系统的最新技术发暴阶段。在 

该系统开始运转后，立即进行了一次实验以确定得自井下f义器的信噪比与地面站相 

比较的增量，在中心井下台站的地面附近为此目的增设了一个垂直地震检波器。 

图6表示这些13C器的典型记录，两项记录的放大倍数相同.仅花井下地震检波器的 

记录中发现的地震信号（下面一条迹线）是由距f义器位蹙10公里处的一次0.002 

4；( 2公斤）THT能景级的炸药爆炸产生的. 

图7进一步证明高噪声地区井下地霣检波器的良好性能这些信号是从千岛群岛 

爆发的一次震级为mb5.2(GRF)的遥震事件录得的.上面两条迹线是通过对两 

个台阵站的宽频带地震检波器结杲加以适当滤波获得的模拟的短周期世界标准 

化地震网（WWSSÏT ) 记 ^ ^ 选择的渠道代表得自台阵的对于倌噪比来说最妤 

和最差的记录。另外，该图包栝对地面和井下地霎检波器按20赫兹重新取样的 

经过低通滤波的结果，如在前例中一样，地面地震检波器记录的信号花时间上和 

在频率上都不能与噪音区分开.遗憾的是，茌实验期间没有足够强的远震或区域 

事件以使能从数量上确定地面渠道和井下渠道之间信噪比的改进。但是，与 

的记录的比较表明，井下的地震检波器的检测阀值和GRF台阵中某些台站的阀值一 

样低.这是很有希望的结果，因为这个台阵仍是我国最灵敏的地震记录器。 

茌试验性的测量期闾两种渠道观测到的唯一的信号都是来自局部地震。茌图 

8所示的例子中，应用于井下和地面1»的结果的定标因素之间的比是5。 考虑 

到不同的放大倍数，井下记录的信号振幅较低，但是第一个初动不象地面迹线那样 

被噪声所覆to 当对信号初动之前^之后的0.5秒的时间间隔加以分析时，井下 

仪器得到的信噪比提高0 .5个震级单位. 

在地震台网运转的最初阶段获得的结果表明茌地震噪声条件不利的地区，可通 

过在井下安装地震检波器来提高检测能力.为完成这一项目，研究要继续讲行以 

获得关于这个网的临界震级的更多的资料，尤其是局部和区域地震信号方面的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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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级的资料。 

除最近在地震记录设施方面的技术进步的戍份外，将井下器的概念纳入全球 

台网未来的先进模式无疑是应加以考虑的重要之点。就上面叙述的地震台网的技 

术而论，这个设计来进行无人操作和自动分析的系统，可被用作由II际数据中心控 

制的"黑盒"，可通过现代电信渠道获取数据，由于只茌维护或修理时需要人 

的介入，所以就有可能在地震参数提取方面消除主观的因素。这可以茌国际数椐 

中心按商定的程序办到.这是现代技术为来来的全球台网的运转提§^的一个主要 

前景. 

4 , 鱼 

当地震专家小组在1978年编制笫一份报告CCD/558号文件时，对两种不同 

类型的全球台网的检测和定位能力作了定量的估计的.第一个系统称*Jrt霧台网 

工，由现有的地震台站组;^ 第二个系统，地震台网in ( SRO )提出了一个设想 

的数字台网，由釆取SflO的标准的台站组戍.这时第三份报告的编制工诈已完礼 

其中载有关于许多国家花地震台站和地震台网方面的成就的重要消息。从过去5 

年来的发暴情况来看，地震台网m ( SRO )已部分地从假想的系统变戍了运转着的 

系艮 但是尽管如本文所指出的这样一个先进台网的技术戍份已经能够获得，她 

震专家小组却尚未为未来的地震台网规划新的远景.我们认为有必要尽早地以目 

前的技术发屣阶段为标准制定出全球系统的新模型，并对这个台网的检测和定位能 

力诈定量的估计以便表现出以今天的地霎技术监测来来的全面禁试公约的有效 

>0< ^ ^ >i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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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Power density spectra of seismic noise recorded on the surface and 

in a borehole at a depth of 100, 200, 300 and 4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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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 会议 CD/492 

28 March 1984 
OriglnahSNGIJSK 

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关于核禁试的特设附屬机构， 

以便立即开始关于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多边谈判，并尽一切努力使本 

会议得以向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递交这样一项条约的草案全文。 

核禁试特设委g会根据其职权范围，将考虑到所有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倡议。 

此外，它还要利用多年来在相互衔接的多边谈判机构及三边谈判中审议全面的禁试 

问题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该特设委员会还要考虑到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 

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 

GE.84-6126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93 
2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4月2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国常驻代表就递交 

罗马尼亚议会关于在欧洲设置中程导弹问题的呼吁书文本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谨送交"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国大国民议会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最高苏维埃、美利垒合众国国会，在其领土上设置了中程导弹的一些欧洲国家的议 

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加拿大等国议会的呼吁书"。 

请您将本呼吁书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达特库大使（签名） 

GE. 84-6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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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II民议会对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美利坚 

合众国国会，在其领土上设置了中程导弹的 

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 

加拿大等国议会的呼吁书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对于在欧洲大陆开始部署新的导弹之后 

国际形势空前恶化的情况深感关切，完全支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于 1 9 8 4年 3月 2 1日至2 2日通过国家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向各国国家 

元首和ïEi府首脑、各政治领袖以及世界各g!人民发出â力呼吁，呼吁共同努力，更加 

紧密地进行合作，在为时尚未过晚的时刻找出防止国际形势恶化的最好办法，制止 

危i%的军备竟赛，使人类免于一场核灾难，并为欧洲及全世界造.戎一个和平、合作、 

信任和和谐的气氛。 

在几个西欧国家开始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行动把核军备竟赛引入一个新阶段。 

苏联随后釆取了核反击措;JÊo 

这些行动为欧洲核军备开创了 一个新阶段。这就会使本大陆形势大大恶化，并 

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核军备的升级大大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必将 

成为一场将会导致毀灭全球生命的核战争。 

目前国际形势的恶化是由于核军备升级引起的。这构成了最大的咸‧因为和 

所有常规武器，甚至连最先进的常规武器都不同，核武器的使用不仅对人类生命造 

成巨大损失，摧毁大量社会和经济机构，而且将导致一切人类以及地球上生存条件 

本身的毁灭。必须考虑科学家们一包括苏联和美国的科学家们一的严厉警告。 

他们已表明，只要使用美国和苏联拥有的巨大核武库中的一小部分武器，就会引起 

一个核冬季，把地球上的生命全部毁掉。 

鉴于这个巨大的危险性，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想法是全然不能接受的：即生产和 

部署新的核武器可以作为加强各国人民安全与和平的手段；恰恰相反，每出现一种 

新的核武器就只能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增加摧毁人类文明、毁亡人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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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地球上生命生存条件的危险。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后果对于使用它的国家与其他 

11家都是同样严重的。谁都不能逃脱使用核武器所产生的后恭因此，从核战争的 

结局来看，既不会有被征服者，也不会有取胜者；人类以及地球上生命的自然的正 

常进化将会停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停止军备竟赛，消除战争危险以及建立并 

巩固和平是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每一个人和各国人 

民争取和平、自由、独立、生存的最高权利！ 

考虑到我们各国i义会对各国人民对和平事业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所负的崇高 

贲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部署中程导弹，确保撤走在欧洲大陆部署的一切核武 

器，随后开始普遍裁军，建立一个没有武器和战争的和平与合作的世界！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S民议会吁请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釆取行动制止在几 

个西欧^家的领土上部署新美国中程导弹，防止在欧洲大陆上设置新核武器， 

并开始就从欧洲撤出中程导弹及其他核武器进行谈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s民议会同样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 

维埃提出呼吁，吁请它在停止部署美il中程导弹的同时，研究釆取措施停止运用苏 

联所宣布的核反击措施。 

我们吁请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应考虑它 

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欧洲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并在采取措施防止设置美国中程导 

弹，防止运用苏联所宣布的核反击措施之后，随即为恢复苏联和美II的谈判而努力， 

以期制订出停止在本大陆设置和部署导掸，撤出已经部署的导弹并使该大陆免除一 

切核武器的适当的协定和公约。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向那些在其领土上已安装了首批中程导弹 

的欧洲il家的议会发出呼吁，吁请它们根据它们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对欧洲及世界 

和平所担负的责任，采取坚决行动，在締结适当的协定之前，防止在它们的领土上 

设置中程导弹并禁止部署新的核武器。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同样也吁请其他欧洲国家及加拿大等国的 

议会共同努力使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行动停止并防止运用苏联所宣布的核反击措施， 

以便确保尽快开始苏美谈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相信，如果本着信任和重大责任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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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谈判是能够为消除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原子战争和核战争危险而达成协议的。 

由社会主义各国、其他各国，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各政治领袖为此目的所 

提出的各种建议，都为可以产生适当协定的建设性谈判提供了基础。 

由于设置核导弹关系到欧洲各国人民的生命和生存，因此，本大陆所有国家都 

必须承诺积极参加制订协定和公约的工作，使之能够从欧洲消除导弹并杜绝通向核 

灾难道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认为，属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国家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应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加苏美谈判，以便为制订协定和适当的公约作出贡献。 

根据各议会对其本国人民所负的巨大责任一他们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一，罗 

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建议，召开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议 

会代表会议，审査在欧洲大陆上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形势，制订并提出防止在几个西 

欧国家设置美国导弹以及防止运用苏联所宣布的报复措施的方法、方式及解决办法， 

以期重新开始苏联和美国的谈判，最终制订出停止核军备竟赛以及为使本大陆免除 

所有核武器开辟道路的协定和公约。 

我们呼吁所有议会，.所有议员，呼吁他们在尚不为迟的时候行动起来，不辜负 

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不辜负他们对和平、自由、裁军、安全和独立的愿 

望，停止朝向核深渊的危险的竟赛，以确保地球上和平与合作的胜利。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确信各国政府将会考虑各国人民的期望和 

意愿。各国人民通过广泛的示咸活动来强有力it|j表示他们坚决要在一个和平、安全 

和合作的气氛中，在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一切武器和战争这样一个更加美好，更 

加公正的世界中生活与合作。 

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我们这些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11民议会的代表们 

重申我们决心要不断奉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和平与合作的政策，呼吁欧洲各s, 

美利坚合众国及加拿大等国的i义会及议员们协同努力，一起采取行动，来促进缓和 

11际紧张局势，停止核军备竟赛，并达成各种协议，为在欧洲大陆彻底消除核武器 

和消除毁灭性核战争危险开辟前景。 

根据我们对我们各国人民所拒负的重大责任，让我们把捍卫各国人民生命和人 

类文明的最高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设一个充满和平与国际合作 

的世界！ 



本呼吁书由 1 9 8 4年 3月 2 4日的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 

1984年3月2 4日于布加勒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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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消 除 储 存 及 生 产 设 施 

导言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此类武^的设施这一行动就其规模而言是消除极大 

军事潜力，从而可能成为迄今为止向裁S进程迈出的最大一步. 

.这一问题对法国代表团极为重要，因此法国代表团愿意在谈判的现阶段通过本 

文件表明自己的观点。本文件所采取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根据谈判的进程，可能 

重新加以考虑。 

消除储存及现有生产设施 

各 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最短时间内承诺按照公约附录所载详细计划提供有关 

其化学武器能力的实质性资科，不论这种能力是属于储存的形式还是生产设施的形 

式 . . 

一 .储存 

公约生效后3 0天内，各締约国应宣布是否拥有储存，并提出一个包括国际现 

场孩査手段在内的销毁计划. 

(a)初始宣布 

该宣布应滑楚指出，作这项宣布的国家宣布其是否拥有化学武不论储存数 

量^状况，不论其领土上是否有不受其控制的化学武储存的. 

对于散装产品，不论其为有毒物质或前体，均应以其化学名称予以宣布，对每 

一产品的重量应以公为单位加以宣告。 

对弹药应按类型、直径、数量及化学成份予以宣告。对每一有毒物质应以公Pîfe_ 

为单位说明箕重量.对专门设计完全用于化学武器的装置相设备亦应按类型、数量 

GE. 8-4-61442 



‧ 9 4 

cn/c¥/wp.79 
Page 2 

及规格加以宣布。在适当情况下，对此类弹药所含的化学成份及其重量也应予以宣 

布， 

法国代表团不赞戍宣布储存的地点，伹赞成将储存集中于销毀现场， 

(b)销毁储存 

应有另一份文件补充初始宣布即：附有预计时间表的销毁储存总计划， 

在原则上，不论杲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所有储存均应予以销毁，伹是，对下列 

情况可明确^为例外予以准许： 

一按公约批准的数量从锗存中调出一部分包括极毒致死性战剂等产品用 

于保护的目的； 

一按照载于公约的一项程序，从储存中调出某些可用于工业目的前体 

或有毒物质，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将具有单一目的性的前体或剧毒战剂转用于^平目的。 

储存的销毁应在公约生效后尽快开始：为期六个月的时间似乎:^合理的.该工 

传最晚应从开始之日起1 0^内完成.销毁应遵循的程序应是各方达成协议的议颞 

将:^附入公约* ' 

由于确立目标是在此十车期结束时不再有行化学战的能力，所以在逬程中 

便有储存的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安全平衡也许^il:当的. 

应按下列顺序消除储存： 

1. 弹药中所含的或散装的使神经中毒的物质及前体； 

2. 弹药中所含的或散装的其他致死性剧毒物质； 

3. 弹药中所含的或散装的其f&JJ毒物质； 

4. 致死性有毒物质； 

5. 奚他有害产品， 

宣布销毁计划的同时还应明确宣布每一销毁现场的地理位置.每年,拥有化学 

武器的国家应甸协商委g会提供来车的详细销毁计划a 

每车车终，应向协商娄g会报告与预期计划有关的销毁工作进餍情况。在各项 

工传结束时，该委S会最晚应于消除进程完成后3 0天内[^公约保存国递交一f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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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明其储存已经销毁。 

( C ) 核 査 

该宣布应包括承诺：允许在销毁储存之前及其过程中逬行国际视察， 

在宣布储存及这些储存在销毁现场所集中的地点后，拥有储存的国家应在三个 

月内接受一次国际现场视察。该视察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例如安装定期可以观测的 

传感器等，从而傻这些储存置于国际监督之下。每次将弹药或产品调出销毁的工作 

应在销毁现场的视察g监督下进行. 

每轮销毁工佑之前，销毁单位应接受国际监测员的视察，以便核置对遵守执行 

的情况，化置按公约条款应遵循的程序所规定的几个传感器。 

销毁进程应是同国家"安全"组密切协作进行持续现场监视的项目.在销毁逬 

程中视察员不.应进行干预，除非销毁进程有悸于公约规定的程序. 

(d)特殊情况 

在初始宣布后，可能会发现尚未宣布的储存.对这些储存应分两个阶段予以特 

别的宣布。 

第一阶段，在3 0天内应提供有关下列情况的资料：发现该储存的地点、情形 

及日期，估计的数量及产品的类型，最后还有初始宣布遗漏这一情况的原因。 

第二阶段，在三个月内应详细宣布被发现的储存的构成情况。 

应将这些储存送到销毁现场，然后按预计时间表中包含的销毁范围予以消除， 

如杲是属于已经处理过的类别，则通过优先销毁予以消除，在销毁过程结東后3 0 

天内，应就其销毁情况撰写一份特别销毁报告.假如在初始宣布的储存的销毁工4^ 

完成以后，即在十年期结東后，才发现储存，协商委S会应允许按照一个经过商定 

的特别程序行事. 

二.生产设施 

此处所指设施是指专门为生产化学武^而设计及安装的设施。可以将奚分为两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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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有毒物质^ /或前体的工厂； 

― 装 填 设 施 

{a)初始宣布 

公约缔约国应有义务在宣布是否拥有储存同时，宣布在其领土内是否有具有 

如上规定的生产设施，不论这些设施是否在其控制之下， 

该项宣布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在公约生效之日，不论是正在使用或已暂停《突用的所有生产工厂及装 

填设施的地点、性质及生产能力； 

―以期按照公约附录中规定的程序在国际监督下使这些设施处于"不工 

作，，状况所釆取的措施； 

-按预计时间表销毁其控制下的设施的计划. 

(b)国际监督 

在公约生效后最短时阆内(具体时间待定），拥有生产化学武器设施的各 

约a应其所有设施处于"不工'ffe "状况a应该在国际攀察员é^JË瞀下实行这一 

"关闭，，，而国际视察a则应受权装置传惑器，以确保有效地便这些设施不工作， 

拥有拟用于生产化学武卷的设施的缔约国应按照商定的初步时间衰，并根据公 

约规定的程序逐个销毀设施，最妤的传法是，在消除储存的同时，最晚在公约生效 

后六个月内蓍手销毁设施，并在比之短得多的时间内（例如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一 

逬程，以便提高对实行裁军愿望的信任。 

对某一生产设施或装填设施暂时改建成销毁单位的工作可以作出规定. 

这样单位应在销毁工作结東时销毁，无论如何最晚应在公约生效后1 0车内 

销毁， 

一般说来，不应提供机会把生产设施转用于非敌对目的， 

对生产设施的销毁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1. 装填设施； 

2. 有毒物质生产单位； 

3. 前体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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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约国还应承诺每年向协商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说明按照初步计划逬行销 

毁活动的进展情况，并向该委员会递交一份来车的预计时间表。它们最晚应该在最 

后一次销毁结束后3 0天内证明所有设施均已销毁。 

( C ) 核 査 

各拥有生产设施的纟f约国应承诺在初始宣布后，在过渡时期及在每项销毁工作 

之后允许进行现场视察。 

在公约生效后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应对各生产设施逬行国际核査.其百的 

应为确认各单位事实上已经"关闭"，41^通过装置可定期观测的传感器傻这些生产 

设施被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应为每一销毁工佑结東时及定期地核査是否确实关闭（通过观测传感器）逬一 

步实行现场系统国际检査制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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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7日瑞士常设代表处副代表 

就议事观则第33至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感谢你1984年3月15日来信，转达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邀请瑞士参加1984 

年会议期间化学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会议的决定。 

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今天我荣幸地请求再次批准瑞士参加全体会议 

有关议程上实质性项目的工作。 

如蒙将此请求通如会议各戍员国，使其能尽早就此作出决定，将不胜感激。 

J . P 

瑞士常设代表处 

副 代 表 

韦托瓦利亚公使（签名） 

GE.84-6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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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关于在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中列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及退约权内容的意见 

1 .《 1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今天，国际社 

会将此项禁令看戍习惯国际法，因而对全世界适用。本项禁令只有在另一国违反 

时，才在对此国关系中失去约束力。除此之外，《议定书》的任何缔约国均须遵 

守此项禁令。 

2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其1983年的最后报告（CI)/416 )中还在原 

则上同意，化学武器未来公约中应纳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内容。然而，讨论中 

此项禁令应以何种形式列入公约迄今尚未达成协il 可以肯定的是，要在序言和 

执行段落中，以适当措词说明此项禁令，使其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衔接而 

不影响后者的有效性。 1983年的最后报告（C;D/416，附件一，一A2b ) 和 

C接触小组报告（CD/416,附件二，第20页）均载有备选措词方茱' 

以下内容拟对前述设想加以补充，并进一步发屣。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欢迎特设工作小组1983年最后报告所述的基本一致意 

见，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应纳入化学武器未来公约a 《 1925年日内瓦议 

定书》和习惯国际法已禁止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但这一事实并不排除将此项禁 

令纳入公约。 

反复编制禁止内容或义务，在人道主义国际法中相当常即使新准则比旧 

GE.84-6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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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内容更详尽，也不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此外，接受一项同样的新义务当然不 

会限制根据《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习惯国际法所所承担的原有义务。相反， 

如一全面的公约不包括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则可能被觯释为习惯国际 

法中不存在此种禁止内容。还有其他一般性理由都说明不能在拟订一项化学武器 

公约时排除主要的实际情况，即化学武器的使用。 

2 .显然，最好是在未来公约中纳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内容。然而必须保 

证公约纳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内容时，只是重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习 

惯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并保证为确保对此项禁令的遵守规定核査体制。 

特设工惟小组在第CD/416号文件附件一，一A2b中建议的第一种措词方案 

考虑到了这些想法。然而，为了符合联大第 3 7 / 9 8 d号决议，第 4段最妤再提 

一下习惯国际法的有关规则。 

不应考虑'第CD/416号文件附件一，一 A213中提出的另外三个备选方案，因 

为其中前两个忽略了禁止的其他法律基础，而第三个则少了关于习惯国际法中禁止 

使用的内容。对 C接触小组在第 C D/416号文件第22页附件二附录一中所提的 

关于序言和第一至三执行段措词的提案没有反对意！^。 但茌序言部分，还应提及 

习惯国际法现有的禁止内容 

1.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法律内容及其对裁军的影响方面，人们十分重视 

这一公约中退约权利的措词方式。尤其是必须确保公约的约束作用其有效时间与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一样，而后者是不允许宣布废除的。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在其1983年的最后报告中建议釆用一种措词方茱，在公约中纳入退约的权 

利（CD/416，附件一，六B )。 这一措词方茱有待改进。 

2 .应更详尽地审査茌公约中纳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内容和退约权的法律意SL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茌第C D/41 6号文件附件一，六B中提出的现有的措词方 

案可能会引起疑虑，因为这一方案太广泛，并且不含有退约时作出客观评价的Ï壬何 

标准。当然，这一方案与现有的许多国际协定的类似规定是一致的。据认为这 

一方案是为了促使各国无保留地加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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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而，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关于退约条款的措词，其后果远远超过对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傲的任何保留。 《议定书》中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 

器的范围受到如下事实限制，即许多国家在接受《议定书》的义务时都宣布，对于 

其军队违反此项禁令的任何敌国，这些义务即不再对其具有约束力。然而，特设 

工作小组建议的措词方案不仅允许在敌国违反禁令时退约，而且总的来说允许一个 

国家在认为，如与公约内容有关的并非特定的非常事件危及其最高利益时，也可退 

约。 

这实际上等于说，公约的约束作用取决于締约国的判断。 归根到底，除了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习惯国际法的有关规则的持续约束惟用外，R能以不 

应滥用的说法来反对讲行这种判断的傲法，而在滥用与不滥用之间是很难划清I哏 

的。 

特设工作小组提出这一方案会产生一种危「佥，即一些国家可以说，退出了化学 

武器公约，便同时觯除了根据《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习惯国际法应承祖的义 

务。这在法律上是不正确的，但芘实际上仍可导致影响有关禁止用化学武器的 

准则的有效'I 

根据《日内瓦议定书》的条款，只有茌敌国违反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禁令时， 

締约国才可退出而不承担义务。 

因此，关于这样的禁令，来来公约不应在这方面规定退约的可能性，而只应提 

及现有的法律情况。特设工作小组需进一步审议有关方面的措词。 

4. 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外，一项全面的公约还要纳入许多十分重要的其他禁 

止内容和义务以及较不重要的义务和范围等。因此，这些内容遭到违反时，对退 

约的可能性应相应地作出区别： 

——S把违反禁止使用、生产或转让化学武器的规定，或违反关于销毁现有化 

一:^武器储存或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义务，看作严重的违约情况，应允许退 

出关于禁止生产和转让的规定以及上述义务。 

——另一方面，如有违反公约的其他禁止内容或义务，则只应允许在对应的基 

础上退出遭到违反的禁止内容或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締约国即 

不再受有关的禁令或义务的约束，但仍须受公约其他禁令及规定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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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怀疑有违约情况时，不得立即行使退约札 必须首先行使公约规定 

的对指控进行核査的所有手段。 只有在这些手段均无法排除疑问，并且締约国认 

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时，才可退约。退约!S是出现违反公约情况时最后诉诸的法 

律手 & 

^ >O< >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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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 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代表i^裁？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 

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K . U .契尔年科对"真 

理"报所提问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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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K . U 

契尔年科对"真理"'报所提问题的回答。 

如蒙将此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我将不胜感激。 

V . 伊斯拉耶利安（签名 

GE. 84-6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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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对"真理"报所提问题的回答 

下面是今天"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澌坦丁 ‧契尔年科对 

" 真 理 " 报 所 提 问 题 的 回 ^ 

"问：你对目前的世界形势作何评价？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在政策上有没有积 

极变化的迹象？ 

答：可惜得很，世界形势没有改善，仍然十分危险。这是由于美n钕府不断在 

军事力量上和夺取至事优势方面冒险，还冒险将其命令强ip到别国人民头上。里根 

总统最近在乔治敦大学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即使有时可听到华盛顿讲些热爱和平的话，但不论你花多大力气都不可能从这 

些话里发现准备将这些言论付诸实践的任何迹象。换句话说，用新词并不意味着釆 

取新政策。 

我们来谈谈结束核军备竟赛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也许白宫的人们已意识到这场竟赛的危险性和没有希望，因而开始有所约束了 

吧！完全没有。相反，美国正在加速实施其越来越新的制造和部署核武器的方案。 

美国核导弹也继续在西欧部署。正在进行的这一切都是这样那样地去破坏现有的力 

量均势。 

这样的行动决不符合结束军备竟赛这一任务。美国故意挫伤限制和裁减核军备 

的进程和破坏欧洲的战略军备和核军备谈判都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同美国方面的接触也表明，美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立场没有发生积极的 

变化。 

华盛顿一方面坚持其曾导致日内瓦会谈破裂的原来的方针，并继续在西欧部署 

导弹，另一方面却大讲它愿意恢复会谈。伹是请问一下，谈什么？谈美国针对苏联 

及其盟国可以在欧洲部署多少以及什么样的导弹吗？我们不会进行这祥的会谈。 

关于对话有益和会谈有益的问题没有必要来说服我们。一旦美国及其他与它步 

调一致的北约国家釆取措施，使局势恢复到新的美国导弹开始在西欧部署之前的情 

况时，苏联是不会不参加的。这才是通向谈判的真正道路。 

问：在？备限制和裁军的其他领域的形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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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其他问题上的进展也遭到美国的阻挠。我要讲两、三个问颞。 

首先讲外空问题。苏联极力主张成旨在防止萆备竟赛向外空r^展的条约，这 

已经不是第一年了。我们常常向美国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 

清楚地意识到外空军事化会产生可怕后 I 

但同时，美国总统几天前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该政府正开始实施很明朗的外空 

^备竟赛的方案，并且据说由于核査的困难，无意于同苏联达成防止空间军事化的 

协定。 

直截了当一点一他们是不想达成协定。伹是作为对常识的嘲弄，他们表示愿 

意会谈，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商定：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办不到。华盛顿的人们就是 

这样来对待各种政治对话与会谈的。 

我们再谈另一个关键问题——禁止化学武器问颢。 

早在1972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就提议缔结一 

项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种武器的公约。它们也是在那时 

提交了这项公约的草案。 

后来我们又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问颞，并具体阐明了我们的浮议，又使其更为 

详尽。伹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阻挠缔结关于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它完全 

是进行破坏。 

现在他们在华盛顿却决定以禁止化学武器斗士的姿态出现。美国领导人许诺在 

日内瓦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已经几个月了。伹是许诺总归是许诺。在总统发表 

言论之后，美国正在加速实施对部署在美囯领土内外的化学武器进行集结和更新的 

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例子，苏美之间关于限制地下核爆炸的两个条约至今没有生效。这些 

条约差不多十年前就已签署，我们多次要求美国批准这些条约，但它至今拒绝批准C 

他们耍的花招是这样的：首先据说批准这些条约会妨碍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 

器试验的谈判。以后当这些谈判也遭到挫折时，又开始提出核査有困难。 

此处的问题无疑跟核査亳无关系一-已筌署的条约有这方面制订得非常详尽的 

条款。问题是在别处——在于华盛顿不愿受到任何限制的约束，囡为限制会阻碍它 

集结和改进核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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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谈到了核查问题，这是因为只要美国不想达成协定它就诉诸于这个问题。 

如果真正愿意就削减军备和裁^的措施达成协定，核査就不会、也不能成为障碍。 

过去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顺便提一下，鉴于美国的政策和作法，我们对于可靠的核査、适当具体的军备 

限制和裁军措施的兴趣，不是比它小，可能比它还大。 

问：西方有时有这样的说法，即苏联故意不想同美国达成协定，因为苏联在等 

美菌总统选举的结 I你对此作何评论？ 

答：我要谈一谈。那些散布这种观点的人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更可能是，故意 

歪曲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是原则性的政策，而且不受暂时波动的影响。 

在全部苏美关系史中，我们同华盛顿的各种政府都打讨交道。美国领导人同苏 

联的关系釆取现实主义和负责任的态度时，可以说，事情的进行就很正常。这对世 

界的总形势也有有利的影响。但在缺乏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时，我们的关系也就恶 

化。 

我们今天仍然赞成同美国建立正常、稳定的关系，建立基于平等、同等安全和 

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 

看来一些人暗示苏联对美国的选举有某种"计谋"是他们企图对自己不愿意就 

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同苏联达成协定进行掩盖。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需将双方对 

我刚提到的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到―点概念。 

问：你认为人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对世界不是经常拒忧的状态，应该怎么办？ 

答：首先，各国的政策，特别是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策，必须以消除战争危险 

和巩固和平为目标。 

首先必须力求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现在应该是从一般性谈论会谈的益处转向' 

消除设置在限制和裁减军备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转向建立信任和发展互利合作的时 

候了。 

我已经提到了 一些苏联关于这些领域具体问题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提案。另外还 

有一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来解决的重大问题。 

无疑地，如果所有核S家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从数量和质量上冻结核 

武器的话，世界局势就能有决定性的好转。这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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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車应有政治决心的表现。其结果在各方面无疑都是重大的。主要的问题是需 

要明确表示愿意放弃谋求对别国的军事优势的企图。我国不争夺这种优势，伹也不 

允许别国对我国拥有这种优势。 

总的说来，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釆取寻求和平目的的某些准则是极为重 

要的。以前我已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造成信任的气氛是一个紧迫的饪务。这就要求一切s家釆取负责 

任和平衡的政策，并釆取有关导向这一目标的实际措施。 

釆取大规模政治和国际法律性质的步骤，再加上至事技术性质的措施—一这是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张的——将有可能确保斯德哥尔摩会i义的成功，并使 

其成为对加强欧洲和国际安全的重要贡献。 

应尽最大的努力来消除世界各妯现存的紧张和至事冲突的场所和防止出现新的 

这种场所。 

换言之，有相当务的通过具体行动来促进加强和平与世界安全的可能性。 

苏联准备与一切囯家进行合作，以期达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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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 4月 1 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信，转交苏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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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萆军备问题的信件。 

如蒙将此文作为裁^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将不胜感激。 

V . 伊 斯 拉 耶 利 安 （ 筌 名 ) 

GE, 84-6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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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答复你对有关第38/188Ï`和第38Z188G号决i义提出的询问，本函提出苏 

联关于限制海军活动及海军军备方面的观点如下： 

1.苏联认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核灾难，并使世界事态的危险进程 

真正向较好的方面转化。苏联最近为实现这一目标釆取了一系列重大的主动行动。'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行动是，苏联提出了关于核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建 

议。达成一个所有核国家都承认这些准则，并使其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将不仅有益 

于这些国家，而且也有益于世界所有国家。这一建议与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根据 

苏联提出的一份草案而通过的《谴责核战争宣言》有关，也与同样由联合国通过的 

.苏联关于冻结核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的至备竟赛的提案有关。 

为避免人类面临战争威胁并改善国际局势，当前需要釆取削减至备，特别是削 

减核^备的切实有效步氣 

2 .限制在海洋中进行蕈备竟赛可对防止战争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海箪舰队的进一步扩充及其活动的加强有使全球范围和个别:Wî区现有的稳定遭 

到破坏的危险，并正在导致转移大量本来用于建设性用途的资金。这一倾向对和平 

航行的安全和对人类有越来越大价值的海洋资源的调査和开发方面都有消极影响。 

同时，某些国家越来越频繁地在直接使用海军力量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发展 

中国家施加压力，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釆取武装侵略和干涉的行动，并维护其殖 

民体系的残余。 

3. 众所周知，苏联已单独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建i义就关于对等限制海 

^舰队活动并限制及削减海军军备的许多具体措施，以及就总的及有关各地区—— 

无论是在印度洋、大西洋或太平洋、地中海或波斯湾:区——适当的建立信任揞施 

达成协议。这些建议仍然是有效的。 

苏联也积极地致力于在双边基础上，尤其是在苏美关于限制并随后减少在印度 

洋的军事活动的会谈范围内，以及在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方面，制订旨在限制海军 

军备竟赛的措 

4. 然而，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盟国所釆取的立场.解决关于限制海^军备 

竟赛问题的进程迄未摆脱僵局。 

事实表明，美利坚合众国指望在每一领域都取得军事优势，还企图取得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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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î球最边远的地区也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可能。因而已开始进行新的一轮海军军备 

竟赛。装备有最先进摧毁手段的新舰只正在建造并投入现役；已封存的旧舰只则正 

在重新起用并装备同样的武器。美国海实越来越频繁地出没于海洋的各个角落，其 

维修基地的基础设施正在扩建。 

5.苏联欢迎联合国大会第三十A;i会议的呼吁，即开始就限制海？活动的问 

题、限制并削减海军至备并将建立信任措施扩展至海洋:区，特别是扩展至最繁忙 

海上通道或地区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的地区的问题进行谈判。苏联自己准备参 

加这种谈判。 

作为一个紧急步骤，各国可以商定如不将海军活动扩大到冲突地区或紧张:tf^区 

此外，最好寻求一些解决办法，以便大国的海军舰队不管在远离本国海岸的海 

洋上停留多长时间的情况都不发生。釆取如下一些步骤也将是有益的，即从太平洋 

某些区域撤回装备有核武器的舰船，限制各舰种的舰船在这些区域出没等等。 

苏联甚至还可以再前进一步，以直接有效地限制海军苤备。此类措施可包括如 

限制主要舰种的军舰数目等。同时应考虑对反潜力量和武器加以限制，并考虑对在 

外国领土上的海军基地的措;^ 

随后，可考虑均衡裁减大国舰队战斗舰只的数目。这特别是指航空母艘之类的 

舰只，这类舰只对稳定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是用于炫耀武力和作为对独立国 

家施加压力的手段â^。 

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和这些措施的实现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这将有 

助于避免冲突局面，并加强海上通讯的安全。 

拟订并执行所有必要的措施当然必须遵循不损害任何人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 

决定海上力量关系的所有因素，以及其它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影响海军力量的限制武 

器的办法。 

必须充分利用限制诲军活动及海军军备的地区性办法的可能性。 

在谈判过程中，苏联也准备考虑确保各国在履行其义务时相互信任所必须的措 

Mo 

6.苏联认为，所有海军大国及其他有关国家都应参加限制海军活动和诲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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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谈判。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进行谈判。 

不过，苏联也准备研究对这一整类问题另外进行务边谈判的可能性。此外，苏联还 

考虑了限制海军活动和海军^备的多边谈判不应成为核国家之间在谈 判中对这些问 

题进行审议的障碍这一原则。 

7.关于第三十A>i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对海军军备竟赛进行研究的问 

题，苏联认为，这一研究不仅应揭露这种:^备竟赛的危险性质及其对国际和平、安 

全及经济发展的有害影响，而且应有助于确定协议的明确领域。如杲研究结杲只限 

于收集海军萆备的情报、叙述这些^备的技术细节及比较海军力量的方法等等，研 

究的价值就会受到损害。此外，进行研究不应作为拖延开始进行切实谈判的借口， 

也不应取代这种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 . 联 外 交 部 一 长 
A .葛罗米柯 

1 9 8 4年 4月 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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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1984年4月1 7日举行的第259^全体会i:U: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车会议期间，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以便 

能就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及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 

会议4^决定任命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米洛什•维沃达先生为该特设委员会主席。 

特设委员会应在1984年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催进展。 

»0« »0< »0< >o< >o< 

GE. 84-6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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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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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本公约各缔约国 

if他们坚持在严格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包括禁止并消除 

一切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目标， 

愿意为实现联合国在宪章中规定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旦 f 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奚 

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以及1972年4月1 0日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 

科签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公约 

的意义，并要求所有缔约国严格遵守上述协定. 

决心，为了全人类，彻底排除使用毒性化学品作为武器的可能性. 

深信此种使用为人类良心所不容，应竭尽全力使这种危险减到最低限度。 

±M到应把化学领域的成就完全用夹为人类造福， 

^全面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是实现 

这些共同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 

履行按照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 

的公约第九条关于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义务， 

议定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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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条 

基 本 禁 止 

各缔约国承诺不： 

(a) 研制、生产、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向任何人 

转让化学武器； 

(b) 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 

( C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或 

(d)直接或间接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人从窠本公约禁止缔约国进行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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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条 

为了本公约的目的： 

1、 "化学武器"是指， 

(a) 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及其他有害化学品及其前体；只>t备用于 

准许的目的，其类型及数量符合此种目§^的化学品除外，非剧毒致死 

性，或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除暴目的或用作除草剂的其他致死性化 

学品除外；或 、 

(b) 专门设计的，借助于本(a)分段定为化学武器的某种化学品的毒性 

性质，能引起死亡或其他伤窨，而且使用时可释放出这种化学品的弹 

药或装置；或 

( C )专门设计的，直接用在使用此种弹药或装置时的任何设备或化学品. 

2、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D表规定的标准方法测量，其半数致死剂量 

小于或相当于（0 . 5 )毫克/公斤（皮下注射）或（2 , 000 ) 毫 克 一 分 / 米 ， 

(吸入）的任何毒性化学品* 

3、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D表规定的标准方法测量，其半数致死剂量 

大于（0 • 5 )亳克/公斤（皮下注射）或（2, 000 ) 毫 克 一 分 / 米 ' （ 吸 入 ） ， 

并小于或相当于1 0毫克/公斤（皮下注射)或20 , 000毫克̶̶分/米'（吸入)。 

4、 "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不包括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其他致死性 

化学品"范il内的任何毒性化学品，包括并不遣成死亡伹通常造成失能的化学品. 

5、 "毒性化学品"是指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但通过其化学作用能直接干 

扰人或动物的正常功能从而造成死亡，暂时失能或永久性伤箐的任何化学物质a 

6、 "前体"是指可能用于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或其 

它有害化学品的任何化学品。 

7、 "关键前体"是指列入C表的任何前化 

8、 "准许的目的"是指工业，农业，研究，医学或其他和平目的；防护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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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不利用毒性化学品的化学作用直接干扰人和动物的正常功能从而遣成死亡, 

暂时失能或永久性伤*的军事目的. 

9、"防护性目的"是指同；！；^止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目的，但不是指同化学武 

器的研制，生产，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保有或转让直接有关的目的。 

1 0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自19 4 6年1月1日以来设计，建造或使用的 

任何建筑或设备在不同程度上是为了 ： 

(a) 生产为化学武器用的除列入B表以外的任何毒性化学品，或者生产为 

化学武器用的任何关鍵前体；或 

(b) 装填化学武器a 

11、"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是指（有待研究），但不是指同防护性目 

的直接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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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条 

准 许 的 活 动 

1. 在本公约所载的各种限制范围内，各締约国可以为准许的目的保有、生产、 

取得、转让或使用其类型和数量与此目的一致的毒性化学品及其前体。 

2. 下列措施应适用于为防护目的的毒性化学品： 

( a )为防护目的而保有、生产、取得及使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键前体 

的数量应严格限制在为此种目的系合理的范围内。締约国拥有的总量 

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一公>"^;在任何一个历年内，缔约国通过生产， 

从化学武器储存中收回，以及转让等方式所取得的总量也不得超过一 

公嘵。当缔约国拥有的总量一旦已达到准许一年内拥有的一公^，当 

年就不得获取更多的此种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次年它可以取得的数量 

仅仅是补回为防护目的用掉的或给另一缔约国转让的数量。 

Cb)各締约国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鍵前体时，应在一个 

唯一的专门设施中进行生产，该设施的生产能力不得超过（一个商定 

的限额）。应根据附件二的规定，提供设施及其操作方面的情报。应 

根据附件二的规定，通过现场视察和用现场仪器连续监测对该设施进 

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 C ) 根据附件二的规定，各締约国每年应宣布完全用于防护目的的所有 

关鍵前体以及可以用作化学武器，伹完全用于防护目的的所有毒性化 

学品，并提供规定的其他关于其防护活动的情报。 

( d )本公约的条款不排除为防护目的而转让为防护用而生产的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鍵前只能向另一个締约国进行这 

种转让。向任何締约国在1 2个月期间转让的最高限量不得超过（I 

4 ) ,并不得使接受国拥有的量超过本条2 ( a ) ^段中所规定的总 

限量。在转让此种剧毒致死 'I?=化学品或关鍵前体之前，转让一方应提 

供附件二所规定的情报。转让过的物品不得再转让给另一个SI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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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于化学品对实现本公约的目标构成特别危险，对细目A、 B及 C所列的 

化学品应采取附件三所规定的特别措施。 

(a) 对于细目A的化学品，各締约国应禁止一切生产和使用，为研究、医 

学或防护目的，在締约国批准的机构内生产和使用实验室的用量除外; 

以及 

(b) 为准许的目的生产细目C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应按附件二的规定，通过 

现场视察及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4. 缔约国如有能力可协助另一缔约囿销毁化学武器，包括协助把化学武器运 

送到其领土上进行销毁，或协助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Sfe> 

5. 执行本公约时应尽可能避免妨碍本公约各缔约il的经济或技术活动，或有 

关化学的和平活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包括根据本公约条款为和平目的的毒性化学 

品以及为生产、加工或使用毒性化学品的设备等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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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条 

关于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以往的转让的宣布 

1. 各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三十天内作出宣布，说明在任何地方是否有 

其控制下的为防护目的的任何化学武器，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任何剧毒致死性 

化学品或关键前体，是否有任何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鍵前体的设 

作出的宣布还应说明该締约国在其领土上是否存在别国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所 

控制的上述情况，并说明其场所。 

2. 各缔约国作出的宣布应符合附件二的要求，并应说明： 

(a)由它控制的任何化学武器的确切场所及在每一场所所存化学武器的详 

细项目； 

H>)对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进行销毁的总计划； 

( C )自194 6年1月以来任何时间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确切场所、性质及能力； 

(d) 对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关闭以及最终销毁的计划； 

(e) 关于第三条第2分段(b)项所准许的为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鍵前 

体的唯一的专门生产设施（如有的话）的确切场所及生产能力； 

(f) 自从（ _ i _ a )以来为生产细目B和 C所列化学品而设计、建造或 

使用的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其他设施的确切场所和性质； 

(g) 自从（J i_)以来为研制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在它控 

制下的任何设施的确切场所及性质，包括试验和鉴定的地点；以及 

( H )该缔约国自从（J M.)以来是否转让过在它控制下的化学武器或 

生产化学武器的设备，或者自从那时以来是否接受过此种武器或设备。 

如有此种情况，应根据附件二的规定，提供具体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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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条 

化 学 武 器 

(C) 

(d) 

1. 根据附件二，各締约国应： 

(a)遵循第四条，提供关于任何化学武器的场所和组成的情报； 

遵循第四条，提供销毁其化学武器的总的计划，并随之提供更详细的 

计划； 

在作出宣布后，随即保证开放其化学武器，以便通过现场视察可使之 

对其作出的宣布进行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通过开放其化学武器使之进行系统国际现场核査，并通过现场视察 

和用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确保化学武器除运送至销毁设施外未被转 

移 至 其 « 方 ； 

按照附件二规定的时间表销毁其化学武器，销毁工作不迟于公约对其 

生效后十二个月内开始，不迗于十年内结束； 

公开销毁过程，以便通过连续派驻视察员和用现场仪器连续监测可对 

销毁情况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 

在销毁过程中每年提供其化学武器销毁计划的执行情况； 

不迖于销毁过程结束后三十天内证明化学武器确已被销毁。 

2. 所有储存或销毁化学武器的场所都必须按附件二的规定接受通过现场视察 

和用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3. 在按第四条和本条的要求作出宣布之后发现的旧的化学武器，必须按附件 

二关于通知、暂时储存、销毁以及对这些行动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等条款加以处理c 

这些条款也适用于过去未经适当处理而在其后重新回收的化学武器。应当详细## 

按照第四条及本条作出宣布时为何未宣布这些化学武器的理由。 

4. 任何締约国，如在其领土上保有另一非本公约缔约11所控制的化学武器， 

应确保不返于公约对其生效后（ )月内将此等武器撤出其领io 

(e)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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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根据附件二，各締约国应： 

f .a )立即停止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一切活动，被要求关闭的设施除 

外； 

(^)不返于公约对其生效后三个月内关闭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这 

些设施不能操作； 

( C )遵循第四条提供关于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场所、性质和能力的情 

报； 

(d) 遵循第四条提供销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总的计划，并随之提供更 

详细的计划； 

(e) 在作出宣布后立即开放每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便通过现场视察可 

使之对其所作的宣布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f) 为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开放每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便通过定期的 

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确保各该设施仍然关闭和最终被销毁； 

(S)按照附件二规定的时间表销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工作不迟于 

公约对其生效后十二个月内开始，不迟于十年内结束； 

01)在销毁期间每年提供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计划的执行情况； 

(i)不迟于销毁过程结束后三十天内证明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确已被销毁。 

2 .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必须按附件二的规定接受通过现场视察和用现场 

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3 .任何締约国不得为公约所禁止的目的建造任何新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改 

造任何现有设:^ 

4.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可暂时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此种转用于销毁的设施一 

旦不再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就必须立即加以销毁，这一销毁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 

迗于本条第1 (g)分段所规定的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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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协 商 委 员 会 

1. 本公约生效时应设立一协商委员会。各缔约国应有权指派代表参加该协商 

委员会。 

2. 协商委员会应监督本公约的执行，促进对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査，并在本公 

约締约国间进行S际协商和合作。为此，它应： 

(a) 通过现场视察和用现场仪器监测，对下述事项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 

(7)化学武器， 

(2) 化学武器的销毁情况， 

(3)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关闭和销毁情况， 

(4) 经准许生产防护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关键前体的唯一专门 

设施，和 

(5) .为准许的目的生产列入细目C的化学品的情况；-

(b) 提供一个讲坛以讨论所提出的任何与本公约的目的或执行情况有关的 

问题； 

( C )根据第十条进行专门现场视察和根据第十一条进行特别现场视察； 

(d) 参加第九条第2段所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国之间商定的任何视察， 

如接到一有关締约国的邀请； 

(e) 制定并在必要时修订交换情报、宣布和与公约的执行情况有关的技术 

事项的详细程序； 

(f) 审査可能影响公约的实施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g) 每年举行常会；和 

01)每隔五年审査一次公约的实施情况，除非多数締约国作出另外的决定c 

3. 协商委员会应设立一执行理事会，受权履行本条第2(a)、 2(c)、 2(d)及2 

(e)^段为委员会规定的职责，并履行委员会随时可能授予它的任何其他职责。理事 

会应在委员会常会上报告这些职责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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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缔约国应在协商委员会履行其核査职责时进行充分合作。 

5. 协商委员会、执行理事会、事实调査小组、技术秘书处及其他附属机构的 

其他职责和组织问题均在附件一中有规定。 

第 八 条 

不 干 扰 核 査 

任何締约国不得干扰核査活动的进行，这包括由协商委员会指派的代表或由各 

缔约国按照本公约进行的核査活动，并包括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符合公认的S际 

法原则的核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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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协商与合作；解决遵守问题 

1. 各缔约国应直接在缔约国之间或通过协商委员会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 

包括联合国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就可能提出的关于本公约的目的或公约各条 

款的执行情况的任何事项进行协商与合作。 

2. 各締约国应尽一切努力，以通过及边协商澄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本公约的 

遵守情况引起疑问的问题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题。任何缔 

约国如接到另一締约国要求澄清任何该提出要求的国家认为引起这种疑问或关切的 

问颞的请求，均应在接到请求七天之内提供足以解答引起的这种疑问或关切的情报 

并觯释提供的这种情报将如何解决问颞。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何两个或两个 

以上缔约S有权经互相同意在它们之间安排视察，以澄清或解决任何可能对遵守情 

况引起疑问的问颞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颞。这种安排不影 

响任何缔约11根据本公约其他条款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3. 为使所提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各有关的缔约国可请求协商委员会及其附 

属机构进行协助。任何缔约国均可请求执行理事会对本Sâ^活动与另一締约国的活 

动进行事实调査程序以便澄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本公约的遵守情况引起疑问的问颞 

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题。 

(a)根据本条提交执行理事会的请求应说明有疑问或慼到关切的问颞，说 

明疑问或关切的具体理由和要求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m在接到这种请求后两天之内，技术秘书处应代表理事会要求因其活动 

引起这种疑问或关切的缔约国对情况加以澄清。 

( C )如果在理事会接到请求后十天之内为之而提出请求的疑问或关切的问 

题尚未得到解决，理事会的事实调査小组应立即进行事实调査方面的 

査询，并在提出请求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向理事会主席提交其工 作的临 

时报告或最后报告。该小组的报告应包括在其工作期间提出的所有观 

点和情报。 

fd )提出任何专门现场视察的要求均应遵循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任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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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察的要求应遵循第十一条的规定。 

4. 任何締约国如其对于遵守情况的疑问或关切在两个月内未获解决，或认为 

自己对遵守情况或对直接与公约的目的有关的其他事项的疑问或关切需要所有缔约 

国加以紧急审议，均可请求协商委员会主席召集一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委员会主 

席应尽快召集这样一次会议，在任何情况下应自接到请求之后一个月内召集会议。 

各缔约国均可参加这个会议，该会议的职能和议事规则在附件一中有规定。 

5. 所有締约国均应同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国际组织进行充分合作， 

这些国际组织可在适当时候提供科学、技术和行政支助以利于事实调査的活动，从 

而有助于确保最初为之而提出要求的问颞迅速获得解决。 

6. 执行理事会应及时将其开始进行的饪何事实调查程序通.知所有缔约国，并 

向任何提出要求的締约S提供所掌握的与此有关的一切情#P如有任何缔约国拒绝 

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作为事实调査方面査询的一部分所提出的要求也应及时通知所 

有締约国。关于按本条进行的事实调査活动以及按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进行的现场视 

察的所有报告均应及时向所有缔约国散发。 

7 .本条各项规定均不应解释为影响各缔约国根据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或根据联 

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CD/500 
Page 17 

第 十 条 

专 门 现 场 视 察 

1. 根据本条各款及附件二的规定，事实调査小组的任何成员均有权在任何时 

候通过技术秘书处要求对任何其他締约国进行专门现场视察，以澄清和解决任何可 

能对遵守情况引起疑问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题。应进行现 

场视察的事项如下： 

(a) 任何按照第三、五和六条应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的场所或设施； 

或 

(b) 任何^事场所或设施，饪何为一缔约国政府所拥有的其他场所或设施， 

以及为附件二规定的，由一缔约国政府控制的场所或设施。 

2. 对提出的要求应作如下处理： 

(a) 技术秘书处应在要求提出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应被视察的缔约 

国，并按本条第4段指派一视察小组； 

(b) 应被视察的缔约国应在接到这种通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不加阻碍地 

将其场所或设施向该视察小组开生 

3 .各缔约国可按本条规定向事实调査小组的任何成员提出对任何其他締约国 

进行视察的要求。 

4 .任何通过技术秘书处要求进行的专门现场视察均应由该秘书处专职视察员 

中指派的视察员进行。各视察小组应由事实调査小组成员国的各一名视察员组成， 

如应被视察的締约国为该小组成员国，则该小组不应包括该国的任何视察员。该小 

组应迅速向提出要求的缔约国、被视察的缔约国及事实调査小组提供书面报告。各 

视察员均有权将其个人意见写进该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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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条 

特 别 现 场 视 察 

1. 根据本条各款及附件二的规定，各鍺约囯均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协商委员 

会对第十条未涉及的任何场所或设施 进行临时现场视察，以澄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 

遵守情况引起疑问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颞。 

2 . 对提出的要求应作如下处理： 

(a) 事实调査小组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召集会议，以决定是否利用附件二第 

H节的原则，要求进行这种特别现场视察； 

(b) 如事实调査小组决定要求进行特别现场视察.应被视察的缔约S除有 

非常例外的理由外，应在该小组提出要求后二十四小时内给予视察； 

( C )如被视察的缔约国拒绝这一要求，则应充分解释其拒绝的理由，并应 

详细具体地提出关于用其他手段解决为之而提出要求的关切问颞的建 

议。事实调査小组应对作出的解释和提出的其他解决手段作出评价， 

并可在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包括该小组发出最初请求之后可能得到 

的新的因素而提出另一项要求。 

(d)如果这项要求再次被拒绝，主席应立即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十 二 条 

国 内 执 行 措 施 

各締约国应： 

(a) 根据其宪法程序釆取任何必要措施执行本公约，特别是要禁止并防止 

締约11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坤区进行本公约所禁止的任何活动， 

并 

(b) 将其为执行本公约而釆取的措施通知协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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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条 

对受到化学武器危害的締约国的援助' 

各締约国承诺在其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向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断定因本公约遭到 

违反而受到威胁的本公约任何缔约国提供援助。 

第 十 四 条 

不干扰其他协定 

1.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意义上限制或减轻任何S家根据下 

述议定书或公约所承抠的义务.即： 

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及1972年4月1 0日在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签 

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2. 同时是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 

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締约国的本公约各缔约国声明第1条 (C)分 

段所规定的义务是对i义定书义务的补充。 

第十五条 

任何締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在本公约多数締约国交存批准书 

或同意书后第三十天起开始对批准或同意这些修正案的銪约国生效，此后，对于其 

余各締约国则应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同意书后第三十天起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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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条 

. 期 限 ； 退 约 

1.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2 .本公约各締约国如断定与本公约主题事项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该国最高 

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退出本公约的权利。缔约国应在退约前三个月向本 

公约所有其他缔约国，公约保存人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退约通知。此项通知应 

包括有关其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第十七条 

签署；批准；生效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署。 

2. 在本公约根据本条第4段生效前未在本公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 

本公约。 

3. 本公约及作为公约组成部分的附件应经各签字国批>io批准书及加入书应 

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现经指定其为公约保存人。 

4. 本公约应在（第四十份）批准书交存三十天后开始生效。 

5. 对子在交存（第四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后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本公 

约应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6. 公约保存人应及时将每次签字的日期、交存每项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日期及 

本公约生效的日期，以及收到其他通知的情况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公约保存 

人收到本公约所要求的任何通知后应立即将其转送各缔约国。 

7 .本公约应由公约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〇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八条 

î l Î 

本公约的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并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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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于公约附件内容的详细观点丄/ 

附 件 一 

协 商 委 S 会 

应列入如下各方面的条款： 

A 节 一 般 性 条 款 

1. 根据第七条设立的协商委员会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在（指定地点）开 

会. 

2. 此后，在公约生效后的前十车内，协商委员会每年应举行常会；十年后仍 

应如此，除非多数締约国同意无需举行.应任何締约国或执行理事会的要求可举行 

特别会议. 

3. 为协助其履行:^职责，协商委员会应按本附件B节规定设立一执行理事会， 

#应设立一事实调査小组、一技术秘书处W及奚工作可能需要设立的一类其他附 

属机构. 

4. 协商委员会休会期间，执行理事会应负贲履行第七条第2段规定的协商委 

员会的职贲，尤其应负贲行本附件B节第1段所列活动. 

5. 除非另有规定，娈&会及其附属机构在可能时应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如 

二十四小时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可由出席^参加表决的多数佑出决定.关于事实 

调査情况的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对于一缔约国是否遵守公约条款的间颞作出 

任何决定， 

6. 委员会主席应由委艮会内部选举产生. 

7. 娶员会应向各缔约国提交有关其活动的年度报告。 

8. 委员会费用应由（ 丄提供。 

y本文件所提系美国当前关于化学武^公约附件内容的观点，有待进一步修改、 

推敲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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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提及委g会及其附属机构在国际法方面的人员问颞。 

B 节 执 行 理 事 会 

1 .执行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贵时，特别应负责： 

(a) 逬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10)确保公约的实施与对公约的遵守； 

(C)收集、保存#转发各締约国提供的关于与公约有关问颞的情报； 

(d) 向締约国提供服务，#协助缔约国之间进行协商； 

(e) 接受締约国的要求，包揞关于进行事实调査的要求； 

(f) 决定#监督对些要求应采取的具体行动； 

(g) 监督协商委员会:&他附属机构的活动，包括确保技术秘书处正常履行 

茸职贵，萁内容包括根据第三、五、六各条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根据第十条逬行专门的现场视察；以及根据第十一条逬行特别现场视 

察； 

(H)向协商委员会作出报告； 

(i)在其认为必要时提出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的要求. 

2. (a)应存.公约生效后四十五天内设立执行理事会；理事会由不超过十五个 

締约国的各一名代表组成，另有一名主席不参加表决. 

(b) 经主席在与締约国协商的基础上提名，由协商委员会选出十名成员. 

逸举成员时，应充分考虑确保适当的地区平衡.上述成员任期两年， 

每年更换其中五名， 

(0此外，参加公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派代表参加。 

(d) 参加会议时，每位成员可有一位或多位技术或其他顾问进行协助. 

(e) 协商委员会主席任执行理事会主席. 

C 节 事 实 调 査 小 组 

1.公约生效后四十五天内，协商委员会应设立一附属于执行理事会的事实调 

査小组，该小组应负责根据第九条进行事实调査方面的査询，根据第十条审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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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现场视察的报告.4Mt据第十一条监督特别视察的进行。 

2. (a)事实调査小组应由五个締约国的外交代表及一位不参加表决的主席组 

成. 

(b) 主席在与締约国协商的基础上提名后，由协商委员会以五分之四的表 

决结杲选出三个缔约国.这些成员国任期六车，每两年更换其中之一. 

这三个締约国中，应有一个代表(西方集团）、一个代表(东方集团）、 

一个代表（中间/不结盟集团） ‧ 

{c)此外，美国勒苏联应各派一名外交代表参加. 

(d)执行理事会主席任事实调査小组主席. 

3. (a)小组应在收到一締约国关于逬行事实调査方面的査询要求后十天内， 

收到根据笫十一条提出的进行特别现场视察要求后二十四小时内，或 

紧接技术秘书处视察员根据第十条完成专门现场视察后.举行会议. 

以审査所得情报，进行必要的查询，#提出适当的事实调査结杲. 

0))事实调査小组工传的组织安排应便其能够履行奚职贲. 

(c) 小组在奚召开会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应将箕临时的或最后的事实调査结 

杲转交执行理事会主席a小组的调査结杲报告中应包括小组在会议期 

间提出的所有观点^情报。 

(d) 各成员国有权通过主席要求締约国及国际组织提供其认为完成小组工 

作所需的情报及协助. 

(e) 公约生效后不迟于六十天应举行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以商定其组织及 

议事规则.主席在此次会议上应在与缔约国和签署国协商基础上提出 

建议. 

D 节 技 术 秘 书 处 

1 .技术秘书处应： 

(a) 根据笫三、五、六、十、十一各条进行现场视察； 

(b) 向协商委员会、执行理事会、事实调査小组及可能设立的一类奚他 

附属机构提供必要的 m 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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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执行本公约条款方面向締约国及执行理事会提供适当的技术协助， 

如审査细目A、 B、 C、 D制定技术程序、改进核査方法的有效性等; 

(d) 接受各締约国提供的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资科并向各締约国分发这些 

资科； 

(e) 通过谈判商定附件二 B节A分节笫3段规定的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的 

辅助性安排； 

(f) 协助执行理事会执行可能商定的茸他任务. 

2. 技术秘书处的组成应由筹备委员会拟定. 

3. 所有视察员应由技术上合格#可为各自政府接受的人员担任. 

E 节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 

1 ‧笫九条规定的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应负贲觯决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的缔约国 

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颞.为此，与会各缔约国有权要求并接受一締约国可以提供的任 

何情报， 

2. 特别会议工作的组织安排应^:&能够履行其职贲. 

3. 任何締约国均应能参加此会议.会议主席应由委员会主席担任. 

4 .各締约国应有权通过主席！"求各国及国际组织提供奚认为完成会议工佑所 

需的情报及协助. 

5.应及时做出反映会议期间提出的所有观点^情报的总结，#向所有缔约国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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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核 查 

应列入如下各方面的条款： 

A 节 _ ^ 

A . 一般性条款 

1. 除非另有规定，要求提供的情报在协商委员会设立前应交保存人，俟委员 

会成立后则应将奚交委员会•应以标准格式提供情报，委员会设立之前提交的情报, 

奚格式由保存人同筌字国协商后传出规定；委g会成立之后提交的情报，格式则 

由委员会佑出规定， 

2. 应充分精确地标明位置，俾能明确地判明地点^设施.为此.所有位置均 

应标以地名及座标，以及任何箕他正式的或常用的名称，#清楚地标明在有合适标 

度地图上.关于综合企业中的有关设施，则应标出其在该企业中的确切位置. 

3. 所有宣布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应视第九、第十、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而定. 

根据B、 C两分节之规定.宣布内容还应置于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之下。 

B . 第四、五、六各条要求的宣布内容 

1. 宣布化学品时应用科学的化学名称，说明化学结构式、毒性及重量，应说 

明弹药^装置的结构组成.应宣布弹药及装置的类型^数量.第二条l(e)分数中提 

到的"专门设计的"设备Jfc化学品•应宣布奚类型^数量. 

2. 对某一地点的化学武器，其确切位置^储存方式
（
散装、罐装等）应予宣 

布，并提供储存标准. 

3. 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中应包括操佑类型、待销毁化学武器的数量及类型 

细目及产品。 

4.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即1^已销毁、或正用于奚他目的，或过去或现在在不 

同程度上设计或用于民用生产的双用途设施等的.均应宣布.宣布应标明设施中生 

产的任何化学品的化学名称，包括民用产品的化学名称，如该设施生产过民用产品 

的话，还应说明该设施是否仍然存在，如已不复存在'则需说明奚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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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现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报应包括：有关所用化学工序的资料，精 

确说明设施的结构^有何种设备.包括不i^É用的任何旧的或补充设备，以及设施中 

存有的设备^备用部件；为关闭4^最终销毁这些设备勒结构将采用的方法；为处理 

销毁过程残留物的总的办法；以及各具体生产设施销毁的时限（即月或车数）. 

6 •关于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鍵前体的唯一专门设施的宣布， 

应包括对该设施中设备的详细说明。 

7 • 于化学武器^«以及或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关鍵前体的 

唯一专门设施的生产能力，应说明设想该设施按（计划）操作情况下(一段）时间 

内可生产的终端产品产量.对用于装填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能力，应说 

明设想该设施按（计划）操佑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可填入弹药或其他化学武器 

的化学品的数量. 

8.关于以往的转让，要求各締约国宣布自（日期）以来的活动.宣布应说明 

供应国^接受国、转让的时间安排^性质并说明转让的物品现在何处，如杲知道的 

话，应宣布下述内容： 

(a) 任何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其数量具有,事意义（如一^)的有毒化学 

品、弹药、装置或设备的转让； 

(b) 专门设计或建造的生产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弹药、装置或设 

备等的设备的转让， 

C.其他宣布的内容 

1. 应每年宣布有关防护性目的的活动，宣布应说明过去一年实际逬行的^次 

年计划逬行的活动.应提供如下各方面的情报： 

(a)任何唯一专门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键前体的设施的操佑情况， 

包括计划及有关化学品的名称ifc数量； 

化）每种专用于防护目的的关鍵前体的科学化学名歡化学结构式、数量 

及用途，以及每种可用传化学武器但专用于防护性目的的有毒化学品； 

( C ) ( 待商定的其他防护性活动） ‧ 

2. 根据第三条和附件三的规定，应每车宣布细目^、 4 C所列化学品的情况。 

3 .如向另一締约国转让任何用于防护性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鍵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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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三十天前提供关于接受国、转让化学品的科学化学名歡化学结构文数量及 

最终用途的情报. 

4 .根据第五条应提供的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应在销毁工作开始前六个月 

提出，并应包括商定的为计划和迸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所必需的情报. 

5 .根据第六条应提供的销毁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详细计划应存销毁工作 

开始前六个月提出.并应包括商定的为计划^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皿#^lt报. 

6. 根据笫五、第六条的规定.每年应分别提出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计划é*i执行情况的报告，箕中应包括商定的情报，说明过去一车实际进行 

*次车计划进行的活动，#应提供关于详细的销毁计划有任何变动的情报。 

7. 如任何締约国根据笫四、第五条伶出宣布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区发现或回收到任何旧的化学武器（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找到的或第二次 

世I大战后倾入海洋的武器），应： 

(a)及时将所发现化学武器的大致数量勒类型通知协商委员会，并应说明 

是如何，#在何时何地发现这些化学武器的，以及为何过去未予宣布， 

目前置于何处等.应在发现后45天内发出通知，如多次频繁发现少量 

量化学武器，通知中应包括一个月内发生的情况；此类通知应在提出 

报告的一月月底后3 0天内发出. 

m在发出第一次通知后的五个月内，将所发现化学武11^的确切数量^类 

型，包括发现的任何有毒化学品的科学化学名称^化学结枸或及其数量 

量通知协商委5会；通知应说明销毁这些化学武卷的计划. 

(c)在规定的时限内无法提供本段(a)、 （b)^段规定的某些情报的情况下尽 

可能提供，而且说明其余都分无法提供的原因，并对何时提供这些情 

报作出估计* 

B 节 现 场 核 査 

A . —般性条款 

1 .在协商委员会主持下进行所有现场核査.无论是系统的国际核査、专门现场 

场视察或特别现场视察，均应以本附件为基础4Mt据预先商定的程序进行。 

2. 进行现场核査应同时利用现场视察人g和现场仪器。 

3. 执行理事会湘所在国应及时商定辅助性安排，此种安全需要做到<吏委员会 

有效而有效率地履行其核査职责的程度，详细规定接受系统国际现场核査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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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如何实施现场核，的条款. 

4. 应惟出规定é视察员以特权和鉻免权，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贲， 

并应规定締约国为确保视察员在其领土上有效地履行其职贵所应采取的步骤， 

5. 应规定締约囿因在其领土上进、行核査工惟享有的某些权利.例如，風然不 

应作为要求，但应允许所在国代表在现场视察期间陪同国际视察员， 

6. 根据第八条关于不以任何方式千扰核査活动的义务： 

(a) 应及时签发视察员的入境签证； 

(b) 所在囯代表应准备随时陪同视察.员讲行工作.不允许所在国以无法派 

出适当代表为借口使视察工作拖延讲行； 

( C )不应规定任何官方的隈制（如，政府的旅行许可等），这种限制会千 

扰视察工作或便所在11提前得知应被视察的地点，使其在视察前能有 

充分时间掩饰其可能行的违禁活动. 

7. 应要求协商委员会和有关缔约国讲行合作，以利公约规定的核査措施的实 

行。 

8. 实行核査措施应该设法： 

(a) 避免妨碍締约国的经济及技术活动； 

(b) 符合安全进行核查活动所需的管理办法， 

9. 现场(^表应具有远距离监测的能力，并应具有数据保护*探测破坏装置， 

其维修工作只能由国际视察员进行. 

10. 应充分考虑技术发屣，以确保核査的最高有效 

11. 应包括一份关于销毁活动的商定的时间表，以利核査并确保任何缔约国在 

销毁期间都不能取得^事优势， 

B.对储存的视察和临时性监测 

1. 締约il裉据第四、第五条作出宣布后，其化学武器应立即按商定的程序 

接受视察，以证实宣布的准确'I这些视察应在作出宣布后（数目）天内完;5L 

2. 为确保缔约国未在销毁前将化学武器转移到部署地点或秘密地点，应在国 

际视察员进行证实性视察后，立即在储存设施中安装监测器， 

3. 在对化学武器作证实性视察过程中，应对每一场所作现场调查，以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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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被取出销毁前应安装何种事先商定的IX器对其监测，在宣布现场和设施封 

存之前，视察组应在所在国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安装并试验这些{^器。IX器安装完 

毕后，应反复进行现场视察，以证实初次证实性视察以来来从该地点取出过化学武 

器。另外应制订一套商定的关于每一个从储存地点取出化学武器并将其转运至销毁 

设施的程序，在化学武器#被取出销毁前，为了进行例行监测和维修，如试验1：^ 

表系统等，国际视察组k定期巡视储存地点。 

C . 对化学武器销毁的核査 

1 .设计的核査程序应能够证实存-转运或销毁过程的任何阶段，化学武器未被 

转作它用，并证实销毁的材料其类型和数量符合宣布的情况，以及所有材料确实已 

被 销 1 

2 .从储存地点运出化学武器以及化学武器的销毁必须经过系统的国际现场程 

序的核査。从储存设施中取出化学武器准备将其运往宣布的销毁设施时，11际视察 

员应到场。视察员应对被取出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査，并-芘这些化学武器装上运载工 

具后立即将储存设施重新封闭（但视察g无需押运）.视察员应查明销毁设施已收 

到这些化学武器，并已存入该处的临时储库.应用现场器，并由现场视察员对销 

毁进行核查。销毁设施搡作时，视察员应始终茌场. 

3.销毁程序应使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能够进行工作.下述程序不得用于化学 

武器的销毁：倾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仏为实际目的，销毁过程不得为 

可逆1É« 

D. 关闭、视察.fJ临时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当締约国按照第四条和第六条作出宣布之后，应立即对其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进行视察，以证实所作宣布的准确性，并证实商定的关闭程序得到实氣这些视 

察应茌作出宣布之后（ )日内进行。随之应实施核查程序，以证实各締约囯并 

未茌设施中恢复生产或恢复装填工作，并证实设施并来被撤离. 

2. 应拟出"~^`关鍵设备清单，并由11际视察员茌证实性视察期间对其准确性 

予以核实‧与此同时，视察员应视察设施,以决定该设施被销毁前应设置何种蓽先商 

定的器对其监测.应在设施被宣布封存之前，花所花Hi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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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小组安装和试验这些器。茌封存设施*将其实际加以销毁之间的过渡期内，国 

际视察小组为了进行例行监测和维修如试验(^表系统等应定期对设施迸行巡视。 

E.核査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情况 

1. 核查程序应使之证实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已被销^ 

2. 国际视蔡员应在开始销毁之前驻守待销毁的设施，以证实该设施的建筑物、 

设备、部件等项目与封存设施时拟定的潰单相符合.在销毁期间，如实施了商定的 

程序包括利用现场视察器以确保该设施在销毁阶段处于不操诈状态，视察员不必 

连续驻守.在整个销毁过程中应定期地进行现场视察. 

3. 专门为生产化学武器设计的设备应予销毁‧所有应销毁的项目应按商定的 

允许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的程序加以销毁。在视察i同原清单核对之前，任何 

设备不得撤离该地点。建筑物应以夷为平地的方式彻底加以销毁，并应讲行一次* 

后的国际视察. 

I`.视察和监测经许可的唯一的专门生产设施 

1.核査程序应使之证实茌唯一的专门生产设施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 

体，其产量并未大幅度超过一>"tt 

2.应宣布设施的准确位置；设施被使用之前，应由国际视察员SMî视察，以 

确保其能力不允许每年的产量大幅度超过一《^^t应安装现场{^器以指示该设施是否 

处于操作状态.应每年宣布一次计划的生产活动.国际视察a应有权定期地视蔡该 

设施，以'便能通过现场视察监测生产活动情况以及停止生产期间的情况。 

G.适用于为准许的目的生产细目C所列化学品的核查措施 

1 .核査程序应使之证实这些设施未被用于生产化学武器。 

2. 应定期地进行随机视察，这种视察应按商定的保护情裉所有权的程序进化 

3. 在视察期间，国际视凛â应有权审查某些商定的工厂记录，并按商定的程 

序同工作人员面i么应允许视察商定的地区从商定的地点如制成品储存器及废科处 

理地区取样、并以商定的方法对其加以分抓视察员除了需要为履行其商定的职贵 

外，无权更多地千预工厂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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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视察员认为有必要,应允许在不进行视察期间使用专门S_器（如，终端产 

品取祥器）. 

5 .关于改变终端产品的设施或大幅度改变该设施生产能力的计划应预先向国 

际主管当局报告.改变生产过程的细节不必报告，但是应提供终端产品和预计完戍 

工作的时间的情氣应允许国际视察员茌改造工作完成后立即对商定的地区进行视 

察，届时应按需要安装新的I3t器或换置别种器。 

H.按照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进行现场视察 

1. 按照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商定的进行现场视察的程序应在本附件出规定， 

其中包括： 

( a )要求对应被视察的地区惟出定义； 

m开放应被视察地区的时间期限； 

(C) 一个视察小组最多的人数名额； 

(d) 任命视察人g的服务期限； 

(e) 前往视察地点的路线和交通工具； 

(f) 可能利用的实验性和辅助设备的类型以及谁将提供具体类型的设备； 

(g) 进行视察和测试的程序，包括取样和拍照的程序； 

(h) 对情报所有权和秘密情报的保护，包括对来经授权而泄露此种情报应 

负的贵li; 

(i) 应由所茌国提供的服务； 

(J)视察人员的权利，包括特权和籙免权； 

(k)所在国的某些权利； 

(:u 经费的分派； 

(m)报告的准备； 

(n)调查结果的传达； 

(0)-在具体情况下行使的.颈外的权利； 

(P)视察持续的时间. 

2. 对于第十条第1(b)分段所指的"由締约S政府控制的场所或设施"，本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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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提供规定这些应接受专门现场视察的场所或设施，包括为締约国政府提供物资 

和服务的有关设施等属于何种类别的手段.本条的目的是为应用于将来可能被怀疑 

用于进行违反本公约的活动的任何场所或设施，对此种场所和设施的说明应是合理 

的。 

3.娄员会应运用下述原则决定是否要求一缔约囿允许按照第十一条对其汫行 

特别视察： 

(a)它掌握的情报是否对公约的遵守情况引起任何疑问或可能认为有关事 

项不明确因而？丄起任伺关切； 

m提议的视察是否有助于确定事实真相； 

( C )应被视察的场所是否明确划定并限于与确定事实真相有关的地点； 

( d )提出的安排是否将限制影响为确定事实寘相所必需达到的水平. 

4 .技术秘书处应确保随时有足够的视凛员按照第十条讲行专门现场视.察^按 

照第十一条讲行特别现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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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细目：须采取特别措施的化学品；测试毒性的方法 

应列入如下各方面的条款： 

1. 细目A应包括已作为化学武器储存的，或者进行此种储存有特别危险的剧 

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键前体以及其他有特别危险性的化学品。每年应提出关于被核 

准拥有此种化学品的人物，以及在每个场所生产和使用的数量以及最终使用的情氣 

2. 细目B应包括为准许目的大量生产，但有特别危险会转用于化学武器目的 

的化学品，对于细目B的每一种化学品，各締约国应每年就每一个生产设施的场 

所以及关于所生产、进口，出口的化学品总量相关于化学品最终使用的统计资料赛 

出报告a 

3. 细目C应包括其为准许目的的生产应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的化学品， 

其中包括关鍵前依对于细目C所列的每一种化学品，各締约国对生产、进口或 

出口总量大于(数量)的每»学品每年应就生产此种化学品的每个设施的场所以及关于 

所生产、进口和出口总数和关于此化学品最终使用的统计资料提出报告，关于设 

立新生产设施或大幅度改变现有生产设施能力的计划应提前九十天提出报告。生' 

产设施应根据第三条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 

4. 细目D应包括某些商定的测试致死性毒素的方法。 

5. 如果締约国得到了它认为可能需要修改细目^、 B、 C或！)的情报，它应 

将此种情报向协商委员会主席提供。该主席应把此情报转告所有締约国。技术 

秘书处也应向委员会提交此种情氣 

6. 执行理事会应根据所得到的所有情报及时进行研究，对于成为问题的细目 

是否应予修改理事会可以建议该类别作修改，也可以建议不作修改。不管任何建 

议都应及时通知所有締约国。 

7 .协商委员会应在其计划中的下一次常会上审査执行理事会的任何建议。 

协商委员会可以决定接受原建议，或者接受修改后的方案，或者可以决定拒绝接受 

该建议。如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締约国提出要求，应举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审查建议。 

对细目进行修改需要委员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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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 A 

1. S— 2—二异丙胺基乙基琉赶甲基膦酸乙酯（H) 

3. 甲基氟膦酸异丙癣'（沙林） 

4. 甲基氟膦酸恃己癣（梭曼） 

5 .双（ 2氯乙基）琉醚（芥子气） 

6. 二 苯 羟 乙 酸 3 — 喹 > f 环 酯 （ ) 

7 .海藻毒素 

8. 3, 3 — 二甲基丁醇一 2 (频哪碁醇） 

9. 二氟甲I»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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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B 

1 

2 

3 

4 

5 

6 

二氯碳銑（光气） 

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琉甘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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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C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1. 含有甲基一璘、乙基一磷或丙基一磷鍵的化学品 

2. 璘酸甲酯和或璘酸乙酯 

3. 3， 3—二甲基丁醇-2 (频哪基醇） 

4. II 二 取 代 — 氨 基 乙 醇 

5. H, If二取代一0—氨考乙醢醇 

6. 二m代一 e —氨基1^乙烷 

( ^原子-氯、溴或碟） 

其它有毒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1. 苯基、烷基或环烧基取代的羟乙酸 

2. 3—或4 一羟基<^^>î$及其衍生物 

有毒化学品 

(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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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D 

致死性毒素的测试应用下面所规定的程序进行： 

(程序全文载入198 2年3月2 2 日 第 3 0 号 文 件 ， 附 件 三 和 附 

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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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所建议的确定急性皮下毒性的标准化操作程序 

1 . 前 言 

可按毒性把各种物剂分成三类： 

(1.)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2) 其他莰死化学品，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确定皮下注射以IJ5，。'表示的致死性限度，是为了以0. 5niê>/kg和lOmg/<kg 

区分三种毒性类型。 

2 .试验方法的原贝'J 

给一些动物注射正好相当于类型界限（分别为0. 5或lOmg^g)的试验物质 

剂量，在一次实际试验中，-如果死亡率高于50%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型； 

如果死亡率低于5 0 0/0,该物剂则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型。 

3.试验程序的叙at 

3. 1实验用动一物a 应使用体重为2 0 0 ± 2 0 g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特 

种雄性大白鼠a 至少从试验前五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和 

试验期间，动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 人工照 

明的顺序应是1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使用试验室常规食物嚜养动 

物，饮水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量 

不应影响对每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 

再把它们分成两组，每组中有2 0只动物。 

3. 2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分、来源、批号、纯 

度、溶解度、稳定性等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条件下储存，还要了解该物质 

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应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准备好试验物质的溶液。应准备 

好浓度为0. 5mg/lnl和lOmg/^l的溶液。较好的溶剂是0. 85%的盐水。如 

果试验物质的溶解度有问题，可以用最低量的有机溶剂，如乙醇、丙二醇或聚乙二 

醇，来取得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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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试验方法。在2 0只动物的背部注射含有0. 5mgy^l试验物质的 

1 mly^g的溶液，在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量，然后在七天后再进行一 

次。如果死亡率低于10只动物，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另一组的2 0只动物注射含 

有lOmg/lnl试验物质的ImlAg溶液。应在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量， 

然后在七天后再进行一次，如果试验结果不明确（例如死亡率=10) , 应重 

新试验。 

3. 4结果的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的死亡率（注射了含有0. 5nig/ml试验 

物质的溶液）等于或高于5 0 %、那么试验物质将属于"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一类。 

如果第二组的死亡率（注射了含有10m—1试验物质的溶液）等于或高于5 0 % , 

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化学品"一类。如果死亡率低于5 0 % ,试验物质 

则属于"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4.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情报： 

(1) 试验条件：试验的日期和时间、气温和湿度， 

(2) 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体重和来源， 

(3) 试验物质的#|E ：物质的化学•、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收到 

的日期以及收到的和在试验中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剂。 
(4) 结晷J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量，对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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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所建议的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化操作程序 

1 .在估计和评价蒸气状或烟雾状化学物的毒性特征时，有必要确定急性吸入毒性。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应在进行这个试验之前，先确定皮下毒性。这些研究中得 

到的资料是确定亚慢性以及奚他研究中剂量体制的第一步并可提供更多的有关某一 

物质毒性作用形式的情报。 

各种物剂按其毒性可分为三大类：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确定吸入法以iCt ，。表示的致死性限度是为了以2， OOOmg min/m'和 

20， OOOmg min/m'来区分三种毒性类型。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在规定的时期内，将一组动物暴露于浓度分别正好相当于2， OOOmg min/ 

m'或20> OOOmg min/m'的类型界限的试验物质。在一次实际试验中，如 

果死亡率高于50^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型；如果死亡率低于50%,该物剂 

则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型， 

3. 试验程序的叙述 

3. 1. ^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g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特种雄 

性大白鼠。'至少从试验前五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和试验 

期间，动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 人工照明的 

顺序应是1 2小时有光照，1 2小时无光照。可使用实验室常规食物"畏养动物， 

饮水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量不应 

影响对每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统统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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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成两组，每绍中有2 0只动物。 

3. 2.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份、起源、批号、纯度， 

：、稳定性、沸点、闪燃点、挥发压力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情况下加以 

储存。还要了解该物质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 

3.3. mo恒量挥发浓度可由以下几种方法中的某一种产生： 

(1) 通过一个自动注射器，把物质投在适当的加热系统上（如热板）。 

(2) 把气流送进含有物质(如鼓泡箱）的溶体中， 

(3) 通过适当的物质（如扩散箱）扩散物剂。 

应使用一项备有适当分析浓度控制系统的动力吸入系统。空气的流量应加以调 

整，以保证整个设备的条件基本相同，单个整体暴露箱或头部暴露箱均可使用。 

3. 4 .物理测量。应对下列参数 •测量和监测： 

(1) 空气的流量(最好连续进行）， 

(2) 暴露期间试验物质的实际浓度， 

(3) 温度和湿度。 

3. 5 .试验方法。2 0只动物在200mg/in3的浓度中暴露1 0分钟，然后取 

出实验箱，—在4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量，然后在七天后再进行一次，如果 

死亡率低于1 0只，则将另外2 0只动物在2， OOOmg/m'的浓度中暴露1 0分钟< 

在4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量，然后在七天后再进行一次。如果结果不明确 

(例如死亡率等于10)，就应重新试验， 

3. 6.结果的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的死亡率(暴露于200mg/m ，浓度）等 

于或高于50%，那么这种试验物质将属于"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一类。如果第 

二组动物的死亡率（暴露于2， OOOmg/m'浓度）等于或高于50%，那么这种试 

验物质将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果低于5 0 % ,试验物质将属于"其 

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4.资料损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情报： 

(1)试验条件：试验的日期和时间，暴露实验箱的描述（类型、规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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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来源、产生试验物质的系统、空气调节方法、废气的处理等等）以 

及测量温度、湿度、空气流量和试验物质的浓度的设备。 

(2) 暴露资料:空气流量率、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名义浓度（装入设备的 

试验物质量除以空气容积），试验呼吸区的实际浓度。 

(3) 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重量和来源。 

(4) '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起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 

沸点、闪燃点、挥发压力；收到日期、收到数量以及试验中使用的数 

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剂。 

(5) 结果：每一组中死亡动物的数量，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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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约生效前的行动的文件：详细观点 

本公约应附有包括下列内容的文件？ 

1. 在签署本公约时，各If约国应宣布任何地方在它控制下，或在其领土上是 

否部署有化学武器储存或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2. 在公约开放供签署之后不少于九十天后由所有签字国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 

会应召开会议以便为公约条款生效逬行必要的准备工佑，包括筹备协商委员会笫一 

届会议的召开. 

3. 筹备委员会应包括每个签字国的各一名代表.所有决议均应达成协商一致 

的意见。筹备委员会应一直存在到公约生效之后.因此要到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之后.奚行动必须符合本公约的各项条款。 

4. 筹备委员会经费的觯决办法如下（细节）. 

5. 筹备委员会应： 

(a)选举本委员会的官员，通过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根据需要随时开会， 

决定委员会开会的地点，并设立箕认为必要的委员会； 

0))任命一名执行秘书#配备工传人员，以行傻委员会确定的权力，并履 

行委员会确定的职责； 

(C)为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定临时议程，草拟议事规 

则以及选定地点；以及 

(d)编写关于委员会所关心的，需要立即注意的程序性事项的研究报告， 

报告及建议，供协商委员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审议，这些事项包括： 

(1) 委员会所负贲6*1活动经费问题； 

(2) 委员会活动的第一车计划及预算问颞； 

(3) 为秘书处配备工作人员的问颞，以及 

(4) 委员会常设办事处的地点问颞. 

6 .筹备委员会应在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向委员会提交关于奚活动的 

综合报告。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01 
26 April ， 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1984年4月25日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1984年4月19日和20日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娄S会会 

议公报的文本 

我谨通知你，华沙条约戍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于1984年4月19日^ 20日在 

布达佩斯举行了一次会议。 

现在附上这次会议公报的俄文原文文本。 

如蒙将公报文本惟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我将不胜感激。 

匈牙利出席裁军谈判会议 

代表团团长 

达维德 ‧梅斯泰大使（签名） 

GE.84-6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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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公报 

华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戍员国外交部长娄员会于1984年4月19日至20日在 

布达佩斯举行了一次常会。 

参加会议的有：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P.姆拉德诺夫；匈牙利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长1\瓦尔科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0 .菲舍尔；波兰人民共 

和11外交部长S.奥尔绍夫斯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S .安德烈；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A . A. :g罗米柯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国外交部长B.赫努佩克。 

1 .各国外长从总的国际局势的广泛角度对与欧洲的形势有关的问^讲行了透 

彻的审议。 

他们指出，1983年1月5日的布拉格政治宣言和1983年6月28日的莫斯 

科联合声明中对于危险的事态发展所作的估计和结论已完全为最近的寨态发暴过^ 

所证实。由于在某些北约国家中已开始部署美国的中程核导弹，茌欧洲大陆上开始 

了新的特别危险的核军备竟赛阶段，致使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这迫使苏联釆 

取一系列对应措;^关于欧洲的核武器谈判被中断了。 

由于核军备竟赛正花升级一这是华沙条约成S国所一贯反对的，对人^和^ 

球上面的生命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核战争的威胁迅速增加了。欧洲的e全已遭受到严 

重的损害，各国关系中的信任也已遭到破坏。 

—些危害和平的概念的媞出，使人对欧洲国家之间现有的边界感到怀疑，并蓄 

谋反对它们的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的其他领土相政治现实状况，这使人们有理由,惑到 

关切。由于不加区别地对经济联系加以限制并企图从外部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而致 

使各国之间旳关系更加困难。 

欧洲大陆上和全世界寡态!t:展的日益危险的情况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恐惧感， 

并反映在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中，也反映it政治人物、学者、专家的态度丄他们要 

求停止军备竟赛，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各国应为了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而讲行合 

作，并转向国际缓和政氣各国的主要政治家也在大声反对对抗的政策，呼吁遏 

制军备竟赛和反对竟赛的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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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抗议帝国主义政策，而要求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基于 

尊重独立与主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边界不可侵犯、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 

内政、权利平等以及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2. 会议强调了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信念：形势的改善和缓和的恢复需要茌各国 

之间就维护与加强^平的根本问题进行对话一讲行充满贵任感的认真而公平的对 

话。 

与会者并表示坚信，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和想取得积极结果的政治意愿进行谈 

判，充分考虑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就没有觯决不了的 

问题。这一点也是为国际关系的经验所证实了的。 

参加会议的国家准备就共同关心的确保欧洲和平的一切问题讲行这样的谈刹。 

谈判的目的是茌平等和同筝安全的原则上达戍协议。 

如华沙条约戍员国在过去反复说过的，它们不寻求军事优势，也不允许谁具有对 

它们的军事优势；它们坚决主张在最低的水平上确保军事力景的均势。 

3. 华沙条约成 g国的出发点是：一些与消*核战争威胁寻求切实可行的方 

式结束军备竟赛^进行裁军有关的问题应在当今的政治对话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它们并不认为目前的蓽态发薆不可逆转，强调指出裁减欧洲的中程禾u战术核武 

器直至完全消除这类武器的问题可以通过建设性的有成效的谈判得到觯决。 

在今天的条约下，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的裉本要求是停止茌这个大陆上积聚新的 

核武器。在此方面与会国坚持要求停止茌西欧部署美国的中程核导弹，并宣布如果 

对方釆取了导致撤涂已被部署的导弹的措施，则华约方面将同时采取步骤取消对抗 

措施。这将为重新进行谈判以期就消除欧洲的中程和战术核武器达成适当协定打下 

基账决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和机会。 

同时，与会者指出了那些在其领土上已开始部署或将讲行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国 

家的重大贵任一对它们自己的人民和全欧洲的人民的命运、对欧洲和全世界的口 

平所负的贵任。特别是这些国家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确保停止在其领土上部署中程 

核导弹并撤除这些导弹，这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核武器在欧洲的积聚触及了全欧洲人民的生活与生存的利益，与会国认为 

特别重要的是所有欧洲国家都S不断要求消除核战争的威！^并应积极协助达到这一 

目标。必须堵&欧洲通向.核战争的道路，所有欧洲:f家都必须以某种形式为此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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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约成员国发出特别呼吁，要求进行合作以停止 

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撖除已部署的核导弹并在欧洲实行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4、鉴于禁止军备竟赛和向裁军a^渡是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与会国宣布它们 

仍然准备就与遏制军备竟赛和裁减军备有关0^ 一系列范Ël广泛的时机已成熟的问题 

进行谈判。 

在此方面，与会者认为有必要再次提请人们注意1983年1月5日询布拉格政 

治宣言，宣言要求缔结一项在华沙条约成员囿‧ ̂ 北 大 西 ； 组 织 成 员 国 之 间 互 不 

使用军事力量和维持和平关系的条约。他们还提到最近他们国家向北约成员国发出 

呼吁，要求就消除欧洲的化学武器问题以及不增加和裁减军事开支间题直接^行谈 

判。 

出席会议的国家随时准备与北约成员国初步讨论,所有这些建议准备^进行谈 

判的有关问题。它们希望北约国家对这些呼吁作出积极的而迅速的反应，如杲可能 

的话。 

它们还强调指出，尚未承诺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拥有核武器国家作出这项承 

诺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赞成更迅速地开始认真审议和觯决下述i要问题：全面彻底 

禁止核武器试验；从数量和质量上冻结核武器；禁止外空军事和禁止在外空使用武 

力和从外空向球使用武力；在全球范§1彻底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华沙条约成员 

国就这些问题联合提出或各自提出的一切提议和建议都仍然有效。如杲北约国家对 

此作出积极反应，则将具体表明它们如在其1983年1 2月9日的布警塞尔宣言中 

所说的那样有志于确保建设性的关系。 

出席会议的囯家还重申它们愿意本着积极的精神认真研究其他囯家提出的旨在 

减少并消除核战争咸胁.制止军备竟赛.进行裁军并巩固'ï际安全的建议，还愿意 

就上述建议同所有有关国家交换意见。 

在研究关于共同削减#欧与武装力量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的形势时，与会者再 

次提请人们注意直接参加会谈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新办法，虽然这一办法不能在 

武装力量现有人数的间题上达成协议，但这并不妨碍就削减军事力量的问题达成协 

议。如杲适当考虑这一办法，如果与会各方都作出努力.那么大幅度削减中欧武装 

力量和军备的问题就可以也一定能不再沲延ift达成协议。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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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样的协议，就会对欧洲形势，对展现遏制军备竟赛从而向裁军i寸渡的前景产生 

积极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建立无核区是朝着欧洲无核武器，并加强信任的一个重要步骤，因 

此重申它们的立场是赞成在巴尔干、北欧及该大陆的*他-姊方建立无核区。他们积 

极支持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人们在会议上表示确信，如果与会者都坚持不懈地'R#-^意图为达成对il际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议这一目的而努力，那么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是能够达成 

这个协议的。 

5、 会上十分,视关于在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尔摩会议的 

工作。它满隶地指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适当的政治级别是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华沙 

条约成员囯对这一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它还指出，在斯德哥尔.麼会议的第一届会议上已开始就该会议应集中力量觯决 

的问题的实质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建议和倡议。重要的是，会议的所有参加者现 

在都应作出努力，以便在这些间题上加强相互间谅觯，并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以便 

取得有效成果。如果要使这些谈判尽可能有成效，那么就必须有这样的政治意愿和 

相互谅觯。 

到会的各国认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应制定相辅相成的建立信任与安全的措施， 

这些措施既应满足目前欧洲最紧急最迫切的需要，又应以减少战争威胁和减缓军事 

对抗为目标。本着这一積神，它们将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工作的进程中，并在会议的 

谈判中为这些措施达成协议而贡献力量。 

它们还认为，有关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工作结来之后，会议应根据马德里会 

议的最后文件，立即开始考虑在欧洲裁军的措施。 

6、 与会者强调指出，他们各自国家郑肖除现在i:界上紧张局勢中心和武装冲突， 

并防止出现这一类的新中心，以及为通i寸谈判，以和平方式觯决一切国际争端所采 

取的原则性的方针是不变的。他们再一次对为自由、独立、钍会进步及经济发展和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斗争的人民表示声援。 

X X X X X 

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是在一种同志式的相互谅释及愿意为囯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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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的好转作出贡献的气氛中召开的。 

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下一次常会将于198样1 1月在柏林召开。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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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5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 

瑞典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内附 

阿根廷、希猎、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 

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5月22日发表的 

联 合 声 明 

本函所附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垴 

5月22日发袠的联合声明，涉及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中^问题密切有关的问II。 

因此我们请求将其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我们认为会议成S国将从联合声明中发 

现许多可证明对我们共同通过裁军与和平确保人类生存而讲行的斗争具有珠价值 

的意见。 

阿艰廷裁军事务代表 

胡,'奥‧塞萨尔‧卡拉萨茱斯大便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辜处代表 

M.杜贝大使 

墨西哥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阿，索*加西亚.罗夫菜斯大使 

瑞典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 

GE. 84-6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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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阁下 

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镙里欧先生阁下 

印度总理英迺拉‧甘地夬人阁下 

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i_先生阁下 

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阁下 

坦桑尼亚联合共禾U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阁下 

联 合 声 明 

1984年5月 22日发表 



CD/50 2 
Page 3 

1984年5月22日印度总理英迺拉*甘地夫人阁下，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 

拉马德里先生阁下，坦桌尼亚联合共和II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阁下，瑞典首 

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阁下，希腊总理安蔼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先生阁下阿根廷 

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阁下发表的联合声明 

今天，人类的生存处于危险的境地.军备竟赛升级、国呩紧张局势加剧、而核 

武器国家间又缺乏建设性的对话，这一切使核战争的危险得以增加。i是这样的一 

次战争，即使只动用现有库存的一郅分，也会给所有各il人民带来死亡和毁灭。 

我们身为Î1家的领导人相合国的会员国，有义务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制止 

和逆转核军备竟赛。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以及核武器国家的公民都同样受到核战争的 

麵。本来防止核灾难一禀主要是核武器国家的贵任；可是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 

能单单让这些国家来处理。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而宗教、文化^社会制度各异，但我们^信念是一致的. 

即决不能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最紧要的问|g,我们决心为了和平的利益 

而讲行共同的努力。 

那些仅仅节制军备增长的Î办议显然是不够的。发生核灾难可能性因预警时间 

减短，武器更加快速，更为精确禾口致命性更强而增加了。对于这种冲向全球性自杀 

的趋,必须加以制止，并把它扭转过来。作为首要的一步，我们敦促美国;fiî苏联， 

以^联合王ai、法！Il和中国，都要停止所有试验、生产矛口:邦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的工作，紧接着还‧#大量裁减核武装力量。我们深信，根据这些方面釆详细拟订一 

项办法，既考虑到所有各方的利益和关怀，而又具有足够的核查措施，走可以做到 

的。这第一步做到后.就必须善有一个可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待续裁减军备的方案, 

并伴以一些措施，可借以加强联合国系统>f口确保把大童资源急从军备竟赛转作社 

会与经济发*之用。基本的目标必;J^:是先)喷低，然后是消涂各il间的战争危险。 

我们将竭尽全力促成核武器国家间达戍协议。我们将继续相互保持联系，以寻 

求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和途艮我们将I司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和世界上的其他 

领导人进行协商，并通过联合国的各种渠道进行讨论。 

我们坚信缓和、互相谅S琴，坚度广泛的国际合丫乍以&对每个国家所享有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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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与独立生存的权利》口每一国人民所享有的按照其本身愿望安排其生活的权利都 

应于以尊重。单方面要获得安全1^证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停止核军备竟赛一事 

如此重视，因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后才能重开对核裁军的谈判。 

全人类最关心的是共同安全和避免危及人类生存的核战争。全世界的人都对它 

们的前途表示空前的关心。这种对和平与裁军的公开讨论必须继续下去，并加以扩 

大。知情群众的支持和鼓,动就会大大加强政苻的行动，使之把核军备竟赛扭转过来< 

我们相信人类能,眵超越目前的各种分裂情况，而创造出一个不受核战争阴影茏 

罩的世界。一定不要把人类的能力矛Û智慧用于使毁灭性武器精益求精，而要把它用 

来开发地球资源.让全人类可以茌一个没有战争和以矛口平与正义为基础的国际制度 

内过着安全与体面的生活。 

今天，世界和战未定。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会有助于影响其结局。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05 
7 June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KESH 

1984年6月5日秘鲁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递交 1 9 8 4年 5月 3 1日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 

长桑德罗‧马里亚特吉‧恰佩博士致墨西哥外交部长 

利森西亚多 .贝尔纳多 *塞普尔维达的信件文本 

我谨递交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桑德罗‧马里亚特吉‧恰佩博士于1984 

年 5月 3 1日致墨西哥外交部长利森西亚多‧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的信件文本，表 

达秘鲁政府对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及坦桑尼亚等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于 1 9
8
4年 5月 2 2日发表的声明的最充分支持。在该声明中他们呼吁各核国家停 

止并扭转军备竟赛。 

主席先生，如蒙作出安排将所附的信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加以分发， 

我将不胜感激。 

秘鲁代表团团长 

佩特尔‧坎诺克大使（签字） 

GE. 84-6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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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我荥幸地向您提到您关于墨西哥、阿根廷、希腊、印度、瑞典及坦桑尼亚等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i者位阁下于1984年5月2 2日发表的重要声明的信件。在该 

声明中他们呼吁各核国家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 

不管在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还是在*他国际讲坛， 

秘鲁不断表示它对日趋紧张的世界形势以及对核武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的深切关注。 

核武器耗资金巨大，技术极*先进，现在耗资还在倍增*技术也在日益改a^，正在 

把本来可以很好地用于满足人类迫切需要的资源不断耗竭。 

由于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需要作出努力，以便消除核战争的潜在危险，我国已 

充分承担其作为不#^散核武器条约以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締约IS在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方面的责任。 

因此，我国认为刚刚发出的，敦促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等国政 

府停止所有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并紧接着大量裁减核力量的呼 

吁是极其重要的。 

核战争的危险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这就必须协同行动以制止并扭转核军备 

竟赛——这是一种需要根本改变态度的行动。 

本着这一精神，我代表秘鲁政府，愉快地向阁下表示，我国将竭尽可能地支持 

阁下递交给我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倡i义。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 

桑德罗。马里亚特吉'恰佩 

»0« »0« >o< w 



裁军谈判 会议 
CD/504 

7 June 1984 

CHINESE 

ORIGIMLz ENGLISH 

1984年6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眹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 

交苏联玫府于1984年5月3 1日就阿根 

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及坦桑尼 

亚等国的联合声明所作声明的文本 

我谨向您转交苏联政府于1984年5月3 1日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 

坦桑尼亚及瑞典等国致核国家的联合声明所作声明的文東 

如蒙将此声明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我将不胜感激。 

裁军谈判会议苏联代表 

V . 伊 斯 拉 耶 利 安 （ 签 字 ） 

GE 84-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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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的声明 

世界形势危险的事态发展引起了各国人民合理的惊恐和关注。军备竟赛日益加 

快的步伐及其扩展至新的领域并失去控制的真实危险使得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大大增加 

了。世界各国日益了觯到有必要釆取紧急措施以制止滑向毁灭的边缘的趋势。 

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及瑞典的囿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致所有 

核国家的联合声明充分意识到所有囯家都有贵任使世界免受核灾难的威胁。该声明 

的tt^心问题是呼吁制止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冻结核武库，并立即釆取步骤以大幅度 

裁减此种军备。 

制止军备竟赛、使其不断下降.并觯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一一这ÏE是所有!1家 

不论:lt社会、政治及军事抽位如何均应集中努力以求的。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从该问题出发，苏联已提出了一项关于冻结核武器的措施的具体方案。该方案 

包括一整系列有效的和能互相补充的步骤。必须迅速就制止在数量集结增加核军备 

所有的构成部分，包括所有类型的核武器运载系统及相关联的弹药达成协议、放弃 

部署新式和新类型的核武器、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并停止生产制造核弹药的裂变 

材料。苏联的提案得到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理觯和支持。 

代表世界各个抽区的六个囯家的联合声明中的观点也是朝这个方向的。这一切 

表明釆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已很迫切，并且所有的国家都强烈地慼到了这一点。 

当然，苏联和提出声明的那些国家一样，并不认为冻结核武器本身就是目的。 

这仅仅是朝着通向裁减核武器直至其彻底消除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苏联已严格 

按照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提出了在全球和在欧洲大大减少核对抗的影,深远的具 

体提案。它们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旦正在西欧部署第一次打击核武器以期获得军 

事优势的华盛顿去除它故意为审议这*提案设置的障碍，这些提案立即就可变为具 

体的协定。 

苏联领导无保留抽坚决与该声明的提出者持完全一致的观点：决不允许发生任 

何形式的核战争。苏联的外交政策及其军事理论就是以此为目标。防止战争必须成 

为主要目标.成为所有核S家行为的强制性的标准，而不论其核武厍规模的大小。 

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承诺不首先使用这牝武器。苏联已经作出了这项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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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这些国家应当保证不对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苏联在此问 

题上也已作出了承诺，并准备通过締结多边或^边协定，对其作出契约性的进一步 

的 确 1 

貢要的是不能允许把核武器进一歩扩散到这种武器尚不存在的那些:tf|^区，并开 

始把这些武器从现在部署的^区撤除出去这个进程。就苏联而言，它坚决支持成立 

和4广大无核武器区。 

不用说，不能允许任何类型0^武器进入外空。苏联已再次提出了这方面的非常 

具体的建议。 

苏联坚信战争的危险可以减小并加以彻底消除。它已经并将为此目的作出一切 

必要的努力。它准备与一切愿意为真切减缓紧张局势和消除战争咸胁做出贡献的国 

家在此领域进行合作。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目前国际事务中不正常的局面，并恢复 

缓和。反对这点的国家就是在反对所有国家利益。打掉这些反对力量是所有珍惜 

和平和人类未来的国家的任务和责任。一切核囯家与无核国家，一切大小S家必须 

联合起来以实现这一极为重要的目标。人类的聪明才智和物质资源应用于促进各国 

人民的进步和福利的事 

50< >O< >O< ^ »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05 
13 JUNE 1984 
CHIKESE 
Original:ENGLISH 

芬兰常驻代表 1 9 8 4年 6月 1 2日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递交一份 

题为"对经选择的核查化学裁军的科学方法的技术鉴定" 

的 文 件 

谨向你递交一份题为"对经选择的核査化学裁军的科学方法的技术鉴定"的文 

件。这项究竟体现了芬兰政府对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工作作出的又一项贡 

献-

如蒙将这项研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我将十分感谢。 

芬兰常驻代表 

P.兰坦宁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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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19 84年第二期会议的 

工 作 计 划 

遵照议事规则第2 8条规定，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其1984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 

划如下： 

6月 1 2 一 1 5 曰 全体会议发言。审议工作计划及增设附属机构的问 

皿其它绍方面&^问 M o这后两个问题在 6月 1 5 

日以后将继续审议。 

6月 1 8 - 2 2 曰 核禁试。 

6月 2 5 - 2 9 H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7月 2 一 6 曰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7月 9 一 1 3 曰 化学武器。 

7月 1 6 - 2 0 曰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7月 2 3 - 2 7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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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 0 一 8月 3曰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 

射性武器。 

8月 6 ―1 0 曰 综合裁军方案。 

8月 1 3 - 3 1 
* 

曰 
关于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组织问题；审议并通过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会议将继续审议各成员国提出的关于改进并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各种建议。 

会议将根据其报告（CIV421 ) 第 1 9段规定，审议决定新增成员。 

* 会议结束日期待定，但闭会期不会迟于8月3 1日。 

GE. 84-6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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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工作文件 

对全面核禁试的地震核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 导 言 

利用地震学的手段进行核査对于确保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因素。近年来在具体说明如何进行国际地震数据的交换这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 

特别是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三份报 

告（CCD/558 ， CD_/43和CD/"448)对此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多年来，挪威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与全面禁试核査有关的领域内从事地震 

研究。在这些努力中，大孔径的挪威地震台阵（NORSAR)的工作及关的研究活 

动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本文件是对先前两项工作文件（19 82年8月11 E&^CIV^SIO号和1983年 

7月19日的CD/395号的补它包括对于一个新的小孔径台阵（NORESS)的 

介绍，这一台阵目前在挪威正处于研究i展阶段，它将给运用在地震仪器、电信及 

信号处理技术方面的最新技术进展。 

本文件还对近年来为建立根据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国际地震数据迅速交换 

的方法，特别是利用现代化电信技术交换二级（波型）地震数据的方法所做的努力 

提出一个总的看法. 

最后，回顾了就与地震事件的检测、定位识别方面的问题有关的最近的研究。 

特别注意到某些新的成杲，这些成杲表明探测频率很高的地震信号的可能性比以往 

设想的要大得多。这对改进对微弱地震事件的检测及对震源的确定都会具有重要的 

GE. 84-6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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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挪威地震台阵（NORSAR) 

挪威地震台阵观察台是根据美国和挪咸关于地震学研究的一项合作协议设立的, 

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工作a挪威妯震台阵位于挪威的东南部，是一个大孔径的地 

震台阵，包括有4 2个垂直方向短周期和7个三分向长周期地震检波器.它们铺设 

在直径为六十公里的一个区域内'这一台阵所处地理区域很好，它与主要的地震带 

距离很远.对于北半球的大部分:WJ区来说，它的抽震检测能力是十分出色的。 

挪威她震台阵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抽震观察站之一.在其I 4年的业务工作当 

中，它对7万次抽震及500多次推测是核爆炸以数字形式记录下了高质量的地震 

数据，因此为地震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大价值的数据库.它每月定期向25个国 

家的妯震机构散发记录下来ô^itiJ震窭件的概况。挪威抽.震台阵的所有数据和研究成 

杲都公开提供妯震使用. 

挪咸十分重视把挪咸地震台阵建立成为对各国科学家开放的研究设施，多年来 

曾进行了很多囯际*研究计划。 

三、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ïfoREss) 

根据美il与挪威之间签订的合作研究协定，目前正在挪/k建设一个新的试验性 

小孔径台阵，名为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挪威抽震台阵的主要目0^是在所谓远震范 

Ël内（距离为三千到一万公里）记录地震事件达到最佳性能，与此相反.挪咸试验 

性区域台阵的目的在于研究在所谓的本她和区域距离内（少于三千公里）对地震事 

件的检测和定位的方法。如果实行了全面禁试，那么在对十分微弱因而在远震距离 

上无法观察到的蚰震事件的检测和定位的工作上这类的台站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伹是，初步的成杲已经丧明这类小型台阵也有可能改进从远距离检测高频率信号。 

挪咸试验性区域台阵的发展将动用地震仪器、电信及信号处理技术方面的最新 

技术成就。该台阵将包括2 1个垂直方向的和4个三分向短周期ifb震检波器，设置 

在直径为三公里的一个区域内。此外.一个三分向宽频带地震检波^将设置在台阵 

中心的一个钻孔中。这.些数据将在.记录站被转换成教字形式，然后通过光学纤维电缆 

传输到台阵中心去。这些数字将从那里进一步通过一个宽频带岸边线传瑜到位于切 

勒的挪威^！^？震台阵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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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提供的数据将在实时内于挪威:震台阵数据中心得到处理 

并储存磁带上供将来参考之用。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的所有数据和处理的结杲将供 

a际她震学界使用。这个台阵预计将在1984年秋季投入使用. 

四、国际她震数据交换 

挪咸通过其挪威抽震台站科学家作出的贡献积极参加了关于:WJ震事件的特设科 

学专家小组自1976年成立以来所从》的工作.挪咸为该小组的三份报告提供了若 

干技术文件。挪咸还参加了特设小组在1980年和1981年通ii^国际气象组织/全 

球电信系统从事的两次对一级抽震数据的试验性交换..它还将通it提供挪咸抽.震台 

阵的数据来参加计划于1984年进行的试验。 

挪咸对特设小组有关外换二级（波型）地震数据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在挪威外 

交部的倡议下，挪威地震台阵的科学家于1980年开始了一项研究计划.旨在估计 

出如何把现代电信技术用来在未来的一项全球全面核禁止核査的范il内改善对这类 

数据的交换工作。1982年8月.挪威1 ̂ 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展示了一个为 

此目的而设计的以使用灵活费用低廉的微型信息处理机为基础的系统原型。自那时 

以来这一原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最终将具有运用8台地震检波器、检测实时信 

号及现场脱机处理已检测到的地震事件的选择功能。. 

这一系统的要素在于，都可以在记录场地自动地提取出一级数据和二级数据， 

然后临时储存起来。这些数据然后可由一个国家数据中心或由国际数据中,、通过普 

通的电话网或直接通过卫星来提重点是确保在近乎实时内就能够得到二级数据， 

因为向特设小组报告的许多S家调査已经表明，这类数据对改进在数据中心对地震 

事件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1982年9月，铘威地震台阵邀请其它iffc震观察台参加了通过国际电信力^务设 

施交换二级数据的试验a尽管国外有几处中心这一目的已成功姊实现了，伹是迄今 

为止所获得的经验表明，将要向设想中的全球台网提供数据的各国地震中心，必须 

配备有足够的计算机设施.不仅在挪威而且在许多其它国家正在为改进这类的数据 

交换工作继续作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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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测査明地震事件： 

在挪威抽震台阵，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来改进对徽弱地震事件的自动检 

测。众所周知，一个地震台阵可以通过借助于被称之为波束形成的"延迟和增加" 

程序汇集来自于各个台阵分支的信号，从而取得较之单一传感台站更好的检测能力。 

在挪威itfe震台阵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杲运用诸如包封波束形成一类的特珠台阵处理 

技术。并在波束形成过程中使各个传感器具有不同的负荷，那么就可以使工作得到 

进一步的改进a在运用一种被称之为高分辨率分析的技术以便分离千扰事件这方面 

也取得了,要的成杲. 

由于挪威抽震台阵的抽理分范a i很广，所以它能够详细研究从某一震事件 

记录下来的各项信号的空间变化。对检测问题具有特珠意义的是定期观察到的信 

号"调焦"效果.对任何特定的震源区而言的:ttb方，在挪咸地震台阵范围内可以找 

到一些特殊场itli，这些:WJ方的信号检测较一般的妤得多越过这一台阵的信号强度的 

差异，常常高达一个震艮对这些位于挪威抽震台阵范围内的"良好"场地的定位 

因震源区不同而有差异. 

在挪威地震台阵人们利用了这一调焦距作用来尽可能地改进对选择区域的检测 

能力，如杲细心选择场：^，这一调焦距作用可应用到一个全球台网上，从而改进对 

特别感兴趣的区域的远震监测有效区。 

一个台阵具有提供对入射信号到达的速度和方向的初步估计的能力，因此可被 

用来确定抽.震的相位，并对记录下来的地震事件的方位作出初步的估计。挪威itfc,震 

台阵获得的经验已经表明，即使是大型的台阵也 不能惯常提供关于方位的非常積确 

的估计，因为出现的误差常常为五十公里左右或者更大一些。虽然这一積确度通常 

比分布于全球的台网对大地震事件所获得的定位精确度要低，伹是，在低震级上， 

由台阵对方位作出的估计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如报道一项事件台站 

很少，全球台网的定位的精确度就会迅速下降。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敏感的台阵将 

提供唯一可以获得的方位估计，因此设法在证实其它台站的检测时这个台站就会起 

作用。 

在某些特珠情况下，台阵可以提供较通常憒况远为大得多的定位積确荧。在使 

用挪威抽震台阵的数据时，人们发现从在小于三千五百公里的距离上观蔡到〖î^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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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所得到的资料可用来获取对震中距离的准确测t如杲结合详细的区域校准利 

用高频率的信号，那么也有可能取得改进。 

为筹备前边提到的挪威实验性区域台阵而在挪威地震台阵所进行的研究，已经 

表明，可以从小孔径（直径为一到三公里）的台阵，对相位作出可靠的确定，并能 

在短距离内对地震位置作出估计，在这方面进行的试验对在距离台阵一千公里的范 

Ë!内发生的事件而言，定位上造成的误差非常小（在许多愔况下小于十公里）。到 

了能从整个挪威试验性区域台阵获得数据时，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改进。 ' 

六、识别抽震事件： 

在CCl)/558号文件中，列举了一些对区分抽震信号和地下爆炸信号有用的判 

断标准。在铘威地震台阵，对评价这些判断标准以及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人们集中注意了面波对体波的震级（MS: n i b )以及根据观察到 

的P波的频率内容建立的识别标准。 

运用许多判断标准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对一个地震事件震级获得准确估计。 

在挪威她震台阵进行研究已经表明。如果既重视在那些检测某一地震事件的台站的 

信号电平，同时又注意在信号太微弱而无法检测到的台站出现的噪音那'J,那么从 

地震网获得的itlJ震事件震级的估计可以大大获得改进。这对震级低的事件来说尤为 

,要，这些事件对于实现全面禁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已经研究了按照自回归参数轰示方法来表现一个地震事件的？波记录.这 

个程序考虑到了整个记录下来的地震信号的特征.因此用于挪威地震台阵记录欧亚 

itb区发生的地震事件的数据时作为一种判断标准，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杲。 

最近在挪咸itb震台阵，根据依据新的高质量仪器获取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已经表 

明，高频率的地震噪音级别（最少达4 0赫兹）比先前估计的要低的多，这些研究 

还表明，对具有这些频率的区域事件存在有重要的信号能。这一点在区域距离内的 

信号检测方面及在利用频率非常高的信号识别震源方面都可以开辟新的可能性。当 

然人们能够从新的挪咸试验性区域台阵获取数据时，对这些可能性还将作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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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的计划 

在本文中对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某些重要议题已经作了概述，挪威今后的 

研究工作将特别着重改进对低震级的地震事件的检测定位和识别，特别是要与挪威试 

试验区台阵的研究工作联系起先这一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继续努力来提高对 

地下爆炸和自然抽震释放出来的波能中发生的物理过程的了 ！̂。 

与此同时，还将进一步研究改进根据一项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在国际范ËI内 

交换地震数据方面迅速交换二级数据的方法。这里有一点特别雷要的是，利用在计 

算机及电信技术方面不断出现的迅速进展a随着利用卫星传输数据费用的不断降1氐， 

这发展将为改进根据未来的一项条约交换地震数据开辟新的可能性。 

挪咸将继续鼓励并参加国际上的合研究计划，今后还要为这*工作提供挪威 

地震台阵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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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工 作 文 件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 

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的取样和分析 

关于挪威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作为挪威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 

一项贡献。挪威外交部于1981年着手讲行了一项关于在冬季条件下对化举战剂取 

样和讲行鉴别的研究计划。该研究计划是由位于切勒的挪威防务研究所环境毒理举 

研究处讲行的。 

该研究计划的一 个主要目的是集中研究必须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解决的核査 

问题。更具体地说，其目的在于确定是否有可能在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几个星期之 

后讲行肯定性的核查，并研究出一种对取样讲行选择.处理.运输及分析的系 

该计划的第一部分是在1981 /8
2
年讲行的。载有分析的方法及结果的报告 

已同第 1号工作文件一起于 1 9 8 2年 8月提交 C D。该报告的英文本是作为 

第CD/311号文件的附件。 

关于1982/83年进行的该计划的第二部分的报告于1983年7月提交CD. 

该报告的英文本已作为第CD/396号工作文件的附件。与此同时.挪威还提出了对 

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的第Cl)/397号工作文件。 

本工作文件是根据19 8 3 / 84年冬季讲行的研究计划的苐三部分结果提出的， 

该研究报告已单独作为CD文件分发。 

GE.84-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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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计 划 时 间 表 

1981 1982 1983 + 1984 t 1985 ^ 1986 

毒 理 试 验 

芥子气，神经毒剂 

失 能 剂 

#雪^型的 

神经龚剂 ' 

杂 质 
分 觯 物 
微滴的大小 

砷 

亚当毒气 
路易氏毒气 

取拌，处理，运输 

样品的系统分析 

图1表明了挪威研究计划的讲展情况。为了建立完整的核查程序.每年的调査 

都包括一^新的因素和化学战剂。1983/84年开始对取样处理讲行审查，并且茌 

1984/85年冬季将继续进行。按计划，将来调査的主要问题将是取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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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的概述 

研究计划是建立在野外条件下讲行各项试验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样品要放 

在室外，使样品暴露在各种常见的气候条件下.诸如风吹，变化不定的气温及降雪. 

以使其变质。样品的制备，采集以及运送到实验室加以分析是用了两种实际做法试 

验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不同的程序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使样品最低限度变质 

的程序。 

1981/82年讲行的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包括对几种典型的神经毒剂和芥子气 

的调査。（见CD/311 ) 

1982/83年讲行的计划的第二部分包括一项类似的调査，其中包括失能剂^ 

前依（见 C D / 3 9 6 ) 

1983/84年冬季调査的毒剂有沙林（GB)^梭曼（GD )两种神经毒剂，这 

种毒剂有纯的及混合有20 %的通常在产品杂质中可发现的相应二酯的这两种。除 

了对这两种毒剂讲行分析之外.还分析了它们的分觯物。对芥子气的试验包括纯的 

芥子气（HD )以及与20%路易氏毒剂相混合的芥子气（HD + L )除了标准的1 

毫克重的微滴样品之外.还制备了使用更大（2^《6、 8及10毫克）微滴的样品。 

花雪地表面投上一滴滴的各种毒剂。为了模拟茌攻击之后降雪的影响.在复制的样 

品上复盖5厘米厚的雪.14天和28天之后分别釆集样品进行分析。 

为了取得在样品釆集、样品制备及样品运输等问题方面的实际经验，1983/ 

84年采取了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在主要实验室以西100公里处讲行的；而第 

二种做法则是在该实验室以北1， 400公里处进行的。 

分析工作是以融化雪样开始的。所化雪样的体积为100至150毫升。样品用 

氯仿加以提取。分析化学战剂所使用的方法是用气相色谱质谱1^ (GC/TilS)与 

多离子检测器（MID)相结合。对GB和GD水觯物的甲酯以及对GB和GD杂质的 

数量分析并不需要气相色谱质谱！^的高度灵敏度.气相色谱议的方法就足以进 

行数量分析。 

研究计划的结果 

分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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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常见的冬季条件下暴露过的各种雪样的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沙林（ 

和梭曼（GD )这两种神经毒剂来说，在2周和4周之后可以回收大量的水解物及杂 

质.4周之后，大部分原有的毒剂不是蒸发了就是分觯了。对二酯杂质来说，可以 

回收的比率很高，占用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对分觯物来说，可以回收的比率稍低 

一些.一般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这是同毒剂本身的回收率相对而言。4周之 

后，沙林（GB )的浓度比所使用的浓度低100. 000倍。此外，还用神经毒剂来 

扩大微滴，以便确证对毒剂回收率有无影响.但没有发现重大影响。 

就芥子气来说，曾假设扩大微滴会增加稳定性与回收率。结果表明，如扩大微 

滴.回收率就大大增加。较大的微滴存―水中蒸发和溶觯的速度要缓慢一后一种 

情况尤其重要，因为芥子气在水中溶觯时对于水觯很不稳定。 

为了研究芥子气同路易氏毒气混合后的作用，还对芥子气讲行了其他方面的试 

验。这些试验证明，大微滴后，回收率也增加。然而，这种作用比纯芥子气所产 

生的作用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路易氏砉气及其水觯物使芥子气更易于花水中溶 

觯。 

样品的制备及运输 

为了找到运输样品的最好办法，对上面提到的把样品运往实验室的两种做法使 

用了下列方法：放茌干冰上.放到聚苯乙烯箱内，放茌氯仿溶液中，放花相当于室 

温的水中以及不釆取任何预防措施。 

关于最稳定的毒剂C N相C S这两种催泪气毒剂.对样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所调査的各种运输方法，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回收率很高，可以找回使用毒剂量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关于沙林（GB)神经毒剂及芥子气.不同的运输方法区别很大。运输沙林 

(GB)的过程中，如果把样品保持茌一20。 C的干冰上，受质程度很小。如果把样 

品保存茌接近(T的水溶液中.变质程度稍大一些。伹是如果运输时间为一天或不 

到一天.变质程度还可以接受。变质程度随温度增高而增高。在室温的水中储存一 

天之后，剩下的就不到百分之十。 

至于芥子气，各种运输方法带来的不同结果就更明显。存—低于一 20° C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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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运输的样品.变质的程度很小，但值得注意。当样品运输时的温度接近0°时， 

一天之后剩下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如果不采取任何有关温度的预防措施，只剩 

下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在室温中存放一天之后，大部分毒剂就被水觯掉.而且浓 

度降低到原来的1/10. 000。 . 

结论 

茌198lyB2年冬季和1983/84年冬季期间讲行的种种试验表明，对花冬季 

条伴下使用化学战剂是可以讲行核査的。至少在指控使用4周之后可以釆集雪样进 

行化举分析来完成这种核査。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核査化学战剂的可能'IÉ«在执行这个研究计划的过程中.已 

对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作了深入调査。图2以沙林为例说明了所调査的各因素。 

图2 

在 雪 中 渗 透 的 程 度 

小 

滴 粒 大 小 A 沙 林 > 分 觯 物 

二元试剂 

二 元 剂 

雪 盖 厚 度 

多数毒剂具有充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可以査出原来的毒剂，但也有一些相对 

说来不怎么稳定，在4周之后很难核査出原来的毒剂.对于这些花水觯方面不稳定 

的毒剂来说，温度将对可能找出的毒剂量具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高温和强风对 

肯定性核査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降雪将样品复盖后会减少蒸发而保持毒剂的效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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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核查程序的可靠性，已研究出一些对某些毒剂的分觯物及产品杂质汫 

行分析的方法。1983y^4年冬季进行的各种试验表明，这种发展对核査不稳定神 

经毒剂沙林（GB)和梭曼（GD)非常有用。这两种毒剂的分觯物和杂质的持久性很 

强。人们知道茌自然环境中不存茌浓度较大的这些物质。因此，它们的出现就强有 

力地说明使用了相应的神经毒剂。 

事实证明4周之后很难核査出芥子气但是，增大这一毒剂的微滴将增加核查 

芥子气的可能'！^其理由是，芥子气花微滴表面溶觯得很慢.而一旦溶觯于水之后 

就会迅速水觯。较大微滴的表面相对来说较小.因此水觯缓慢，沙林（GB)神经毒 

剂花水中溶觯得非常之快，以致这一情况不会成为决定毒剂分觯速度的主要因素。 

因此.扩大微滴没有多大意义。 

这就是说，使用包括对分觯物及产品杂质讲行分析的选择和敏感的分析方法. 

即使在4周之后至少可能核査出使用了下列毒剂：驱体失能剂CS, CN^DM. 

" d i d i ，，前体的直接分觯物.神经毒剂VX, GA, GB. GD以及糜烂剂HD。 

釆集样品特别重要。毒剂渗入雪层的渗透深度各不相同.但是由于它们只能移 

动几厘米，因此，这种差别并没有多大实际意:^这就是说，茌采集雪样时，通常 

只需要釆集表面三厘米的雪，但在取样之前必须把新降下的雪除掉。 

ffi把样品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进行分析前要将样品储存起来时， 

样品的处理对一切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不稳定的样品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把样品运到实验室时，用氯仿对它们加以îl取》经验表明，把样品转入这一溶液时 

稳定性就增大。因此，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一个临时设立的野外实验室内来提取 

样品，1983/84年的做法证明，这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m氏温度也可以增强 

样品的稳定'结果证明，放在干冰上运输可以减少讲一步分觯到最低限度。这一 

方法可能同茌野外当场提取同样有用。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这样的不利方面：即 

需要受过训练的人员以及事先的准备工作。用热绝缘的聚苯乙烯箱子来运输样品可 

使沙林（GB)及催泪毒剂Clf和CS具有很高的回收率，可以使芥子气的回收率比 

较令人满意。不釆取预防措施，不稳定的化合物就会相当大的分觯.因此，不稳定 

的毒剂应该茌尽可能低的温度下，或者提取后放到氯仿溶液中运输。 

>O< >O< >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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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1 3日鄱威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递交一份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的核 ‧ 

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的取样和分析"的研究报告 

我谨向您递交一份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的取 

样和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一研究是掷威政府在化学武器工作方面对裁军谈剁会议 

的进一步贡献。 

如萦将本报告作为正式CD文件加以散发，我将十分感谢。 

常驻代表 

胡斯利德大使（签字） 

V本文件有限的英文文本只向裁^谈判会议成员国分发‧如另有需要可向挪威常 

教El内瓦代表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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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车科先生对美国记者 

约瑟夫‧金斯伯里一史密斯先生所提问题作 

我谨向你转交1984年6月1 2日发表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 K ‧ U ‧契尔年科先生对美国记者 J ‧金斯伯里一史密斯先生所提 

问题作出的回答。 

如萦将此材料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我将不胜感激， 

V ‧伊斯拉耶利安（签名） 

GE. 84-6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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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 K ‧ U ‧契尔车科先生对美国 

记者J‧金斯伯里一史密斯所提问题作出的回答 

问：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里根政府计划要从1985车财政车度的国防预算中提 

供经费的军事计划进行辩论时，表决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即如杲苏联及其他国家不 

再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就禁止为美国在外空试验此种武器拨款。根据上述表决， 

苏联政府是否同意在与美国对等的基础上将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再冻结一年或更长的 

时间？ 

答：显然众议院的表决反映了美面立法者对于军备竟赛向外空扩展的可能性感 

到关切。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安。当前的局势是：要么空间至事化将遭到制止， 

要么将把外空变成威胁全人类的可怕的危险的根源。 

至于苏联，它一贯主张外空保持和平.苏联为力，达到这个目标，已于去车作 

出了单方面的承诺，不在外空安置反卫星武器，换句话说，只要别il包括美国在内 

放弃在外空安置任何类型的反卫星武器，则单方面暂停发射此种武器。 

苏联宣布的这项暂停措施仍然有效。与此同时，尽管这项暂停措施是有益的， 

我们将其视为仅仅是朝向彻底禁止反卫星武器包括消除已经存在的此种系统i5出的 

第一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建议美国毫不延误地进行正式谈判以期达成这方 

面的协定* 

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得到了联合国中压倒多数的成员 

国的支持-仅有美国政府反对。 

问：能否对反卫星武器试验的冻结加以有效的核査？如杲能够的话又将如何核 

査？ 

答：苏联相信对反卫星武器试验的冻结是能够加以核査的，而且能高度可靠地 

加以核査，首先是通过有关各方掌握的国家技术手段加以核査。许多有名望的美国 

专家的意见也赞成这个结论。 

对于有关各方暂停在轨CL起作用的反卫星武籙试验的遵守情况的有效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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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各方拥有的空间物体跟踪方法加以保证。至于在亚轨道起作用的反卫星系 

统，除了上述手段外，也可以利用美国和苏联部署在陆地上、太平洋上及外空的无线 

电电子器械装置。在情况不明时可进行情报交换矛口协商-如杲有必要也可找到别的 

形式。 

只要真正有意于寻求有效的觯决方案，在进行苏联提议的关于反卫星武^和关 

于普遍禁止外空^事化的谈剁过程中，任何有关的问题包括核査问题都可成功地得 

到解决。 

我要再次强调：在尚未部署空间武器和另一个后杲不可预测的空间武器竟赛浪 

潮尚未出现时，必须毫不迟缓地就这些问题达成协定。明天就太迟了。 

那些企图靠事先指出限制空间军备竟赛的核査协定的"不可能性"以拒绝考虑 

该领域的任何有成效的谈判的人，是有意识地力求无顾忌地放手推行空间S事化政 

策以求获得军事优势。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一种政策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是危险的。如杲它竟 

会导致任何结杲的话，都只能是导致战争的威胁陡增。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必须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以保持外空的和平。苏联完全赞成这条路线。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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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车6月1 3日芬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 

第3 3至 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此信与我于1984车3月7日关于芬兰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的信件有 

关，我谨在此表示，芬兰还有兴趣参加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 

委员会的工作. 

芬兰常驻代表 P .兰坦宁大使（签名） 

^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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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于1984年6月26日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递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发言人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 

哥、瑞典、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苻首脑5月 

2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所作声明的文本 

我谨向您递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发言人6月22日就阿 

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5月22日发表 

的联合声明所诈声明的文本。 

主席女士，如萦作出安排.将所附声明的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予以 

散发，我将不胜感谢。 

南渐拉夫常驻代表 

K .维达斯大使（签字） 

GE.84-6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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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夬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囯联邦外交部发言人于 

1984年6月22日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 

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5月22日;^表的 

联合声明所作的声明文本 

南斯拉夫在其国际行动中特别支持了所有旨茌克服目前今人惊恐的国际关系状 

况.并就和平与安全，发暴与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等实质性问题讲行谈判§^倡议。 

因此，六位来自四大陆的国家的主要代表最近^表的旨在实现南斯拉夬及其他 

不结盟国家湘世界上一切爱好^平的力量正ff-不懈地为之而斗争目标的联合,明 

也得到了戏们的充分支持。 

由于发现人类的生存已经囡军备竞赛日益升级，国际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核武 

器国家之间缺乏有益的对话而受到危害，因此，阿根廷、希猎、印度、墨西哥、瑞 

典、坦桑厄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垴促请各核武器国家停止对核武器的一切试验、生 

产;^部署，并紧接着大幅度裁减核力量。他们特别着重指出花实现这一步骤后.接 

着必须实行一种最终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持续不断削减军备的计划.与此同时釆取 

措施，加强联合国体系，并且确保人们迫切需要的实现将大景资源从军备竟赛转用 

于社会与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本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减少并讲而 

消除国家间瀑发战争的危险。 

这项由阿裉廷的阿方辛总统、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总理、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总 

理、墨西哥的德控马德里总统、坦条尼亚的尼雷尔总统、瑞典的帕尔梅首相签署的 

声明已转交给各核武器国家以^联合国秘书长.因为防止核灾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不能将它只留给这几个国家去觯决。花这一方面我愿持别指出，不结盟国家 

茌它们的苐七次首脑会议.il也曾强调指出.对人类的未来的贵任不应只交到少数几 

个国家手中；并指出徐了对话和公平的合作以外别无他法。 

南斯拉夫本身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它花裁军领域提出了不少倡议并釆取了不少 

fm—例如，关于召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拟订 

综合裁军方案昌议，这些都是为了开始就裁军的实质问题进行谈判。花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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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恃别强调，需要在平等并尊重各国的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积极的和平共处 

原则，由所有各国参加，花联合国范IS内，来觯决这一方面的一切问这对于全 

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世界紧张局势已达到令人心烦不安的程度的情况下.这几位世界 

杰出的领导人的倡议也会为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的努力作出贡献，并为所有 

各方面的顺利发暴和讲步创造条件。 

» ^ >o< ^ »0<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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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NGLISH 

二 十 一 国 集 团 声 明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84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设有能够打破自从其1979年第一 

届会议以来所一直面临的僵局，从而，使会议进一步背离了全世界的希望和期待， 

由这种希望和期待的心情是被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 

件》所激发起来的。对此， 2 1国集团深为关注。这一僵局特别令人感到沮丧，由 

于某些核国家缺少政治意愿，因此，本会议至今仍未能就其议程中一些极为重要的 

项目所进行的谈判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这些项目是：联合国大会赋予最高的优先iffe 

位的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如同2 1国集团一再阐明 

的那样，这一持续不变的事态严重地破坏了本会议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 

讲坛的有效性。 

2. 对于这种缺乏任何重大进展的情况，必须从囿际局势中存在几个不利趋向 

背景来看待，特别是，军备竟赛加速进行，尤其在核领域中的重新武装计划得到加 

强，在外层空间眼看就要进行一种重大的、新的军备覔赛，以及日益增加的军事开 

支正在影响所有囿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2 1国集团以深为惊 

恐的心情看待这几个趋向，因为它们可能为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后果。 

3. 2 1国集团深感痛惜的是，关于为恢复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工作而制订谈判 

权限的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集团坚信，这样一种权限应规定，特设委 

员会根据第38/62号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建议，"立即开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 

的多边谈判"。 

4. 核裁军谈判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极端重要的利益，因为少数几个国家的武库 

中存有核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核囯家和无核国家的根本安 

全利益都同样从根本上直接受到危害。2 1国集团重申它确信，多边核裁军谈判早 

就应该进行，并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甚至尚未开始认真审议题为"停 

GE. 84-6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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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 

5. 2 1国集团认为，在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有必要釆取防止爆发核战争的 

紧悤措施。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当前 

一项最紧急而迫切任务。在由压倒多数会员.国通过的第38/1830号决议中， 

大会明确建议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紧急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的措施 

达成协议。为了至少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内认真讨论这一议题， 

2 1国集团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然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徒劳无 

劝。 

6 . 2 1国集团对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景近发展愔况所造成的危险深感忧虑。 

除非现在釆取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紧急措施，否则，不久就感到要想扭转这一 

趋势为时已晚。 2 1国集团在雷申其坚信外层空间只应用于和平目的时，着,指出 

迫切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范El内，开始谈一项或在适当时，多项协定，以防止外层 

空间一切方面的军备竟赛。 

7 .本会议在制订防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履行了它'的谈判权限并取得了进展， 

2 1国集团对此表示满意。本集团认为，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化学武器特设委员 

会应以最紧迫的心情继续进行公约的草拟工作，以确保公约草案文本能附本会议向 

第3 9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或尽快地提出来。 

8. 2 1国集团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几个核武器国家拒绝'修改它们现有的片面 

的，有条件的以及主观的单方面声明，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因此，21国集团再次敦促各有关核武器国家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设法使该特设委 

员会能够继续制订一个可为各方接受0^共同方案或共同觯决办法，以便将其纳入一 

项S际条约中。 

9. 2 1国集团极其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工作的继续开展，并希望这 

将导致笫38/183/K号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设想的圆满结局。它也希望在放射性武 

器特设委员会内的谈判能取得进展。 

10. 2 1国集团呼吁各国代表团真诚努力，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 

文件》的第120段规定并考虑其所有会员囯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谈判，以打破本会 

议目前所面临的僵局。如杲做不到这一点，结杲就会使世界舆论把责任归咎于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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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内那些根本不愿意开始谈判或者为谈判进程出力不够的代表团。 

11. 2 1国集团保证继续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为实现 

本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而作出贡献。 

`m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4 
10 July 1984 
CHIKESE 
Original :EǸ GUSH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1 ‧联合王国代表团曽在一份工作文件（1983年3月8日，CD/353号）中 

提出了一些建议，内容是关于对不生产的核査，包括通过定期抽査性视察对民用化 

学工业的某些部门进行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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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前体的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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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单是工作小组主席与专家们在1983 

车1至2月份就技术性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拟订的a清单除列入了神经毒剂和乙 

醇酸类失能剂的有机关鍵前体外，还列入了三氯化磷禾口磷酰氯，因为此二者是生产 

所有神经毒齐！的无机起物质。由于这两种物质在工业中是大规摸生产^.( 关合王 

国车产即达数万)，因而造成特殊的监测问题.在拟订关键 I Î体清单时，普遍认 

为除三氯化磷勿磷銑氯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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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每车生产的甲基膦酸二甲酯（DMMP )就达1000 

>>ife左右.德意志联邦共^国代表团提到，甲基——二氯月f将投工业生产，以制取 

It##J G l u f 0 s i n a t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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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产的核査将与各国的化学工业合作逬行，为尽量减小对民用工业的 

影响，显然最好应集中监测秀口平用途最少的化合物，但这一准则的应用不应造成漏 

GE. 84-6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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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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各方利益的.鉴于这一目标，现提议根据危r佥性对化学品进行分类， 

将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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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首先是与毒性化学品有关的生物学致毒危险 

(危害）.此外是如杲以工业规模生产毒性物质，觉察到:^对公约可产生的危险(威 

胁 ） . 

6. 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逬行核查，裉据化学品与I化学特性或毒性特性有关 

的危险（危害）或根据:^^?f公约造成的危险（威胁）列入两类中的一类。对于化学 

剂水身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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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此，不是所有化学品生产都置于同一程度或类型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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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CRP. 81号文件）描述的方式列出。 

H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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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性现场视察 

( a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包括硫芥气 

0))需受到同样注意的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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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髙度危险性前体 

核 查 一 与 H 1类同。 

( a )含有一个磷——烷基键的化学品，奚中垸基为甲基、乙基或 Ï Ï̶或 

异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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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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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的组份）. 

民用用途：生产阻燃剂、杀虫剂、除莠剂 

( t ) 亚碟（ )酸的二甲 Z 乙基酯茅 a 三甲 7 乙基酯 

理 由：用于生产V类物剂矛口某些G类物剂的关鍵前体 

民用用途：由于易于转化为膦（ ) ,用途同 H 2(a) 

频哪基醇 

理 由：索曼型G类毒剂的关鍵前体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ÏÏ二异丙氨基卣乙垸 

If二异丙氨基乙醇 

ïï， 二异丙氨基乙硫醇 

理 由 ： 的 关 鍵 前 体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芳基、烷基及环烷基乙醇酸Z蹭 

理 由：列入H 1(b)类的精神迷幻失能剂的关鍵前体 

民用用途：制药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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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氯化砷 

理 由：路易氏剂的关键前体 

民用用途：制取氯化砷陶Z资工业 

01)需受此级监测的：他指定化合物。 

M 1类: 中等危险性化学品 

核查：一定期报告，包括生产统计数的资科数据交换 

可转用于化学战用途的"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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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粮食薰蒸. 

杀虫剂、树脂、聚氨 

(a)氰化氣（HCU ) 

理 由：已知化学战齐 

民用用途：聚合物、除草剂、多价螯合剂原剩 

( t )碳酰氯（ C 0 C L 2 ) 

^ i 由：已知化学战剂 

民用用途：通用氯化剂；染料、药品、除莠齐i: 

脂泡沫塑料以及漆类的合成 

(C) 氯化氰（C U C :L ) 

理 由：已知化学战剂 

民用用途：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薰蒸气体中的警告剂 

(d)需受此级监测的其他指定化学品 

M 2类: 中等危险性前体 

核査同M 1类 

(a) 三氯化磷（P C L 3 ) 

理 由：G类^V类物剂中大多数类型物剂的前体 

民用用途：生产磷铣氯；氯化剂；催化剂；纺织品整饰剂；制取有机 

辚杀虫剂中间产品；制取表面活化剂、亚磷酸盐、汽油添 

加剂、增塑剂及染料 

(b) 磷銑氯（ P 0 C L 3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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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取三氯苯鼢和阻燃 

剂 

(0 ïï， ÏÏ̶二取代的e̶氨基乙醇（) 

理 由：V类物剂（包括二元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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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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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T, K一 二取代的（3 —氨基卣乙烷（ R 1 R 2 W C H 2 C H 2 X )X=CL, Br 

i 由：V类物剂及列入H 1 ( b )中的某些:幻吴―能剂的前体— 

民用用途：造纸，制取制药中间产品 

(e) IT, î f ― 二取代的13 - 氨基乙硫醇（ R i f Î 2 Ï f C H 2 C H 2 S H ) 

m 由：V类物剂的前体 ---

民用用途：甚少或无 

(f) 奎宁环醇：3—和4 一羟基口底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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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一氯化硫（S 2 C L 2 ) 

~m由：芥子气的关键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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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或氨基部分都影响化学物剂的特性，对 

于索曼^VX剂来说尤为如此，因iîÇ上述两种部分均予列入，即分别列入了频哪基 

醇^有关的 H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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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一其他胺詣也可引起这种活 

动.因此，认为乙醇酸部分是需予监测的最重要前体，故现将奚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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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 类 . 

1 0 . 芥子气可用两种工艺剁取，即用氯化氣从硫二甘醇中制取，或用一氯化硫 

从乙烯中制取。由于在工业上使用氯化复^乙烯的规模很大，因此监测其他反应的 

组份一硫二甘醇和一氯化硫——更为适宜。从琉二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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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类，将一氯化硫列入M 2 类， 

1 1 . 同样，路易氏剂的两种前体中，三氯化砷的工业生产量比乙炔少得多，因 

而将三氯化砷选作监测的前体，列为H 2类关键前体.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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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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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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生产量低的那一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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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化学品清单的修改 

13. 为对不生产进行核査而商定任何⋯-⋯清单以后可能经协议需进行修改， 

以反映技术方面的进步a因此公约宜提供通过协商委S会的机构:^清单进行修改的 

可能性。 

宣布^核查 

14. 任何国家，其国内的任何公司或组织以一或一^以上的规模生产高度危 

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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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作出罝布的国家内开设生产厂的公司或组织名称。 

(C)生产厂所在地的邮政地址全名及3月确的一方格参考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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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的最大车产能力，单位以每车数 

轰不。 

01)如系由批量法生产，上一日历车生产的口电数. 

(i)化学品是否储存在现场。如是，其最大储存量（以^计）. 

(j)化学品是否用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15. 1 4 (d)和1 4 (e)这两个宣布内容是很重要的，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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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以上的量进口 

口高度危险类或中等危险类的化学品，并布这些化学品是在国内使用还是转手出口 

口 * 

核 查 ^ 1测 

16.说明*什么为准i牛目的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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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理由的必要性使得生产者有责任提供这一情况a 

但如杲提出这一化合物的合理用途1 4^且生产者又置于适当的监测计划之下，_那么 

有了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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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续逬行下去, 

17. 1 4段中规定的宣布内容应提供给协商委5会的适当机构a高;t_)t;险性类 

中的物质应受到严格的监测，包括抽査性的现场视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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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于生产流程的资料 

^数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求。 

18. 虽然重要的是将对公约的信心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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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他建议，公约的任何缔约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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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5 
11 July 1984 
CHHŒSE 、 
Original:ENGLISH 

21国集团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1. 为履行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贵，并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 

大的《最后文件》第120段规定，裁军谈判会议决定根据题为"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審项"的议程项目3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2. 本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作为第一个步骤，审议有关议程项目3的一切 

提案，包括适当而切实可行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该特设委员会将考虑所有现有的提 

案和未来的倡议，并在1984年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情况。 

GE.84-63592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6 
13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ENGLISH 

美利坚合众国 

化学武器储存的宣布及临时监测 

导 言 

美国对全面、有效禁止化学武器这一问题的全面觯决办法已载入CD/500号 

文件，即1984年4月18日提交给本会议的"美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 

美国的办法旨在于使化举武器公约的所有缔约国确信，其他缔约国正花遵守公约的 

一切条款.并减少违约情况可以不被察觉地发荽下去的危险。取得此种信任的主要 

手段涉及到在销毁之前对化学武器储存的初始宣布以及此后的监测。本文件的目的 

就是为了激发大家对此种监测活动安排讲行讨论，并详细阐述我国的公约草案中所 

t的办法。 

对化学武器储存的宣布及视察 

正如美国公约草案所规定，每一个締约国有贵任宣布茌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一 

切化学武器储存（散装的物剂以及填装好的弹药）以及这些储存的确切地点。这一 

宣布包括每一地点储存的详细组戍情况，而化!^品应按科学的化学名称，毒性及重 

量予以宣布。应具体说明弹药的组成成份.对弹药/装詈应按类型及数量予以宣布。 

对这些宣布的准确性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并且特别有助于促讲初期对整个条约制 

度的有效性的信任。由于这一原因，美国认为任何拥有化学武器储存的締约国应该 

在作出宣布之后，立即在商定的基础上接受对其储存讲.行国际现场视察，以证实所 

作的宣布是准确的。 

对化学武器储存的国际监测 

如同几个代表团指出的那样，化学武器储存在被销毁之前.将继续构戍对安全 

GE.84-6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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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因此，茌完成销毁过程之前.必须将储存詈于有效的国际测之下。 

监测活动安排原则上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核査人员连续驻茌现场；或者由现 

场感测器同国际核査人员的定期核査相结合的连续监测办法。 

我们认为，现场感测器与定期现场核査相结合的办法是最理想的办'法。根据美 

国的公约草案.此种监测可能需要讲行达1 0年之久。 

茌为了确保一项宣布的准确性而对已宣布的储存讲行初步的证实性现场视察的 

过程中，应在每个储存地点讲行现场调査，以便确定存-将储存转移销毀之前.需要 

用哪一种商定的监测器，来对那里的储存讲行监测。ff-国际人员将监测器安装完毕 

之后，就要汫行现场视察，以确保自从初步证实性视察以来，没有从该地点向别处 

转移任何储存。 

要安装什么类型的监测器，这将取决于各种可变化的因素，"^：储存建筑物的 

类型.建筑物地板的性质.以及该地区的气候。（对于露天存放的储存、临时储存 

的建筑物可能需要安装感测器。）为了保障不会因个别感测器失灵而危及整个系统 

的监测能力，应该在监测系统内设立重复的备用装詈。同样地.为了确保感测器 

(以及电视系统的照明装置）在电源发生故障时能够继续工作.需要有一套备用电 

源。为了增强信任并尽量减少假警报，应该使用下列三种防作弊的感测器： 

—诸如平衡的磁感测器的点感测器.将能,检测出并记录通过通常使用的、或 

可利用的讲入点而讲入储存建筑物的情况。 

—诸如运动检测感测器的容量感测器，可以检测出茌储存建筑物内人或车辆 

的出现.并确保防止通过使点感测器失效而讲入该建筑物。 

―应安装一个外部电视系统.以便能看到包括几个储藏库或储存建筑物的一 

览无遗的情况（实际的安装可在现场调査时决定）。为了尽量减少设备方面的问逦, 

可将电视摄影机装到一个特殊的箱子内.以防受天气相作弊的影响。茌此设施内还 

需要有充足的照明设备。安装此种外邵电视系统不应干扰现有的外部安全系统的工 

作。 

现场感测器的遥控监测 

可以茌一个商定的地点（例如，瑞士的日内瓦）建立一个由国际人员管ïi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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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樓査中心（工VC )。从每一地点收到的数据可通过当地传输器传输到国际核査中 

心的接收器。 

感测器系统，其中包括电视摄影机，每天运转24个小时。然而，只有当一个 

感测器表明有一个储藏库被打开时.才进行数据传输。 

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应利用作弊显示装詈来对各个感测器以及它们之间的电 

缆和传输器加以保护。只要有必要时.就可以把数据从模拟式转变为数字式，并可 

釆用一种"鉴定"方法。数据不用译成密码，但是.应对所传输的每一组数据点附 

加一个特别的标识符。这个起鉴定诈用的"标筌"或信号由每一个感测器产生。任 

何想在传输过程中篡改数据的企图.都可以茌国际核査中心检测出来.因为篡改数 

据就会造戍预计的信号与收到的信号不符。国际核査中心还具有为确保感测器运转 

正常而对感测器系统讲行例行核査的能力。 

如果从感测器取到的数据、停电或日常的系统检査.都表明出了问题，那么. 

国际人员就会迅速、彻底地对数据;^监测系统讲行检査，以确定这种异常现象是否 

由设备故障引起，还是由储存地点的活动引起。如果经彻底检査后问题仍未觯决， 

国际核査中心就会被授权立即采取措施査明实际情况，其中包括讲行彻底的现场枪 

査。如果断定问题只是由于设备发生故障所引起，就根裾商定的程序.迅速修复设 

备。 、 

储存与感测器的维修 

为了日常保养感测器、储存库以;^储存的散装物剂矛口弹药，应釆取商定一致的 

程序。由所在国的保养人员对储存的散装物剂斥口弹药所讲行的一般性日常保养.这 

一工作可以不受干涉地汫行。当然.此种保养工作会使感测器产生反应.使国际核 

查中心收到警报。将保养计划安排事先通如国际核査中心就可以防止该中心进行不 

必要的询问，并可以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如发现有必要）对破漏的弹药和 

/或散装物剂的容器加以拆除或封闭，可以在事先安排的计划之外.根据紧急检测 

的结果来汫行。国际核査中心可以通过外部电视摄影机直观观察证实紧急情况以及 

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对建筑物汫行定期的外部检查^维修（如.修理屋顶），不需 

要*先安排；但是，如将这*活动事后通知国际核查中心则可以防it不必要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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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对感测器的维修.只能由国际人员根据商定的原 

讲行不受阻碍的日常维修和紧急修理。 

还应研究一套关于将储存从储存地点移往销毁设施的蔺定一致的程序。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7 
17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7月4日越南常驻代表萆议事规则 

第3 3条至3.5条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根据我今年 3月 9日及 1月 3 1日致谈判会议主席的信，我希望在1984年7 

月2 6日获准就议程项目"综合裁^方案，，的全体会i义上作一次发言，因为从本月 

3 0日起我要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大会。 

希望你能对我这个请求作出积极的答复。 

越南常驻代表阮商大使（签名） 

>o< ^ ^ >^ ^ 

GE. 84-63912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8 
17 July 1984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化学武器销毁情况的核査 

德意志联邦共^国政府于 1 9
8
4车 6月 I 2日至 I 4日在下萨克森州蒙斯特组 

织的专题讨论会的报告。 

1 .德意志联邦共^国政府于 1 9 8 4车 6月 1 2日至1 4日在下萨克森州蒙斯 

特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场地组织了一次关于化学武器销毁的核査问题的专题讨论会. 

该讨论会邀请了裁^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代表团及观察国代表团，其目的是让这 

些代表团了觯化学武器销毁设施所采用的办法4^提供一个讨论与化学武器销毁的核 

査有关的所有方面的问题的场所.萦斯特的这个销毁设施的任务是要消除第一次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现的旧的化学武器储存. 

最近在蒙斯特举行的这次讨论会遵从了联邦政府要在核査领域作出特别贡献的 

传统.联邦政府是本着这样的意愿来进行这项努力的：形成一种核査概念，既需要 

尽量增加^任何试图违犯公约者的危险因素，义要使国际核査措施既应有效而在同 

时又应易于掌握切实可行，在这种需要^原则之间建立一种审慎的平衡. 

联邦政府之所以把它1984年的专题讨论会用来专门讨论化学武器储存销毁的 

核査，是因为它认为.储存的销毁在关于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谈判中应占有 

特别高的优先地位.使用化学武^的威胁首先是来自化学武器储存的存在.另外， 

联邦政府认为化学武器储存销毁的核査是夫来化学武器公约的整个核査问题中的关 

鍵问题‧如杲在储存销毁的核査问题上达成协议证明为可能的，那么就公约中其他 

领域必要的视察达成协议也应是可能的‧ 

联邦政府在蒙斯特组织的关于化学武器储存销毁的核查问题专题讨论会有代表 

着 3 9个国家的5 1名人士参加.在工厂中展示销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 

存下来的旧的化学武器的过程，奚目的是要表明如何应用核査措施以及应采取什么 

GE. 84-6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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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联邦政府从萦|/r特的讨论会作出的结论就其与彻底禁止化学武^条约谈判 

有关的有如下几条： 

—只有持续工作的监测系统才能符合对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进行有效核 

査的要汆。 

―持续工作的监测系统应包括由视察员逬行视察和防止作弊的监测装置 

进行监测相互补充的手段^ 

―技术监测装置的组成应以减少各个时候所需在场的视察员人数为目的, 

从而氐視察可能引起^侵入的程度， 

1刀与化学武器销毁有关的技术性问题都可以用目前的技术加以龢决。 

3.本工作文件的目的是要将该讨论会的结杲记录下来，这样不论与会者或未 

出席讨论会的国家都能得到这些资料.以下提供三项专题报告的缩略文本，即： 

—联邦国际部教授约翰内澌 ‧普菲尔施克博士："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 

行的化学武器销毁情况核査" 

——于利希核子研究中心H.比克尔博士："国际视察员利用光电传感器 

辅助逬行核査" 

-一联邦武装部队核生化防护科学局（WWDBW ABC- s c h u t z )奥德 

恩海梅尔博士："在去除化学战剂物资^事性能过程中应用质谱仪对 

化学战剂进行定性分析" 

附件：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化学武器销毁情况核査" 

作者：联邦国防部教授约翰内澌‧菲尔施克博士 

1. 普遍认为国际核査手段对于监督禁止研制、生产相储存化学武器公约的遵 

守情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的内容应有对公约中特别敏感的部分的系统视察， 

包括现场视察以及在怀疑另一缔约国违犯公约时裉据特别的理由逬行的质疑性视察。 

大家一致认为，销毁现有储存需要有可靠的核査.核查应包括对销毁过程的持 

2. 对储存销毁的有效核査制度的人员、设备及编制所需设施的配备，‧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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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协商娄员会或其执行机构能得到对!il家公布的i销毀的物质类型及数量以及在许 

可的销毁期间内自始至终对此种物质实际的彻底的销毀的可靠证据.这种证据从国 

际平衡销毁的观点来智是尤为必^的，Mi际平衡销毁意即在销毁期间任何缔约11均 

不应从拟加销毁的储存中获益或蒙受损失。 

只有持续工作的监测系统才能符合对储存的销毀进行有效的核査这项要求。 

3 ‧由于目前各国普遍表现出愿意允许常兹国际视察小组以核査储存销毁的情 

况.使必要的视察揞施的实施普遍容易做到。连续监测系统可包括系统的国际现场 

视察与利用安全可靠的测量仪器进行监测相辅相成的办法-

工厂的工作条件应能使视察员证实，公约对确定经公布拟加销毁的物质类型湘 

数量及其实际彻底的销毀，并不存在转用的途径的核查要求已得到满足.为此目的， 

必须就同等的核査程度、相应的具有高准确性^可靠性的监测步骤，以及在视察员 

在场^情况下感测及其他测量装置的校准达成协议。 

4.在蒙斯特爭行这次讨论会，在销毁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化 

学武器储存方面的组织安排牙口技术操作的基础上为与会者诞供一个机会，使其从一 

具体的角度了觯系统监测的各方面‧ 

1 9 8 2车 8月的 C D/CW/C T C18号工作文件在储存销毁的核査问题上指出， 

拟在该焚烧工厂逬行的视察和监测符合主管当局为实现安全和环i克保护目的所规定 

的国家措施。因此该工厂的视察设m不应视作国际核^^施的模式。 

该讨论会的意图是要引起人们注意与销毀化学武器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把这 

个讨论会视为介绍我们在销毁储存方面的所做的工作^经验的机会，以便为拟订国 

际核査措施提供更好的资料和更广泛的知识-

在作口头讲觯湘直观观察的基础上，与会者得以^信不仅该焚烧工厂的能力及 

具体特点，而且各种有限数量的、晋遍高度腐蚀的残余的化学武竑储存的不均匀的 

组成都妨碍着为确定数量湘特性而采取的高度技术化、自动化的控制办法‧根据该 

厂的技术条件及操作经验宥来，按照化学武器公约对储存销毁进行有效连续的监测 

要求连视察员 ^驻守现场 . 

蒙斯特这个销毁化学武器的小规模的完整的工厂的使人 们能对储存、去除军事 

性能及焚烧等各个范围的技术^组织程序有一个总的看法•这能使参加者就如何对 

储存中心场所^销毁工厂结合进行国际视察的提案的产生一些想法-有一些想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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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储存中心的紧邻处销毁储存，这就意味着将各秭视察措施相结合显然是便当的‧ 

在这方面，可以假定每个国家的化学武器储存现有的安全保障措施矛口监测设施 

都已达到了同样高的发展阶段.因此最佳的监测就要用来防止未经批准湘没有受到 

注意的从外部的入内^保障内部储存安全的许多技术手段，并应遵守运输手续和对 

任何渗漏的早期探测。可以认为，就如同储存的销毁一样，各个地区的监测过程可 

以在中心站联合在一起，中心站也能掌握各个站.因此，如杲符合某些技术的^局 

部的要求，对储存中心^化学武器焚烧工厂通过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进行联合监测 

是可能的。 

"国际视察员利用光电传感器辅助进行核査" 

作者：于利希核子研究中心H .比克尔博士 

1 .监督制度的原则 

在《不扩散条约》的范围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多车来一直在施行对核材料的国 

际管制制度.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国际保障制度可以仿照原子能机构管制制度的许 

多都分。 

对于战剂储存或销毁设施，物质平衡原则可如此来应用： 

1 .必须定期对储存清单上战剂的类型禾口数量进行例行检査。除检査会计工作 

外，还必须选取个别的炮弹抽査加以开拆，并对:^所含战剂的类型^数量进行分析. 

在炮弹是封闭在容器内的情况下则检查封条及容器壁的完整无损就够了。在这种情 

况下可对战剂内容的清单的帐面价值认可。 

2. 按照保障制度从储存中取出的战剂类型及数量在进入销毁设施的物质平衡 

区一即中间储存一时，首先应作为清单帐面价值加以登记。 

3. 在即将开始销毁之前的抽样检査取自中间储存的炮弹或者根据容器或炮弹 

的数目普遍取样#随即进行分析-这样就能得知正在进入销毁过程的战剂的类型湘 

数量。 

4 .在燃烧过程中有关的过程参数必须在设施的对全局有重嬰意义的地点进行 

连续记录。这就是说，应在主要的焚烧室及蒸发室记录温气一时间图^压力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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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燃烧过程结束时视察员可通过"结果分析"判断销毁的彻底性。 

有两大类仪表在原则上可以用于保障制度：测量仪器*抑制/监视仪表。 

迄今为止尚没有防止作弊的测量办法可纳入销毁设施的保障制度的.另外，将 

过程仪表纳入监督系统会引起严重的安全保障问题，因为监督当局必须进行"独立 

的"核査，而这仅在利用监督当局自己的仪表时才有可能。除了能防止作弊外，测 

量仪器作用的可靠性是极为重要的‧因而，举例来说，测量仪器校准点的缓慢偏离 

可导致视察员方面的错误结论，从而可能对受保障的国家引起重大政治问题.另外， 

测量仪器的故障也可导致设施关闭，因为视察员没有这个仪器就不能执行:^监督任 

务.为了能够在监督系统中使用与感测器一类过程仪表类似的测量系统，还需要对 

可供选用的系统进行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以使:^具有足够的防止作弊^ ， 鼈 的 性 能 . 

根据上述情况*空间及技术因素，看来不采用测量办法或靠过程仪表协助而利 

用抑制/监视措施来进行监督是有意义的‧ 

如上面所指出的，在采用这样的监督系统的情况下，使用的感测^是特别重要 

的，例如电视摄象机、电子密封装置、装有仪表的容器、压力负荷完一件、流量计等， 

都具有不需维修、操作可靠^防止作弊的性能-另外，整个系统的设计必须是完全 

能进行自动操作的，以便通过使各^感测器信号互相关连以可核实的方式生监督 

情报，从而减轻视察员的工作负担，并把视察员在设施的危险都分在场的时间减少 

到最低限度。这就意味着监督数据的产生、传送湘估计都必须是能防止作弊的*要 

使监督当局在任何时候都能确信没有任何战剂从储存中运出或绕过庞大复杂的燃烧 

设施，整个监督系统的设计就必须P乂现场遥控核査为基础-这意味着所有监督情报 

都必须集中到中心监测站即核査中心，该中心可以位于设施内的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现场遥控核査系统的设计必须能在任何时刻对与保障制度有关的感测情报加以个别 

审査或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加以审査，并在出现异常情况时从中心监测站自动发出警 

报。必须研究监督数据从感测器到核査中心最有利的传送途径。应从安全湘成本—— 

效率的角度加以研究。这种传送途径可以是内接电话网、专线、无线电发送等•另 

外，整个遥控核査系统的设计必须能在发生断路或停电时不致损失监督情报以便确 

保提供给监督当局的"资嵙的连续性"。 

2.化学武器储存的监督系统 

根据上述龢释.化学武器储存的监督系统应按下述那样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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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储存被视为一个物质平衡区.监督系统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已进入储存的化 

学武器容器能秘密地离开。另外，必须保证在未加登记的情况下，不得开拆储存中 

的任何容器并取出战剂。那么对储存的保障就可限于所谓的"项导计帐"。这就意 

味着在视察期间只须检査是否所有经公布的容器仍然在场，以及是否没有任何容器 

被拆开过或没有任何容器壁遭到损坏。 

能防止作弊而提供这种情报的监督系统可以较为迅速地实现。这只需要利用电 

子密封装置以及 根据应用情况（容器大小）设计的几何形状适宜的运输或储存容器 

并对这些容器的开拆情况及容器壁的完整性进行自动和连续的监测。也需要对于密 

封装置和容器的现场或当地遥控核査系统。所有与保障制度有关的情报都通过这个 

系统集中到视察员驻守的监督室（核査中心）。 

3.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监督系统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燃烧设施）的监督系统可大致#作如下概述： 

燃烧设施包括中间储存被视为一个物质平衡区。必须确保进入该区的所有战剂 

容器或者终止于中间储存或者终止于蒸发或焚烧院。如杲能以可核査的形式规定并 

进一步证明已进入蒸发室的战剂容器也到达了焚烧室并已在该处加热至1200 ° c 

达一定时间以至所有战剂确实都已蒸发，那么这就证明战剂已到达实际的主要焚烧 

室。如能证明同时的燃烧过程及从蒸发和焚烧室到主要焚烧室的热气管的完整无损 

状态，那末被送入的战剂的销毁就能确定地得到证实。 

对液体战剂销毁情况的监测可仿照进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感测器 

——如流量计一必须装在战剂管上以便以可核实的方式证实管道在焚烧期间将战 

剂送入主要焚烧室。 

对中间储存的保障如前章所述。 

/;Ji面简介的监督系统6^装置可看出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复杂的物理或化学测量 

系统。另外得自监督系统的数据也不受操作上的故障或类似事件的影响。囡而监督 

系统并不影响实际的过程顺序。 

S际监督机构的视察员驻于厂内的核査中心，他在此处能直接获得所有与保障 

制度有关的资料，因此只要有必要就能获得操作人员提供所有过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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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统实现需要利用一些电子密封装置系统和监测摄象机、，一些记录焚烧 

炉装料车移动方向的感测器、一些流量计、一个或几个运送炮弹或战剂容器至中间 

储存的可监测的运输容器、中间储存的可监测的储存容器——可以是运输容器一 

以及和所有感测器相连接的厂内遥控核査系统。 

4.监督系统的组成部分 

4. 1 

4. 1. 1电子密封装置系统 V A C OSS—3 

电子密封装置系统VAC OSS—3由三部分组成：具作为"密封线"的光导的密 

封装置本身及接合器箱工、II。 #个组成部分都装有微型计算机。密封装置能记录 

储存达1 0次的开启和闭合事件、光导目前的状态、电池的状态以及密封装置外盒 

状态，即是否被打开过。光导线路切断和闭合的次数同日期和时刻一道被储存下 

如有人企图摆布密封装置外盒也会被记录下来。 

接合器箱I使密封装置启动（即触发）。该装置的储存内容也由这个接合器箱 

询问。然后所有的数据都以译码译出的形式在接合器箱的显示装置上显示出&所 

以这是视察员视察设施时可用以核査各个密封装置状态的仪器。 

接合器箱1与接合器箱工的职能基本相同，但它只以译成密码形式读出所有密 

封装置的数据而不允许启动该装置。它是在设施操作人员的帮助下用于对密封装置 

进行"用手操作"的遥控核査，其方式是监督机构通过电话要求操作员读出装置的 

数据并将接合器箱显示器上译成密码的数据通讨电ii^通知该机构。该机构可以借助 

于接合器箱工译出数据从而能核实密封装置的状态。译成密码的数据以16个字母 

一数字的形式出现于显示装置上。 

既可在原地也可在监督机构总部使密封装置启动。该装置每隔2 5 0毫秒自动 

检査一次光导线]^开启与闭合事件的时间分辩率约为1分钟。装置中可储存达 

1 0次这样的事件。 

可将多达2 2 5个的密封装置用四线制"合用线"同时连接到一个接合器箱上 

并且也可以利用这个手段分别加以询问。编入每个密封装置的号码是各自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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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器箱就是通过这个地址来控制各个装置, 

4. 1. 2 运 输 容 器 平 Q 麵 M — I 

运输容器EI^CODRUM-工（电控圆简）是光电感测原理中的一项技术进展，首 

先应用于研制VAC OSS—3。这是一个容器，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防止作弊的方式对 

其开启状态及其整个表面是否完整无损进行自动核査。该容器的中,`i^、部件是一个 

VAC0SS—3。容器由顶部开闭的内外两个圆简组成。一条直径为12 5微米的无 

外膜光导置于两个圆简之间。当圆简关闭时，容器的光导和简盖便通i寸内部的插头 

相互自动连接并与VACOSS — 3相连接。这就产生一个闭合的光导线路，复盖了容 

器的整个表面。 

两个圆简之间以及两层简盖之间都充以聚氨基甲酸酯泡;^ 

如果使用数个容器，则可通过"合用线"将其相互连樁各个容器的状态资料 

可从一个地点通过一个接合器箱分别加以询问。另外，诸如重新校准时间、将计数 

器拨到零、使密封装置启动等控制指令可从这个地点传送到各个容器。 

4. 1. 3 其他感测器 

此处所讨论的用于化学武器焚烧设施的自动监测系统中别的感测器，除监视摄 

象机外，还有温度感测器、流量计、电子负荷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所有这些懕测 

器目前都可在市场买到，而且功能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伹是要把这些合进此处讨论 

的核査系统中，还必须给它的装配基于微型计算机的"通用接口"，通用接口能把 

感测器提供的监测数据和状态数据加以变换，使其以密码的形式传送到分站并对它 

作出估价。 

4. 2 胜 輕 核 _ 査 一 系 _ ^ 

为了用仪表监测化学武器储存和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设施，在每个设施中都必 

须安装大量光电传感器。需要有适当的现场或就地遥控核査系统来维持连续自动 

监测。这个系统用于监测大量在VACOSS— 3系统基础上运转的感测器。厂内核査 

中心位于设施内部，所有的情报都汇集于此。这个站装有计算机
（
CPU)，进行数 

据估价并操纵各个慼测器。除了这个中央处理单元
（
c P U )外，该系统还有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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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单元（S!>U )分散地设于该设施的各个部分，即各座建筑物中。卫星处理单 

元通过"合用线"与设施各部分的感测器相连接。中央处理单元与分散的卫星处理 

单元即所谓各站之间的联系通过一般的厂内电话系统或通过专用线路进行。各分站 

可连接多达2 5 5个的感测器。 

各感测器当前的状态、它们的数据与核査有关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系统的状态 

都连续地加以记录，并在任何时候都可由厂内核査中心的视察员加以询问。如可从 

上面的叙述中看出的，就地遥控核査系统的结构是分等级的，分为三个级别：中心 

站、分站及感测器。 

为了防止各级之间传输的数据被窜改，数据传输以密码的形式进行。这就是说 

所用的数据不必是牿别安全的，例如通常的厂内电话系统就可以用了。 

5 .结论 

辅助国际视察员核査化学武器储存销毁情况的自动监测系统看来是可以在抑制 

和监视办法的基础上实现的，利用现有的技术就可以办到。这样的核査系统将使设 

施的保护大为简化并且更加有效。这将能减少需连续_驻守的视察员人数。在较短的 

时间内就可以设计和实现这种监督系统而无需广泛改变现有设施的设计。 

"在去除化学战剂物资至事性能过程中应用质谱仪对化学战剂进行定性分 

析" 

作者：联邦武装部队核生化防护科学局（WWDBW A B C — S c h u t z )奥德 

尔恩海梅尔博士 

1. 二十多年来质谱仪一直被公认为通常应用于各种各样物质包括毒性有机化 

学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多方面适用而极为有力的方法。作为去除^事性,能工厂中 

核査系统的一部分，装有自动取样装置和用于样品预先离析的简化气相色谱系统的 

计算机化的质谱仪系统，将能满足对于质量核査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要&它符合专 

一性、灵活选择性、适当的敏感性、速度以及自动化和可靠性等各方面的要求。另 

外储存在各个国家的所有化学武器战剂的质谱数据包括主要的分解产物或副产品、 

溶剂和稳定剂以及各种各样其他质谱数据都可得到。 

2. E用毒气混合体无论为液体或气体，其成分的定性和定量的数据都通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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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取出的代表性样品或在焚烧前按某种事先定好的时间间隔从处理过程中取出的小 

部分代表性样品获得。由于既可选择连续的实时监测，又可选择不连续的取样方式 

并利用用于预先离析的简化气相色谱系统，就为便于视察运往焚烧室的物质提供了 

非常炅活而有效的工具。分析所得数据可与分析的日期和时间、流速、温度或任何 

其他和视察有关的数据一道被自动储存。 

感测系统组成包括配有高真空密封阀门用于浓缩、进样和减压的一步隔膜分 

离器、用于产生离子的复式电子碰撞电离源、用于离子分离具有1 — 4 0 0原子质 

量单位的质量范围的有机械强度的四极电子碰撞滤质器，以及连接在高度精密的数 

字放大系统上的次极电子倍增器，该放大系统具有七个数量级的动态范围。操作过 

程所需的趑高真空电吸气离子泵提供。不需要机械恭在入口阀关闭的情况下，如 

杲切断质谱仪电源，感测器接收器内部的真空可维持数月之久。该系统完全是微处 

理机操纵的，分析所得数据被自动显示、记录和储存。 

3 .在讨论会期间展示的这个商品化的系统是设计来用于活动的环境测量和对 

空气水及陆地污染情况进行快速的点分析的。因此，有必要按照应为在核査领域 

的应用详细拟订和阐明的要求作一些改动。 

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制造专用于此目的的质谱仪或气 相色谱 

仪 一质谱仪鉴别系统。具体的分析问颍并不要求质谱仪慼测器达到通常规定的最大 

炅敏度。系统的主要特点应是专一性、高度自动化和高度可靠性和最少的停机维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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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车7`月1 6日伊朗伊澌兰共^国 

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伊朗伊斯兰共;foil总统赛义德•阿里• 

哈梅内伊阁下对联合国秘书长函件的答复 

我荣幸地提及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我国政府^伊拉克政府 

的函件，该函要求，义方做出庄严承诺，在强加于我国的战争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 

使用任何^类的化学武器。我国政府奉行尊重1925车日内瓦议定书的政策，立即 

向秘书长作了积极的答复，现将这一答复的副本,附上，请惠予考虑。 

如蒙将所附伊朗伊斯兰共,fiî国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阁下致联合国秘书 

长的答复作为本会议正式文件印发，将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ÏI. K.卡来亚布大使（签名） 

GE. 84-6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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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能的真主的名义 

阁下， 

今收到阁下关于要求在伊拉克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期间停止使用化学武的信函。 

阁下一定十分了解，尽管伊拉克政权违背一切il际准则^公约，对我国部队大量使 

用了化学武器，伊朗伊渐兰共和国从未采取过报复措施。伊朗伊斯兰共湘国断然反 

对使用化学武器。 

虽然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一事遭到了国际上广泛的谴责，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却继续执行其偏袒的、不公正的政策，采取了与*早先在居民区遭到摧毁的情况下 

所采取的同样立场。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在伊拉克破坏了波斯湾安全的情况下仍然 

采取了这种立场。 

尽管出现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但伊朗伊澌兰共^国政府出于对《联合国宪^ 

鞏》以及阁下最近的建议的尊重，并为了重申*诚意，欢迎您的呼吁，并宣布，愿 

-意并准备继续执行不使用化学武器的政策， 

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指出，我们完全不相信伊拉克政权所做的承诺。关于 

在居民区（平民居住中心）集结^队的指控只不过是对这些地区进行轰炸的一种借 

口.这些行径使我们有理由不相信伊拉克政权的可靠性。当前的局势需要阁下保持 

警惕和坚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伊朗伊澌兰共和国总统 

赛义德 •阿里•哈梅内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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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国集团 

关于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余下的时间内设立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 

以便开始就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并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向 

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度。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根据其职权范围，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和未夹的倡议。此 

外，它还要利用多年来在各个多边谈判机构及三边谈判中审议全面禁试问题所积累 

的知识和经验.该特设委员会还要考虑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 

5«< jo< »< ^ »< 

GE. 84-6401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20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日本、荷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关干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I题为"核禁试" 

的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最后文件》第120段的规定行使其诈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 

的职责，特决定重新设立议程项目1题为"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 

本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重新开始充分地审议与全面核禁试有关的各项具体问 

题.包括范围的问题以及核査和遵守的问题.以便就一项关于这一议题的条约举行 

谈判。 

本会.议还要求该特设委员会审议进行作为有效核査制度一部分的国际地震监测 

网的建立、测试运行所必需的体制与行政的安排。 

该特设娄g会将考虑所有已提出的建议和未来的倡议，并在1984年会议结束 

以前就其工作进屣情况向本会议提交报告。本会议随后将就下阶段的行动方针作出 

决定，以便履行其这方面的职责， 

GE.84-6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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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剩下的时间里设立一特设委员会，讲行实 

际谈判，以便根据一切现有的草案、提案和未来的倡议拟订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 

验的条约。该特设委员会应在1984年会议结束时向裁军i炎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讲度: 

GE. 84-6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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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2 

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些社会主义11家提出 

"裁^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车会议剩下的时间里设立一特设委员会，以便参 

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至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要求， 

进行谈剁^始为停止核^备竟赛及核裁^制订切实措施，包括制订一项核裁：计戈' 

该特设委员会应在1984车会议结束时向裁至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度"。 

»0< 絲 

GE. 84-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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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工 作 文 件 

全面禁试的逐步觯决办法 

1. 毋庸置言，早日停止一切核试验是达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的一个 

重要步骤。全面禁试是制止横向和纵向核扩散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办法。 

但是，长期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历史似乎表明，围绕这个问题，各种政治、 

战略、技术以及其他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很遗憾迄今为止尚无法 

找到迅速简易的觯决办法，也未达戍协议。同时必须承认.近期实现的前景亦并不 

十分光明。如果情况果然如此，就必须尽快采取步骤去克服各种困难，从而讲入通 

向理想目标的进程。 

2. 6月12日，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先生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发言时提 

出了如下建议： 

"如果不能一举实现全面禁试，我们就应当退而求其次，对另一种较好的措施 

进行深入研究，即一种分步骤的办法。根据这一办法，把现在认为技术上达到可在 

多边基础上迸行核査的当量的地下核试验爆炸作为一个级限，并就禁±^过这一级 

限的试验爆炸达成协议，然后再通过提高核査能力本身来降低级限"。 

这一建议不要求一步实现全面禁试，而是通过各个现实的步骤达到这一目标。 

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最为现实的办法就是突破我们目前审议此问题所陷入的僵局， 

使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标。 

3. 日本亟盼能尽快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我们还希望该委员会能着手处理 

这个分步骤的办法，并进行积极的审议。 

GE.84-6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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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禁止核试验方面的一个主要困难问题是建立一种核查体制，这种核査体制 

应能使有关各方相信，并能保证，所有以及任何违约情况都会立即被察觉。 

在达戍全面禁试协议之前，必须在为建立一个多边核査体制并使之讲一步完善 

的工作中全力合作。 

5. 为早日实施分步骤觯决的办法，并建立多边核査体制，宜着手处理问题的 

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步是确定"级限"，即目前可在现有多边核査能力的基础上对之讲行多边 

核査的核爆炸量级。 

第二步是寻求各国之讲行合作提高这种能力的办法，以便逐步降低级限。 

与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应开始对体制的机构问题讲行讨论，使整个过程动起来。 

6. 上述工作的技术性部分最好分配给审议关于检测^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 

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处理，该小组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 

我们认为该小组在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方面的技术试验中所取得的经验可茌关于多边 

核查能力的研究工作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必须充分承认国家技术手段在辅助多边系统并对其作出贡献方面的;t 

义。 

>ai.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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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特i殳委员会进度报告 

一 、 导 言 

1.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2月2 8日在其第2 4 5次全体会}义上决定，重新 

设立一个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附属机构，如情况顺利就尽快恢复其关于拟订方 

案的工作，以期在不迟于第四十一届联大期间，向大会提交这样一个方案的一份完 
、 

整草案。本会i义还决定，该特设附属机构将在1
9
84年届会议结束前向本会议报告 

其工作进展情况，以便使本会议有可能向大会提交第3 8 7 1 8 3 K决议所要求的 

进度报告。在本会议就名称问颞作出决定前，使用"特设附属机构"这个名称。 

二、工作组织安排及文件 

3 .裁军谈判会议于 1 9 8 4年 6月 2 1日第 2 6 6次全体会议上任命阿方索 ‧ 

加西亚‧罗夫菜澌大使（墨西哥）为该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列文 

女士担任该委员会秘书。 

4. 该特设委员会于1984年7月1 0日至2 4日举行两次会议。 

5. 根据申请，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本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委 

员会的会议：孟加拉国、哥伦比亚、芬兰、掷威、民主也门、葡萄牙，以及西，牙。 

6. 该特设委员会已收到以前各届会议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各种文件"！"^ 

三、1984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7. 根据其职权范围，并按照大会第3 871 8 3 K号决议规定，要求该特设 

委员会在有利于此目的的情况下尽快恢复其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大家一致认 

l y 文件清单可在以前各个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找到，这些报告 

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的组成部分（CD^aS转，CD/228号，CD/292f-, 

CD/33 5号和CD/42 It )o 

GE. 84-64543 



CD/525 
Page 2 

为，目前的情况不利于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颍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在本届会议期 

间进行拟订综合裁^方案的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果。 

四 、 结 论 

8.考虑到根据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在不迟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完整的综合裁^方案草案，并鉴于过去遇到的种种困难，希望作 

出最大的努力，以确保明年年初情况将允许恢复方案的拟订工作并取得圆满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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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y ， 
Original:ENGLISH 

2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会议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 

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声明 

1、 2 1国集团认为，立即就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实现核裁军 

.进行多边谈判是极为必要的。2 1国集团,申分别载于 1 9 8 0年 7月 9日的 C D / 

116号文件和1980年8月6日CD/180号文件*的观点。本集团认为，关于核 

裁军的谈判早就应该进行了；并且无论如何，^边谈判由于其范Ll和所涉及方面有 

限，决不可能替代或取消真正多边地寻求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裁军谈判会议作为 

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应在核裁军这一紧迫问题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2、 2 1国集团完全同意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观点，即核军备 

竟赛不仅远无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反而削弱这种安全，并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此外，军备竟赛使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受到挫折。另一方面，核 

裁军领域的进展有助于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改善国际气氛，而这反过来又有利于 

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核裁军谈判对于所有国家都有根本利窨关系，因为少数国家武 

库中存在的核武器以及这种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发展直接从根本上损害核武器 

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 

3、 2 1国集团进一步认为，核威慑理论远不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理 

论是核军备数量和质量发展的持续升级的根源，使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安全、不稳 

定。此外，这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依裾的，因而不可能成为防止 

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既影响交战国。也影响非交战国。不能说核武器对核 

武器S家的安全不可缺少而允许这些囿家竟相积累核武器。此外，2 1国集团反对 

使全世界的安全取决于现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因为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 

都是没有道理的。 

4、 2 1国集团坚定地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 

GE.84-6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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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胁 。 2 1国集团重申1983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第七次会议发表的（新德里）文件。其中特别指出，"核武器竟譽在质量和数量 

方面再度升级，以及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提高了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导致了国际 

关系进一步的不安全与不稳定。核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战争武器，而且是一种大规模 

毁灭性的手段。因此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认为把所有各国的安全和人类的生 

存作为少数核武器IS家安全利益的抵押品是不能接受的。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的措 

施必须考虑核武器国家、！^时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确保人类的生存 

不受咸脉。他们反对任何关于拥有核武器的理论和概念，并反对在任何愔况下使用 

4
文神武器。" 

5、 2 1国集团认为有必要釆取建设性行动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竟赛。在这方面， 

本集团再次,申《最后X件》第5 0段，该段规定了核裁眾的各个阶段。为此.本 

集团认为*作为第一步。应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一切试验、生产及部署，并 

随后立即大量裁减核力量。在这方面，2 1国集a欢迎CDZ502号文件所载阿根廷、 

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S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84年5月2 2日发 

表的联合声明。 

6、 2 1国集团根据其在CD/64、 CIV116和CD/180号文件中已表达的审 

慎的意见.认为会议对议程项目2审议的近期目标应是设立一特设委员会，以便象 

CD/116和CD/180号文件建议的那样详细阐明《最后文件》第5 0段并确定提 

供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 

7、 根据这一意见， 2 1国集团提出如下职权范S I :"为履行其作为唯一的多 

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贵，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0投规定，裁 

军谈判会议决定就议程项目2设立一特设委员会。 

裁,谈判会议请该特设委员会详细阐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 

段并向会议建议如何景好地在1985年会议开始时即开展多边谈判，以就如下内容 

达成具有充分核査措施的、分为适当阶段的协定： 

{a)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并发展核武器系统； 

(b)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用途的 

裂变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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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量裁减现有核武器，以最终消除之。 

特设委员会应考虑所有现有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并在1984年届会议结束前向 

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 

W »o< W W 欲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27 

30 July 1984 

CHIKESE 

ORIGINAL:ENGLISH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 

荷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的 

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0段规定，行使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特决定根据题为'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本会议要求该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通过实质性的审议工作首先确定出与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 

该特设委员会将考虑到所有现存的协定和提案以及未来的倡议，并向裁军谈判 

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GE.84-6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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