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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裁军谈判会议各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十八国 

裁^委员会（EHDC: 1962—1969车）、裁s:委5会 

会议（CCD: 1969 — 1978车）、裁至谈判委员会^ 

裁^谈判会议（CD: 1979—1984车）的文件 

* * 

议程项目 

1 .核禁试 

2. 停止核 ^备竟赛*核裁 ^ 

3. 防止核战争1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化学武器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 

6 .保证不向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7.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 

8. 综合裁^方案 

页 码 

3 - 3 2 

3 3 - 5 6 

5 7 - 6 0 

61 - 118 

1 1 9 - 1 2 3 

1 2 3 - 1 3 4 

1 3 5 - 1 5 4 

1 5 5 - 180 

GE. 8 4 - 6 4 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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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清单按每一议程项目编制，内容为：（1)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2)提交附属机 

构的工作文件湘会议室文件；（3)技术协商中提出的文件。 

本潰单并不完全.编制的目的是通过向各代表团提供背景资料勒参考材料而对 

奚有所帮助-其中包括各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在有关裁^谈判会议各议程项目的谈 

判机构提出的提案及意见。 

会议秘书处提出这份清单，希望对工作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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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核禁试"^ 

十 八 国 裁 军 委 5 会 会 议 （ ) 

EU DC/11 

DC/28 

EE DC力9 

EIIDC/32 

EIIDC/58 

联合王国 

^美国 

苏联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 哥 、 尼 

日利亚、 

共^国 

苏联 

联合王国 

湘美国 

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草 1962. 3. 21 

1961车1 1月2 7日 

苏联政府就恢复停止核 

武器的试验的谈判以及 

就停止核武器^热核武 

器试验的协定草案的案 

文发表的声明 

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问 

题联合备忘录 

美11代表团就八国联合 

备忘录C EIIDC/28 ) 

提出的问题 

苏联政府的声明 

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核武 

器试验条约草案 

1962. 3. 22 

1962. 4. 16 

1962. 4. 17 

1962. 4. 19 

1962. 8. 27 

_!/审议检测与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文件，由于实际 

原囡#因其与本项目有关，故亦予列入‧伹根据理觯.该特设小组的职责勒职 

权范围的确定是独立于任何议程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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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H DC/5 9 

8. EEDC/68 

9. 删C/73 

^ C o r r . 1 

10. EirDCy'74 

11. EirDC/78 

12. EIIDCy94 

13. EUDC/ge 

联合王国 

^美国 

苏联 

联合王国 

^美国 

埃塞俄比. 

亚、尼曰 

利亚^阿 

拉伯联合 

共^国 

秘书处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1962. 8. 27 

间^水下进行核武器试 

验的条约草案 

提交联合囿大会的有关 1962. 12. 7 

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报告 

1962东1 2月1 g B 1963. 1. 22 

^ 1963车1月7日苏 

联都长会议主席就现场 

视察湘自动化地震台站 

设置问题致美 if总统的 

信 

1962东1 2月2 8曰 1963. 1. 23 

美国总统就现场à察^ 

无人的地震台站设置问 

题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信 

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立 1963. 4. 1 

场的备忘录 

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问 1963. 6. 10 

题的联合备忘录 

载有1963车2月1 2 

日至6月10日期间十 

八国委员会不结盟成员 

国就有关《停止核武器 

1963.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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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DCyQQ 

15. EHDCyiOO/' 

Hev. 1 

16. E i r D c y i 4 5 

17. ，DC力54 

墨西哥 

苏联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勒国 

瑞典 

试验条约》提出的各项 

建议摘要的工作刘秘 

书处编制，应瑞典代表 

团要求散发） 

1962车1 1月3 0日 

帕迪利亚‧内尔沃大使 

在第8 5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的有关暂停一切地 

下试验之临时性安排的 

建 议 ^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 

验条约 

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 

层空间^水下进行核武 

器试验条约的联合备忘 

关于为侦察地下核爆炸 

而进行国际合作的备忘 

录 

1963. 7. 2 

1963. 7. 30 

1964. 9. 14 

1965. 9. 2 

J/此建议应参照1963东3月1 5日的墨西哥的建议.#载入1963车6月1 9 

日 不 结 盟 成 员 国 提 出 的 各 项 建 议 的 摘 要 " 临 时 性 安 排 " （ ) 标 题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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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IIDC/155 联合王国 

19. E i r D c y i 5 9 

20. E i r D c y i 7 7 

21. EirDC/182 

22. E U D C y i Q l 

23. EHDC力30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湘国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曰利亚、 

瑞典和阿 

拉伯联合 

共湘国 

瑞典 

瑞典 

关于联合王国对区分地 196 5. 9. 9 

震初地下爆炸之技术所 

作研究的说明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联，1965. 9. 15 

合备忘录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联 

合备忘录 

关于测定地震事件位置 

的工作文件 

关于监督禁止地下试验 

条约的备忘录 

1968车7月2 9日瑞 

典代表就监测地下爆炸 

的地震学方法致联合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倌 

1966. 8. 17 

1966. 8. 23 

1967. 7. 19 

1968. 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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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ïïDCy232 联合王国 

25. EIfDC/234^ 意大利 

26. 

27. 

28. 

29. 

30. 

EIlDC/235 

EIIDC/244 

EIfDCy246 

^!!©0/248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和阿 

共^国 

E騰/242"^^ 瑞典 

加拿大 

尼曰利亚 

加拿大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工 

作文件 

关于地下核爆炸的工作 

文件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联 

合备忘录 

关于禁止地下核武器试 

验条1 々 的可能条款的建 

议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最近加拿大 

在用地震学手段检测湘 

识别地下核爆炸方面的 

科学论文清单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工 

作文件 

工作文件，最近加拿大 

在地震学研究方面的科 

孛论文清单#附可用的 

摘要 

1968. 8. 20 

1968. 8. 23 

1968. 8. 26 

1969. 4. 1 

1969. 4. 17 

1969. 5. 15 

1969. 5. 21 

丄Z另见下文的EIIDC/250号文件 

丄/另见下文的CD/^34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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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IîDC/250 意大利 

32. 

33. 

34. 

35. 

36. 

37. 

38. 

EïIDC/251/ 加拿大 

Rev. 1 

EBDC力52 

EIIDC/257 

EUDC/258 

EirDC/259 

瑞典 

联合王国 

加拿大 

曰本 

印度 

意大利在其1968垒8 

月的工作文件（EHDC/ 

234)之后提出的关于 

地下核爆炸的一些新建 

议 

关于要求各国政府提供 

有关交流地震学数据情 

拫的修订工作文件 

关于地震调查建议的工 

作文件 

描述瑞典哈格福斯地震 

观察台的工作文件 

关于联合王国对区分地 

震和地下爆炸之技术所 

作研究的逬一步声明 

1969车8月1 3日星 

期三加拿大代表 G .伊 

格内蒂夫在全面禁试非 

正式会议上所作的评述 

1969东8月1 3日本 

朝海大使在十八囯裁墓 

委a会会议的非正式会 

议上的发言 

1969东8月1 3日M ‧ 

A‧侯赛因大使在审议 

全面核禁试问题的十八 

国裁军委S会会议的非 

正式会议上的发言 

1669. 5。 22 

1969. 8. 18 

1969. 5. 23 

1969. 8. 14 

1969. 8. 14 

1969. 8. 14 

1969. 8. 14 

1969. 8. 14 



CD/528 
Page 9 

39. EI? DC/26 2 

二.裁^委员会会议（CCD ) 

40. CCD/'296 联合王国 

41. CCD/298 

42. CCD/305 

43. CCD/306 

4 4. CCD/323 

45. CCD/327 

^ Add. 1 

46. CCD/329 

47. CCD/330 

加拿大 

瑞典 

‧it. U. 
何二 

加拿大 

瑞典 

1969车8月13曰詹 1969. 8. 14-

姆斯‧伦纳德大使在非 

正式会议上所作关于地 

震数据交换^关于加拿 

大的工作文件（EITDC/ 

2 5 1 )的评述 

关于核查全面禁试条约 

的工作文件 

关于介绍鲁利逊地震数 

据的工作文件 

关于侦察^识别地下核 

爆炸的地震学能力的工 

作文件 

关于核查全面禁试的两 

个系统的比较的技术工 

作文件 

关于地震侦察^识别地 

下核爆炸的工作文件 

关于地震学方式侦察湘 

识别地下核爆炸的工作 

文件 

关于对禁止地下核武器 

试验进行地震学核査的 

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美国高等研 

究计划署主任斯蒂芬， 

卢卡西克博士在1971 

197 0. 7. 28 

1970. 8. 4 

197 0. 8. 10 

1970. 8. 12 

1971. 3. 18 

1971. 6. 29 

1971. 6. 29 

1971. 6. 30 



CCD/331 

CCD/336 

意大利 

加拿大 

CCD/340 巴基斯坦 

CCD/345 曰本 

CCD/348 瑞典 

CCD/349 荷兰 

车 6月 3 0日的非正式 

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对地 

震湘爆炸进行地震侦察、 

定位和识别的研究发言 

关于地下核爆炸问题的1971. 7. 1 

工作文件 

关于在停止核试验^热 1971. 7. 22 

核试验方面可能取得的 

进展的工作文件 

关于对禁止地下核武器 1971. 8. 12 

试验条约建议某些条款 

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曰本气象厅 1971. 8. 24 

的茂次征矢郎博士在 

1971垒6月3 0日的 

非正式会议上所传的关 

于利用洋底地震仪的实 

用性勒普遍接受0^测定 

地震强度的方式的发言 

工作文件：关于一项禁 1971. 9. 2 

止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 

的可能的条款（1969 

车4月1日的瑞典工作 

文 件 的 修 

改本）的建议 

关于美国、苏联^中il 1971. 9. 7 

的地震活动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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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351 联合王国 

CCD/354 

CCD/363y 

Rev. 1 

CCD/364 

缅甸、埃 

及、埃塞 

俄比亚、 

墨西哥、 

摩洛哥、 

尼El利亚、 

巴基斯坦、 

瑞典^南 

斯拉夫 

联合王国 

^新西兰 

工作文件：关于加拿大 1971. 9. 23 

对用地震学方法识别地 

下核爆炸所作研究（CCD/ 

327 )及奚对联合王国 

在CCD//296号工作文 

件中概述的扩大的地震 

研究系统的影响的评论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联 1971. 9. 30 

合备忘录 

关于地下爆炸的地震威 

力——根据地震信号的 

强度估计地下爆炸的威 

力的工作文件 

6月 2 0曰澳大利亚禾口 

新西兰常驻代表向秘书 

长派驻裁军委员会会议 

特别代表转递澳大利亚 

^新西兰两 I I总理就即 

将在南太平洋进行的一 

系列大气层核武器试验 

致两主席的函件的信 

1972. 4. 25 

1972.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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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CCD/3 70 秘: 

59. CCD/376 加拿大、 

曰本^瑞 

典 

60. CCD/378 加拿大 

61. CCD/379 瑭典 

62. CCD/380 加拿大^ 

瑞典 

63. ccDysse 联合王国 

64. CCD/388 

1972车6月I 4日秘 

鲁常驻代表就在太平洋 

进行的一系列大气层核 

武试验致秘书长派驻 

裁至委员会会议特别代 

表的信 

关于加拿大、日本初瑞 

典三方改善其在以地震 

学方法35+地下核爆炸进 

行侦察、定位^识别方 

面的合作关系的各项措 

施的工 作文件 

工作文件：能源、矿产 

及资源部与地震学核査 

问题有关的文件目录 

瑞典澌德哥尔摩国防研 

究所可提供的运用地 

震方法区别核爆炸和地 

震的出版物清单 

关于一次国际合作试验 

的工作文件：对浅层地 

震*地下核爆炸进行短 

期地震分辨 

关于3^全面禁试而处理 

湘分析地震数据的工作 

文件 

关于地震核査在当前所 

取得的进餍^存在的问 

题的检量 

1972. 6. 20 

19 72. 7. 20 

1972. 7. 25 

197 2. 7. 27 

1972. 7. 27 

1972. 8. 22 

1972. 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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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S 97 瑞典 

CCD/399 

CCDX401 

CCD/402 

CCD/404 

CCDX4 05 

CCD/^4 06 

CCD/407 

CCD/408 

CCDX409 

曰本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 

众国 

瑞典 

加拿大 

美利坚合 

众国 

曰本 

意大利 

关于有待专家们考虑的 

核査禁止地下核爆炸各 

项问题的工作文件 

关于测定体波强度问题 

的工作文件 

关于回顾联合王11的地 

震学研究*发展计划的 

工作文件 

关于测定地震事件深度 

的工作文件 

关于同地震核査问题有 

关的研究计划 

关于检査瑞典近车来在 

核査禁止地下核爆炸方 

面所做的科学工作的工 

作文件 

关于用地震学方式核査 

全面禁试 

对第ccr>/39 9号文件 

的评论.关于地震强度 

的测定 

关于把在tAV"^地震观察 

台观察到的地震*地下 

爆炸加以比较的工作文 

件 

关于侦察^识别地下核 

爆炸的一些意见一国 

际合作的前景 

1973. 4. 24 

1973. 4. 24 

1973. 6. 28 

1973. 6. 28 

1973. 7. 5 

1973. 7. 10 

1973. 7. 10 

1973. 7. 10 

1973. 7. 10 

1973.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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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CCD/411 挪威 

76. CCD/416 

77. CCD/422 

荷兰 

巴基斯坦 

78. CCD/423 巴基斯坦 

79. CCDX424 印度 

80. CCD/^425 印度 

1973车7月1 6日掷 

威常驻代表为转递挪威 

政府就一份有关掷威地 

震阵列研究所（ÏÏOSAfi) 

的地震研究工作文件给 

秘书长派驻裁^委^会 

会议特别代表的信 

对禁止地下核试验爆炸 

的核査问题的一些看法 

1 9 7 4车 5月 I 9日巴 

基斯坦总理就印度于 

1974垒5月1 8日进 

行的地下核试验爆炸所 

作声明的部分摘录 

1974车5月1 9曰巴 

基斯坦政府官方发言人 

就印度于1974车5月 

18日爆炸的地下核装 

置在伊斯兰堡发表的声 

明 

印度政府原子能部关于 

1974车5月1 8日的 

地下勒平核爆炸实验发 

表的官方通告全文 

1974东5月2 1曰印 

度外交部长就印度原子 

能委 a会 1 9 7 4东 5月 

1 8日进行的^平地下 

1973. 7. 31 

1973. 8. 28 

1974. 5. 23 

1974. 5. 23 

1974. 5. 23 

1974.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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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426 加拿大 

CCDy-4 31 苏 腠 美 

m 

CCD/438 瑞典 

CCD/440 联合王国 

CCD/441 曰本湘瑞 

典 

CCD/442 B本 

CCD/4 54 曰本 

核爆炸发表的声明 

加拿大外交部长M‧沙 

普阁下1974车5月22 

曰的声明全文 

美利坚合众囯湘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限 

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 

从1969车至1973车 

美国^苏联从事的地下 

核试验活动 

关于区别地震来源的一 

项发展的工 作文件 

利用B本^瑞典的观测 

站的地震数据来识别在 

苏联的地震事件的工作 

文件 

关于地震事件定位的精 

确度的工作文件 

载有一日本专家对于湘 

平核爆炸对^备控制的 

影响的看法的工 作文件 

1974. 5. 23 

1974. 7. 16 

1974. 8. 1 

1974. 8. 13 

1974. 8. 13 

1974. 8. 13 

1975. 7. 7 



CCD/455 

CCD/456 

CCD/457 加拿大、 

日本和瑞 

典 

CCD/4 59 联合王国 

CCD/464 璺西哥 

1975年6月2 4曰国 1975. 7. 7 

际原子能机构总千審就 

^平利用核爆炸、用途 

与可行性.包括法律、 

健康及安全等方面致联 

合国秘书长的信 

"关于和平用途的核爆 1975. 7. 10 

炸（PNES )对^备控制 

影响的工作文件" 

"报告1975年4月14 1975. 7. 14 

日至1 9 日 的 促 进 

加拿大一日本一瑞典在 

通过地震侦察手段对il<J 

下核爆炸进行侦察、定 

位和识别方面进行合作 

的一个非IE式科学4^议 

的活动小结的工作卞件" 

"关于预防利用多种爆 1975. 7. 24 

炸来冒充地震0^工作文 

件，， 

蓥西哥代轰团团长给联 1975. 8.8 

合国秘书长77^驻裁^委 

员"^会议代理代表的信， 

内容包括筏交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4^ 

议A*l 二个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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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468/ 

Rev. 1 

日本 1975. 8. 21 

CCD/474 

CCD/484 

印度 

CCD/481 瑞典 

CCD/482 瑞典 

挪威 

CCD/486 联合王国 

and CO r r . 1 

CCD/487 联合王国 

and c o r r . 1 

1975. 8. 26 

1976. 3. 26 

1976. 3. 26 

1975年7月1 8日日 

本大使西堀先生对和平 

核鑤炸专家的非正式杏 

议的意见 

1975年7月1 8日印 

度米舍大使的意见—— 

关于在全面禁试范,内 

的和平核爆炸对至备控 

剁的影响问题《I非IE式 

会议.同时注意到联合 

国大第 3 2 5 7 (XXIX) 

号决议执行都分第7段 

禁试间题 

关于监测全面禁试的国 

际合作措施的工作文件 

1976年4月8曰挪威 197 6. 4. 9 

临时代办给联合国秘书 

长派驻裁军委员会会议 

的特别代表的信.转递 

一项关于:Wî震区分的一 

*新的成果§^工作文件 

关于联合王国对有关itfc 

下核试验的itb震学问题 

的研究所作的贡献的工 

作文件 

关于加工处理和交流;Wî 

震资料以供有关禁试的 

国家核查手投之用的工 

文件 

1976. 4. 12 

1976. 4. 12 



CCD/488 联合王国 

CCD/489 

CCD/490 

C C D/49 

CCD/492 

CCD/493 

CCD/495 

日本 

加拿大 

联合王国 

日本 

瑞典 

CGD/496 苏联、美 

and c o r r . 1 H 

记录和加工处理P波以 

便提供可用于区分抽震 

和抽下核爆炸的震波图 

的工作文件 

关于用pP和sP相〖立来 

估计震源深度(^工作文 

件 

用抽震学手段核查全面 

禁试问题 

抽震核查研究^目前情 

况 

法克勒4^生在1976年 

4月20日星期二 裁 

委会的一次非£式^议 

上关于全面禁试问题的 

发言全文 

载有末广博士在1976 

年 4月 2 0日的专家参 

加的关于全面禁试非 

正式会议上0^发言的工 

作文件 

审议关于检测^识别抽 

震事件的a际合作措施 

政府科学专家小组的职 

权范a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 

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平iffc下核试验条约 

1976. 4. 12 

1976. 4. 13 

1976. 4. 20 

1976. 4. 20 

197 6. 4. 21 

1976. 4. 26 

1976. 6. 24 

1976.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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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509 芬兰 

CCD/513 

CCD/523 

CCD/524 

CCD/526/ 

Rev. 1 

CCD/528 

and c o r r . 1 

CCD/534 

苏联 

曰本 

瑞典 

1976年7月2 8曰芬 1976. 7. 28 

兰常驻代表团的布洛姆 

克维斯特先生给联合国 

秘书长派驻裁军委员4^ 

会议的特别代表的信. 

转递芬兰政府提出的关 

于芬兰用抽震学侦察 

下核爆炸的能力的工作 

文件 

审议关于侦察^识别抽 1976. 8. 6 

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 

军委员^会议提交的第 

一份进展报告 

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 1977. 2. 22 

器试验条约草案 

关于多阵列:W»震台站能 1977. 2. 24 

力的定位能力的工作文 

件 

禁止在一切环境*进行 1977. 7. 5 

的麴草案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抽 1977. 3. 1 

震窶件§^ il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 

：委员会会议提交第 

二份进展报告 

审议关于侦察^识别:WJ 1977. 4. 28 

震 *件的国际合措施 



CGD/536 新西兰 

CCD/540 日本 

CCD/542 

CCD/558 

和Add* 1 

CCD/562 瑞典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 

军委员会会议提交的第 

三份进展报告 

1977年7月2 0日新 

西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 *处代表团临时代 

办給联合国秘书长派驻 

裁至委员会,^议抝特别 

代表的信，转达新西兰 

政府关于全面禁试条约 

的意见 

关于多阵列站系统的震 

源深层分辨能力的工作 

文件 

审议关于侦蔡和识别Alî 

震寡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 

军委员会会议锭交的第 

四份进展报告 

1978年3月9日审议 

关于侦蔡和识别抽震事 

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向裁 

,委员会会议两主席转 

交该小组最后报告的信 

裁军委员会会议审议关 

于侦蔡和识别抽震事件 

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 

1977. 7. 22 

1977. 8. 3 

1977. 8. 1 

1978. 3. 9 

197 8.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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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570 瑞典 

C CD/576 

三、裁Si炎判委员会（CD) 

CD/7 荷兰 

CD/18 

CD/30 西班牙 

1978. 5. 4 

19 78. 8. 15 

学专家小组继续工作 

职权范§1 

裁军委员会会议审议关 

于(贞察^识别itlj震審件 

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 

学专家小组继续工作的 

职权范围 

审议关于侦察^识别:WJ 

震拿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 

^委员合会议提交的第 

6份讲展报告 

利用短周期初动数据进 1979. 3. 1 

行分辨的方法 

审议关于侦蔡和识别地 1979. 4. 27 

震事件的囿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七 

届会议提交裁,谈判委 

员会的进度报告 

1979年7月2日西班 1979.7.3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表为委员会1979 

年 2月 1 5日通过的关 

于地震专家特设小组 

决定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信 



CD/43 

和Add, 

CD/45 瑞典 

CD/46 瑞典 

CD/61 

CD/64 21囯集团 

CD/72 

CD/73 

21国集团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1979年7月2 5日审 

议侦蔡和识别地震#件 

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 

学专家小组主席为递交 

特设小组的第二份报告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 

关于瑞典的囯际:Wî震数 

据ri=心示范设备0^工作 

文件 

裁^谈判委员会延长审 

议关于侦察和识别抽震 

窶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WJ震专家小组的委任期 

限的决定草案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 

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九 

届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 

员会的进度报告 

21国集团关于就裁军 

谈判委员会1980年度 

议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 

组的声明 

21国集团关于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 

工作文件——关于个别 

台站在不同条件下收取 

1979. 7. 25 

1979. 7. 30 

1979. 7. 31 

1980. 2. 18 

1980. 2. 27 

1980. 3. 4 

198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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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86 

CD/93 比利时 

CD/95 澳大利亚 

CD/119 

CD/130 苏联 

i[b震数据所用程序的示 

范讲习班 

1980年3月2 4日联 

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 

按照1979年12月ir日 

大会蓥3 4/4 22号决定编 

写的全面核禁试报告 

禁止核试验：关于召开 

有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 

抽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专家 

成员参加的裁^谈判委 

员会非IE式会议的提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 

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 

验"时可供研究的议题 

一览表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审 

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 

事件的E际合作措施特 

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届 

4^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 

提出的进度报告 

1980年7月3 0日苏 

维埃钍^主义共^国联 

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1980. 4. 16 

19 80. 4. 18 

1980. 4. 22 

1980. 7. 17 

1980. 7. 30 



众国常驻代表递交题为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三边报告":i^一文件的 

信 

CD/134 21国集团 21国集团在裁军谈判 

委员会1980年44凝 

東时发表的声明 

CD/135 钍会主义 裁^谈判委员会1980 

国家集团 年44义的成杲 

CD/150 关于侦察和识别;WJ震 

*件的国际合 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就 

第十一次会议给裁^ 

谈判委员会的进度报 

告 

CD/181 21国集团 2 1国集团关于裁, 

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 

1题为"禁止核试验" 

的声明 

GD/192 21国集团 21国菓团声明（项 

目1 ：禁止核试验） 

CD/194 一些社会 一些钍会主义国家关 

主义国家 于禁止核试验声明 

CD/210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 

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第十二届会议向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 

1980. 8. 6 

1980. 8. 7 

1981. 2. 12 

1981. 4. 24 

1981. 7. 8 

1981. 7. 13 

1981.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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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57 

CD/25 9 

CD/260 

CD/287 

CD/291 

瑞典 

德意志民 

3共和国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伐克、德 

意志民主 

共和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侦蔡核爆炸所产生的 

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 

际制度 

工作文件：关于核禁 

试特设工作小组以及 

停止核军备竟赛^核 

裁墓特设工作小组的 

任务范围草案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 

会的审议关于侦察^ 

识别抽,震富件的国际 

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 

家小组第13次会议 

的进度报告 

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 

题为"禁止核试验" 

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裁,谈判委员会通过 

的、就题为"禁止核 

试验"的议程项目1 

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 

决定 

19 82. 3. 8 

1982. 3. 12 

19 82. 3. 18 

1982. 4. 20 

1982. 4. 21 



CD/310 挪威 

CD/312 

和 c o r r . 

CD/318 

CD/34 8 

荷兰 

CD/319 B本 

CD/332 

CD/346 苏联 

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1982. 8. 11 

中震资科国际交换的 

模式系统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禁止核试验 1982. 8. 11 

(并作为CD/NTB/ 

WP. 1^ c o r r . 1号文 

件发出）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8. 19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 

地震 *件的国际合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 

十四次4^议的进度报告 

国际抽震资料交换中与 1982. 8. 23 

世界气象组织合作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 1982. 9. 13 

报告 

1983^2月1 4曰苏 1983. 2. 16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裹为遝交"全面彻 

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 条 款 " 给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委员会的信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3. 2. 21 

的审议关于侦察^识别 

震事件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 

十五次会议的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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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58 

CD/381 

CD/383 

CD/384 

CD/388 

CD/389 

CD/390 

CD/395 

CD/399 

瑞典 

联合王国 

澳大利亚 

曰本 

日本 

日本 

挪威 

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为 1983. 3. 29 

1983年会议,设特设 

工作小组的决定 

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 1983. 6. 14 

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条 

约草案 

工作文件：和平核爆炸 1983. 6. 17 

与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全面禁试条约核查系统 1983. 6. 20 

的体制安排：示范性问 

题清单（并作为CD/ 

NTB/WP. 4号文件分发） 

核禁试条约的核査与遵 1983. 7. 8 

守 

关于对Jtlî震资料国际交 1983. 7. 8 

换系统的看法 

关于日本采用新近安装 1983. 7. 8 

的小型^震台阵对国际 

监测系统的贡献的工作 

文件 

工作文件：根据全面核 1983. 7. 19 

禁试进行地震资料国际 

交换的作用 

关于审议关于侦蔡^识 19 83. 7. 22 

别;Wî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第十六次会议的ifr度报 

告 



CD/400 澳大利亚 

CD/402 联合王国 

CD/403 瑞典 

CD/405 澳大利亚 

CD/412 

国际管理小组（并作为 

CD/^TB/WP. 6 号 , 

分发） 

工作文件：全面核禁试 

条约（ C T B T ) 的核 ^ 

面（并作为CD/ÏTTE/ 

WP. 7号文件分发） 

工作文件：国际侦察空 

‧*^放射现象（ISAR) 

为CD/ITTB/WP. 

9号文件分发） 

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范 

围的提案 (并作为CD/ 

îfTB/WP. 8号文件分 

发）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报 

1983.. 7. 22 

1983. 8. 1 

1983. 8. 11 

1983. 8. 4 

19 83.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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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裁5 i炎判会议（CD) 

170. 

171. 

CD/430 

C By434 

172. 

173. 

CD/438 

CD/A A A' 

174. CD/448 

瑞典 1945 — 1983年的核 1984. 2. 7 

爆炸 

一牝社会 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1984. 2. 17 

主义国家 方面的问题：一*杜会 

主义国家备忘录 

墨西哥 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1984. 2. 24 

0^职权范围草案 

苏联 1984年3月6曰苏维 1984.3.19 

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 

表的信件转交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 

尔年科先生1984年3 

月2日对昊斯科古比雪 

夫选区选民讲话的裯要 

1984年3月9日审议 1984. 3. 9 

关于检测和识别itb震窖 

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致裁 

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递交特设小组第三份报 

告 

本文件还列于亦与其有关的其它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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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C13/4 49 

176. 0 0 / 4 9 1 

177. CD/492 

德意志联 

邦.共^国 

21国集团 

178. C D / 4 9 1 ^ 苏联 

179. CD/50I 匈牙利 

审议关于检测^识别地 

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就其 

他十七次会议的进程向 

裁萆谈判会议提出的报 

告 

工作文件：抽震事件记 

录技术新发展的各方面 

愔况 

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 

构的职权范围草案 

1984年4月1 1日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苏共中 

央总书记K*U，契尔年 

科对《真理报》所提问 

题的回答 

1984年4月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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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日 

和2 0日在布达佩斯举 

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 

交部长委员会会议公报 

的文本 

1984. 3. 9 

19 84. 3, 28 

1984. 3. 28 

1984. 4. 1 1 

1984. 4. 26 

本文件还列于与其也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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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文件 

CD/UTB/WP. 1 

+ C o r r . 1 

CD/TîITB/Wp. 2 

CD/UTB/WP. 3 

荷兰 

CD/ETB/Wp, 4 

CD/ÏÏTB/WP. 5 

CD/HTB/WP. 6 

CDyUTB/WP. 7 

瑞典 

联合王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 

澳大利亚 

联合王国 

CD/HTB/WP. 8 澳大利亚 

瑞典 

核禁试（并1^为CD/ 1983. 8. 11 

3 1 2及cor r . 1号文 

件分发） 

关于核禁试的国际核査 1982. 8. 30 

系统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平核爆炸 1983. 6. 17 

S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C并作为CD/383号 

文件分发） 

全面禁试条约核查系的 1983. 6. 20 

体制安排：示范性问题 

清单（并作为CD/384 

号文件分发） 

比利时2 0年来对大气 1983. 7. 21 

层放射性活动观察结果 

的分析 

国际管理小组（并作为 1983.7.22 

CD/400号文件分发） 

工作文件：全面核禁试 1983.8.1 1 

条约（CTBT )的核査 

方面（并作为CD/402 

号文fH^发） 

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范 198 3. 8. 4 

围的提案(并作为CD/ 

405号文件分发） 
工作文件：国际侦蔡空 
中放射现象（ISAR) 

(并作为CD/403号文 
件分发） 

1983.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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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室文件 

1. CDXNTB/CRP. V 

Rev. 1 

2. CD/NTB/CRP. 2 

3. CD/ïrTB/t;RP. 3 

4. CD/NTB/CRP. 4 

5. CD/TJTB/CRP. 5 

6. CD/TJTB/CRP. 6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报 

告草案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 

席关于核査核禁试条约 

的遲守情,况的手段的说 

明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计 

划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 

席对协商与合的程序 

机构以及对专家委员 

会所作的说明（工作计 

划项目3及项目4 )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 

席对协周与合的程序 

和机构以及对专家委员 

会所作的说明（工作计 

划项目5及项目6 )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报 

告罩案 

1982. 9. 9 

1983. 4. 27 

1983. 4. 29 

1983. 6. 22 

1983. 7. 6 

1983.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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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一 、 十 八 国 裁 军 委 员 会 ) 会 议 

END C / l 4 苏联 

ENDC/16 

EUDC/53 

E1DC/54 

EE DC/60 

EEDC/70 

捷克斯洛 

洛伐克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1961年9月2 6日苏 1962. 3. 24 

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政府关于缓和紧张局 

势、加强国家之间的信 

任并为全面彻底裁^作 

出贡献的各项措施的备 

忘录 

1962年3月2 7曰捷 1962. 3. 27 

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提 

交给秘书长特别代表的 

信，转交德意志民主共 

翱国政府关于欧洲无核 

区的备忘录 

对与消除作为核运载工 1962. 8. 1 

具的火箭有关的间题的 

初步研究 

对与销毁某些核运载工 1962. 8. 11 

具核査有关的问题的初 

步研究 

对裂变物质生产进行S 1962. 8. 31 

际管制的技术可能性 

关于减少由于意外事故.1962. 12. 12 

估计错误或通讯失误所 

适成的战争危险的工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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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C. I / l 波兰 

8. ENDC/75 苏"^ 

9. ENDC/84 苏联 

10. EUDC/87 巴西、墨 

西哥 

1. E^DC/88 捷克斯洛 

伐克 

12. 联合王国 

13. EÎÎDC/90 美国 

1962年3月2 8日波 

兰代表团就建立欧洲无 

核及有限^备区提交的 

备忘录 

关于放弃利用外国领土 

设置战略 核武器运载工 

具的声明 

1963年4月8日苏联 

政府就建立北约联合核 

力量计划致美囿政府的 

照 ^ 

4月29日拉丁美洲五 

国政府就使拉丁美洲成 

为无核武器区发表的声 

明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 

共和国政府就建立北约 

联合核力量问题发表的 

声明.1963年5月 

1 7 H 

1963年5月1 8日联 

合王国答复苏联政府 

1963年4月8日照会 

的照会 

5月1 8日美S对苏联 

4月8日照会的答复全 

X 

1962. 3. 28 

1983. 2. 12 

1963. 4. 17 

1963. 5. 6 

1963. 5. 22 

1963. 5. 24 

1963.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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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ïIDC/91 

END 0/97 

EUDC/l 10 

EEDC/123 

EIÎDC/124 

苏联 

埃塞俄比 

更 腳 

亚、阿拉 

伯联合共 

^国 

苏联/美 

加拿大 

苏联 

苏联 

1963年5月2 0日苏 

联政府就北约联合核力 

量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的照会 

5月 2 5日非洲国家首 

脑会议就使非洲成为无 

核武器区通的决议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关 

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 

谅觯备忘录 

对美国与苏联关于减少 

由于意外事故、估计错 

误、通讯失误或突然袭 

击所造成的战争危险的 

提案中一些重要发展的 

比较(1958-1963) 

关于放慢萆备竟赛速度 

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措施 

1964年2月3日苏维 

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团团长致联合国秘 

书长特别代表关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的信件及两个德国宣布 

1963. 5. 27 

1963. 6. 18 

1963. 6. 20 

1963. 8. 16 

1963. 1. 28 

196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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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NDC/130 

2 1 . ENDCXISS 

22. EIIDC/134 

23. EUDC/136 

24. EHDC/138 

2 5 . EïIDC/144 

联合王国 

苏 

苏"^ 

巴西、缅 

甸 、 驢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和国 

彻底放弃核武器条约草 

案的信 

在会议第1 7 8次^议 

上提交的关于观察站的 

文件 

1964年6月1 2日苏 

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外交部副部长致联合 

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关于 

两个德国宣布彻底放弃 

核武器条约草案的信 

关于对停止生产裂变材 

料进行视察的工作文件 

关于核运载工具的工作 

文件 

议程项目："防止核武 

器的进一步扩散". 

1 9 6 4年 7月 2 4日 

塔斯钍声明 

瑞典和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提出的"在十八国裁 

,委员会1964年会议 

期间各国代表团在讨论 

裁军措施和附带措施时提 

出0^建议和提案的简明 

摘要的备忘录 

1964. 3. 26 

1964. 6. 25 

1964. 7. 14 

1964. 12. 27 

19 64.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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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ïrDC/152 

及Add. 1 

27. EE DC/157 

28. ElTDC/158 

29. EE DC/164 

30. ENDC/168 

31. EIIDC/172 

意大利 

巴西、If 

< 埃 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相国 

苏联 

苏联 

关于防止核武器的散布 

的条约草案 

关于单方面不获得的声 

3月草案 

不扩散核武器联合备忘 

1965年9月2 4日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 

盟外交部长给联合国大 

会主席的信（A/5976 

号），载有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草茱 

1966年2月7日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轰 

致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 

表的信.载有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缔结 

严格禁止核武器扩散条 

约的声明 

关于转用销毁核武器所 

获得的裂变材料工作 

文件 

1965. 8. 17 

1966. 3. 21 

1965. 9. 14 

1965. 9. 15 

196 6. 1. 27 

1966. 2. 8 

1966.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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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N DC/17 4 美国 

33. EïfDC/17 6 

及Corr* 1 

34. EN DC/17 8 

35- ENDC/180 

36. ENDC/186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尼 

日利亚、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和国 

埃塞俄比 

亚 

关于核査不生产反应堆 

的关闭状况视察办法 

的工作文件 

关于监测关闭的核反应 

堆的系统的说明.19 66 

年 8月 1 0日一位美国 

专家在美国代表处对十 

八国裁S委员会代轰团 

成员所作愔况介绍的记 

录稿 

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联 

合备忘录 

1966. 4. 14 

关于实行联合国有关禁 

止核武器、非洲无核ft: 

以及召开世界裁,会议 

办法的备忘录 

拉丁美洲无核化筹备委 

员会第四次4^议的最后 

条例，1966年8月30 

曰及1967年1月3 1 

日至2月1 4日于璺西 

番城诿行 

1966. 8. 11 

1966. 8. 19 

1966. 8. 22 

1967.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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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EDC/192 

38. EEDC/19 3 

39. EHDC/205 

40. EEDC/225 

41. END 0/2 27 

42. EEDC/240 

43. E H D C ^ 4 l 

及Add* 1 

苏联 

意大利 

苏联 

美国 

苏联 

璺西哥 

关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的条约草案"^ 

关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的条约草案^ 

工作文件一关于转让 

裂变材料的建议 

提交联合国大会及联合 

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 

告 

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 

1^盟政府关于停止^备 

竟赛和裁^&^一些紧急 

措施的备忘录 

关于禁止把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用于军事用途的 

条约草案二/ 

建立无核武器区：工作 

文件 

1967. 8. 24 

1967. 8. 24 

1967. 11. 30 

1968. 3- 14 

1968. 7. 16 

1969. 2. 18 

1969. 3. 24 

1970. 3. 24 

丄/另外一些与"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草案"有关的文件为： 

EïfDC/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Rev. i、 201、 202、 203、 

204, 206、 207、 215` 216、 218、 219、 220, 221、 1、 27 8, 

279/1^ ev. 1、 280` 281、 282,以及CCD/444, 464 484相CD/158号 

见注5 

-1/另外一牝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放置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有关 

的文件为：EIfDC/247, 264, ̂  CCD/267、 270` 271、 294、 297和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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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ir DC/243 

45. EIÎDC/249 

保加利更 

捷克斯洛 

伐克、波 

兰、罗马 

尼亚、苏 

联 

1969年4月2曰保加 1969. 4- 2 

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钍会主义 

共和国代表、波兰人民 

共和国代表、罗马尼亚 

^会主义共 ^国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代表致！^^国秘书 

长特别代表的信，载有 

华沙条约成员II致所有 

欧洲国家的呼吁书 

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放 1969. 5. 22 

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条约的草 

案 ^ 

二、裁军委员会4^议（CCD) 

46. CCD/268 璺西哥 

47. 

4 8. 

CCD/269 

及Rev, 1 

Rev. 2 

Rev. 3 

CCD/342 

J见脚注7。 

苏联 

墨西哥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机 

构（C'PAï[AL)大,会第一 

次4^议报告 

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放置核武器相其 

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条约草案 

关于同《拉丁美洲禁止 

核试验条约》（《特拉 

特洛尔科条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n》有关 

1969. 9. 15 

1969. 10. 7 

196 9. 10. 30 

1970. 6. 23 

1970.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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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358 墨西哥 

CCD/35 9 墨西哥 

CCD/394 墨西哥 

CCD/439 墨西哥 

的某些基本窶实的工作 1971. 8. 19 

1972年3月2日墨西 1972. 3. 2 

哥代表致联合国秘书长 

特别代表的信，除其他内 

内容外.载有>*^国政府 

关于拉丁美洲禁止核武 

器条约所建立抽区的声 

明 

工 作 文 件 ， 载 有 1 9 7 2 . 3， 14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 

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有关裁军委员会文件以 

及墨西哥代表团专门或 

邵分 ‧谈条约的发言 

滑单 

1973年2月2 0日墨 1973.2.20 

西哥代表团团长就美国 

与苏联关于限制进攻性 

及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系 

统谈判致秘书长派驻裁 

盂委员会会议特别代表 

的信 

1974年8月6日*西 1974.8.6 

哥代表团团长致秘书长 

派驻裁军姿员会会议特 

别代轰的信：全面彻底 

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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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CD/4 48 

54. CCD/464 

5 5. CCD/467 

56. CCD/470 

57. CCD/476 

5 8. CCD/5 59 

苏联 

联合王国 

墨西哥 

墨西哥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我克、德 

意志民主 

共 ^ 国 、 

^ 牙 利 、 

蒙古、波 

兰、罗马 

尼更苏联 

英苏不扩散核武器联合 1975. 3. 12 

1975. 8. 6 1975年8月6日墨西 

哥代表团团长致秘书长 

派驻裁S委员会会议代 

理代表的信 

1975年8 • 1 0曰研 

究无核区间题所有方面 

特设政府专家小组主席 

致裁^委员会4^议两主 

席的信 

载有"无核武器区"的 

概念的定义草案和核武 

器国家对这些抽区的主 

要义务的定义草案的工 

作文件 

裁萆委员会会议转递对 

无核武器区问题所有方 

面全面研究裉告的特别 

报告 

禁止生产、储存、部署 

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 

约草案 

1975. 8. 18 

1975. 8. 20 

1975. 8. 28 

1978.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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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军谈判委员会（CD) 

59. CD/4 

60. CD/13 

61. CD/20 

62. CD/28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伐克、德 

意志民主 

共^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维 

埃杜会主 

义共和国 

联盟 

波兰 

匈牙利 

苏联 

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 

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 

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 

的谈判 

1979. 2. 

关于在裁军领域采取进 

一步措施以防止在海床 

洋底进行^备竟赛的工 

作 X件 

1979年6月1 9日匈 

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代 

表为转递1979年5月 

1 4日和1 5日在布达 

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 

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 

议通过的公报给裁至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979年6月2 7日美 

国^苏联出席裁军谈判 

委员会代表为转递美利 

坚合众国^苏维埃钍会 

1979. 4. 20 

1979. 6. 20 

1979. 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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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CD/29 美国 

64. 

65. 

CD/36 

Rev. 1 

CD/50 

21国篥团 

21国集团 

6 6. CD/51 

主义国家 

67. CD/54 巴基斯坦 

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 

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及议定书、关于今后限 

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 

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 

声明及美苏联合公报给 

裁^谈判委员会主席的 

信 

1979年7月2日美利 197 9. 7. 2 

坚合众国出席裁军谈判 

娄员会代表为转递有关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 

约》各项增订文件给裁 

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 1979. 7. 12 

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2 1国菓团在裁^谈判 1979. 8. 9 

委员会1979^^会议 

结東时的声明 

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 1979. 8. 10 

年会议的成果 些 

钍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工 

作文件 

巴基斯坦出席裁军谈判 1979. 8. 14 

委员会代轰团团长贾姆 

谢德‧马克先生的发言一 

1979年8月1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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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DX57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对裁军问题的 1980.2.1 1 

立场 

69. CD/58 德意志民 1 9 8 0年 2月 1 2日德 1980. 2. 12 

主共和国 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 

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 

席的信.转交华沙条约 

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 

1979年1 2月 5至 6 

日在柏林恭行会议通if 

公# 

70. CD/64 21国集团 21国集团关于就裁军 1980. 2. 27 

谈判委员会1980年度 

议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 

组的声明 

71. CD/90 澳大利亚、 禁止生产用于武器裂 1980. 4. 17 

加拿大 变物质 

72. CD/92 苏维埃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0. 4. 17 

会主义共 联盟苏联外交部长就第 

和国联盟 二个裁军十年的任务给 

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73. CD/98 波兰 19 8 0年 6月 9日波兰 1980. 6. 17 

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处代表团临 

时代办为遝送1980年 

5月 1 5日华沙条约缔 

约国政治协两委员会通 

过华沙条约缔约国宣 

言给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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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CD/99 

75. CD/109 

76. CD/116 

77. CD/127 

7 8. CD/134 

79. CD/135 

加拿大 1980年6月1 0日加 

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处代表转交题 

备管制核査提案纲要" 

的文件的信 

德意志民 工作文件：代表一些钍 

主共^国 会主义国家就釆取紧急 

步骤实际进行"关于停 

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 

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 

到完全销毀为止的谈判 

(CD/A)提出的建议 

21国集团 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 

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加拿大 1980年7月2 9日加 

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处参赞转交题《关 

于军备管制核査提案纲 

要的计量工作文件"这 

一文件的信 

21国集团 2 1国菓团在裁军谈判 

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 

柬时发表的声明 

.^会主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 

国家菓团 年会议的成杲：钍'^主 

义国家集团的声明 

1980. 6. 12 

1980. 6- 30 

1980. 7. 9 

1980. 7. 29 

1980. 8. 6 

1980.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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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D/141 

81. CD/143 

82. CD/160 

83. CD/162 

84. CD/170 

一些钍会 

墨西哥 

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 

JftJ国联盟 

^钍会 

主义国家 

印度 

关于裁S谈判委员会 

1981年会议期间工 

作安排的意见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 

年议程项目 2题为"停 

止核s:备竟赛和核裁军 

的工作文件 

1981年3月2日苏维 

埃钍会主义共^国联盟 

代表给裁S委员会主席 

的信，递送苏联共产党 

由央委员会总书记、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 

席勃列日涅夫先生在苏 

联共产党第2 6次代表 

大会上所作题为"加强 

和平、促进缓和、控制 

,备竟赛"的报告的一 

部分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对于裁亙谈 

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 

备竟赛和核裁军以及关 

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 

试验谈判的意见 

1981年3月2 6日印 

度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 

1981. 2. 5 

1981. 2. 11 

1981. 3. 3 

1981. 3. 1 1 

1981.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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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CD/17 1 

86. CDX180 

87. CD/183 

8 8. CD/184 

89. CD/188 

1981年2月9曰至 

1 3日在新德里召开的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结 

束时发表的《新德1_宣 

言》rti题为"盱衡国际 

局 势 " 部 分 选 录 

秘书处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S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 

关于核裁:^的提案汇编 

21国集团 2 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 

判委员会议程项目2题 

为"停止核至备竟饔和 

核裁军"的声明 

加拿大 渥太华加拿大外交部^ 

备管制和裁军司和国防 

部作战研究分析所编写 

的关于军备管制核査的 

概念性工作文件 

巴基斯坦 1981年6月1 2曰巴 

基斯坦常驻代表给裁军 

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 1 9 8 1年 6月 1日 

至6日在巴格达举行的 

第12次伊斯兰国家外 

长4^议上通过的决议 

墨西哥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年题为"停止核 

萆备竟赛和核裁萆"的 

第2项议程6^工作文件 

1981. 3. 31 

1981. 4. 2 

1981. 6. 12 

1981. 6， 15 

1981.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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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93 

CD/213 

CD/216 

CD/219 

CD/225 

CD/226 

CD/227 

德意志民 

主共相国 

中国 

苏联 

一些社会 

主义11家 

古巴 

蒙古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 1981. 7. 9 

其议程项目2进一步进 

行工作的意见 

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 1981.8.13 

和核^备"问题的一些 

意见 

198^8月1 4日苏维 1981. 8. 17 

埃^会主义共^国联盟 

驻裁,谈判委员会代表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转递塔斯钍1981 

年 8月 1 3日的声明全 

文 

一些社会主义S家关于 1981. 8. 17 

必须立即在裁军谈判委 

员会内设立有关禁止生 

产、储存、部署和棚 

中子核武器问题特设工 

作小组的声明 

1981年8月1 9日古 1981. 8. 2 

巴共和国外交部关于美 

国批准生产中子武器的 

决定的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81. 8. 2 

关于美国开始生产子 

武器的决定的声明 

中国代表团驳斥苏联捏 1981. 8. 2 

遣的中国在中子弹问题 
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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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CD/256 

98. CD/259 

德意志民 

主共和 a 

匈牙利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99. CD/268 

100. CD/269 傅意志联 

邦共和国 

工作文件：关于不在目 

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 

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的 

问题 

工作文件：关于核禁试 

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停止 

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 

设工作小组任务范 Ë ! 

1982. 3. 5 

1982. 3. 12 

1982年3月2 5曰苏 1982.3.26 

维埃枓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信，转递苏联 

共产党央委员会总书 

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 

生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 

代轰大会上发言的部分 

内容 

1982年3月2 6曰德 1982. 3. 29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团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信，转递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政府3月17 

日就中程核力量问题谈 

判的现状^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所提建议所作的 
决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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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93 

及Gorn ： 

秘书处 

CD/295 印度 

CD/314 苏联 

CD/315 苏联 

C D/327 波兰 

有关核裁军间题的提案 1982. 6. 1 

汇编（从联合国建立至 

召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期间） 

1982年7月2 2日印 1982.7.23 

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審处代表致裁^谈判委 

员会主席信 .转递印 

度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问题的特别联大上提 

出的公约草案 

苏联共产党*央委员会 1982. 8. 19 

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致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公函 

题为"防止日益增长的 1982. 8. 19 

核咸胁和遏制,备竟赛， 

的备忘录 

"帕格沃希运动^ 9 7 1982. 9. 8 

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 

1982年8月2 6日至 

3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 

的第3 2届帕格沃-希 

大会上发表的‧战争危 

险，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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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CD/340 苏联 1983. 2. 

107. CD/344 

108. CD/345 

109. CD/347 

110. CD/351 

111. CD/352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代表一些 

社会主义 

国家 

钍会主义 

国家集团 

法国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1983. 2. 10 

1983年2月3日苏维 

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安德罗波夫 

答《真理损》记者问 

信 

禁止核中子武器：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一* 

钍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工 

作文件 

确保安全发展核能：钍 1983. 2. Î 4 

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提案 

1983年1月20曰法 1983. 2. 18 

兰西共和国总统密特朗 

先生在德意志联邦议院 

讲话摘录 

1983年3月2曰德意 1983. 3- 2 

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 

转达载有本国政府就最 

近瑞典关于在欧洲建立 

无战场核武器区的建议 

所作答复的信件 

1983年3月7日德意 1983. 3. 7 

志联邦共和国驻裁军谈 

判委员 M表团副代表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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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CD/385 苏联 

113. CD/386 苏联 

114. 

115. 

CD/394 

CD/409 

法国 

苏^^ 

呈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总理科尔给德国统一社 

会党中夹总书记兼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 

会主席昂纳克的信 

1983年6月2 3日苏 

联代表致裁系谈判委员 

会主席的信关于转发苏 

联昜高苏维埃1983年 

6月1 6日在莫斯科通 

的"关于国际形势^ 

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 

1983年6月2 8日保 

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 

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德意志民主共相 

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 

尼亚钍会主义共和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莫斯科^议上通过的联 

合声明 

冻结核武器 

苏联国防部长D. F . 

鸟斯季诺夫元帅答塔斯 

钍记者问 

1983. 6. 23 

1983. 6. 30 

1983. 7. 18 

1983.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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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CDX422 

1 17. CD/423 

1 18. C D / 4 2 7 ^ 

苏联 1983年12月8 B苏 1983. 12. 8 

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驻裁军委员会代表致 

裁军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交1983年1 1月24 

日苏联共产党央委员 

^总书记、苏联景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 

波夫的声明文本 

蒙古 1984年1月10 B蒙 1984. 1. 17 

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为递送蒙古人民共和国 

大人民呼拉尔宣言及蒙 

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 

拉尔于1983年1 2月 

7曰致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各国议会的呼吁书的 

文本给裁^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信 

苏联 1984年1月3 0日苏 19 84.1.31 

联大使致裁,谈判委员 

会主席的信转达苏共中 

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 

维 埃 团 主 席 Ï • V • 安 

德罗波夫对1984年1 

月2 5日《真理报提出》 

的问题的答复 

本文件还列于与此亦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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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军谈判会议（CD) 

119. CD/434 

120. CD/436 

121. CD/4 4 4 

122. CD/493 

一些钍会 裁S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1984. 2. 17 

主义国家 方面的问题一些钍会主 

义国家备忘录 

墨西哥、 墨西哥、秘鲁、委内瑞 1984. 2. 21 

秘警、委 拉代表1984年2月20 

内瑞拉 日致裁^谈判会议主席 

的信，转交1983年5 

月1 6曰至1 9日在牙 

买加举行C P A H A I大 

会第八次^议有关文件 

苏联 1984年3月6日苏维 1984.3.19 

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 

表的信件，转达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K • U •奨尔年科先生 

1984年3月2日对昊 

斯科古比雪夫区选民讲 

话的摘要 

罗马尼亚 1—984年4月2日罗马 1984.4.2 

尼亚钍会主义共^国常 

驻代轰就递交罗马尼亚 

议会关于在欧洲设置中 

程导弹问题的呼吁书X 

本致裁^谈判"^议主席 

的信 

JL/本文件还列于也与其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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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 D / 4 9 7 ^ 苏联 1984年4月11日苏 1984.4.11 

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苏共* 

央委员会总书记K. U. 

契尔年科对《真理拫》 

所提问题的回答 

124. CD/501-^ 匈牙利 1984年4月25日匈牙 1984.4.26 

利代表团团长致裁军谈 

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 

1984年4月1 9曰和 

2 0日在.布达佩澌举行 

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 

部长委员会4^义公报 

文本 

J本文件还列于也与其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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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一、裁^谈判委员会 

1. CDX238 委内瑞拉 

2. CD/273 印度 

1982年2月3日委内 

瑞拉代表给裁荬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转递教 

皇科学院应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陛下的要求于 

1981年1 0月所作的 

研究成杲，颞为"关于 

使用核武器的后杲的声 

明，， 

1982年4月2日印度 

代表团团长给裁至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 

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 

部代表为响应联合国大 

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S问颞的联大特别会 

议的第36^^81 A和B号 

决议给联合国秘书长的 

照会 

198 2. 2. 4 

1982. 4. 6 

在议程项目2 , «停止核至备竟赛和核裁^"下也可看到文件制订者认为与 

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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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D/28 2 墨西哥 

4. CD/295 印度 

5. CDX30 9 印度 

6. CD/327 波兰 

7. CD/341 

8. c D/34 5 

2 1国集 

团 

一些社会 

主义S家 

遵照联大1981年1 2 1982. 4. 19 

月9日第36/81Bf决 

议的敦请，墨西哥政府 

向联合国秘书长转递的 

载有防止核战争方面的` 

意见案文的工 作文件 

1982年7月2 2日印 1982.7.23 

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表致裁至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转递印 

度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至问颍的特别联大上提 

出的公约草案 

根据裁^谈判委员会议 1982. 8. 11 

程项目2设立的防止核 

战争特设工作小组职权 

范围草案 

帕格沃希运动和9 7名 1982. 9. 8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 

1982年8月2 6日至 

3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 

的第3 2届帕格沃希大 

会上发表的"核战争危 

险"的宣言 

2 1国集团关于防止核 1983. 2. 4 

战争的工作文件 

确保安全发展核能：一 1983. 2. 14 

些社会主义S I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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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CD/355 

CD/357 

CDX380 

CD/398 

13. CDX406 

14. CD/411 

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比利时 

秘书处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意大利、 

曰本、荷 

防止核战争 

工作文件：防止核战争, 

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防止核战争建立信任措 

施 

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 

有关事项（联合国大会 

转发给裁至谈判委员会 

的现有的协定、决议以 

及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 

论 裁 ^ 问 颍 联 合 国 大 

会特别会i义和裁^谈判 

委员会的提案汇编，由 

秘书处编制） 

载有裁^谈判委员会就 

防止核战争举行的非正 

式会议上可予讨论的项 

目表的工作文件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 

有关事项 

1983. 3. 21 

1983. 3. 28 

1983. 4. 25 

1983. 8. 30 

1983. 8. 4 

198 3.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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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谈判会议 

15. CD/434 

16. CD/444-

17. CD/484 

18. C D X S O l ^ 

一.些社会 裁s: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1984. 2. 17 

主义围家 方面的问颞：一些钍会 

主义囿家备忘录 

苏联 198摔3月6日苏维埃 1984. 3. 19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 

席裁S谈判会议的代表 

的信件转达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 

U.契尔年科先生1984 

年3月2日对莫斯科古 

比雪夫区选民讲话的摘 

一 * 社会 防止核战争：一些社会 1984 4. 4 

主义国窠 主义囿家工作文件 

匈牙利 1984年4月2 5曰匈 1984. 4. 26 

牙利代表团团长致裁荬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 

递1984年4月1 9日 

和2 0日在布达佩斯举 

行的华沙条约成员[1外 

交部长委a 议公报 

的文本 

》本文件还列于也与其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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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学武§1 

一 . 十 八 i l 裁 ^ 委 5 会 会 议 （ ) 

1. EIIDC/254 

2. EIîDC/256 

3. 

波兰 

阿根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西哥、摩 

洛哥、尼 

B利亚、 

巴基斯坦、 

瑞典、阿 

拉伯联合 

共初国、 

南斯拉夫 

联合国秘书长1969东 

7月1日致十八国裁芪 

委S会会议两主席的信， 

转交关于化学湘细菌(生 

物）武器及其可能使用 

的作用的报告 

关于秘书长1969东7 

月 1日关于化学^细菌 

(生物）武器及其可能 

使用的作用的报告的工 

作文件（A/7575 ) 

工作文件：拟议的联合 

IS大会发表的关于禁止 

使用化学5fc生物作战手 

段的宣言 

1969. 7 

1969. 7. 22 

1969. 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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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IîDC/266 加拿大 化学湘细菌（生物）战 

争：联合国大会决议草 

案 

1969. 8. 26 

二 . 裁 ^ 姿 S 会 会 议 （ C C D ) 

5. 

6. 

7. 

8. 

9. 

10. 

CCD/283 

ce 0/28 5 

及Co r r * 1 

CCD/2 86 

CCD/28 8 

CCD/^89 

CCD/29 3 

匈牙利、 

蒙古、波 

曰本 

意大利 

1970. 3. 16 

1970. 4. 14 

关于化学战剂及商用化 

学工业的工作文件 

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波 

兰人民共勒国代表团 

提出的关于禁止化学 

^细菌（生物）武^ 

的发展、生产及储存 

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 

公约草案的工作文件 

关于毒素的工作文件 

关于核査化学勒生物 

武器生产问题的工作 

文件 

关于可能召集专家小 1970. 6. 30 

组研究对化学武^进.. 

行控制的问题以及此 

小组应起作用的方式 

的建议 

工作文件：神经毒剂 

生产设施同民用化学 

生产设施的比较 

197 0. 4. 21 

1970. 4. 30 

1970. 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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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295 

CCD/299 

CCD/30 0 

CCD/SOl 

CCD/302 

摩洛哥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0. 7. 28 

学^细菌（生物）武器 

的发展、生产、储存以 

及销毁这类武器 

捷克斯洛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0. 8. 6 

伐克 学*细菌（生物）武器 

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 

加拿大 工作文件：关于对禁止 1970.8.6 

化学^细菌（生物）武 

器的发展、生产、储存 

以及使用的核査 

日本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0. 8. 6 

学武器的问题 

南斯拉夫 工作文件：关于全面禁19 7 0 . 8. 6 

止化学^生物武器的管 

CCD/303 

CCDX304 

CCIV308 

CCD/310 

苏联 

意大利 

联合王H 

阿根廷、 

巴西、缅 

甸、埃塞 

俄比亚、 

印度、墨 

工作文件：关于全面禁 1970. 8. 6 

止化学^细菌武器 

关于控制化学武器问题 1970. 8. 6 

的另一个工作文件 

关于化学^备控制措施 1970. 8. 18 

的核査的工作文件 

关于化学^细菌（生物）1970. 8. 25 

作战方法问题的联合备 

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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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CDysi 1 

21. C C I V S U 

22. CCD/315 

西哥、摩 

洛哥、尼 

日利亚、 

巴基斯坦、 

瑞典、阿 

共湘国、 

南斯拉夫 

阿拉伯联 

合共湘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工作文件：作为核査遵 1970. 8. 25 

守禁止化学武条约情 

况的手段的监测的经济 

数据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0. 9. 1 

学^生物武器条约的核 

査措施的建议 

工作文件：关于波兰人 1970. 9. 3 

民共^国外交部副部长 

J •维涅维奇先生在裁 

^委员会会议第4 6 4 ^ 

全体会议上为禁止化学 

^细菌（生物）武^的 

发展、生产、储存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 

案（DOC. A力655号） 

提出的保障条款（CCD/ 

2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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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320 

CCD/322 

CCDy324 

CCD/332 

CCD/33 3 

cc 

ccDysss 

CCD/ 

CCD/344 

CCD/352 

4t ji. 
何二 

瑞典 

瑞典 

瑞典 

加拿大 

意大利 

B本 

日本 

阿根廷、 

巴西、缅 

甸、埃及、 

1971. 7. 5 

1971. 7. 6 

关于禁止化学战剂的工 1971. 3. 2 

作文件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1971. 3. 16 

学5fn生物作战手段全面 

协定的模式 

关于销毁化学^生物作 1971. 3. 30 

战手段的工作文件 

关于化学武器核査的工 

作文件 

关于"毒素"定义各个 

方面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1. 7. 8 

学武器的发展、生产^ 

储存的大气感测湘核査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1. 7. 8. 

学武器的一些问题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1. 8. 24 

学武器的核査问题的生 

物学解决办法一有机 

轔化学剂 

工作文件：载有东京大 

学春一山田教授1971 

车7月7日在非正式会 

议上讲的关于对禁止化 

学武器的核査问题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 

毁这些武器联合备 

1971. 8. 24 

1971.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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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 忘录 

亚、印度、 

墨西哥、 

摩洛哥、 

尼曰利亚、 

巴基斯坦、 

瑞典、南 

斯拉夫 

33. CCD/360 美国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剁 1972. 3. 20 

的工作方案 

34. CCD/361 保加利亚、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1972. 3. 28 

捷克斯洛 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 

龍 匈 毁这些武器的公约草 

牙利、蒙 案：由保加利亚、白 

古、波兰、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罗 马 尼 1 义共命国、捷克^洛 

苏联 我克、匈牙利、蒙古、 

波兰、罗马尼亚、乌 

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 

共^国^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柏国联盟提出 

35. CCD/365 ` 美国 关于受到詧制0^物质 1972. 6. 26 

的定义 

36. CCD/366 美国 关于化学战剂勒化学 1972. 6. 20 

武器的储存的工作文 

件 

37. CCD/367 美国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的 1972. 6. 20 

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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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乃68 

CCD/36 9 

CCD/371 

CCD力7 2 

CCD/373 

CCD/374 

CCD/37 5 

CC^/377 

CCD/381 

联合王11 

瑞典 

意大禾、 

曰本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芬兰 

工作文件：关于美国某 

些化学物质的生产^贸 

易方面的统计 

工作文件：美国关于化 

学物质的国内立法 

关于遥控探测化学武器 

实地试验的工作文件 

关于两组化学战剂的工 

作文件 

工作文件：关于识别勒 

划分化学战剂以及核査 

问题的一些方面 

工作文件：关于用来划 

分剧毒致死性化学剂的 

标准问题 

工作文件：关于化学剂 

的定义、分类和禁止的 

一些方面 

工作文件：关于全面禁 

止化学武器的管制制度 

的要素 

芬兰常驻代表1972车 

7月 2 1日致秘书长派 

驻裁至委S会会议特别 

代表的信，递交芬兰政 

府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 

及核查^控制化学武器 

1972. 6. 20 

1972. 6. 20 

1972. 6. 27 

1972. 6. 28 

1972. 6. 29 

1972. 7. 5 

1972. 7. 5 

1972. 7. 20 

1972. 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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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ce 0/̂ 38 3 荷兰 

48. CCD/^384 

49. ce 0X387 

瑞典 

加拿大 

50. CCD/395 瑞典 

51. CCD/39a 瑞典 

52. CCD/400 阿根廷、 

E E 缅 

甸、埃及、 

埃塞俄比 

亚、墨西 

在技术方面的可能性的 

工作文件，特别谈到芬 

兰为了将来可能在国际 

上使用而建立一个11家 

一级的控制化学武器能 

力 的 ‧ 项 目 

工作文件：关于在有机 1972. 8. 1 

磷化合物领域内划分神 

经毒气的可能性 

工作文件：瑞典关于化 1972. 8. 8 

学物质方面的国内立法 

工作文件：关于化学物 1972. 8. 24 

质的毒性在化学控制协 

定方面的估计及应用的 

方法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化 1973. 3. 6 

学武器的扩大核査的概 

念——裁至条约中核査 

的主要作用 

工作文件：提出了在各 

种 ^备控制 ^裁 ^条约 

及提案中处理梭査问题 

所 用 方 式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发 

展、生产、储存化学武 

^及销毁这类武器 

1973. 4. 24 

1973.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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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403 

CCD/410 

CCD/412 

CCD/413 

哥、摩洛 

哥、尼曰 

利亚、瑞 

典、南澌 

拉夫 

保加利亚、 

捷克澌洛 

紘 匈 

牙利、蒙 

古、波兰、 

罗马尼亚、 

苏联 

‧a-旦 
何兰 

芬兰 

曰本 

工作文件：关于对禁止 1973. 6. 2 8 

发展、生产、储存化学 

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 

‧的遵守tt况实行监督 

的方法 

工作文件：关于支持化 1 9 7 3 . 7. 31 

学武钱公约舶其他裁至 

协定的一个国际机枸 

芬兰代理常-驻代葡973 1 9 7 A 8. 14 

车 8月 9日致秘书长派 

驻裁至委&会会议特别 

代表的信，递交芬兰政 

府的一个工作文件一 

关于芬兰为将来可能在 

国际上使用而 ^一个 

国家一级的控制能力的 

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发 

展生产、储存化学武器 

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国 

际协定的主要内容 

1973.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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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CD/414 加拿大 

58. CCD/420 日本 

59. CCD/427 瑞典 

60. CCD/430 S本 

61. CCDy432 芬兰 

为在禁止发展、生产湘 1973. 8. 21 

储存化学武^条约中的 

化学物质下定义的问题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发 1974. 4. 30 

展、生产*储存及其销 

毁的公约草案 

对于曰本代表团于1974 1974. 7. 2 

车 4月 3 0日提出的"关 

于禁止化学武卷的发展、 

生产^储存及萁销毁的 

公约草案"（ C C D / 

420f )的一些看法 

工作文件：载有日本专 1974. 7. 12 

家为于1974车裁至委 

员会会议有专家参加的 

非正式会议提出的桨止 

范围湘核査有机磷化合 

物的意见 

芬兰常驻代表1974车 1974. 7. 16 

7月 1 2日致秘书长派 

驻裁至委S会会议特别 

代表的信，递交芬兰政 

府的工作文件:'关于对 

化学武器战剂的分析^ 

鉴别方法一芬兰研究 

项目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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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433 

CCD/4 34 

CCD/43 5 

CCD力36 

CCD/437 

CCDX452 

CCD/453 

CCDy45 8 

美国 

日本 

芬兰 

加拿大 为可用作刺激剂^失能 1974. 7. 16 

剂的具有至事意义化合 

物下定义的问题 

加拿大 对加拿大储存的第二次 1974.7.16 

世界大战芥子气毒剂的 

销毁及处理 

关于化学战剂毒性的工 1974. 7. 16 

作文件 

关于化学战剂销毁的工 1974. 7. 16 

作文件 

关于将商用化学品转用 1974. 7. 16 

于武器的工作文件 

对在关于禁止化举武器 1975. 4. 8 

的发展、生产勒储存及 

销毁的公约草案（CCD_/ 

420 ) 中所使用的措 

词的修改 

芬兰常-驻代表1975 ̂  1975. 7. 4 

7月2日致秘书长派S 

裁^委 ê会会议代理代 

表的信，递交芬兰政府 

的工作文件：关于对化 

学武^战剂进行化学分 

析^鉴别的方法——芬 

兰 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 

联邦德国 工作文件：关于化学战 

剂的定义勒分类 

1975. 7. 22 



CCIV461 瑞典 

CCDy466 曰本 

CCD/473 加拿大 

CC^/483 曰本 

CCD/485 瑞典 

CCD/497 美H 

00 0/498 美国 

CCD/499 美国 

CCD/501 芬兰 

工作文件：关于在国际 

条约中界分化学战剂的 

模式 

工作文件：关于可正当 

用于*平用途的化学剂 

的范围以及本国核查制 

度 的 4 惯 例 

工作文件：关于3Mt学 

战剂定义而使用测定致 

死 性 方 法 

工作文件：关于受禁止 

化学武^公â勿禁止的化 

学战剂问题 

工作文件：关于销毁化 

学武器储存的现场核查 

的一些方面 

核查对已公布的化学战 

剂 储 存 销 毁 

在化学武器核査中对密 

封垫^监测装置的 

审査关于3^化学武器协 

定中化学战剂下定义的 

提案 

芬兰常设代表处负责政 

治事务的大使于1976 

车 7月 I日致秘书长派 

驻裁至委S会会议特别 

1975. 7. 29 

1975. 8. 8 

1975. 8. 26 

1976. 4. 8 

1976. 4. 9 

1976. 6. 29 

1976. 6. 29 

1976. 6. 29 

1976.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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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02 

及Corr, 1 

CCD/503 

CCD/504 

CCDy505 

CCD/506 

CCD/508 

及 C o r r . 1 

CCD/515 

CCD/529 

联合王国 

南斯拉夫 

南 斯 夫 

南斯拉夫 

民主德国 

捷克 

联合王国 

曰本 

曰本 

代表的信，递交芬兰政 

府的工作文件关于对化 

学武恶战剂及有关化合 

物进行化学鉴别的方 

法一芬兰研究项目的 

进展情况 

工作文件：关于通过边 1976. 7. 2 

境的空中监测对化学武 

器试验进行域外监测的 

可行性 

对于神经毒气中毒的医 1976. 7. 5 

疗防护（目前的情况及 

今后的可能性） 

同二元技术有关的化学 1976. 7. 5 

化合物的分类法 

关于化学战剂（C W A ) 1976. 7. 5 

定义的工作文件 

有机璘化学武器战剂的 1976. 7. 6 

化学武器问题的一些医 

疗方面及其前景 

禁止发展、生产勒储存 

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 

约草案 

工作文件：一秭LDSO 

谱形式的草案 

关于国际控制化学武器 

的一些想法 

1976. 7. 8 

1976. 8. 6 

1976. 8. 16 

1977.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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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CD/531 

89. CCD/533 

90. CCD/537 

Rev. 1 

9L CCDy538 

92. CCD/B39 

93. CCD/^.41 

荷兰 

匈牙利 

苏联 

苏联 

联合王国 

关于失能性化学战剂的 

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关于核査4h 

学生产工 厂顺流的神经 

毒-剂、I分解产物或起 

始物料 

为毒性化学剂下定义的 

可能采用的方法 

禁止化举武II协定遵 

守情况进行监测的一些 

方法 

核査对已公布的化学武 

器储存的销毁 

神经剂毒'！ 

1977. 3. 28 

1977. 4. 22 

1977. 8. 4 

1977. 8. 3 

1977. 8. 3 

1977. 8. 5 

94. CCDy544 

95. CCD/569 

96. CCD/577 

芬兰 

^ 典 

芬兰 

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处参赞1977 

东 8月 1 9日致秘书长 

派驻裁至谈判会议特别 

代表的信，关于用化学 

方法^仪器核査有机磷 

战剂 

工作文件：关于为使用 

计算机扫描化学文献的 

方法论调査 

芬兰常驻联合国曰内瓦 

办事处代表处临时代办 

1978. 8. 1 4暾秘书 

1977. 8. 19 

1978. 4. 24 

1978.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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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派驻裁至谈判会议特 

别代表的信，关于核査 

化学裁^的分析技技一 

利用坡璃毛细管气相层 

析同专门检测器进行痕 

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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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萆谈判委员会 

97. CD/5 

9 8. C D/6 

意大利 

荷兰 

9 9. C D X U 21国集团 

100. CD/14 

101. CD/15 

芬兰 

联合王国 

102. CD/21 

103. CD/26 秘书处 

104. CD/37 

矢于化学裁军谈判的工，1979. 2. 6 

作文件 

关于剁订禁止化学武器 1979. 2. 6 

公约的一些程字方面的 

关于禁止发屣、生产和 1979. 4. 9 

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的谈判的工作文 

件 

化学战剂的化学鉴定方 1979. 4. 25 

法：芬兰研究项目 

化学武器问题专家访问 1979. 4. 24 

英a的经过（1969年 

3月1 4—1 6日） 

波兰：禁止研制、生产 1979. 6. 20 

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勒销 

毁此种武器工作文件 

裁^委员会会议^裁军 

谈判委员会1972— 

1979. 7. 1 

1979年工作文件和声 

明中有关化学武器的资 

料汇編 

德意志联邦共^国：矢 

于国际核査不生产化学 

武器情况的某些方面的 

工作丈件：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ft^经验 

1979.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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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9 芬兰 

CD/41 

CD/4 4 

CD/48 

CD/49 

CD/52 

CD/59 

CD/68 

CD/80 

荷兰 

波兰 

苏联 

荷兰 

`J^国 、î§ 

大利相荷 

澳大利亚 

波兰 

潜在有机磷战剂的鉴定 1979. 7. 16 

—关于技术和参考资 

料标准化的方法 

载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1979. 7. 25 

有关问题的工作文件 

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 1979. 7. 26 

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 

器公约大纲：工作文件 

苏美关于就禁止化学武 197 9. 8. 7 

‧ 边 谈 判 进 展 愔 况 的 

联合报告 

化学武器一对第 C D / 1979. 8. 8 

41号文件内各项问题 

的答复 

化学武器一1979年 1979. 8. 13 

裁S谈判委员会对禁止 

化学武器讨论的评价 

化学武器：召开非正式 

专家会议的提案 

化 学 武 器 一 处 理 裁 , 

1980. 2. 12 

1980. 2. 28 

谈判委员会所面临任务 

的一项可能程序性办法： 

工作文件 

裁萆谈判委员会在其第 

6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的关于设立化学武器特 

设工作小组的决定 

1980.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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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CD/82 越南 

115. CD/84 荷兰 

1 16. CD/SS 民主東埔 

117. CD/89 阿富汗 

1980年3月1 8日越 

南钍会主义共相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 

表处临时代办的信，转 

递题为"关于美国在越 

南、老ièf和柬埔寨使用 

化学物剂^备忘录，的 

文件 

载有题为"化学武器特 

设工作小组初步工作计 

划草案"的工作文件。 

" 1 9 8 0年 3月 2 6曰民 

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窶处代表化常S 

代 表 送 分 别 题 为 

'1980年2月5日民 

主柬埔寨外交部关于河 

内加紧滥用化学武器并 

从事其他活动妄图消灭 

柬埔寨人民的声明' ^ 

-越南侵3&者在柬埔寨 

使用化学武器的几件事 

例；19 8 0年 2月 2 5 

日民主柬埔寨新闻部发 

布 新 闻 ， ` 等两份文件' 

1980年4月1 3曰阿 

富汗民主共命国外交部 

副^长转递"阿冨汗民 

1980. 3. 20 

1980. 3. 26 

1980. 3. 27 

1980. 3. 14 



CD/528 
Page 79 

CD/94 

CD/96 

比利时 

波兰 

CD/97 

CD/102 

瑞典 

中国 

CL/103 芬兰 

CD/105 法国 

CD/106 法国 

主共和国政府于1980 

年 4月 1 1日发表的声 

明"的电文。 

拟议的化学战剂和化学 

弹药的定义。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一初步工作计划： 

工作文件. 

关于禁止化学战能力的 

工作文件 

1980年6月1 9日中 

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 

代轰团代理团长的信， 

转交题为"中国代表团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主要内容建议 "的工， 

作文件。 

1980年6月2 4日芬 

兰常驻代表的信.递送 

题为"识别潜在的有机 

辚战剂的降觯产物"的 

一项文件。 

法国代轰团对荷兰代表 

团向裁^谈判委员会提 

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调 

査表（CD/41 )的答复。 

不制造和不拥有化学战 

剂和武器的管制 

1980. 4. 18 

1980. 4. 22 

1980. 4. 24 

1980. 6. 19 

1980. 6. 24 

1980. 6. 27 

1980. 6. 27 



C D / l l O 

C D/11 1 

CD/112 

CD/113 

CD/114 

CD/1 17 

CD/12 1 

CD/122 

CD/123 

CD/124 

南斯拉夫 关于防止神经毒气中毒 

的医疗防护的工作文件 

(当前的情况和将来的 

可能发展）。 

南斯拉夫 关于化学战剂定义的工 

作文件 

苏联.、美 苏联一美国关于禁 i L 

国 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进 

度的联合报告 

加拿大 化学武器公约核査的安 

排和监督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代表团现阶段 

对于CD/41号文件内载 

载荷兰所提关于化竽武 

器的调査表的答复 

加拿大 化学武器公约的定义和 

范§1 

波兰 谈判化学武器时须予觯 

决的一些问题：工作文 

件 

摩洛哥 关于化学武器定义的建 

议 

蒙古 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化 

学武器的未来公约与• 

1925年《日内瓦议定 

书》之间的相互关系 

印.度尼西 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 

亚 看法 

1980. 7. 2 

1980. 7. 2 

1980. 

1980. 7. 8 

1980. 7. 9 

19 80. 7. 10 

19 80. T. 17 

1980. 7. 21 

1980. 7. 21 

1980. 7.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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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24Eev. 1 

CDXlSlBev. 1 

CD/132 

CD/142 

CDX164 

CD/167 

CD/168 

CLX169 

CD/173 

CD/178 

CD/179 

dd. 1 

巴基斯坦 

瑞典 

芬兰 

加拿大 

中国 

加拿大 

芬兰 

对C:D/124关于化学 19 81. 4. 24 

剂相化学战剂定义的修 

正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1. 8. 4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 

的报告 

巴基斯坦政府就CD/89 1980. 8. 1 

号文件的分发提出的看 

法 

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 1981. 2. 10 

用化学武器的化学战争 

能力 

建立化学武器监督能力 1981. 3. 19 

——芬兰研究项目的目 

前阶段和目标 

一项基于活动分析的化 

学,备管制条约在核査 

和监瞀方面的要求 

禁止化学武器：关于化 

学战剂的定义问题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生 

产手段的拆除 

化学战剂的处理 

芬兰政府关于化学武器 

核査讨论会的邀请信 

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 

主席向裁,谈判委员会 

提出的小组工作的进度 

报告 

1981. 3. 26 

1981. 3. 27 

1981. 3. 27 

1981. 4. 3 

1981. 4. 16 

1981.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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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47. 

148. 

149. 

CD/183 

CD/195 

CD/196 

CD/197 

150. CD/199 

151. CD/203 

152. CD/211 

153. CD/212 

154. CD/220 

155. CD/244 

加拿大 关于S备管制核査的概 

念性工作文件 

南斯拉夫 关于失能剂的工 作文件 

芬兰 化学战剂的痕量分析 

罗马尼亚 工作文件一关于化学 

武器公约要点的建议： 

定义^标准 

捷克 工作文件：毒素的定义 

^特性 

荷兰 在全面有效禁止研制、 

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 

范围内的协商^合作、 

核査措施和申诉程序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 

斯博士 1981年7月26 

日讲话中关于化学武器 

摘录 

中国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一 

些意见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向裁,谈判委员会提交 

的工作报告 

联合王国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 

核査^监测遵守情况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 

CW/WP. 26号文 f | ^ 

发） 

1981. 6. 12 

1981. 7. 14 

1981. 7. 16 

1981. 7. 17 

1981. 7. 24 

1981. 7. 30 

鲁 1981. 8. 13 

1981. 8. 13 

1981. 8. 17 

1982.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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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CD/258 
及Corr. 1 

157. CD/263 

158. CD/264 

159. CD/<265 

160. CD/266 

161. CD/270 

162. CD/271 

163. CD/275 

利亚、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和 
、民 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 
国、 （并作为CD/CW/W?. 
、波兰、28及corr. 1号文件分 

发） 

1982. 3. 9 

芬兰 

美国 

德意志5^ 

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 

印度尼西 

亚、荷兰 

美利坚合 

众国、联 

加拿大 

1982. 3. 23 

1982. 3. 24 

1982. 3. 24 

关于核査与化学战剂禁 1982. 3. 22 

止 范 S i ^ 关 系 工 作 文 

件 

美国的P且止化学战计划 

关于核査化学武器公约 

遵守情况的原则和规则 

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一二元武器 

及其定义和核査问题 

(并作为 

31号文件分发） 

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代表 

团于1982年3月3 1 

日发出的信，转交题为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É 

巴都査査尔销毁约4 5 

芥子剂"的报告 

化学武器核査"远距离 1982. 4. 1 

持续核査"技能的技术 

评价（并作为CD/CW/ 

WP. 32号文件印发） 

1982年4月5日加拿 

大副代轰给裁军谈判委 

1982. 3. 31 

198 2. 4. 7 

加
克
德
古
联
 

保
捷
主
蒙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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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CD/277 ^ 典 

165. CD/279 

166. C D/281 

及Rev* 1 

167. CD/288 

168. CD/294 苏联 

169. CD/298 南斯拉夫 

员会的信.递交题为 

"军备管制核査提案纲 

要一第二版 "的文件 

工作文件："前体"概 1982. 4. 

念及为化学武器公约提 

出的定义的建议 

工作文件：对于在就全 19 82. 4. 14 

面禁止化学武器谈判 

各方之间加强信任的措 

施的建议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2. 4. 26 

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问题的特别联大准备的 

提交给裁军i炎判委员会 

的特别报告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2. 4. 21 

主席博古米尔‧苏伊卡 

大使在向裁:?^谈判委员 

会提交该小组的报告时 

的发言 

禁止化学武器^发展、 1 9 8 2 . 8. 21 

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毀这 

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 

款（也作为 

3 5印发）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 1982. 7. 26 

约中核査§^某些方面 

(也作为 
37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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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CDy^99 芬兰 

171. CDX301 比利时 

172. CD/306 荷兰 

173. CD/307 荷兰 

174. CD/308 意志联 

邦共和IÉ, 

荷兰 

芬兰常设代表处临时代 1982. 7. 29 

办 1 9 8 2年 7月 2 7日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递交题为"化学 

战剂的系统鉴定.非磷 

战剂的鉴定"è<^文件 

关于监测禁止在战斗中 19 82. 8. 4 

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 

(生物）武器或毒素武 

器的备忘录（也作为 

CD/CW,P, 3 9号文 

件印发） 

关于核査化学武器生产 1982. 8. 10 

工厂下游的神经毒剂及 

其分觯产物或起始物料 

的存在问题的工作文件 

关于核査化工厂下游神 1982. 8. 10 

经毒剂及其分觯产物或 

起始物料的存在问题的 

工作文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 1982. 8. 10 

兰代表团团长于1982 

年 8月 9日致裁^委员 -

会主席的信，递交一份 

载有就CD/294号文件 

提出的初步问题的文件 

(也作为CD/CWy^P. 

40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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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CD/311 

176. CD/313 

177. CD/316 

178. CD/324 

179. CD/325 

180. CD/326 

挪威 

加拿大 

法国 

瑞典 

瑞典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核 

査一在冬季条件下对 

化学战剂进行取样和分 

析的工作文件 

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的 

核査机构 

工作文件：对化学武器 

储存的销毁进行监测 

(也作为CD/CW/T7P. 

42号文件印发） 

关于"关鍵化学武器前 

体"é*i毒性标准的工作 

文件 

关于监测化学武器^化 

学战剂储存的销毁的工 

作文件 

化学武器工作文件：关 

于 " 公 布 " 、 " 核 査 " 

和 " 协 两 委 员 会 " 提 

1982. 8. 1 

1982. 8. 16 

1982. 8. 19 

1982. 9. 6 

1982. 9. 6 

1982. 9. 6 

181. CD/333 

182. CD/334 

波兰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对禾来公约组成部 

分可能的妥协性措词的 

意见(也作为CD/CW/ 

WP. 44号文件印发）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 

告 

1982. 9. 14 

1982.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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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CD/338 

184. CD/342 

185. CD/343 美国 

186. CD/349 古巴 

187. CD/350 

188. CD/353 

西班牙 

联合王国 

1983年1月2 4日捷 1983. 2. 1 

克斯洛伐克常驻代表转 

递华沙条约缔约国于 

1983年1月5曰在布 

拉格通过的政治宣言文 

本的信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3. 2. 8 

关于1983年1月1 7 

日至2 8日 期 间 工 作 

的报告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 1983. 2. 10 

化学武器公约的详细观 

点 

1983年2月2 1曰古 1983. 2. 21 

日古巴共和国常驻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递交1983年1月1 3 

日至2 0日在胡志明市 

举行的关于战争中便用 

除莠剂和落叶剂：对人 

类和自然的长期钐,的 

S际学术讨论会最后总 

结报告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 1983. 2. 28 

约的技术方面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1983. 3. 8 



CD/378 

CD/387 

中国 

CD/392 

CD/393 

CD/396 

CD/397 

CD/401 

CD/408 

芬兰 

南斯拉夫 

挪咸 

挪咸 

南斯拉夫 

埃及 

关于未来禁止化学武器 1983. 4. 21 

公约的禁止体制 

关于核査化学武器储存 1983. 7. 6 

销毁情况示范性现场 

视察程序 

1983年7月1 1曰芬 1983. 7. 13 

兰常驻代表给裁^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 

题为"系统识别化学战 

剂：对战剂前体、非磷 

剂降觯产物及一些潜在 

剂的识别"的一份文件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 1983. 7. 13 

约中核査程序的一些技 

术方面（同时作为CD/ 

CW/WP. 55号文件印 

发）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 1983.7. 19 

约的核査：在冬李条件 

下对化学战剂的取样和 

分析 

工作文件：对不生产化 1983. 7. 19 

学武器的核査 

前体"关健"前体（同.1983.7.29 

时作为 

82号文件印发） 

促进尊,化学武器公约 1983. 8. 9 

和遵守其条款的建议 



CD/528 
Page 89 

CD/416 

CD/419 

CD/424 

CD/425 

CD/426 

CD/429 

CD/431 

CD/432 

CD/435 

瑞典 

瑞典 

联合王国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钍会主义 

国家集团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的裉告 

关于核査销毁化学武器 

储存的专题讨论会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核 

査（也作为 

WP. 61号文件印发） 

核査化学武器储存的销 

毁（也作为 

WP. 60号文件印发） 

禁止在至事上为使用化 

学武器作准备f也作为 

CD/CW/WP. 62号文 

件印发）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关于1984年1月1 6 

日至2月6日的工作报 

告 

化学武器公约：核査和 

遵守——挑战方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 

代表1984年1月3 0 

日致裁军谈判4^议主席 

的信，递交一份说明在 

皮朗沙赫尔用化学武器 

展开进攻的报告 

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工 
作效率 

1983. 8. 22 

1983. 8. 23 

1984. 1. 20 

1984. 1. 18 

1984. 1. 23 

1984. 2. 

1984. 2. 10 

1984. 2. 13 

1984.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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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CD/437 捷克 

207. CDX439 联邦德国 

1 9 8 4年 2月 2 3日捷 

克斯洛伐克常驻代表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倌， 

递交苏联外交部长1984 

年 1月 1 0日递交的华 

约向北约提出的消除欧 

洲化学武器问题的建议 

关于一项未来的化学武 

器 协 定 禁 止 转 让 " 

和"准许0^转让"的提 

1984. 2. 23 

19 84. 2. 24 

20 8. CD/440 

209. CD/4 43 

210. CD/444-^ 苏联 

211. CD/445 荷兰 

关于,新设立化学武器 

特设附属机构决定 

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 

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 

主要内容建议（也作 

为CD/CW/WP. 6 8号 

苏联代表1984年3月 

6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的 

信，递交苏联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年 

科先生 1 9 8 4年 3月 2 

B对莫斯科古比雪夫区 

选民讲话的摘要 

化学武器裁,视蔡团的 

规模和结构 

本文件也列于与之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下• 

1984. 2. 28 

1984. 3. 5 

1984. 3. 19 

19 8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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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CD/446 

213. CD/4 47 

214. CD/482 

215. CD/483 

216. CD/494 

217. -C D/4 96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特设 1984. 3. 8 

附属机构名称的决定 

伊朗伊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驶 1984. 3. 9 

兰共和国 代表1984年3月2 0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递交关于对伊朗军 

事^非s:事ifb区讲行导 

弹袭击和轰炸的情况 

南斯拉夫、工作文件——国家核查 1984. 3. 26 

措施（也作为CD/CW/ 

WP. 7 3号 t件印发） 

伊朗伊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 19 84.3.27 

兰共和国 代表1984年3月2 0 

日致裁军谈判4^议主席 

的信.递交关于全面禁 

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 

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也作为CD/CW/WP. 

74号文件印发） 

法国 消除储存及生产设施 1984. 4. 3 

(也作为CD/CWXW?. 

79号文件印发） 

联邦德国 关于在未来化学武器公 19 84. 4. 4 

约列入禁止使用化学 

武器及退约权内容的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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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 . CD/497JL/ 繊 

219. C D / 5 0 0 

220.' C D / S O I J L / 

1 9 8 4 年 4 月 1 1日苏 

联代表致裁萆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苏共 

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年 

科对《真理报》所提问 

题的回答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 

牙利代表团团长1984 

年 4 月 2 5日致裁系谈 

判^议主席的倌.递交 

1 9 8 4 年 4 月 1 9 日 ^ 

2 0日在;ffr达佩斯举行 

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外长 

^议的公报 T本 

1984. 4. 1 1 

1984. 4. 14 

1984. 4. 26 

JL/本文件也列于与之有关其他议程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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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武器特设小组的工作文件 

1. CD/CW/WP. 1 

2. CD/CW/WP. 2 

及A a d . 嫩 

3. CD/CW/WP. 3 

4. CD/CW/WP. 4 

5. CD/CW/WP. 5 

6. CD/CW/WP. 6 

7. CD/CW/WP. 7 

及5ev. 1 

8. CD/CW/WP. 8 

及Corr. 1 

9. CD/CW/WP. 9 

10. CD/CW/WP. 10 

及 c o r r , 1 

11. CD/cwywp. 11 

美利坚合 

瑞典 

德意志联 

邦共^国 

法国 

加拿大 

蒙古、波 

兰、苏维 

埃钍会主 

义共和国 

联盟 

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文件清单载有1979年 

7月到1980年7月间 

分发的同化学武器特设 

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的 

裁^谈判委员会文件清. 

单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应予确定的问题 

谈判化学武‧ ̂公约时应 

予觯决的问题 

就当前民间生产进行就 

抽视察对.于化学工业的 

影响 

化学战剂定义的标准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 

纲要——第1邵分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 

纲要一第 2部分 

核査相化学武器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 

纲要一第 3部分 

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中应包括的活动 

的类型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1. 

1981. 

1981. 

7. 15 

4. 28 

7. 17 

7. 29 

1980. 4. 28 

1980. 4. 18 

1980. 7. 1 1 

7. 18 

2. 16 

3. 4 

2. 24 

1981. 3. 17 

1981. 2. 25 

1981. 3. 3 

1981. 3. 11 

1981.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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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D/CW/T(7P. 12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 1981. 3. 10 

纲要一第 4部分 

13. CD/CW/WP. 13 主席建议e*t小组工作的 1981. 3. 16 

纲要——第5部分 

14. CD/CW/WP. 14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 1981. 3. 16 

纲 要 一 第 6 部 分 

15. CD/CW/WP. 15 保加利亚、 化学武器：定义 1981. 3. 25 

雜 1、波 

16. CD/C W/WP. 16 法囿 材 料 ^ 设 施 公 亩 ^ 销 1981. 3. 26 

毁 

17. CD/CW/WP. 17 法国 化学武器一定义、标 1981. 3. 27 

18. CD/CW/Wp. 18 澳大利亚 

/£ 

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 1981. 4. 16 

组主席所建议经综合 

后的纲要之初步意见 

19. cD/cw/yyp. 19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1. 4. 23 

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组 

成部分 

20. 20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1. 6. 15 

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组 

成部分 

21. CD/CW/WP. 21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1. 6. 15 

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组 

成部分 

22. CD/CW/1!7P. 22 主席向化学武器工作小 1981. 7. 13 

及 c o r r , 1 组做的关于就毒性确定 1981. 7. 15 

^ Rev. 1 问题进行协!^的愦况的 1981.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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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P. 23 

CD/CW/WP. 24 澳大利亚 

CD/CW/WP. 25 澳大利亚 

CD/CW/WP. 26 联合王国 

CD/CW/WP. 27 

及Rev. 1 

CD/CW/17P. 28 

及C 0 r r. 1 

CD/CW/Wp. 29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伐克、德 

意志民主. 

共 ^ 国 、 

匈牙利、 

蒙古、波 

兰和苏维 

埃钍会主 

义共和国 

联盟 

保加利亚 

1981. 7. 27 

1982. 2. 18 

化学武器核査：专家协 1981. 7. 21 

询委员4^ 

化学武器公约：给予各 1981. 7. 21 

締约国援助 

化学武器核査：甲« 

的'指紋印'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巾的 

核査^监测遵守愔况 

工作（同时亦作为CD/ 

244号文件印发） 

主席提出的关于化学武 

器特设工作小组1982 

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工 

作计划草案的建议 

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和 1982. 3. 9 

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 

(同时亦作为CD/258 

号文件印发） 

1982. 2. 23 

1982. 2. 26 

与禁止二元化学武器有 1982. 3. 12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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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CD/CW/WP. 30 

及CO r r , 1 

CD/CW/WP. 31 南斯拉夫 

CD/CW/WP. 32 

cD/CW/WP. 33 

及CO r i \ 1 

CD/CW/WP. 34 

CD/CW/WP. 35 

CD/CW/WP. 36 

美利坚é 

众国、联 

合王国、 

澳大利亚 

絲 

主席就有关毒性确定问 

题进行的协商向化学武 

器工作小组提出的拫告 

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及 

其定义相核査问题（同 

时亦作为CD/26 6 f印 

发） 

化学武器核査'远距离 

持续核査'技能的技术 

评价（P时亦作为CD/ 

271号文件印发） 

对CD/220号文件的倐 

îE后的组成部分,ft注释、 

建议的新案文和备选措 

辞以及对新案文的注释 

汇编 

主席的闭幕词（ 1982年 

第一期会议）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 

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 

(同时作为CD/294号 

文件印发）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在专家的协助下与各代 

轰团进行协两事宜 

19 82. 3. 22 

1982. 3* 24 

1982. 4. 1 

1982. 4. 28 

1982. 7. 23 

1982. 4. 16 

1982. 7. 21 

1982.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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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P. 37 南斯拉夫 

CD/CW/^P. 38 南斯拉夫 

CD/CW/WP. 39 比利时 

CD/CW/WP. 40 德意志联 

邦共,fn国. 

荷兰王国 

CD/CW/WP. 41 

及 c o r r , 1 

CD/CW/WP. 42 法国 

1982. 8. 10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核 1982. 7. 26 

査的某些方面的工作文 

件（同时作为CD/298 

号文件印发) 

化学武器的备选定义建 1982. 7. 28 

议 

关于监测禁止在战争中 1982. 8. 4 

使用化学武器^细菌 

(生物）武器或毒素武 

器^备忘录（同时作为 

CD/301号文件印发） 

1982年8月9日德意 

意志联邦共^国和荷兰 

王国代表团团长给裁^ 

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交一份对CD/294提 

出初步问题的文件（同 

作为CD/308号文件印 

发）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关于就孜术问题与专家 

进行协周的报告 

关于监测化学武器储存 

的销毀的工作文件（亦 

作为第CD/<316号文 

件印发） 

1982. 8. 10 

1982. 8. 25 

1982. 8. 19 



CD/CW/WP. 43 

CD/CW/?7P. 44 波兰 

CD/CW/WP. 45 

CD/CW/WP. 46 荷兰 

CDye W/WP. 47 美H 

CD/CW/WP. 48 美国 

CD/CW/WP. 49 

CD/CW/WP. 50 波兰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提交给裁^谈判委员会 

的报告草案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对未来公约组成^ 

分可能《1妥协措词的意 

见(亦作为第CD/333 

号文 f l A发）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关于 

1983年I月1 7日至 

28日的工作裉告 

建议关键前体清单一 

包括可用于多元化学武 

器系统的关键前体 

美国代表团对于198 3 

年1月进行的化学武器 

技术协商的慼想 

关于对销毁已公布的储 

存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 

视察的工作设想 

A接触小组协调员的发 

言 

波兰代表团关于1983 

年 1月 1 7日至 2月 4 

日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内就技术性问题与 

各代表团协商结杲的意 

1982. 9. 6 

1982. 9. 14 

1983. 1. 28 

19 83. 4. 12 

198 3. 4. 18 

19 83. 4. 18 

1983. 4. 26 

1983.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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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P. 51 美国 

CD/CW/WP. 52 美国 

CD/CW/WP. 53 保加利亚 

CD/CW/WP. 54 法国 

CD/CW/Wp. 55 南斯拉夫 

CD/CW/Wp. 56 

R ev. I及AôLd̂  1 

CD/CW/l?P. 57 联合王国 

防止非法生产神经毒气 

的关鍵前体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査 

关于对销毁公布^储存 

进行核查§^工作设想 

前体一关鍵前体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 

约rt^核查程序的一些技 

术方面（同时作为CD/ 

393号文件印发）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4^ 

报告草案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198 3. 6. 30 

1983. 6. 30 

1983. 6. 28 

1983. 7. 12 

19 83. 7. 13 

1983. 8. 16 

1983. 8. 22 

1983. 8. 16 

1983. 8. 17 

CD/CW/WP. 58 

CD/CW/WP. 59 荷兰 

1984年1月1 6曰——1984. 1. 18 

2月3日期间初步工作 

计划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1984. 1. 18 

CD/CW/WP. 60 瑞典 

CD/CW/WP. 61 H® 

核査化学武器储存的销 

毀（也作为CD/425号 

文件印发）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核 

査（也作为CD/4 24号 

文件印发） 

1984. 1. 18 

1984.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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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D/CW/WP. 62 瑞典 

63. CD/CW/WP. 63 比利时 

禁止在,事上为使用化 

学武器作准备（也作为 

CD/426号文件印发）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1981. 1. 23 

1984. 1. 27 

64. CD/CW/Wp. 64 芬兰 

及corr. 1 

6 5. CD/cw/Wp. 65 法国 

关于用仪器监测化学物 

剂 焚 烧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核 

1984. 1. 31 

19 84. 1. 31 

66. CD/CW/WP. 66 

67. 

68. 

六、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 

CD/CW/WP. 67 

CD/CW/WP. 68 中国 

69. 

70. 

71. 

CD/CW/Wp ‧ 69 

CD/CW/WP. 70 

CD/CW/WP. 71 南斯拉夫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关于1984年1月1 6 

日至 2月 6日期间工 

作报告草案 

1984. 2. 6 

主席关于化学武器公约 1984. 2. 28 

谈判的工作结构&^建议 

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 1984. 3. 5 

毁化学武器公约内容的 

主要观点（也作为CD/ 

4 4 3号文件发）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1984. 3. 14 

1984年第一期4^议工 

作计划 

工作安排要点 1984. 3. 9 

建议釆用的备选定义 1983.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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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D/CW/Wp. 72 苏联 

73. CD/CW/WP. 73 南斯拉夫 

74. CD/CW/WP. 74 伊朗伊斯 

兰共相国 

7 5. 

7 6. 

CD/CW/WP. 75 中国 

CD/CW/ffp. 76 伊朗伊斯 

兰共^国 

关于未来的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中有关接到现场 

视蔡要求缔约国对其 

加以考虑时应遵循的程 

序&^条款内容的提案 

〔对B接触小组协调员 

报告笫4. 3段（CD/ 

416号文件.附件！]：‧ 

笫12页）éM>IIE案〕 

工作文件：国家核査措 

施（也作为CD/482号 

文件印发） 

1984年3月2 0日伊 

朗伊斯兰共^国常驻代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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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4^ 

议主席的信（也作为 

CD/483号文件印发） 

关于"小规模生产设施" 

的几个问题 

对于未来&^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中在考虑有关締 

约国提出现场视察要求 

时应遵循&^程序条款内 

容的提案 I对 B接触小 

组协调员进度报告（CD/ 

416号文件附件II中文 
译文第12页）的條正案i 

1984. 3. 23 

1984. 3. 26 

1984. 3. 27 

1984. 3. 30 

1984.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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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CD/CW/WP. 77 

及5ev. 1 

78. CD/CW/WP. 78 苏联 

79. CD/CW/WP. 79 法囿 

80. GD/CWyWP. 80 

81. CD/CW/Wp. 81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1984年4月份工作计 

划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 

éft核査程序内容的建议 

消除储存及生产设施 

(也作为CD/494号文 

件 发 ) 

1984年第二期^议期 

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4 

的工作计划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 

席关于化学武器公约部 

分条款草案的建议 

1984. 4. 2 

19 84. 4. 5 

1984. 4. 2 

1984. 4. 3 

1984. 4. 17 

1984. 4. 26 



CD/528 

Page 103 

七、化学武器特设小组的会议室文件 

1. CD/CW/CBP. 1 

及A (id* 1 

2. CD/CW/CRP. 2 

3. CD/CW/CEP. 3 

4. CD/CW/CEP. 4 

Rev. 1 

1980. 7. 9 

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在 1980. 7. 4 

"范围"这个总题下提 

出的问题（主席备忘录） 

工作小组在"核査"这 

个总题下提出的问题， 

(主席备忘录） 

工作小组^议*提出的 

问题（主席备忘录） 

向CD提的报告草案 

p a r t i . P a r t i r 

p a r t m 

1980. 7. 17 

1980. 7. 22 

1980. 7. 24 

19 80. 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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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会议室文件 

5. CD/CW/CEP. 5 

及Rev. 1和2 

6. CD/CW/CEP. 6 

CD/CWXCEP. 7 

10. CD/CW/CRP. 10 

及Add, 1和 

C o r r . 1^ EeV. 1 

1 1. CD/CW/CEP. 11 

12. C D/C W/C HP. 12 

13. CD/CW/Ci^P. 13 

及 c o r r . 1 

比利时 

8. CD/CW/CRP. 8 法国 

9. CD/CW/CEP. 9 

主席对裁^谈判委员会 

1981年工作期间在化 

学武器方面要讨论的特 

别技术问题的建议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要讨 

论的主要§^定义^标准 

的题目潰单 

拟议定义（）{`iCD/94 

号文件倐 I E ) 

定义的标准 

1981年3月3 0 B会 

议上就CD/112号文件 

双边报告^主席关于小 

组工作§^纲要向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美利坚合众国两囿代表 

团提出的问题单 

向裁,谈判委员会提出 

的进度裉告草案 

主席的说明 

就确定毒性^行协f!的 

建议 

到1981年6月2 6曰. 
星期五收到的关于化学 
武器公约0^组成鄧分 
I. 1(之二)和附件一的 
建议经绿合后的案文 

1981. 2. 25 

1981. 3. 25 

1981. 3. 26 

1981. 

1981. 

3. 26 

3. 30 

1981. 4. 16 

1981. 4. 21 

1981. 6. 17 

1981. 6. 29 

198 1.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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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 . CD/CW/CRP. 14 

15. CD/CW/cEP. 15 

及Add. 1 

16. CD/CW/CEP. 16 

^AdcU 1 

及Cori\ 1 

17. CD/CW/CEP. 17 

及Eev. 1, Add, 1 

^2以及Rev. 2 

和 3以及 c o r r . 1 

18. CD/CW/CBP. 18 

19. CD/CW/CEP. 19 保加利亚 

20. CD/CW/CEP. 20 苏联 

代表团就CD/CW/W?. 1981. 7. 1 

19^ CD/CW/WP. 20 

号文件提出的倏正案. 

主席对化学武器公约组 1981. 7. 21 

成部分冬正建议 198 1. 7. 28 

主席在CD7CWy^P.19 1981. 7. 21 

^20号文件中建议的 198 1. 7. 31 

组成部分和附件草案所 1981. 7. 28 

提的條正案的汇编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1. 7. 31 

向裁,谈判委员会提出 1981. 8. 12 

报告草案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1. 7. 29 

关于与一项化学武器公 

约有关的、确定毒性方 

法进一步要做的工作的 

决定所提的建议.供该 

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 

作出建议 

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 1982. 3. 1 

规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 

议 

关于组成部分第二条化 1982. 3. 1 

学武器一般定义的备选 

文字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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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D/CW/CEP. 21 苏联 

22. CD/CW/CRP. 22 波兰 

23. CD/CW/CRP. 23 

24. CD/CW/CRP. 24 

25. CD/CW/CEP. 25 

阿根廷、 

澳大利亚、 

t*i国、印 

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苏联 

26. CD/CW/CEP. 26 苏联 

27. CD/CW/CEP. 27 保加利亚 

28. CD/CW/CEP. 28 尼曰利亚 

关于组成部分第二条一1982. 3. 

使用一般用途标准来确' 

定禁止化学品的范围的 

^议室文件 

关于组成部分第二条第 

2款备选方案的建议 

主席的说明——就毒性 

确定问题进行协商建 

议暂行时间表 

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 

规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 

议 

关于新的组成部分第三 

条（之二）一禁It设 

置一所建议的案文 

关于组成部分第四条一 

公.布——备逸措辞方 

案建议 

关于载入第CD/CW/ 

CEP. 25号文件的新 

组成部分第三条（之 

二 ）措辞所建议续文 

与组成部分第四条1(b) 

项一公.布——有关!^ 

1982. 3. 

1982. 3. 3 

1982. 3. 3 

1982. 3. 8 

1982. 3： 8 

1982. 3. 11 

198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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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D/CW/CEP. 29 

30. CD/CW/CEP. 30 

31. CD/CWycEP. 31 

32. CD/CW/CEP. 32 

3 3. CD/CW/CEP. 33 

瑞典 

波兰 

苏联 

、庫大利亚 

澳大利亚 

4^议室文件一化学武 

器销毁后取締和不取得 

进行化学战的能力 

就CD/220号文件组成 

部第四条注释 1 ̂ 注 

释4 及附件二注释1 

和注释3所提的建议 

前体 

关于组成部分第四条幼 

备选文字方案的建议一 

公布 

关于组成邵分第五条的 

备选文字方案的建议一 

销毁、转用、拆除^改 

1982. 3. 15 

1982. 3. 16 

1982. 3. 19 

1982. 3. 18 

1982. 3. 18 

34. CD/CW/CRP. 34 澳大利亚 

35. CD/CW/CEP. 35 澳大利亚 

36. CD/CW/CEP. 36 澳大利亚 

关于附件三的备选文字 

方案的建议——销毁、 

拆除业经公,布各秭化 

学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 

手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 

许的目的 

关于组成^分第九条的 

备选措词方案的建议一 

关于核査的一般规定 

关于组成部分第十一条 

的备选措词案文的建议 

——国家技术核査手段 

1982. 3. 18 

1982. 3. 23 

1982.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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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D/CW/CEP. 37 

38. CD/CW/CRP. 38 

39. CD/CW/cRP. 39 

40. CD/CW/CRP. 40 

41. CD/CW/CRP. 41 

4 2. CD/CW/CRP. 42 

南斯拉夫 作为第CD/CW/CEP. 

22号文件之组成部分 

第二条第2款蚤选措词 

方案^续文所提出的新 

案文 

南斯拉夫 关于第CD/220号文件 

注释，附件一第3、 

4段意见——定义相 

标准 

南斯拉夫 关于在第CD/220号文 

件第14页组成部分第 

四条款树C)款之间插 

入一新款的提案——公 

布 

南斯拉夫 关于组成部分第五条销 

毁、转用、拆除和改装 

建议的备选措词方杲 

南斯拉夫 附件三：销毁、柝除已 

公布的化学武的储存 

及其生产手段或将其转 

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关于第三段建议的备选 

措词方案 

德意志民 附件四：关于囿家核査 

主共^国 ^ 度 作 用 ^ 组 织 建 

议^方针 

1981. 3. 24 

1982. 3. 24 

19 82. 3. 24 

1982. 3. 24 

1982. 3. 24 

1982.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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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D/CW/CRP. 43 德意志民 对组成部分第十一条提 1982. 3. 25 

主共和国 出的备选措词——国家 

核査技术手段 

44. CD/CW/CEP. 44 係意志民 出于公约目的关于'前 1982. 3. 29 

主共和国 体，定义的一意见 

45. CD/CW/CEP. 45 德意志民 组成鄧分第十条备选措 1982. 3， 29 

主共和国 词抝建议 

4 6. CD/CW/CEP. 46 德意志民 关于组成部分十二条 1982. 3. 29 

主共^国 和笫十三条建议的备选 

措词方案 

47. CD/CW/CRP. 47 主席建议的序言草案 1982. 4. 1 

48. C D/CW/CRP. 48 捷克 组成部分第十七条第三 1982. 4. 1 

款的措词备选方案 

4 9. CD/CW/CRP. 49 保加利亚 建议加在现有组成部分 198 2. 4. 1 

第十六之末的案文—— 

有效期和退约 

50. CD/CW/CRP. 50 美国 关于储存和设施的公* 1982. 4. 1 

51. CD/CW/CEP. 51 荷兰 关于组成部分第十四条 1982. 4. 2 

^组成邵分第十五条第 

1款所建议的备选措词 

方案 

5 2. CD/CW/CEP. 52 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1982. 4. 6 

ev. 】^Eev, 1 问题的特别联大草拟的 1982. 4. 14 

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 

53. CD/CW/CEP. 53 瑞典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2. 4. 6 

捷出的在专家协助下与 
各代表团进行协商的建 
议 



CD/528 
Page 110 

54. CD/CW/CRP. 54 荷兰 

55. CD/CW/CEP. 55 苏联 

5 6. CD/CW/CEP. 56 * 国 

57. CD/CW/CEP/57 瑞典 

58. CD/CW/CEP. 58 

59. CD/CWXCEP. 59 

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第 

3款、组成部分第十一 

条第1款、组成部分第 

十二条和组成部分第十 

三条的备选措词方案以 

及拟议的新的组成部分 

第十三条之二的案文 

化!^武_^工作小组主席 

提出的在专家协助下‧£? 

各代表团进行协商§^建 

议 

^CD/CW/CEP. 47所 

载主席建议的序言草案 

第二段的备选措词的建 

议 

关于化学武器工作小组 

主席就1982年第一期 

会议期间进行协 f l赍 

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措词建议 

主席对有关序言翠案 

(CD/CW/CRP. 47 ) 

的初步意见的总结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关于在专家协助下同各 

国代表团进行协商建 

议 

1982. 4. 6 

1982. 4. 8 

1982. 4. 8 

1982. 4. 14 

198 2. 4. 15 

1982.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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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CRP. 60 

CD/CW/CBP. 61 

CD/CW/CRP. 62 中国 

CD/CW/CEP. 63 德意志联 

邦共^国 

CD/CW/CRP. 64 

CD/CW/CEP. 65 中国 

主席对附件四：关于国 1982.7. 15 

家核査制度的作用和组 

织的建议^方针（CD/ 

CW/CEP. 42)所建议 

的措词方案的初步意见 

(i|̂ 总结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1982. 7. 20 

在1982年7月20 B 

^开幕词 

关于组成部分笫二条^ 1982. 8. 4 

附件一的备选措词方案 

建议 

1982年7月2 2 B德 1982. 8. 26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轰团 

就CD/294号文件（CD/ 

CW/WP. 35 )向苏联代 

表团提出的问题的漬单 

主席就1982年7月23 1982. 7. 30 

曰的第UD/CW/WP,36 

号文件提出的技术问题 

拟于1982年8月2日 

至6日同专家进行协两 

的时间表 

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2 1982. 8. 1 1 

(a)相(d)的备选措词方案`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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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CD/CW/CRP. 66 

67. (JD/CW/CEP. 67 

68. CD/CW/CRP. 68 

69. CD/CW/CRP. 69 瑞典 

70. CD/CW/CEP. 70 

7 1. CD/CW/CEP. 71 

72. CD/CW/CEP. 72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1983年1月1 7—— 

28日工作计划 

主席就1982年9月15 

日的CD/334号文件第 

1 2段提出的技术问 

题拟于1983年〗月17 

日至2月4日#行协商 

的时间轰 

工作计划一1983年 

4月 

1983年4月1 1日星 

期一瑞典代表团隆丁博 

士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作§^关于"不进行 

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准 

备"问题的发言 

C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 

文件 

c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 

é*i文件：对禁止化学武 

器的使用进行吝观、公 

允a*i核査&^标准 

主席对A接触小组19 83 

年4月份讨论情况的总 

1983. 1. 18 

1983. 1. 18 

1983. 4. 12 

1983. 4. 12 

1983. 4. 26 

1983. 4. 26 

1983* 4. 27 

73. CD/CW/CEP. 73 协调员的进度报告 1983.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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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CD/CW/CRP. 74 

及Eev, 1和Eev, 2 

75. CD/CW/CEP. 75 

76. CD/CW/CEP. 76 

及corr. 1 

77. CD/CW/CEP. 77 

7 8. CD/CW/CEP. 78 

79. CD/CW/CEP. 79 

80. CD/CW/CEP. 80 

及Eev. },Eev, Z 

E ev. 3, Eev. 4 

8 1. CD/CW/CEP, 80 

Eev. 5 

82. CD/CW/CEP. 81 

Eev. 1 

83. CD/CW/CEP. 82 

南斯拉夫 

)Ê大利亚 

澳大利亚 

南斯拉夫 

协调员的建议：关于公 1983.7. 14 

布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 

器及其可能成份的程序 

问题 

协调员的建议：化学武 1983. 7. 5 

器储存销毁或转用 

" 关 鍵 " 前 体 定 义 

化学武器储存转用 

与含有甲基膦键的化学 

品可能的民用用途有关 

问题 

协调员对于"对禁止使 

用化学武器进行客观、 

公允的核査的标准，，的 

报告 

协调员的建议：与在公 

约范围内纳入禁止使用 

有关的问题 

协调员的报告：与在公 

约范ËI内纳入禁止使用 

有关的问题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失 

能化学品的前体清单 

前 体 一 " 关 键 " 前 体 

(同时作为CD/401号 

文件印发） 

1983. 7. 6 

1983. 7. 25 

1983. 7. 7 

1983. 7. 7 

1983. 7. 8 

1983. 7. 14 

198 3. 7. 16 

1983. 7. 21 

1983.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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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D/CW/CEP. 83 捷克 

85. CD/CW/CRP. 84 

8 6. CD/CW/CEP. 85 

Rev. 1 

87, CD/CW/CRP. 86 

8 8. CD/CW/CEP. 87 

89. 

90. 

91. 

德意志联 

邦共^国 

CD/CW/CEp. 88 加拿大 

CD/CW/CEP. 89 加拿大 

CD/CW/CRP. 90 德意志联 

邦共^国 

化学武器公约中0^前体 

概念 

关键前体漬单 

协调员关于A接触小组 

工作成杲报告 

协调员关于D接触小组 

工作的报告 

协调员的报告：关于协 

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 

0^结构和职能 

前体和关铸前体 

为防护目或为所有准 

许的目进行生产的小 

规模生产设施 

关于含有甲基膦键的化 

学制品 

1983. 7. 19 

1983. 7. 25 

1983. 8. 11 

1983. 8. 16 

1983. 8. 9 

1984. 1. 25 

1984. 1. 27 

1984.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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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主席就技术问题进行协商期间提交的文件 

1. CD/Cwye TO/'I 联合王H 

2. cDyc wye TC/2 意大利 

3. CD/CW/CTC/3 中HI 

及更正1 

4. CD/CW/CTC/4 瑞典 

5. CD/CW/CTCy^5 挪威 

6. CD/CW/CTC/6 波兰 

7. CD/CW/CTC/7 波兰 

8. CD/CW/CTC/S 

9. C D_/C W/CT 0/9 

10. CDXCWXCTC/10 

11. C D/'C W/CT C / l 1 

12. CDyCW/CTC/12 

捷克斯洛 

伐克 

德意志民 

主共相国 

澳大利亚 

掷威 

主席对毒性标准的协商 

意见 

关于对老鼠皮下注射^ 

皮肤敷用的芥子气、氮 

化芥子湘路易氏剂的毒 

性的工作文件 

关于"奚他有害化学品" 

的定义^标准的工作文 

件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 

体"定义的建议 

挪威工作文件 

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 

准操作程序 

确定急性皮下毒性的标 

准操作程序 

主席对毒性标准的协商 

意见 

有关毒理学试验程序的 

放射性示踪化合物 

毒性标准勒试验方法 

对用于蒸汽吸入实验 

的仪器的评论 

后成为CD/CW,P. 30 

号文件 

1982. 3. 11 

1982. 3. 15 

1982. 3. 15 

1982. 3. 16 

1982. 3. 16 

1982. 3. 16 

1982. 3. 16 

1982. 3. 17 

1982. 3. 17 

1982. 3. 17 

1982.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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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 Dycwxc T c y i 3 美m 

14. C Dye wye i c y I A 加拿大 

15. c D/C W/C T c / l 5 瑞典 

16. CD/C W/C T C力 6 瑞典 

17. CD/CW/CTC/l? 

18. C D/C W/CT G/'IS 

19. CD/CW/`CTC/l 9 

匈牙利 

^^ï ^志^ 

邦共勿国 

中国 

20. CD/CWXCTC/20 法囿 

21. C D/CW/C T C/2 1 芬兰 

22. CD/CW/CTC/22 滅 

23. C D/C wye T C/23 美国 

24. 美国 

25. CD/CW/CTC/25 美国 

26. C D/CWy'CTC/26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前体"（41^作为CD/ 

CW/CHP. 31号文件印 

发） 

化学品的混合 

"关键化学武器前体" 

的毒性标准 

监测化学武器*化学战 

剂储存的销毁 

确定毒性的某些问题 

化学战剂储存的销毁^ 

核査手段 

关于 "前体 "的定义 ^ 

二元武器的控制问题 

主席就销毁化学武器的 

核査问题进行的协商 

化举战剂系统测定的进 

展：非璘物剂的测定 

一项化学武II公约的核 

査工作：在冬季条件下 

采样^分析化学战剂 

销毁化学武器 

现场感测器之远距离监 

测的技术评价 

核査销毁已公布的化举 

武錄储存的技术程序 

关于化学战剂毒性确定 

的建议 

1982. 3. 19 

1982. 3. 23 

1982. 7. 26 

1982. 7. 26 

1982. 8. 3 

1982. 8. 3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5 

1982.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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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 Dye W/C T C/2 7 苏联 

28. CD/CWXCTC/28 美国 

36. CD/CW/CTC/Se 

37. CD/CW/CTC/37 

美国 

瑞典 

29. CD/CW/CTC/29 

30. CD/CW/^CTC/30 

及Corr. 1 

31. CD/CW/CTC/31 

32. CD/CW/^CTC/32 联合王国 

33. CD/CW/CTC/33 苏联 

34. CD/CW/CTC/34 中国 

35. C DycWy^C T C/3 5 澳大利亚 

镙意志联 

邦共湘国 

苏联 

38. CD/CW/CTCX38 苏联 

39. CD/CW/CTC/39 曰本 

1983. 1. 11 

有关禁止二元武器及核 1982. 8. 9 

S此秭禁约的遵守情况 

的一些问题 

用于对已公布的化举武 

器储存的销毁的核査技 

术 

" 前 体 " ^ " 关 键 前 体 " 

化学武器公约中"关键 

前体"的鉴别 

化举武器的生产^充填 

设施的核査程序 

， 武 器 m 体 — 

1983. 1. 11 

1983. 1. 13 

1983. 1. 17 

在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范围内对前体问题的 

可能解决办法 

"前体 " ^ " 关鍵前体 ' 

m x 

致死湘失能化学品：禁 

止的定义 

前体的定义^处理 

1 98 3. 1. 18 

1983. 1. 21 

1983. 1. 21 

1983. 1. 21 

198 3. 1. 25 

核査化学武^储存的技 1983. 1. 28 

术问题 

关于对销毁化学武器的 1983. 1. 31 

过程进行核査的某些方 

面的问题 

单端孢霉烯族化合物的 1983. 2. 1 

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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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DXCW/CTC/40 南斯拉夫 

41. CD/'CW/CTC/41 德意志民 

主共湘国 

有机磷前体 1983. 2. 3 

二元化举武蓉系统一览 1983. 2. 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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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止外层空间,备竟赛 

一、十八国裁军委员会（EUDC ) 

1. 删 C y l 7 加拿大 加拿大外交部长霍华德. 

格林阁下1962年3月 

27日花日内瓦十八国 

裁军会议上的言 

1962. 3. 28 

2. EirDC/98 墨西哥 洪十八国委员会审议的 

工^文件。禁 ih;ff轨道 

内放詈或-外层空间设 

晉核武‧ ̂的条约草案纲 

1 963. 6. 21 

3. 扁 C / l 00 苏联、英国. 

Rev. 1 

美国 棼止^大气层、外层空 

间及水下讲行核武器试 

验的条约iV 

1963. 7. 30 

4 

裁军娄员会会议(CCD ) 

CCD/394 墨西哥 墨西哥代表团团长1973 

年 2月 2 0日致秘书长 

派驻裁,委S会会议特 

别代表的倌，转交联合 

111大会A/C. 1/1026 

号文件，载有美苏关于 

1973. 2. 20 

iV与"禁止;SE大气层、外层空间相水下讲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有关的另外一 

些X件列花"核禁试"的题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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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 

条约文术 

三、裁军谈判娄员会（CD ) 

5. CD/9 惫大利 1967年"关于各国探 

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 

月球;^其他天体活动所 

应遵守原则的条约"附 

加议定书，旨茌防 ih外 

层空间军备竟寨备忘录 

1979. 3. 26 

6. CD/272 蒙古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备 1982. 4. 5 

竟寨的工诈文伴 

7 CD/274 苏联 1982.年4月6日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给裁军谈判娄员会 

主席的信，递交^联大 

第三十六庙会议上提出 

的关于禁止茌外层空间 

设量任何种类武：条约 

草案 

1982. 4. 7 

8. CD/320 

及 C o r r . 1 

加拿大 军备控制^外层空间 1982. 8. 26 

9. CD/322 苏联 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 1982» 9. 1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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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D/329 

Tk. Rev. 1 

11. CD/37 5 

12. CD/410 

13. CD/413 

14 CD/418 

21国集团 

法国 

萦古 

澳大利亚、比利时、 

加拿大、法国、联邾 

德国、意大禾日 ; 

荷兰、联合王国、美 

11 

21 !il II团 

勃列日涅夫给联合国第 

二届为和平目的研究湘 

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贺 

电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 

项目 7题为"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寨"的特设 

娄员会职权范围的草案 

防i外层空间军备竟寨 

防止外层空间^备竟霖 

裁 ^ i炎判委员会题为 

"防ih外层空间^备竟 

寨"的议题项目7特设 

工作小组职权范围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竟赛的声明 

1982. 9. 13 

1984 a 29 

1983. 4. 14 

1983. 8. 9 

1983. 8. 17 

1983. 8. 23 

四、裁军谈判会议(CD ) 

15. CD/427iL/ 苏联 1984,年1月30日苏 1984. 1. 31 

联大使致裁军谈判委S 

会主席的信，转达苏共 

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最高 

^ 0?8^文件列；?^也与其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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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主席Y. ̀ 安 德 

罗波夫对《真理报》 

( 1 9 8 4年 1月 2 5曰出 

版）提出问题的答复 

16. CD/434^ 一JMi社会主义国家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1984» 2. 17 

方面的问题：一社会 

主义国家的备忘录 

17. CD/476 苏联 1984年3月2 0日苏 198《3. 20 

维埃钍会主义共^国联 

親代表力递交犖iL茌外 

层 空 间 ^ 从 空 间 她 球 

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文太 

致裁军i$判会议主席的 

倌 

18. CD/497 JL/ 苏联 1984年4月1日苏维 1984. 4. 11 

一 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代砉致裁军判会议主 

席的信，转交苏共中央 

总书记K. U 契 尔 年 科 

对《真理裉》所提问题 

的回答 

19. OJ)/^Q\ly 匈牙利 1934年4月25日匈 1984《26 

牙利代表团团长致裁军 

JLy 这份文件列^也与其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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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会议的信，递交 

198 4年4月19 S到 

2 0日;布达佩斯召开 

的华沙条约成g国外交 

部长委i会会议公报的 

文:* 

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十八国裁军委S会会议（EIH)C 

EIÎDC/222 苏联、-联合王国、 

美国 

) 

安全理窶会关于安全保 

暧的决议草案 

1968. 3. 

2. EÏIDC/225 十八国裁军委囝会4^议 1968. 3. U 

致联大和联合国裁^审 

i义委员会的报告 

3. EirDCy226 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1968年 

6月20日致十八国裁 

军委员会会议两主席的 

信，转交大会第2373 

(xxn )号决议^安理 

会第S/RES/255号 

决议 

二、裁军谈判娄S会会议（CCD ) 

4. CCD/428 巴基斯坦 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 1974. 7. 11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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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CD/462 巴基斯坦 加强无核武：国家的安 1974. 7. 29 

4-

6. 

I委员会（CD ) 

CD/10 巴基斯坦 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 

武"^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 ̂的国际公约 

1979. 3. 27 

CD/23 保加利亚、捷克、民 

主德国、匈牙利、蒙 

古、波兰、苏联 

关于加强保证无核闺家 

安全的国际公约草案的 

工诈文伴 

1979. 6. 21 

8. CD/25 巴基斯坦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 

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I的有效国际安排的 

工作文件 

1976. 6. 26 

9. CD/27 美国 关于裁军谈判委g会就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 

全的问题甸联合国大会 

提出一项建议的提案的 

工作文伴 

1979. 7. 2 

10. CD/47 审议和谈判关于保证不 

对无柊武器国家使用或 

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排特设工诈小组 

197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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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 

11- CD/75 1 9 8 0年 3月 1 2日芬 

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蓽处代丧致裁军谈判娄 

员会主席的信，提交一 

份载有芬兰政府对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国家, 

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 

有效国际安排"这一IS 

目的意见的工诈文件 

1980. 3. 14 

12. CD/77 

13. CD/120 巴基斯坦 

笫69次全体会议通过 

的决定（1980年设立 

一个特设工诈小组） 

工作文件一可联合国 

安全理寨会惟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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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临时措施加以釆纳的决 

i义草案（并作为CD/ 

3/Rev, 1号 

文件分^ ) 

1980. 3. 17 

1980. 7. 17 

14c CD/125 特设工作小组为继续讲 

行判以期就保证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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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使用核武！?^的有效国际 

安排达成协议向裁军券 

员会提出的报告 

15. CD/151 

16. CD/1 53 保加利亚 

1981年2月12曰委 1981. 2. 13 

g会'ê 105次全体会议 

上关于特设工作小组!^ 

决定 

工作文件：保证不对无 1981. 2. 18 

核武‧ ̂国家使用或咸^ 

使用核武暴的有效国际 

安排 

17. CD/161 巴基斯坦 工诈文件：保证不对无 1981.3.4 

核武‧ ̂国家使用或咸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 

1 8. CD/176 苏联 1981年4月7日苏维 1981.4 10 

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的倌，递交苏共中 

央总书记、苏联昜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曰 

涅夫答希腊《新闻报》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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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D/177 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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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诈文件 

1981. 4. 10 

20. CD/184 巴基斯坦 1981年6月12日,巴 

基斯坦常驻代砉给裁, 

i$判^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1981年6月1 一 

6日;fl^巴袼达举行的第 

1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 

会议il通过的决议 

1 981. 6. 15 

21* CD/207 中国 关于安+保证问题的工 1981. 8. 6 

作文件 

22. CD/215 

及 C o r r 1 

特设工作小组就继续谈 

判以便就关于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SI 

际安排达戍协议向裁军 

i$判委g会提出的报告 

1981. 8. 14 

23. CD/243 1982年2月18日裁 

判委员会茌第156 

次全体会议上就特设工 

作小组通过的决定 

198 2.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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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D/278 中国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 ^ 有效国际安排的 

1982. 4. 

25. CD/280 21国菓团 21国集闭关于保证不 

对无核武‧SS:国家使用或 

咸胁使用核武^的有效 

国际安排的声明 

1982. 4. 14 

26. CD/285 鉴于豸二届专门讨论裁 

慕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召开，向裁？:i《判委员 

会提出的特别报告：保 

证不)?无核武‧ ̂国家使 

用或咸胁使用核武I的 

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 

小组 

1982. 4. 27 

27. CD/290 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主席 

曼苏尔.阿赫还德大使 

向裁^谈判娄 â会提交 

工作小组祷别报告时的 

^言 

1982. 4. 21 

28. CD/321 法国 工作文件：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 

使用核武的有效国际 

安排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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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D/358 裁军谈判娄i会关于为 

198 3年会议重设各工 

作小组的决定 

19 83. 3. 20 

30. C D/4 07 21国集团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 

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 

咸胁使用核武‧ ̂的有效 

国际安徘的声明 

198 3. 8. 4 

31. CD/417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I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 

作小组致裁^ i $ 剁 ^ S 

的报告 

198 3.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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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裁^谈剁会议（ C D ) 

31. CD/441 

32. 苏联 

关于重新设ir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厥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 

际安排的特设附属机构 

的决定 

1 9 8 4车 3月 6日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 

表的信件转交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 

口 ‧契尔车科先血 9 8 4 

车 3月 2日对莫斯科古 

比雪夫区逸民讲话的摘 

1984. 2. 28 

1984. 3. 19 

33. C D X 4 4 6 J L / 关于裁至谈判会议特设 

附属机 构名称的决定 

1S84. 3. 8 

f>这一文件列在也与：相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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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文件 

1. CD/L. 3/fiev. 1979. 4. 10 审议和谈判关于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S际安排的特设工作小 

组致裁：谈判会议报告 

草案修改稿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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牿设小组工 

作文件 

CD/SA/WP. \/ 

Rev. 3 

2. CD/'SV^P. 2 

3. CDXSVWP. 3 巴基澌坦 

及Rev. 1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11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11际安排问 

题的文件清单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一安 

排的范围和性质 

工作文件——供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作为关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mi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 

揞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 

议草案（#作为C;D/120 

号文件分发） 

1982. 2. 23 

1980. 6. 25 

1980. 7. 15 

1982.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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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DXSA/WP. 5 

6. CD/SA/TO 6 

4. CD/SAy^P. 4 保加利亚 工作文件一保证不对 1980. 7. 17 

无核武S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方 

式 

主席工作文件：关于审 1981. 3. 26 

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实 

质内容的几个阶段 

荷兰 工作文件：拟议的写入 1981. 8* 14 

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有关 

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 

方案"（还曾作为CD/ 

SA/CRP. 6号文件分 

发） 

巴基斯坦 工作文件:衧CD/ S A X 1981. 8. 14 

WP. 5号文件第二阶段 

中可供选择方案的提案 

( #作为 

7-号文件分发） 

保加利亚 工作文件：关于"C D / 1981. 8. 14 

S A , ? . 5号文件可供 

选择方案D第二阶段" 

的审议意见^提出的建 

议（并作为CCySA/CRP. 

8及Corr. 1号文件分发） 

7. 

8. CD/SA/W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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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DySA/WP. 9 荷兰 

10. CD/SA/WP. 10 秘书处 

工作文件：包含有关― 

于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 

方案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五个核武器国家关于对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 

的（单方面）声明，其 

中提到无核武器区；在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卷条 

第2号附加议定书 

1982. 4. 1 

19 83. 6. 30 

保证不对无核武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小组会议室 

文件 

1. CD/SA/CHP. 2/ 向裁至谈判委员会提交 

Rev. 1 的报告草案 

2. CD/SA^CRP. 3 巴基斯坦 工作文件 

3. CD/SA/CRP. 4/ 主席工作文件：关于审 

Rev. 2 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H际安排的实 

质内容的几个阶段 

4. CD/SA/CRP. 5 主席工作文件：鉴别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保证的 

^^Sé:占 

5. CD/SA/CRP. 6 荷兰 

舍W付jÇ？、 

工作文件.载有一项写 

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有 

关消极安全保证的"共 

1980. 7. 24 

1981. 3. 3 

1981. 3. 18 

1981. 4. 7 

198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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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CD/SA/CRP. 巴基斯坦 

CD/SA/CRP. 8 保加利亚 

及Cor r , 1 

CD/SA/CRP. 9Z 

Rev. 2 / P A H T I ^ 

PARTn 

CD/SA/CRP. 10 

CD/SAXCRP. 11/ 

Rev. 2 

CD/SAyCRP. IZ/ 

Rev. 2 

同方案"（也作为CD/^ 

SA/WP. 6号文件分发） 

工 作 文 件 ： ‧ 择 的 办 1 9 8 1 . 

法D 项包括在裁 

13 

^谈剁委 S会谈判中可 

能提出的，#且得到所 

有有关方面一致同意的 

要点的安全保证的共同 

方案（C D / S A y ¥ P . 5 

号文件）（也作 

S A ^ P . 7号文# ^发） 

可供选择的方案D ( 笫 1981. 7. 21 

二阶段，CD/SA/，:P. 

5号文件）（也作力CD/ 

SAy^P. a号文件分发） 

提交裁至i炎判委员会的 1981. 8. 7 

报告草案 1981. 8. 12 

主席工作文件：1982 

车会议笫一期的工作计 

计 

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向 

裁^谈剁委 S会提出的 

报告草案 

提交裁至谈判委S会的 

报告草案 

1982. 3. 22 

1982. 4. 14 

1983. 8. 22 



CD/528 

Page 13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此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A.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勒此类武^的新系统 

一 . 裁委会议（ C C D ) 

2. 

3. 

CCD/292 

CCD/51 IX 

Rev. 1 

CCD/514 

4. CCD/564 

5. CCD/575 

荷兰 

苏联 

苏联 

苏联 

匈牙利 

关于联合国大会第2602 1970. 7. 14 

D ( X X I V )号决议的工 

.作文件 

关于禁止发展湘生产新 1976. 8. 8 

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此类武器新系统的协定 

草案 

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1976. 8. 10 

武器^此类武器新系统 

的定义 

裁军委g会会议关于设 1978. 3. 28 

立合格的政府专家特设 

小组来审议发展新型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系 

统的可能区域的问题的 

决定軍案 

关于次声武器的工作文 197& 8. 14 

件 

二.裁^谈判委员会（C D ) 

6. CD/35 苏联 1979车7月1 0日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湘联盟 

出席裁至谈判委&会代 

表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 

1979.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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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D力18 苏联 

8. C D/L74 匈牙利 

9. CD/261 匈牙利 

灭性武器*此秭武^新 

系统问题的谈判给裁至 

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裁^谈判委员会关于设 1980. 7. 15 

立专家特设小组以草拟 

一份全面协定草案并审 

议締结关于各别的新型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勿此 

秭武^系统的特别协定 

问题的决定草案 

工作文件：关于就禁止 1981. 4. 7 

研制勒生新型的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 

武器的新系统召开由合 

格的政府专家参加的裁 

^谈剁委 g会非正式会 

议的建议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研 1982. 3. 15 

制勒制造新型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此种武器新 

系统 

三.裁^谈判会议（C D ) 

10. 一些社会 裁^谈刹会议工作组织 

主义II家 方面的问题：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提交的备忘录 

1984. 2. 17 

JS>这份文件列在也与其有关的奚他议程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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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射性武器 

一、 裁委 4 ^议（ C C D ) 

1. CCD/291 荷兰 

二、 裁至谈判委员会（C D ) 

2. C D/31 

3. CD/32 

4. CD/40 匈牙禾、 

5. CD/42 傅意志民 

主共和国 

关于联合国大会第2602 

C " X I " 号 决 议 町 

作文件 

1979年7月9日苏维 

埃钍会主义共^国联盟 

代表给裁^谈判委员^ 

主席的信，递交题为 

《苏联——美国关于禁 

止研制、生产、储存^ 

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 

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蔺 

定提案》的文件 

1979年7月6日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给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 

交 题 为 《 美 国 一 m 

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 

共同两定提案》的文件 

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文 

件 

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笫 1 1段第 3分段 

^第 1 2段第3分段草 

1970. 7. 14 

1979. 7. 9 

1979. 7. 23 

1979. 7. 25 

稿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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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Dxrg 

CDX104 

8. CD/'ISS 

9. 

10. CD/218 

11. CD/243 

1980年3月17曰第 1980. 3. 17 

6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决定（原来作为1^0.9/ 

Hey 1号工作文件提 

交） 

秘书处 1979年至1980年期 1980. 6. 26 

间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 

文件的汇编（秘书处应 

裁^谈判委员会的要求 

准备的） 

为就一项禁止发展、生 1980. 8. 8 

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 

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而 

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向 

裁S谈判委员会提交的 

拫告 

1981年2月1 2曰委 1981. 2. 13 

员会第105次全体会 

议上关于特设工作小组 

的决定 ~ 

放射性武器牿设工作小 1981. 8. 14 

组报告 

裁 ^ 谈 判 委 员 会 在 1982. 2. 19 

1982年2月1 8日第 

156次全体会议上通 

过的有关各牿设工作小 

组的决定 



CD/528 
Page 139 

1 2 . CD/284yRev. 1 

及 C o r r . 1 

13. CDX289 

14. CD/323及 

C o r r . 1 

15. CD/<328 

16. cD/331 

CD/RWXWP. 40 

17. CD/345 

18. CDX35 8 

日本 

德意志联 

邦共和il 

一些社会 

主义s家 

放射性武器转设工作小 1982. 4. 23 

组 为 第 二 届 裁 别 联 

大准备的提交裁至谈判 

委 员 会 报 告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 19 82. 4. 21 

组主席韦格纳大使在向 

裁^谈判委员会提交该 

工作小组的报告时的发 

言 

工作文件：禁止进攻核 1982. 9. 1 

设施（也作为 

WP. 3 7号文件分发)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 1982. 9. 9 

组的报告 

工作文件：关于在一项 1982. 9. 13 

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 

内禁止进攻核设施的一 

些问颞（也作为c Dy-

RWXWP, 4 0号文件分 

发） 

确保安全发展核能（一 1983. 2. 14 

些社会主义S家的提案） 

裁至谈判委员会关于为 1983. 3. 20 

198 3年会议重设工作 

小组的决定（198 3年 

3月 2 9日在 2 0 7次 

全体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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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D/374 联合王SI 

20 CD/414 

三、裁^谈判会议（ C D ) 

放射性武器定义和放射 

性武器条约的范围（也 

作为CDylîW/WP* 1 4 

号文件分发）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 

组的报告 

21 C D X 4 3 4 一些社会 

主义 S家 

22. CD/499 

裁^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方面的问颞：一些社会 

主义IS家提交的备忘录 

关于设立放射性武器特 

设委员会的决定 

四、放射性武器转设工作小组工作文件 

1. CD/RW/^P. 1 秘书处 

2. CD^W/WP. Z/ 主席 

Rev 1 

3. CD/RW/WP. 3 加拿大 

1979—1980年期间同 

放射性武器有关的文件 

汇编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 

约谈判中的各主要组成 

部分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 

意见 

1 9 8 3 . 4. 13 

1983. 8. 18 

1984. 2. 17 

1984. 4. 17 

1980. 6. 26 

198 0. 6. 20 

1980. 6. 18 

这一文件也列于与其有关的其他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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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W/WP, 5 

CD/RW/WP, 6 

C D/<R W/WP,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瑞典 

意大利 

CD/RW/WP^ 8 法国 

9 巴基ff坦 

CDyRW/WP_ 10 南 録 夫 

11 阿根廷 

拟议的新的第五条 

对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 

意见 

对于禁止放射性战争包 

括发展、生产、储存及 

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第 

一、二、三条的建议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 

意见（C D / 3 1号和 

c D / 3 2号） 

对苏美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 

部分共同商定提案拟 

议的修正案 

建议修改的第五条 

第五条后的一条新条款 

的提案 

就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 

器定义条款所提的建议 

对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 

条约的意见 

19 80. 6. 18 

1980. 6. 25 

198 0. 6. 30 

1980. 6. 30 

1980. 7. 8 

1980. 7. 8 

1980. 7. 8 

19 80.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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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D/RW/WP. 12 委内瑞拉 

13. CD/RW/WP. 13. 秘书处 

/ ^ R e v 2 

14. CD/ŒîW/wp, 14 瑞典 

15. CD/RW/WP. 15 秘书处 

对于"苏联一美 s关于 

禁止研制、生产、储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 

各主要组成部分共同 

商定提案"的标颞和第 

一、二、三条的替换 

文件、工作文件及会i义 

室文件清单 

关于要求 研究囿际原子 

能机构保障措施的建议 

所有关于一项放射性武 

器条约条款案文的一览 

1980. 7. 11 

1980. 8. 21 

1980. 7. 14 

1980. 7. 21 

16. CD/RW/WP, 15 印度 

Add. 1/Rev. 1 

17. CD/^w,p. 15 印度尼西 

/Add. 2 亚 

18. CD/RW/WP. 15 印度尼西 

/Add. 2/Supp.l 亚 

对于拟议中禁止放射 

性武器条约草案组成部 

分第一，二、三，五、 

七条所建议的,正案 

1 9 8 1年 3月 1 3日印 

尼代表团在放射性武器 

牿设工作小组第四次会 

议上的发言 

对于苏美共同商定的 

CD/'S 1-CD/3 2文件 

特别是第八条第三段关 

于遵守和核査的意见以 

及对于载入 

WP. 8号文件中的法S 

建议的意见 

1981. 3. 16 

1981. 3. 16 

1981.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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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D/RW/WP. 15 南 拉 夫 

/Add. 3 

20. CD/RW/WP_ 16 

y^ev. 1 

21. CD/Rwywp. 17 主席 

22. CD/Rwxwp. 18 主席 

23. CD/RW/WP_ 18 主席 

/Add. 1 

24. CD/^w/wp. 18 主席 

/Add. 2 

25. C D / R W，P . 18 主席 

ZAdd. 2/Supp,l 

26. CD^w/wp. 18 主席 

XAdd. 3 

就拟i义中的禁止放射性 1981. 3. 23 

武器条约草案组成部分 

第二条提出§^修正议 

向裁s:谈判委员会提交 1980. 8. 1 

的报告 

198 m月20曰在放射 198 1. 2. 25 

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第 

一次会议上的简短发言 

载有关于未来条约中定 1981. 3. 11 

义和禁止的范围条款的 

供选择条款案文的工 

作文件 

载有关于活^和义务及 1981. 3. 24 

和平用途条款的供选择 

的条款案文工作文件 

载有关于与其他裁^措 19 81. 3. 31 

施和协定关系及遵守 

和 核 查 供 选 择 条 款 

案文的工作文件 

载有供选择的附件的案 1981. 4. 3 

文的工作文件 

载有修正案、期限和退 1981. 4. 6 

约、审査会议、加入、 

生效、保存者条款的供 

选 择的条款案文的工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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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D/RW/57P. 19 瑞典 

28. CD^w/wp. 20 主席 

29. CD/^w/wp^ 20 瑞典 

/Add 1 

30. CD/RW/wp. 2 0 /摩洛哥 

Add*l/Supp. 1 

31. CD/RW/WP. 2 0 /曰本 

Add 2 

32. CDZRW/wp. 2 0 /德意志联 

Add 3 邦共和国 

33. CD/RW/WP. 

Add. 4 

34. CD/RW/WP-

Add 5 

2 0 /瑞典 

2 0 /委内瑞拉 

35. CD/RW/wp. 2 o x摩洛哥 

Add. 6 

就禁止放射性战争公约 

某些方面提出的备忘录 

载有根据提交给主席的 

提案加以综合的案文的 

工作文件 

对于主席提交的综合案 

文第六条的提案 

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 

第六条的提案 

拟议的对CD/RW/WP. 

20号文件第五条修正 

案 

对于主席提出的综合案 

文的第七条和附件的提 

对主席综合案文第八条 

的提案 

对CD/RW/WP. 2 0号 

文件第九条拟议的修正 

对 C D „ P * 2 0号 

文件第七条拟议的修正 

1981. 3. 16 

1981. 4. 21 

1981. 7. 6 

1981. 7. 10 

1981. 7. 7 

198 1. 7. 23 

198 1 7. 27 

1981. 7. 27 

1981. 7. 30 

36. CD/RW/WP. 

Add 7 

37. CD/Rwywp. 

Add. 8 

2 0 /主席 

2 0 /主席 

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 1 9 8 1 . 7. 30 

工作文件 

关于和平用途的工作文 198 1. 7. 3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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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D，/WP- 20 荷兰 

/Add. 9/Rev, 1 

39. CD/RW/WP. 21 主席 

40. CDy<RW/wp, 22 澳 

42. CD/RW/WP- 24 

/Rev. 1 

43- CD/RW/WP- 25 

41. CD/RW/wp. 23 2 1 IS集 

团 

主席 

44. c D/R W/WP- 25 主席 

XAdd,l/Rev^ 1 

45. CD/RW/wp. 26 主席 

46. CD/RWywP- 27 主席 

47. CD/^w/wp. 28 主席 

48. CD/RW/WP, 29 主席 

对第八和第十条建议 

修正案 

载有本工 作小组在裁^ 

谈判委员会198 1年第 

二期会i义期间工作日程 

表的工作文件 

关于放射性武器未来条 

约的范围和定义的工作 

文件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 

公约》中某些组成部 

分的工作文件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 

组报告草案 

发言（1982年3月9 

曰） 

对于会议开始阶段的工 

#安排的修正案（工作 

小组1982年3月1 5 

曰通过) 

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 

定义的肯定表述方案 

暂行工作计划 

工作文件：关于放射性 

武器条约范围条款的 

建议的表述方案 

工作文件：关于和平用 

途条款建议表述方案 

1982. 4. 7 

1981. 6. 18 

1981. 7. 1 

1981. 7. 15 

1981. 8. 10 

19 82. 3. 9 

198a 3. 15 

198 2. 3. 10 

198 2. 3. 15 

1982. 3. 15 

198 2.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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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CD/RW/WP. 30 南斯拉夫 

50. CD/RW/WP. 31 澳大利亚 

及Add. 1 

51. CD/RW/WP. 32 主席 

52. CD/RW/wp. 33 主席 

53. CD/RW/WP. 34 瑜典 

54. CD/HW/wp. 35 主席 

55. CD/RW/WP- 35 主席 

56. CD/RW/WP^ 36 2 1 

团 

57. GD/RW/WP^ 37 曰本 

和 c 0 r r . 1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一 

第二条 

关于禁止的定义和范围 

的提案（共有两个备选 

方案） 

工作文件：建议的遵守 

和核査办法（接CD/ 

RW/WP. 2 0号文件） 

关于建议在1982年3 

月 2 6日和 4月 2日的 

工作小组会议上讨论 

与保护核设施的初步有 

关的一些问颞0^摘要 

关于禁止放射性战争公 

约的某些方面备忘录 

为第二届裁至特别联大 

准备的提交给裁^谈判 

委员会的报告（导言） 

( 第 A 和 c 部 分 ) 

对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 

的条款讨论（"传统，， 

的放射性武器主颞事项） 

( B部分） 

拟议的关于放射性武器 

条约草案中一项条款的 

案文 

工作文件：禁止袭击核 

设施（也作为CD/3 23 

号文件分发) 

1982. 3. 18 

1982. 3. 19 

和 4 . 2 

19 82. 3. 22 

1982. 3. 30 

1982. 4. 5 

1982. 4. 13 

1982. 4. 16 

1982. 4. 14 

198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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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C D/R W/WP, 38 主席 

59. CD/RWXWP. 39 主席 

60. CD/RWXWP. 40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6 1. CD^W/WP 41 联合王囿 

62. C D/R W/WP. 42 主席 

6 3. CD/RW/wp. 43 主席 

6 4. CD/RW/wp. 44 主席 

65. CD/RW/WP, 45 

及 C o r r . 1 

66. CD/RW/wp. 46 

67. CDŷ wywp_ 47 

6 8. CD/<RWXWP. 48 

69. C D/R W/WP. 49 

瑞典 

美a 

联合王国 

2 1围集 

团 

日本 

发言（1982年9月6 

曰） 

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 

条约的条款汇编 

工作文件：关于在一项 

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 

内禁止进攻核设施的一 

些问颞（也作为C D , 

3 3 1号文件分发)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放 

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 

(也作为CD/374号文 

件分发) 

工作文件：198 3年第 

一期会i义 

工作文件：1983年第 

二期会议 

载有 A组和 B组协调员 

进度报告的工作文件 

遵守和核査 

1982. 9. 6 

1982. 9. 9 

1982. 9. 13 

1983. 4. 13 

1983. 4. 14 

1983. 4. 26 

19 83. 4. 29 

1983. 6. 13 

和 2 1 

1983. 6. 16 

1983. 6. 30 

1983. 6. 30 

美国代表团的提案 

禁止进攻核设施 

关于"和平用途，，一项 

条 款 提 案 

关于第一条（"定义"）198 3. 7. 6 

第二条（"禁止的范 

围"）和有关条款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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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CD/RW/W_P- 50 

/Rev. 1 

7 1. CD/^W/WP^ 51 

待审议èfi核设施种类或 

类型汇编 

关 于 " 传 统 放 射 性 武 

器问颍"和"禁止袭击 

核设施"间的联系的备 

ià:r案汇编 

1983. 8. 12 

198 3.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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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室文件目录 

CD/ÏÎW/CRP. l ^ C o r r . 1 定义:苏联一美国、荷 

兰、法国、瑞典、埃及、 

墨西哥、巴基斯坦、加 

拿大湘意大利的建议. 

1980. 6. 30 

2. CD/RW/CRP. 1/Add. 1 

^ C o r r . 1 
定义:埃及、巴基^坦、 

意大利^澳大利亚的建 

议. 

1980. 7. 1 

^ 7日 

3. CD/RWXCRP. 1/Add. 2 定义：印度的建议 1980. 7. 3 

4. CD/RWy'CRP. 1/Add. 3 定义：南斯拉夫的建议.1980. 7. 

5. CD/RW/CRP. 1/Add. 4 定义:委内瑞拉^阿根 1980. 7. 14 

廷的建议.. 

6. CD/RW/CRP.L^Add. 5 定义：摩洛哥的建议. 1 9 8 0 . 7. 15 

7. CD/RW/CRP. 2 禁止的范围:苏联—美 1980. 7. 1 

国、比利时、瑞典、荷 

兰舶澳大利亚的建议. 

8. CD/RW/CRP. 2/Add. 1 禁止的范围:法国的建 1980. 7. 7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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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D/RWyCRP. 3 活动 *义务 :苏联 -美 1980. 7. 7 

国、意大利、加拿大` 

瑞典、.荷兰、巴基斯坦 

^印度的建议-

10. CD/HW/̂ CHP. 3/Add. 1 活动湘义务:澳大利亚 1980. 7. 

^法国的建议 ‧ 

11. C D/R wye RP. 4 湘平用途:苏联一美il、 1980. 7. 

德意志联邦共湘囿、意 

大利湘巴基斯坦的建议. 

12. CD/RW/CRP. 4/Add. 1 和平用途：法国的建议.1980. 7. 7 

13. CD/RW/CRP. 4/'Add. 2 平用途:巴基斯坦的 1980. 7. 7 

建议* 

14. CD^wyCRP. 4/Add. 3 平用途:罗马尼亚的 1980. 7. 7 

建议. 

15. CD/RWyCRP. 5 ^箕他裁至揞施及协定 198 0. 7. 7 

的关系:苏联一美国、 

巴基澌坦、埃及、加拿 

大^法国的建议-

16. CDyRW/CHP. 5/Add. 1 湘：他裁军措施及协定 1980. 7. 7 

的关系:澳大利亚湘法 

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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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DyHWyCRP. 5/Add. 2 *其他裁^措施及协定 1980. 7. 14 

的关系:巴基澌坦的建 

议. 

18. CD/RWy^CRP. 6 遵守湘核査:苏联一美 1980. 7. 8 

国、比利时、法国^瑞 

典的建议* 

19. C D/RW/C RP. e/Add. 1 遵守命核査:巴基斯坦 1980. 7. 14 

的建议‧ 

20. CD/RW/CRP. 7 附件:苏濂 -美国 ^法 1980. 7. 8 

国的建议. 

21. CDXRW/CRP. 8 修正案:苏联一美国^ 1980. 7. 9 

法国的建议. 

22. C D/R W/CE P. 9 期限^退约:苏联—美 1980. 7. 9 

国^法国的建议. 

23. CD/RW/CRP. 10 审查会议:苏联一美国、1980. 7. 9 

德意志民主共^国、澳 

大利亚^法国的建议• 

24. CD/HWyCRP. 10/Add. 1 审查会议：摩洛哥的建 1980. 7. 15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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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D/fiWXCRP. II 加入、生效、保存者: 1 9 8 0 . 7. 9 

苏联一美国、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澳大利 

亚、法国和巴基斯坦 

的建议* 

26. CD/'RW/CRP. 12 序言:匈牙利、瑞典、 1980. 7. 9 

埃及勒比利时的建议* 

27. CCyRW/CRP. 1 a/Ad d. 1 序言：保加利亚的建议* 1980. 7. 14 

28. CD/-RW/CRP. 12/Add. 2 序言:瑞典^德意志联 1980. 7. 17 

邦共湘国的建议. 

29. CD/RW/CRP. 13 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1981. 7. 9 

荷兰的建议* 

30. CD/RWy'CHP. 14 禁 止 范 围 : 荷 兰 的 建 1981. 7. 17 

议. 

31. 15 报告草案案文的修正. 1 9 8 1 . 8. 13 

32. CDXRW/CRP. 16 应保护的设施的定义: 198 2. 3. 30 

巴基斯坦的建议-

33. CD^W/CRP. 17 放射性武器条约综合条 1982. 4. 6 

款草案：由主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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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D/HW/^CRP. 18 

(CD/328) 

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报 1982. 9. 6 

告草案 

35. C D/HW/CfîP. 19 协调 S关于定义、^平 

使用以及与其他协定的. 

关系等问题的建议（19 

8 3车 4月 2 8 日 ) 

1983. 4. 28 

36. CD/RW/CHP. 20 协调 S关于禁止放射性 1 9 8 3 . 6. 23 

武器条约结构的建议 

37. CD/^W/CRP. 20/Rev. 1 A组协调ê的意见 198 3. 8. 3 

38. CD/RW/CRP. 21/Re V. 1 A组的报告 1983. 8. 9 

39. CD/RW/CHP. 22/Rev. 2 B组关于禁止攻击核设 198 3. 8. 12 

施问题的报告 

40. C D/RW/C HP. 23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 1983. 8. 2 

组报告草案 

41. CD/HW/CRP. 24 有关桨止袭击核设施问 1983. 8. 10 

题的提案清单 

六.另外，在裁筌谈判委S会1983车会议期间，秘书处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 

组编集勒散发了下列与各成S就该项目提出提案有关的非正式文件： 

(1) 载于cDy^si, C Dy32. cryiîw,p. 20和cD/fîW,P. 39号文件 

中关于"定义" ^ "禁示范围"的案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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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载 于 C D / 3 2 . CD/RW/WP. 20 ̂  C 3 9 号 文 件 中 

关于" ^平使用"的案文汇编 

(3) 载于CD/31、 CD/32, C D/R W/WP. 20 * CD/iîW卢P. 39号文件中 

关于"与他裁至揞施及协定的关系"的案文汇编 

(4) 载于CD/31、 CD/'S a CD/SW_/WP. 20舶CD/flW,P. 39号文件中 

关于"遵守湘核査"的案文汇编 

(5) 关于放射性武^的条约草案清单 

(6) 关于放射性武器序言部分草案提案清单 

(7) 关于放射性武 ^条约中 "定义 " ^ "禁止范围"部分提案清单 

(8) 关于放射性武暴条约"*平使用"部分提案清单 

(9) 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与其他裁^ît施及协定的关系，，都分的提案潰 

单 

ao)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的"遵守^核査，，部分的提案潰单 

01)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修正案"、"审査会议"、"期限^退约，，、 

"加入、生效、保存者"部分的提案潰单 

0^关于放射性武^条约"附件"部分的提案清单 

aa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提案潰单 

a4载于某些现存法律文件中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条款案文汇编 

(19可能有助于拟订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范围的一系列标准的专门提案汇 

编 

(16)拟加考虑的核设施类型的初步潰单 

a ? ) "传统的放射性武^问题'与，禁止攻击核设施"之间各种可能的联 

系途径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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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综合裁军方案 

一 、 十 八 国 裁 军 娄 员 会 会 议 （ ) 

1. EIfDC/2 苏联 茌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 1962. 3. 19 

面彻底裁军条约 

及Add. 1 

苏联 附录（并作为 1962. 

ENDC/48号文件分发） 

16 

3. 

及Rev. 1 

7k Corr. 1 

及Add. 1 

办联 花严格国际监督下的"^ 

面彻底裁军条约 

1962. 9. 26 

1962.12. 20 

1964. 2. 4. 

4. EHDC/3 苏联 苏联政苻关于十八国委 1962. 3. 19 

员 会 裁 判 的 备 忘 录 

5. EITDC/4 苏联 1962:^3月15日苏联外 

交部长葛罗米柯花十八 

国裁军谈判委员会^议 

上的;^言 

19 62. 3.19 

6. EïïDC/S 苏联、美国 关于裁军谈判商定原则 1962^ 3. 19 

的联合声明 

裁军宣言：花和平世界 1 962̂  3. 19 

中的全面彻底裁,方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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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C/14 苏联 1961年9月26曰苏 

联政府关于缓^国际紧 

张局势、加强各国间倌 

任及为全面彻底裁军惟 

出贡献的措施的备忘录 

1963. 3. 24 

9. EÏÏ^DC/l 8 美国 ^和平世界中全面彻底 

裁军基本条约的条款概 

要：序言（曾作为END 

C/L. 3提出的序言草 

案）第一部分：目标与 

原则 

1962. 4. 4 

10. ElfDC/19/ 

Rev. 1 

加拿大 概括回顾：苏联和美国 1962> 4. 6 

的裁^提案 

11. 

及Corr. 1 

及Add. 1 

及Add. 2 

及Add 3 

在*平世界中谷面彻底 

裁军条^的茶本条款概 

述 

196a 4. 18 

1962. 4. 25 

1962. 8. 6 

1962. 8. 8 

1964. 3. 10 

12. EI[DC/36 

及Rev. 1 

加拿大 概括的比较：筹国^苏 1 9 6 2 . 5. 4 

联的裁：提案 1963. 8. 20 

13. EirDC/40 苏联、美国 美 国 和 苏 联 拟 议 的 1 9 6 2 . 5 . 3.1 

Rev 1 和平世I中）全面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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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条约笫一部分工作 

草案 

14. EEDC/48 苏联 对苏联代轰团1962年 1962^7.16 

3月15日提交的花严 

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 

底裁萆条约草案 

2 )的补充^修正（# 

作为ENDC/2/Ad(i. 1 

号文件分犮） 

15. mBcy5 5 苏联、美国 

16. EIJDC/69 美国 

美国和苏联拟议的（花 1962. 8. 7 

^平世界中）完全彻底 

裁军条约第1部分第4 

条的工作草案 

美国的完全彻底裁军条 196a 12. 10 

约草案笫五条 

17. EliTDC/L 1 瑞典 关于条约序言草拟工作 1962. 3. 30 

的意见 

18. - EUDC/L 2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对苏联条约草 1962» 3. 31 

案序言部分的修正案 

19. EUDC/L 3 美国 花 ^平世 I中 ^面彻底 196& 4. 2 

裁军基本条约的条款纲 

要，序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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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îfD C/L 4 加拿大 ^面彻底裁^条约的序 1962« 4. 2 

言草案 

21. EHDC/L 5 印度 全 面 彻 底 裁 ^ 条 约 序 1962» 4. 2 

言草案 

2 Z EIÎDC/L 6 

23 E Ï T D C / L 

意大利 

苏联、美国 

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条约 1962. 4. 2 

序,的备忘录 

工作草案：（^ ^平世 

界中）全面彻底裁军基 

本条约条款纲要的序言 

草案 

1962. 4, 6 

24. 8 巴西 巴西对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国联盟代表团^美 

国代表团所拟全面彻底 

裁:^条約序言草茱的惫 

见 

1962. 4. 12 

25. EHD C/L 9 意大利 备忘录（对ENDC/iS 1 962. 4. 16 

号文件的條正草案） 

26. EED C/L 10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对美国^苏联 

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条约 

提茱第一部分的意见 

196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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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ND C/L 11 苏联、美国 

Rev. 1 

工作草案：（^和平世 

界中）全面彻底裁军条 

约的序言草案 

1962. 4. 17 

28. END C/L 12 联合王国 对美国和苏联提案的讲 1962. 4. 27 

一 * 评论 

29. END C/L. 13 瑞典 对苏联条约草案（EÎÎDC 

/2)的條正草案（第一 

部分——概论） 

1 962. 4. 27 

30. EU D C/L 14 瑞典 对美国所提基本条款纲 

要（ENDC/SO)的倐正 

萆案（目标） 

1962. 4. 27 

31. EUDC/L 15 加拿大 

32. EU D C/L 16 印度 

对美国和苏联关于A面 1962. 4. 27 

彻底裁军条约提案笫一 

部 分 的 i m 

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第 1962. 4. 27 

一部分的评述 

33. END C/L 17 保加利亚 

及Rev. 1 ― 

工作文件：全面彻底裁 

军条约第二部分第四条 

草茱：全面彻底裁覃的 

初期阶段.第四条—— 

第一阶段的任务 

1962. 7. 25 

1962. 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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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NDC/^ 18 美国 美国提出的.7E^平世界 

中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第 

4条工作草案一第二 

部分——第一阶段。第 

四条一第一阶段的基 

本任务^期限 

1962. 7. 30 

35. E11130/79 加拿大 1960~1963年间美-1963. 4. 3 

苏裁军计划的某重大 

发暴比较 

36. EïrDC/9 3/ 

Rev. 1 

埃塞俄比亚、尼 

日利亚、阿控伯 

联合共^国 

非洲国家^政府首垴于 

1963年5月22—25 

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就全 

面彻底裁军问题通过的 

决议 

1963. 6. 18 

37. EirDC/109 獒国 ^国媞出的 f f ^平世 I 

中全面彻底裁^条约草 

案第六至十二条箪案( 

有关第一阶段核裁军 ) 

第六条：^核武Jg:生产 

湘使用裂变物质 

1 963. 8. 14 

38. 11讚/143 代表巴西、缅甸、埃塞 1964. 9. 14 

俄比亚、印度、墨西哥、 

尼日利亚、瑞典^阿技 

伯联合共^国就该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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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备；$录媞交的信 

件 

39. EKDC/14 4 巴西、缅甸、埃塞 

俄比亚、印度、墨 

西哥、尼日利亚、 

瑞典、阿控伯联合 

共和国 

载有各代表团就十八a 

裁军委g会会议1964 

年会议期间讨论裁军措 

施相并引措施所作建议 

相提议摘兽的备忘录 

1964. 9. 14 

40. EIfDC/245 意大利 媞出通过一项基本的裁 

：?方案的建议的工作文 

伴 

1969. 4. 21 

二、裁军谈判委S会会议（CCD ) 

41. CCD/276 荷兰 

42. CCD/309 意大利 

43. CCD/313 墨西哥、瑞典、南斯 

拉夫 

载有一些有关朝向综合 1970. 2. 2 4 

裁军方案的步骤的绪言 

的工作文件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工 197 0. 8. 19 

作文伴 

综合裁,方案草案 1970. 8. 27 

44. CCD/449 罗马尼亚 裁军方案中S釆取的步 1975.3.25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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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CD/5 22 苏联 苏联关于结束军备竟寨 1977. 2. 15 

和裁军的备忘录 

46. CCD/545 

及 C o r r . 1 

墨西哥 载有综合裁^方案初步 1977. 8. 23 

草案的工作文伴 

47. CCD/548 意大利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1 9 78. 1. 31 

问題的工作文件 

48. CCD/549 

及 c o r r , 1 

49. CCD/550 

加拿大、联邦德国 

意大利、日本、荷 

兰、联合王国 

阿根廷、埃及、埃塞 

俄比亚、印度、秘鲁、 

南斯拉夫及扎伊尔 

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行 1978. 2. 2 

动纲领草案 

载有宣言草案、行动纲 

领及执行机构的工作文 

件 

1978. 2. 16 

50. CCD/552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苏联 

关于综合裁军方菜的工 

作文件 

1978. 2. 21 

51. CCD/553 

52. CCD/5 54 

罗马尼亚 

瑞典 

关于裁军方案草案的工 1978. 2. 21 

作文件 

拟列入联合囿特别裁军 

会议行动纲领及其关于 

裁军谈判机构的文件中 

的要点 

1978.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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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555 尼日利亚 拟列入综合裁军方案的 1978. 2. 24 

建i义 

CCD/556 巴基斯坦 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娄 

员会的工作文件：裁军 

宣言 

1978. 3. 6 

CCD/557 巴基斯坦 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i义筹备^ 

员会的工作文伴：裁, 

行动纲领 

1 978. 3. 6 

CCD/560 墨西哥 拟列入筹备^员会于 

1977年5月18曰批 

准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议程草 

案中拟议的"裁军宣 f， 

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准 

则 

1978. 3. 10 

CCD/561 

及Add. 1 

墨西哥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 

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草 

案提纲 

1978. 3. 10 

CC:D/565 荷兰 关于设立国际裁军机构1978. 3. 30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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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CCD/566 

及Add. 1 

秘书处 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牿别会议筹备娄 

员会关于审议综合裁军 

方案的文件和提案汇编 

1978. 4. 4 

60. CCD/567 

H Add, 1 

秘书处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 1978. 4. 18 

作文件和提案表 

61. CCD/568 意大利 关于国际裁军机构的工 1978. 4. 24 

作文件 

62. CCD/571 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 

判^ g会会议提交的讨 

论和拟订综合裁^方案 

的报告 

1978. 5. 10 

63. CC D/572 裁娄会会议综合裁军方 

案牿设工^小组的取权 

范 i l 

1978. 5. 10 

三、裁军谈判委员会（CD ) 

64 CD/78 1980年3月17日莆 1980. 3. 17 

六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 

的决定（原为8/Rev 1 

号工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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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CD/126/ 

Rev. 1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惟 

小组向裁军谈判̂员会 

媞出的工作报告 

1 980. 8. 7 

66. CD/128 保加利 1捷克斯洛就综合裁军方案主要组 1980. 8. 4 

伐克、匈牙利、蒙古成邵分提出的建i义 

67. CD/1 51 1981年2月12日委 

员会第105次全体会议 

上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 

决定 

1981. 2. 13 

68. CD/155 竟大利 工诈文伴：综合裁军方 1981. 2. 24 

案一"目#^， 

69. CD/160 苏联 加强^平、加深缓^以 1981. 3. 3 

及遏制^备竟寨 

70. CD/161 苏联 争取和平与裁：、争取 1981. 3. 23 

安全保证 

71. CD/172 中国 关于"综合裁军方茱" 1 9 8 1 . 4. 2 

主要内容的工作文件 

72. CD/198 澳大利亚、比利时、工作文件：综合裁军方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茶 

和国、日;*、联合王 

国 

1 981.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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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CD/205 澳大利亚、比利时、综合裁军方案草茱（并 1981. 7. 31 

德意志联邦共^11、 作为CD/C?D/^P. 25 

日；*、联合王国 号文件分^ ) 

74. CD/208 21 il菓团 关干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1981. 8. 10 

为"原则"一章的工作 

文 件 （ 并 为 

/WP 55号文件分犮） 

75. CD/214 中11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 

制订工作的工作文伴 

1981. 8. 13 

76. CD/217 

及 C o r r . 1 

综合裁^方案特设工诈 1981. 8. 17 

小组的报告 

77. CD/223 21国II团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为"掙施"一章的工4^文 

件 

1981. 8. 19 

78. CD/229 21国集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为"目标"一章的工作 

文件（并诈为CD/CPD 

/WP. 5 6号文伴分^) 

1982. 1. 27 

79. CD/230 21国'菓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3^"优先次序"一章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 

1982.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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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WP 57号文件分 

发)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德惫志民主共 

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苏联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1982, 1. 29 

为"目标"一章的工作 

文件（并作为CD/CPD 

58号文件分发) 

同上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1 9 8 a 1. 29 

* "优先次序"一章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 

CPDyWP 59号文件分 

同上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为"原则"一鞏的工诈 

文伴（并作为CD/CP D 

/WP. 60号文件分发) 

1 982. 2. 8 

同上 关于题为"综合裁军方 1982» 2. 19 

茱"的议程项目的工作 

文件 

21国集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1982, 3. 3 

为"机构和程序"一章 

的工作文件（并作为 

CD/CPD/?7P. 63号文 

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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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CD/283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 1982» 4. 26 

小组的报告 

86. CD/286 综合裁军方茱特设工作 

小组主席阿方索*加西 

亚‧罗夫莱斯大使向裁 

军判委员会提交小组 

报告;5:其附之综合裁^ 

方案簟案时的发g 

1982. 4. 19 

87. CD/296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 

^国大国民议会和尼古 

控.齐奥塞斯度总统提 

请苐二届专门讨论裁^ 

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 

会议考虑的意见 

1982. 7. 28 

88. CD/305 裁簞谈判^g会通过的 

关于重新设立《综合裁 

军方茱》特设工作小组 

的决定 

1 982. 8. 5 

89. CD/415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诈 1983. 8. 19 

小组的报告 

四、裁军谈判会议（CD ) 

90. CD/442 关于重新设立综合裁军 1984.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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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设附属机构的决 

定 

91. CD/446J1/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牿设 1 984L 3. 8 

附属机构名称的决定 

±J该文件并列于也与之有关的其他议程项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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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裁^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工作文件 

2. 

3. 

4. 

5. 

6. 

7. 

8. 

9. 

CDXCPDyl7P. 1 秘书外 

CD/CPD/'WP. 2 /工作小组 

10. 

11. 

Rev. 1 

C D / C P 3 

^Rev. 1 

CD/^CPD/WP. 4 

CD/CPD/WP. 5 

CD/CPD/WP. 6 

CD/CPDy^P. 7 

及Add< 1 

CD/CPD/WP. 8 

主席 

墨西哥 

巴基斯坦 

捷克斯洛 

伐克 

墨西哥 

苏联、美 

国 

中国 

CD/CPDyT7P. 9 敉 鹏 

伐克 

CD/CP D/WP. 10 委内瑞拉 

CDXCPDXWP. 11 秘书处 

及C o r r , 1 

及C o r r , 2 

文件滑单 

综合裁^方案大纲（主 

席起草的文件） 

方案中题为"目标"一 

节的案文草稿 

工作文件 

方案中题为"目标"一 

节的案文草稿 

方案中题3& "原则*准 

则，，一节的案文草稿 

十八国裁S委员会文件 

中国代表团关于综合裁 

军方案主要原则的建议 

综合裁至方案中关于限 

制^备竟賽并达成裁军 

的努力的一般准则一节 

, 橘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作文件 

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所载具体揞施一 

以及裁：审议委^ 

会一九七七湘一九八〇 

车的报告 

1980. 4̂  28 

1980. 6. 30 

1980. 6. 30 

1981. 6. 16 

1980. 6. 30 

1980. 7. 4 

1980. 7. 7 

1980. 7. 8 

198 0. 7. 1 1 

1980. 7. 9 

1980. 7. 11 

1980. 7. 11 

198 0.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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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CD/CPD/WP. 12 波兰 

15. 

16. 

17. 

18. 

CD/CPDyT7P. 13 

及Add. 1 

CD/CPD/WP. 14 

CD/CP D , P , 15 

CD/CPD/^P. 16 

及Sev. 1 

CD/CP D , P , 17 

« 斯 洛 

伐克 

秘书处 

航 斯 洛 

伐克 

综合裁至 

方案特设 

小组 

尼日利亚 

CD/CPDy^P. 18 尼曰利亚 

综合裁军方案与争取^ 

平的教育的概念 

综合裁至方案"原则" 

部分草案 

1962车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全 

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 

(ElDC/^2/Hev. 1 ) 

所设想的具体措施的清 

单湘1962车美利坚合 

众国提出的关于在湘平 

世 界 中 夹 € 金 面 彻 

底条约的基水规定的大 

纲 （ m i ) c y 3 0 ) 

关于方式勒机构的工作 

文件 

提交裁^谈判委5会的 

报告 

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 

吉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 

的关于"执行的阶段" 

工作文件 

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吉 

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的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 

的性质的工作文件 

1980. 7. 17 

1980. 4. 15 

1981. 4. 15 

198 0. 7. 18 

1980. 7. 21 

1980. 7. 22 

1980. 7. 28 

1 981. 2. 24 

1981.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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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Dy^C?D/TP. 19 联合王IS 

20. C D / C P D / ¥ P . 20 絲 

21. CD/CPDyWP. 21 美国 

22. CD/CPD/ffP. 22 意大禾, 

23. CD/CPDy^P. 2 3秘书处 

# 王 囯 歧 萨 默 海 斯 1 9 8 1 . 2. 25 

应主席的要求编写的` 

"执行阶段"的工作文 

件 

1981车3月5日苏维 1981. 3. 9 

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代表答复主席所提关于 

苏联政府对1962车在 

十八11裁萆委S会上提 

出的"关于在严格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条约"的立场的问题发 

言 

1981车3月5日美利 1981. 3. 9 

坚合众il代表答复主席 

所提美国政府对1962 

车在十八 i l裁^委 S会 

上提出的"关于在勿平 

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 

^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 

纲，，的立场问题发言 

关于综合裁^方案"目 1981. 3. 9 

标，，的工作文件 

在CD/CPD,P. 11 #0 1981. 3. 13 

14号文件的一览表中 

没有明确列入的措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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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D/CP D"P. 24 中国 

25. CD/-CPDXWP. 25 中国 

26. CD/CPD^P. 26 巴基脑 

27. CD/CPD/^P. 2 7秘书处 

28. CDy'CPD/^P. 28 

29. CDyci?`DyWT. 29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伐克、德 

意志民主 

共 辆 、 

匈牙利、 

蒙古、波 

兰 、 鎌 

秘书处 

30. CD/CPD/57P. 30 意大利 

31. CD/CPD/WP. 31 中国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1981. 3. 30 

作文件.关于措施的补 

充建议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1981. 4. 6 

作文件.关于措施部分 

的进一步建议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的工 1981. 4. 3 

作文件 

关于初步审査综合裁^ 1981. 4. 6 

方案第五鞏 f " 措施 "） 

^第六鞏（"执行阶段"） 

的结杲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1981. 4. 15 

作文件："措施" 

笫一届专门讨论裁^问 

题大会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中的原则一览表 

关于综合裁s:方案的工 

作文件 

关于综合裁至方菊目 

标"的工作文件 

1981. 4. 16 

1981. 4. 24 

1981.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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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D/CPDy^P. 3 2秘书处 

33. 

34. 

35. 

36. 

CD/CPD/y7P. 33 

CD/CPD/^P. 34 

澳大利亚、 

比利时、 

法 I L 德 

意志联邦 

共 , 、 

B本、联 

合王国 

秘书处 

CD/CPDy^P. 3 5保加利亚 

CD/CPDyWB. 36 21国集团 

及C o r r . 1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中载有的目标 

的一览表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作文件 

关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 

至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中所载"机 

构^程序，，规定一览表 

拟议的综合裁至方案中 

题为"目标"一节的案 

文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的工 

作文件 

1981. 6. 16 

1981. 6. 17 

1981. 6. 23 

1981. 6. 23 

1981. 

37. 

38. 

及Add, 1 

及Add, 2 

及Add* 3 

CD/CPD/Î7P. 37 澳大利亚 

CDyCPD/WP. 38 澳大利亚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 

作文件 

关于综合裁^方案的工 

作文件 

1981. 

1981. 

1981. 

1981. 

7. 15 

8. 5 

8. 10 

7. 1 

198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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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PD/WP. 39 法H 关于CD/CPD,P. 27 1981. 7. 7 

号文件（第一阶段）"k 

武器"一节拟议的修正 

CD/CPD/T7P. 4 0苏联 

CD/CPD/WP. 41 秘书处 

CD/CPD/WP. 4 2 波 兰 

CD/CPD/WP. 43 

C D y C P D / ¥ P . 44 

CD/CPD/Wp. 45 

德意志民 

主 共 缓 

委内瑞拉 

中H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 f e ^ - » 德 

意志民主 

共 , 、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1981. 7. 7 

关于第C D/C PD/WP. 1981.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 

"核武器"部分拟议的 

修正案 

机构与程序"。第十届 

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 1 2 5段所列若 

干提案汇编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 1981. 7. 9 

作文件 

综合裁s:方案中题为'U 1981. 7. 13 

构与程序"一节案文草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核裁 

军措施第一阶段的工作 

文件 

关于CD/CPD/^P. 27 

号文件（第一阶段）"核 

武器"部分拟议的修正 

1981. 7. 13 

1981.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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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CD/CPD/^P. 4 6德意志民 

47. CDycPD/WP. 4 7德意志民 

主共湘国、 

苏联 

关于对第CA/CPD_/WP. 1981. 7. 21 

2 7号文件 "常规武 ^ 

^ ^ 队 " 采 取 旨 在 

缓^！i际紧张局势的措 

施"（第一阶段）部分 

拟议的修正案 

关于CD/CPD/T7P. 27 1981. 7. 24 

号文件（第一阶段）"核 

武^ "部分拟议的修正 

48. CD/CP D,P, 48 波兰 

49. CD/CPD,P. 4 9保加利亚 

50. CD/CPDyWP. 50 ^ 

51. CD/CPD/WP. 51 苏联 

关于CD/CPDywp. 27 

号文件（笫一阶段）"其 

他措施"一节拟议的修 

正案 

关于CD/CPD/WP. 27 

号文件（笫一阶段）"：^ 

他措施"部分拟议的修 

正案 

关于CD/^CPD/^P, 27 

号文件（笫一阶段）"其 

他揞施"一节拟议的修 

正案 

关于CD/CPD/^p. 27 

号文件（篱一阶段）"奚 

他措施"一节拟议的修 

正案 

1981. 7. 31 

1981. 7. 31 

1981. 7. 31 

1981. 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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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PDy^P. 52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德意志联 

邦共^国、 

B本、联 

合王国 

尼曰利亚 

波兰、委 

内瑞拉 

CD/CP D,P, 5 4秘书处 

CDycPD/WP. 53 

CDyCPD/WP. 55 2111集团 

CDyCTDyWT, 56 21国集团 

CD/CPDXWP. 57 21国集团 

CI)/CPD/WP. 58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航 、 德 

综合裁至方案草案(并 1981. 7. 31 

作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关于CD/CPD_/W:P. 27 1981. 8. 3 

号文件（第一阶段）"其 

他措施"一节拟议的修 

正案 

关于审査载于CD/^CPD// 1981. 8. 10 

WP. 27号文件中的第一 

阶段措施及与其有关的 

书面^口头提案的结杲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IQSl. 8. 10 

为"原则"一鞏的工作 

文件（并作为CD/208 

号文件分发）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1982. 1. 27 

为"目标"一鞏的工作 

文件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1982. 1. 27 

为"优先次序"一鞏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 

23C>f文件分发)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题 1982. 1. 29 

为"目标"一鞏的工作 

文件（并作为CD/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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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共湘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59. CD/CPDywP. 59保加利亚、 

m , m 

伐克、德 

意志民主 

共和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60. CD/CPDy^P. 6 0保加利亚、 

洛 

紘 德 

意志民主 

共勒国、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61. CD/CPD/T7P. 61 中国 

62. CD/CPD/^P. 6 2 综 合 裁 ^ 

方案特设 

小组 

号文件分发）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中题 1982. 1. 29 

为"优先次序"一鞏的 

工作文件（4^作为CIV 

233号文件分发）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 

为"原则"一耷的工作 

文件（碰为CD / 2 3 9 

号文件分发） 

1982. 2. 8 

关于综合裁^方案"原 1982. 2. 9 

则"部分的补充建议 

工作小组1982车3月 1982. 3. 1 

1日第5 5次会议上通 

过的综合裁至方案"优 

#:次序"一葷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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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PDy^P. 63 2111集团 

CD_/CPD"P. 6 4南斯拉夫 

CD/CPD_/WP* 65 

C D/CP D , P , 66 

CD/CPD/^P. 67 

CDXCPD/^P. 68 

综合裁^ 

方案特设 

工作小组 

综合裁至 

方案特设 

工作小组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 

M：、德-

意志民主 

共 M ` 

匈牙利、 

蒙古、波 

兰、苏联 

综合裁^ 

方案特设 

工作小组 

关于综合裁盂方案中题 1982. 3. 3 

为"机构与程序"一耷 

的工作文件（并作为 

255f文件分发） 

关于综合裁^方案中 1982. 3. 16 

"常规武器5fo武装力量" 

一节的案文草案 

1 9 8 2 "月 1 8曰工 1982. 3. 23 

传小组笫5 6次会议通 

过的综合裁^方案中题 

为的"原则"一鞏的案 

文 

1982车3月18曰工 1982. 3. 23 

作小组第5 6次会议通 

过的综合裁^方案中题 

为"目标"一鞏的案文 

关于综合裁至方案题为 1982. 4. 6 

"措施"一耷的工作文 

件 

1982狃4月S日工作 

小组第5 7次会议通过 

的综合裁^方案中题* 

"机构与程序"一葷的 

案文 

1982.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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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D/CPD,P, 69 美国 

70. CCyCPDy^P. 7 0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71* GD/CPD/^P. 71 综合裁军 

方案特设 

工作小组 

关于核査的工作文件 1982. 4. 14 

关于核査的工作文締 1982. 4. 14 

1982车4月1 5日 

工作小组在第5 8次 

会议上通过的综合裁 

^方案中题为"措施 

^执行阶段"一鞏的 

案文 

六.综合裁至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会议室文件 

1. CD/CPD/CRP. 1 

2. C D/C P D/C fi P. 2 

3. CD/CPD/CRP. 3 

及Add, 1 

综合裁^方案特设工 

„ 报 告 草 案 

综合裁至方案特设工 

作小组的报告草案 

综合裁至方案特设工 

作小组的报告草案 

1982. 4. 16 

1981. 8. 10 

1982. 4. 14 

1983. 

1983. 

8. 17 

8. 18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29 
1 Augijst "84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关于裁军i炎判会议 

议程项目5所设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杈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车届会议剩余的时间里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以便zit締结一项或几项防止外层空间^备克赛的所有方面的协定而进行讨论。在讨 

论中要考虑所有有关提案，其中包括有关締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以及从空间对地 

球使用武力的条约的提案。特设委员会将在19 84车会议结束时向裁军谈判会议报 

告其工作情况"。 

^ >0< >̂  >o< 

GE. 84-64528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0 
CD/R¥/VP.52 
3 August ， 4 
CHINESE ' 

Original： ENGLISH 

放射性武器 

特设委员会 

工作文件：瑞 典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及为敌对目的释放 

或散布放射性物质条约部分内容的提案 

197à年，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提出了一份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 

1980年，瑞典提i义，该条约草案的范围应予扩大，以包括禁止进行放射性战争 

(CD/RW/WP. 6 )。自那以来，在裁^谈判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研究 

了有关问颞。其间，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大量详尽提案。这一过程加深了人们 

对问颞的了解，因而具有巨大的价值；同时，并使人注意到了 一系列原先未料到的 

复杂问颞。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另一些方面问颞则趋向于变得更为错综复 

杂。在这些方面仍有待寻求解决办法。目前应根据讨去数年来积累的知识并依靠各 

方进行妥协和就过去的立场谈判的真正意愿转而寻求简单而直接了当的解决办法。 

根据这一精神，瑞典为拟订有关某些重大未决问颞的新提案案文进行了努力。 

这#提案依以为据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条约应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 

既不使用放射性武器也不攻击核设施从而释放出放射性物质。我们仔钿研究了各国 

提出的工作文件和提案，并考虑到了已取得的进展。在拟定新提案的过程中，我们 

把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A组协调员巴比先生于 1 9 8 3年 8月（CD / 4 2 1号） 

提出的案文作为基础。只是在瑞典认为进展太少或根本没有的关键问题上对文本作 

了修改。 

这里提出的新提案草案是一次真诚的偿试，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为各方接受的妥 

协办法，将其作为进行认真谈判的基础。正因为主要考虑是要寻找继续谈判的妥协 

基础，对瑞典早先的观点做了某些修改。 -

为便于对这些新提案进行研究，现将其与 1 9 8 3年号文件中 A组协调 

GE. 84-6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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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出的案文并列对照 

序 言 部 分 案 文 

序言部分中，仅作了符合新提出的第一， 

动的逻辑结构的改动。 

1983年A组报告 

二、三条中以及案文其他部分措词改 

协调员的案文（CDy^421 ) 瑞典的提案 

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 禁止放射性武器及为敌对目的释放 

或散布放射性物质条约 

"本条约各締约S, 

"决心加强B际和平与安全，拯救人 

类免遭新的战争手段的危险， 

"希望对停止军备竟赛的事业作出贡 希望对停止^备竟赛的事业作出贡献 

献并认识到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协定将并认识到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及为敌对目 

促进这一目标， 的释放或散布放射性物质条约的协定将促 

进这一目标， 

"〔确认所有国家有义务〕〔有决 

心〕就关于禁止公认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有效措施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并实现在严 

格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普遍彻底裁军， 

"重申在此方面迫切需要进行和早日 

结束旨在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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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谈判， 

"注意到载于其他和这个目标有关的 

协定中的各项条款， 

"意识到使用〔任何形式的〕放射性 

武器都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意识到使用放射性武器及释放或散布放 

射性物质都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后果， 

"因此强调由尽可能名的S家加入本 

条约的特珠重要性， 

"〔肯定下述原则，即本条约所有缔 

约II都应能享受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的好 

处及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认识 

到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中和平利用放射 

性衰变产生的辐射源的需要，〕 

认识到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中和平利 

用放射性衰变产生的辐射源的需要，以 

及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需要，并 

肯定本条约所有缔约国都应能享受和平 

利用放射性物质的好处及适当考虑发展 

中国家的需要 

-国大会要求禁止研制、生 

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经商定如下： 

第一、第二、第三条及附件三 

对协调员案文的第一条仅作了 一些次要的调整。伹还是对其补充了新的条款。 

新提出的第一、第二、第三条是建议用来代替协调员案文中的第一条的。 

在新提出的第一条中，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的范围扩大了，包括通 

过攻击核设施而造成释放或散布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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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b节对这些设施下了定义。在CD中，对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的一 

系列极为详细的建议和反建议进行过透彻的讨论，但迄今未对适当的标准达成协议。 

瑞典认为主要应考虑防止大规模毁灭，故提出了以核设施如受攻击而释放或散布放 

射活动规模毁灭的潜在能力为根据的标准。我们试图制订一个尽可能简易的模 

式，对不同的设施规定确定的级限。 

此外，在第二、三条中建i义，为使一核设施可置于条约的保护之下，该设施应 

经过仔细的验明，应进行登记并开放供视在新的附件三中为此提出了一种简单 

的程序。其中规定有关核设施应向条约保存者进行特别登记，并向保存者提供合格 

专家的名单，以便进行视察任务时能得到他们的服务。对协调员案文（第六、七条 

及附件一、二）中关于条约的核査和遵守的程序无需再作修改。 

为便于对这些新提案进行研究， 三连同第一至第三条一并列出。 

1983年A组报告 

协调员的案文 瑞典的提案 

"第一条 第一条 

1.本条约缔约国承诺在任何情况 

下决不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武器或攻 

击核设施，以释放或散布放射性物质， 

从而利用该物质衰变所产生的辐射引起 

破坏、损害或杀伤。 

" 1 .本条约每个締约 S承诺在任何 

情况下决不研制、生产、储存，以其他方 

法取得或拥有、转让或使用放射性武器。 

2.本条约每个缔约国承诺在任何 

憒况下决不研制、生产、储存，以其他 

方法取得或拥有或转让放射性武器。 

3.本条约缔约国也承诺不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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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人、国家、 

国家集团或S际组织从事按本条之第1 

和第2段规定的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不 

得从事的任何活动。 

第二条 

为本条约之目的，"放射性武器"一 

词的含义是： 

(a)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装备， 

经牿别设计目的在于利用散布的放射性物 

质衰变所产生的辐射而引起破坏、损害或 

杀伤。 

化）任何放射性物质，〔经〕特别 

〔设计〕目的在于利用散布的这种物质衰 

变所产生的辐射而引起破坏、损害或杀伤。 

为水条约之目的. 

a / "放射性武器"一词的含义是: 

(1) 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装 

备，经牿别设计目的在于利用散布的放 

射性物质衰变所产生的辐射而引起破坏、 

损害或杀伤。 

(2) 任何放射性物质，经牿别设计 

目的在于利用散布的这种物质衰变所产 

生的辐射而引起破坏、损害或杀伤。 

b Z"核设施"一词的含义是设在 

陆itWl的核设施，可为如下数种中的任 

何一种： 

(1) 设计用于产生1 0兆瓦以上热 

效应的核反应堆； 

(2) 设计用于储存烧过的燃料、放 

射性物质储存量大于10'
8
 B g的中间 

储存设施； 

(3) 再处理工厂，或 

(4) 放射性物质容量超过10' 8Bg 

的（核）废料存放所， 

此类设施并需向条约保存者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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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条约保存者应保留本条约各条款规定 

的核设施的登记情况，并将其核准的复 

制件送交条约各缔约国。 

本条约各缔约国中有愿将其管辖下的核 

设施根据第二条b节列入此项登记者， 

对其每一座此种设施应分别向保存者申 

请登记。此项申请中须载有作为本条约 

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附件三中规定的书 

面资料。 

要求将核设施进行登记的申请书中所载 

之资料应根摒附件三中所述之程序置于 

核査之下。 

2. 本条约缔约国也承诺在任何情况 

下决不蓄意使用任何放射性物质，不论该 

物质是否按本条第1段确定为放射性武器, 

通过其散布使该物质衰变所产生的辐射引 

起破坏、损害或杀伤。 

3. 本条约缔约国也承诺不以任何方 

式协助、鼓励或引导饪何人、国家、国家 

集团或S际组织从事按本条之第1和第2 

段规定的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不得从事的 

(已为所提第一条 1节取代) 

(此条与所提第一条3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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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核设施的登记以及视察任务 

本条约保存者收到根据第三条提出之登 

记申请后，应不迟延地确定某一有关核 

设施或某些有关核设施是否符合第二条 

b节的定义。为此，条约第三条规定的 

关于核设施登记的申请书中应附有如下 

书面资料： 

(a)关于该核设施或一些核设施的确切 

i{l»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说明核设施的类型，即是反应堆、 

烧过的燃料的中间储存设施、再处 

理工厂.还是废料存放所， 

(C)适用于如下情况的详细说明 

(1) 一核反应堆设计可产生的热效 

应，单位以兆瓦计， 

(2) 用于储存烧过的燃料的中间储 

存设施的设计容量（单位为 

Bg ) , 

(3) 一废 »放所的存放物（单位 

为Bg )， 

2.保存者经与申请国协商后得派 

出视察团。 

视察团可由一位或多位专家组成， 

该团应通过现场视察核实有关某一或某 

些核设施是否属符合第二条b节定义之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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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者得与缔约国合作编制并 

保留一份合格专家名单，待进行此类视 

察任务时由这些专家提供服务。 

4. 保存者俟视察团证实第二条B 

节有关定义可对某些设施适用后，应即 

将关于此类设施的所需详细情况列入申 

请书，并应立即将新吸收登记的情况通 

知条约各缔约国。 

四 条 

按照以上建议的改动，协调员案文中关于放射性物质和平用途的各方面的第二 

条在瑞典提案中即列为第四条。 

考虑到本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成一项妥协，使之可为接受作为一种基础， 

以就禁止用放射性方法造成大规模毁灭的条约进一步进行谈判以及就由此而产生的 

困难进行谈判，瑞典的提案仅纳入了与此种禁止的范围直接有关的承诺。这一内容 

19 83年A组的报告 

协调员的案文 

瑞典的提案 

"〔第二条 第四条 

1.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对加强和 1.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对制订 

平利用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性衰变所产生的适当措施以保护所有E家不受辐射有害 

辐射源的国际合作〔并对制定适当措施以影响尽可能充分地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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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所有国家不受辐射有害影响〕〔尽可 

能充分地〕〔充分〕作出贡献。 

2.本条约各缔约S承诺，促进及有 

权参与〔尽可能充分地〕〔充分〕交换根 

据本条第1段提及的和平使用方面的设备、 

物质和科技情报，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 

2.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 

影响各缔约国拟订和实施其和平利用核 

能计划并在此方面进行S际合作的不容 

剥夺的权利；本条约中的任何条款均不 

妨碍按照关于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衰变 

所产生的辐射源的公认原则及国际法中 

适用于此的规则来作这种利用。 

3.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影 

响各缔约国拟订和实施其和平利用核能计 

划并在此方面〔在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 

要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合作的不容剥 

夺的权利；本条约中的任何条款均不妨碍 

按照关于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衰变所产生 

的辐射源的公认原则及国际法中适用于此 

的规则来作这种利用。〕 

第 五 、 第 六 条 

根据以上案文编排，协调员案文中的第三、第四条即列为第五、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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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系: 员案文中第五条及第五条重复这两条拟订。同样，此处所提i义 

的改动也应看作是为了只集中于直接与建议的禁止范围有关的问题( 

1983年A组的报告 

协调员的案文 

瑞典的提案 

第 五 条 

〔1.本条约各项条款不适用于核爆炸 

装置或此种装置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2.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解释为 

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任何适用于武装冲 

突的现有的S际法规则或限制或减损各缔 

约S根据任何其他有关的国际协定所承拒 

的义务。 

` 第 七 条 

1. 本条约各项条款不适用于核爆 

炸装置或此种装置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2.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解释 

为以任何方式使使用核武器合法化，减 

损为防止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并实现 

核裁军所承拒的义务；不应解释为以任 

何方式限制或减损任何适用于武装冲突 

的现有11际法规则或限制或减损各缔约 

国根据任何其他有关的国际协定所承担 

的义务。 

〔第五条重复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为停止核军备 

竟赛、确定防止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和实现核裁军迅速进行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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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至第十四条 

关于协调员案文中的第六 

条至第十四条。 

第十二条未专门提出具体建议。但编号应为第八 

附件一和附件二 

未提新提案 

附 一 件 - 三 

提出了一个新的附件三，案文已根据其实际上下文列入第7页c 

>0« »o< »0<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1 
6 August 1984 
CHIHESE 
Original: ENGLISH 

澳大利亚工作文件 

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核查工作原则 

1. 核査制度应核实在所有环境中完全没有发生任何核爆炸。 

2. 该体系的务边组成部分应该是无歧视性B^.并应以各缔约SI对条约负有同 

等权利和义务为依据。 

3 .这一体系应在裁^谈判会议这个多边论坛中谈判商定。 

4 .该条约应保证所有銪约国有同等机会得到核査体系的多边组部分所提供 

的情报。 

5. 各缔约国应获准在彼此之间达戍另外的双边协议，以便使彼此进一步保证 

条约是受到遵守的。 

6 . —项核査制度的基本内容应该以IS家措施和IS际措施相结合为依据，并特 

别应包括： 

A .国家技术手段 

B .国际地震检测网 

C. II际气候检测网 

D .任何其他被视为必要3^ S际探测安排（例如使用其他技术） 

E .现场视察 

S`.由各締约S组成的处理协商、合作及申诉葶务—个或务个多边机构, 

7 .核査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应运用可得到551最先进和最有效的技Tito 

8 .核査体系的所有组^部分应规定尽可能广泛的全球性范围。 

9 .核査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应适当设置并于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生效之时投 

入使用，并不中断、不使其质量变坏地维持下去。 

1 0 .在建立核查体系各个组成部分过程中.谈判应吸收多年来在相继存在. 

的多边谈判机构中及三边谈判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WJ 

GE. 84-6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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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事件的®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 

1 1.现场视察应该是强制性的。 

12.国际itfj震监测体系应包括： 

A. 地震台站网 

B. 国际交换地震数据 

C. 国际数据中心。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2 
ŒD/CV/WP.84 
8 August 1984 
CH駕SE 

Original:EKGLISH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工作文件 

协商委g会的组织^职能 

一、总的条款和结构 

1. 为了保证进行广泛的国际协商和合作，交换情报^促讲核查工作，以便公 

約的条款得到遵守，公约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设立一个协商娄员会。 

2. 各缔约国应有权指派一名代表参加协商委i会，该代表出席会议时可配备 

一至多名顾问，协商委ê会会议主席应由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 

3. 除非另有决定，协商委g会每年应举行常会。该委员会应每隔五年审查执 

行公约的情况，以便确保其目标得到实现，条款得到遵守，协商委g会在接到任何 

缔约国有充分理由的请求后，可于接到该请求起的3 0天内召开一次非常（特别） 

会议，以审议紧急问题。 

4 . 协商委g会就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S协商一致。如在会议期间无法达戍协 

商一致意见，各缔约国可在会议最后报告中列入自己意见，以`§^>约的其他缔约国 

政府事后研究。花可能情况下，有关委i会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应协商一致作出决 

定，否则以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委员会戍g的多数决定。 

5 .协澍委S会会议的结果应在其会议记录中以及在散发给所有缔约国的最后 

报告中得到反晚 

6.在会议休会期间，与促进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由代表协商委g会的 

执行理事会处理。 

执行理事会应由各締约国的 1 5名代*及一位主席组成，主席应由协商委会 

最后一次会议的主席担任。理事会的10名成g由协商委ê会考虑了政治上及地区 

上代表性的均衡原则，同各缔约国协商选举产生，其任期为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戍 

GE.8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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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余五个席位应留给参加公约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抠任。 

7 . 执行理事会就实质问题作出决定应协商一致。如杲关于进行现场视蔡的请 

求无法在24小时内达戍协商一致的意见，S将执行理事会所有戍g对这一问题的 

各种意见通知提出该请求的国家。执行理事会在可能情况下就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 

程序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协商一致，否则应由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的戍g的多数票决 

定。 

8.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g的配备应按照缔约国在政治上5_地区Jl代表性的均衡 

原则。该处应包括由缔约国国民担任的视察S和专家。 

9. 协商委S会可以设立必要的附属技术机构。 

二 、 职 能 

协商委I员会应该： 

1 .为所有有关的締约国就所有与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提洪讲行讨论的 

论坛。 

2 . 协调所有形式的核査工作，并为各国核査机构及国际核查机构之间的通讯 

联系缇供条件。 

3. 与所有缔约国商量制定出标准的核查技术。 

4 . 接收、储存并传送各締约国根据公约提洪的情报，包括关于化;^武器锗存 

与生产设施的宣布、逋知和声明，关于销毁或转用此类储存以及消除（销毁、拆除 

或转用）设施的计划，以及关于3^准许目的而生产的、从储存转用的、使用的、获 

取的或转让的化学品每年作出的宣布。 

5. 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应对缔约III为执行和遵守公约的问题iff行协商，花双 

边或多边基础上交换情报或从有关的国际组织获取服务方面提供服务。 

6. 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随后将用以确定对各销毁储存或生产准许目的的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施进行现场视察的方法和时间安排的标准。 

7 . 根据公约条款的规定核查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 

8. 根据各締约国提洪的关于化学武器储存及用来销毁这些储存的设施的技术 

特点的情报，以及关于生产准许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设施的技术特点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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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商定的标准确定对各个设施进行国际现场视蔡的方法和时间安排， 

9.审议各缔约国提出的讲行现场视察的请求，并茌作出积极决定的情况下， 

征得当事国的同意后行视察。 

10. 在有关締约国之间直接达戍协议后进行质疑性现场视察的情况下，如杲一 

个或几个缔约国提出请求，则由技术秘书处的视察§参加这类视蔡。 

11. 批准执行理辜会关于执行和遵守公约的情况报告、关于特别技术的建议、 

以及关于执行理辜会茌协商委员会休会期间工作的真实的报道。 

12. 审议并决定有关行政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并在商定的财政捐献的范围内批 

准预算' 

三、同各缔约国的国家核査机构进行合作 

协商委员会应该： 

1. 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定期同缔^国的21家机构开会，以便在确保遵守 

公约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的有效性。 

2. 在一个专门设立的技术性机构内，为各国核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提洪标准国 

际核査技术及使用有关设备方面的训练。 

3. 和各缔约国协商制定封闭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或其关键部位)的程序， 

设计封闭装置并提出关于缔约国的国家核查机构可能使用这些装置的建议。 

4 . 在视蔡工作期间，视蔡人S应有权请求各国机构负贲执行公约的官员花任 

何与此类视察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提供协助。 

5. 在缔约国收到关于正常的国际现场视蔡系统或具体说明此项视棻的具体目 

的的质疑性现场视蔡的通知，视察小组到达有关缔约国领土入境地点的大概时间以 

及视察员的简历、姓名和国籍的情况下，该缔约国要在收到通知之日起的两天内声 

明已经收到通知，并转而（花进行质疑性视蔡的时侯一取决于它就此达成的协议） 

提洪一份代表S家机构负贵执行公约的官S名单，而这些官员则可以为讲行视察提 

供方便和支持。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53/Corr.l 
24 August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 

更 正 

第5页，第1 2段第3行 

删去"最近提出的工作文件"字样，加上"CD/53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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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3 
10 August 1984 
CE運SE 

Orig'inal: ENGLISH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 

一 、 导 言 

1 .根据裁^谈判会i义19 8 4年4月1 7日举行的第2 5 9次全体会议所作决 

定（见c 9 9号文件)，于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以便就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及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会议并决定 

特设委员会应在1984年会议结束前向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度。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 裁^谈判会议于1984年4月1 7日第2 5 9次全体会议上，饪命捷克斯 

洛伐克的米洛什.维沃达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事务部 V .斯列普琴 

科先生为特设委员会秘书。 

3. 特设委员会于1984年6月1 5日至 8月 1 0日召开了 1 1次会议。此外, 

主席并与各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4. 根据其请求，下列裁^谈判会议非成员国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芬兰、挪威以及西班牙。 

5 .牿设委员会行使职权时考虑了联合国大会第一次裁军牿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7 6段，也考虑了联合国裁S审议委员会的有关建议，特别是1980年通过的与 

第二个裁至十年有关的建议。特设委员会除联合国大会就此问颞在历届会议上通过 

的各项决议外，还特别考虑到联合国大会1983年1 2月 2 0日的第38/188D号 

决议。该决议1至3段行文如下： 

" 1 . 3：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拟订一项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i义提出； 

2. 又请裁g谈判会议考虑各方为此目的提出的一切提案,继续寻求迅速解 

决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攻击包括确定此种禁止的范围这一问颞的办法； 

3. 注意到裁^谈判委员会通过的报告内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建 

GE. 8 4 - 6 4 7 3 2 



0 0 / 5 3 3 
Pag-e 2 

6 

议:即委员会于其1984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继续 

其工作，并在这方面审査和评价为主颍事项作出进展0^最佳途径。" 

除历届会议的文件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如下需审议的新文件： 

―CD/530 

―CD/RW/WP, 5 3 

一 CD/RW/WP. 5 4 

― 5 5 

― 5 6 

―CD/RW/WP. 5 

―CD/RW/WP. 5 8 

1984年8月3日，瑞典提出，颗为"关 

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及为敌对目的释放或散 

布放射性物质条约部分内容的提案"（曾 

作为CD/RW，p. 5 2于1984年6月 

1 8曰散发) 

1984年6月2 0日，联合王国提出，颞 

为"与禁止攻击核设施有关的定义" 

1984年7月1 2日，瑞典提出，颖为 

"厄克于斯大使1984年6月2 1日就 

CD/RW/wp. 5 2号$件中的标准及定义 

所做发言的要点"
（
并作为CDyl^W/CRP. 

2 7分发） 

1984年7月1 9日，瑞典提出，颍为 

"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瑞典在C D/RW/ 

WP. 5 2号文件中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条 

款草案的提案提出的问颞的答复"（并作 

为 2 9分发) 

1 9 8 4年 8月 3日，瑞典提出.颞为"瑞 

典代表团8月1日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 

会就CD/53 0~CD^w/wp. 5 2号文件 

中一些核设施的定义所作发言的说明" 

1984年8月2日，主席提出，颞为"关 

于禁止攻击核设施范围核设施的标准和 

类别" 

1984年8月1 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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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R W / C R P , 2 5 

CD/RWXCRP. 2 6 

―C D / R W / C R P , 2 8 

提出，颞为"就CD/RW/WP. 5 2号工作 

文件中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条款草案 

向瑞典代表团提出的问颖" 

1984年6月2 1日，颞为"主席建议放 

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讨论的 

各个项目" 

1984年7月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 

出，颞为"就CD/RW/^p. 5 2号工作文 

件中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条款草案向 

瑞典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1984年7月1 2日，颞为"放射性武器 

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 

三、1984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7. 根据裁^谈判委员会 1 9 8 3年报告中的建议，放射性武 »设委员会着手 

审查并分析如何在委托其处理的问颞上取得最佳的进展。特设委员会同意在1984 

年会i义期间继续对与"传统"放射性武器这一议颢有关的问颞以及关于禁止攻击核 

设施的问颞进行实质性的审议，不另设两个附属机构处理这些问颞，也不事先对其 

作出判断。 

8. 在这方面，特设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继续审议它面临的两个大问 

颍之间的联系问颞。虽然各代表团对这些问颞的重要性和解决这些问颞的必要性都 

没有异议，但对这些问颖应遵循的程序及最终达戍任何协定的形式仍坚持不同 

的态度。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特设委员会同意把工作集中于有关问颍的实质内容 

9. 特设委员会在7月1 2日举行的第5次会i义上通过了 1984年会i义期间的 

工作计划。该计划如下： 

"应在'传统，意义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及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颞的范围内，在 

不妨碍各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颞的两个方面的'联系，，釆取最后立场的情 

况下，讨论下述问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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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范 围 

——和平使用 

——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 

——遵守与核査"。 

10.特设委员会特别讨论并审査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瑞典代表团以 

及联合王国代表团在1984年会议期间向其提交的各份文件（分别为：CD/RW/ 

C R P . 26； CD/530 ； C D / ^ W， P . 54 55` 56; C D / R W / W P . 53 ) o 一些代表 

团认为，瑞典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及为敌对目的释放或散布放射性物质条约条款草案 

( C D / 5 3 0 )中提出的办法为使该问颞所有方面取得进展，从而覆行特设委员 

会职责提供了最佳的谈判基础。伹是另一些代表团则重申，它们认为关于把禁止攻 

击核设施的问颍放在禁止放射性武器的范围内解决提案.其结果只能使二者都不 

能取得进展。 

1 1.特设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举行了四次会议，专门审议定义和范围 

颍。在这些问颍上，委员会集中力量审议用以确定哪些核设施可能属于禁止攻击的 

可能范围的标准以及这些设施的定义。为了更有系统地讨论这一问题，主席应某些 

代表团的请求起草了 一份工作文件（ C D / R W / ^ P . 5 7 ) ,反映了会议期间各代表 

团在这方面提出的某些提案。对瑞典提出的关于范围和定义提案（C:D/530)进 

行了审i义。牿别注意了使用的标准，即确定建议列入禁止攻击核设施范围内的四类 

设施可能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潜力。特设委员会还讨论了提议中的定义、能力级限及 

其他可能的定界，以及另外一些有关的问颞，例如区别至事及非军事设施、保护区 

域、核设施的实体识别（标志）、"攻击"的定义、核査、法律及其他方面。CD/ 

5 3、 5 4、 5 5、 5 6号工作文件及 C D / R W / C R P . 2&f文件是对这方 

面的有价值的贡献。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某些代表团重申了它们 

对所谓的"积极"态度或"消极"态度的观点。对于什么是放射性武器的问颞，人 

们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些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武器应包括放射性材料及装置和容 

器，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放射性材料不应包括在内，囡为任何已知放射性材料 

均可为和平目的作为民用。它们还认为"专门设计的装置和装备"的说法已足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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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可以设想禁止把放射性材料 

的结构用于武器上。一些代表团认为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不应含有对为和平目的 

m放射性材料有任何限制的意思。它们还认为这样一个定义不应为把核武器解释 

为合法的任何条款提供基础。人们一般认为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也富于建设性意义 

的，确实促进各代表团之间对实质问颞以及对各自的立场有更好的了解。虽然还存 

在着某些意见分歧，经过讨论表明现在有比以往更多的代表团赞成把大规模毁灭的 

标准作为确定列入禁止攻击核设施条款的设施的最适当的标准。 

1 2.关于和平利用问颞和停止核s备竟赛及核裁E问颞，各代表团一般都重 

申了各自以往在这些方面的提案中反映过的意见。有些代表团指出，瑞典在最近提 

出的工作文件中建议的妥协办法可以作为就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颞最终达成协议的 

基础。但另一些代表团指出，应根据该文件的所有条款来寻求妥协，而不能将其分 

割开来审i义。一些代表团强调了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和停止核至备竟赛及核裁至之 

间的紧密联系。但另一些代表团则重申了它们的意见，即要求放射性武器未来协定 

的缔约H承担与主颞事项并无直接联系的义务是不现实的。在这方面有人指出，为 

了寻求解决这一问颞办法，可以用"阐述性条款"。有些代表团重申它们重视核 

査与遵守问题。在这方面，它们表示认为关于这些问颍的现有提案不够充分，因此 

应进一步进行透彻的研究。它们对特设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未能对这一问颞予以 

更多的注意表示遗憾。某些代表团重申，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宝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3 1段的规定，对核査问颞§^审议应同时考虑公约的范围。它 

们认为，这一囡素对要列入公约的核査条款的性质有明显的关系。它们重申，在禁 

止攻击核设施的情况下.有关的问颞只是确定是否发生了攻击这一事实。 

1 3. —些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的工作没有更多地集中在现成的文本 

草案上，包括前两届年会的主席提交的报告及瑞典提案（c D/5 3 0 ) , 还 感 

到遗憾的是，工作格局不过是拖拖拉拉一般性辩论。它们还认为，尽管主席作 

出了努力，这种一般性辩论不仅使各代表团看不到在以前历届会议上取得的某些共 

同立场，还引起了可能使谈判完全失去以前的势头的危险。相反，其他代表团则认 

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并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各代表团的立场。鉴于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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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主要问颞§^办法存在分歧，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它们还认为应适当考虑现 

有的文本，特别是载于C D / 5 3 0的瑞典提案。它们进一步表示，不能认为前任 

主席提出的文本草案的条款反映了共同的立场。 

四、结论和建议 

1 4.人们普遍认为，太届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有助于对有关问Ifé^更好了解， 

也有助于进一步寻求解决的办法。 

15.鉴于委员会的饪务尚未完成，建议裁至谈判会议在1985年会议开始时 

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4 
13 Ausrust 1984 
CHDIESE 

Original: ENGLISH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If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1984年8月1 0 

日致裁^谈判会 i义主席信，递交一份在特 

设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颞为"1 9 8 4 

年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程序"的文件 

我谨向您这位裁^谈判会议的主席呈交一份在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 

II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颞为"1984年科学专家 

小组技术试验程庠"的文件。特设小组一致同意，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年8 

月7日决定通过的职权范围，进行一次定期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 

和分析一级数据的技术试验。该文件载有对进行并评价这次技术试验所商定的程序 

的总的看法，还包括载入特设小组第1 3 4号会议室文件的九个附录的参考材料。 

转设专家小组请我以小组主席的身份，代表小组递交这份一致通过文件。 

0 .达尔曼（签字） 

GE. 84-6A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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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程序 

1.目的和总的看法 

世界气象组织已批准从1983年1 2月1日起利用全球电信系统定期交换一级 

地震数据。 

这次技术试验是第一次正规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WMO/GTS ) 

进行试验。它应促进研究利用WMO/GTS交换坤震数据的程序，以及设想中的国际 

数据中心利用WMO/GT S的程序。这次技术试验有如下目的： 

—研究并试验从临时的S家一级设施（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向试验性S 

际数据中心定期传输一级数据的程序。在技术试验期间将设立这*设 

施，以提供在C C D/5 5 8文件中最初设想的国窠设施和试验性[f际数 

据中心的各种服务。 

——利用WM0/GT S从试验性闳际数据中心向各参加a的临时国家设施传 

输公报； 

—试验通过WMG/GTS中转一级数据的程序； 

—为试验在地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提供机会； 

—研究并试验向临时的S家设施传输一级参数的程序； 

——试验在试验性©际数据中心接收一级数提，并将其存档，以及编写和 

通过WMO/GT S分发地震事件公报和用一级数据的参数等拟议中的各 

种程序。 

在技术试验期间，各参加S将提供它们以前指定作此种用途的台站的数据。应 

提取所有地震事件的一级参数，根据附录中的概括说明记下这些台站的信号并由临 

时s家设施加以收集。 

临时国家设施将根据与世界气象组织共同研究的详细说明为WMO/GT S编制地 

震信,1《应根据规定的时间表将这些信息通i寸WMO/GTS向全球传送。 

试验性11际数据中心将接收所有参加国的一级信息，根据所收到的数据编制事 

件一览表和公报，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表通过WMG/GTS予以分发。在必要时，试验 

性S际数据中心将要求重新传输遗漏的和被窜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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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加国 

目前，二十七个III家已同意参加这次技术试验，并将提供5 0务个it!^震台站的 

数据。在附录1、 2、 3中，列有关于各参加国和地震台站的一览表以及有关参加 

国的情况介绍。图1是台站分布图。 

-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将在利马、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进行工作。 

图2表明技术试验期间利用WMO/GTS的[I]际通信线路。这个线路是由世界气 

象组织安排的。 

技术试验由澳大利亚的P.麦格雷戈先生全面进行协调.为解决这次技术试验 

期间的问题，应与协调员进行接触。 

3 .时间表 

技术试验将涉及1984年1 0月1 5日0000协调世界时至1984年1 2月 

1 4日2400协调世界时这一期间的一级坤震数据。请注意，试验日期指的是世界 

时——数据——日（UT—data—days )，即，数据开始日期为1 0月1 5日 

0000协调世界时，数据传送结束日期为1 2月1 4日2400协调世界时。这就是 

说，到1 0月1 5日后才开始交流息，并继续交流到1 2月1 4日后几天。附录 

6和附录8分别列出了临时S家设施和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详细的活动时间表。 

从1984年1 0月1 5日至1 0月2 6日这段时间为建立可靠通讯的准备阶段。 

因此，在评价WMO/GTS的工作时，应对这一阶段得到的数据分别处理。之所以要 

有这一个准备阶段，主要是为了使协调员和参加试验的各个国家有可能发现并解决 

通讯方面的以及其他问颞。 

4 .临时国家设施 

临时S家设施应协调的本11活动包括： 

——地震台站的活动情况 

——提取一级参数 

——编制WMO/GTS信息 

——从S家级全球电信系统中心收集并向其传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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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出重新传输的要求作出反应 

——为协调员评价技术试验提供资料。 

不能通过 W M G / G T S发出信息的S家设施作为一种例外，应利用电传向各试验 

性国际数据中心传输信息。 

有人建议，要识别参加试验的所有台站记录下来的所有事件最低限度的一套一 

级参数。除了这最低限度的一套参数之外，建议那些拥有足够设备的参加11为至少 

一个台站的所有事件尽力提取附录4所述的扩充的一级参数。表一列出了最低限度 

的一套参数。它包括非阵列台站的1 3种参数和一个评论方面（质量方面的评论)c 

对大量记录得很清楚的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就会测报出
5
 0务种参数。 

附录 4是提取一级参数的说明。这个附录包括有助于编制 W M G / G T S数据信息 

的各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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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最低限度的一套一级参数 

震 相 

P —波S P Z 

11 

参 数 

初至时 

初动符号及 

代码 ^学专家小组参数号码 

(参照CD/448/Add.l 

表 A s 三 ） ' 

1 

2 

n 最大P艮度振幅 

M 

M 

瑞利波 i P 2 

î î 

ï ï 

同测出最大限度 

振幅相应的到Hr 

最大限度振幅的 

震相周期 

初至前的 

噪声振幅 

与初至前噪声相 

应的周期 

质量方面的评论 

初至时 

最大限度振幅 

与测出最大限度 

振幅相应的至时 

如读数为0—6秒 

则为M 1 X 

如读数为6—1 2秒 

则为M 2 X 

如读数为1 2—1 8秒 

则为M 3 X 

如读数为1 8 — 3 0 0秒 

则为M 4 X 

3 

IT S Z 

LA, LB, R, TA , 等 

L R 

M L R Z 

4 

5 

6 

7 

3 6 

3 7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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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波 s P z 

II 

1 

2 

3 

与最大限度振幅 一 3 9 

相应的周期 

噪声振幅 H 2 Jl Z 4 3 

噪声振幅的周期 一 4 4 

(1 0 — 30秒） 

从 阵 列 测 定 明 s £ 0 1 7 

显慢度 

从 阵 列 到 震 中 A z 1 8 

方位角 

附录4是有关测报这些参数精确度的详细说明。 

请注意第3号参数的测定。这个参数是为了测量P波初至的最大振幅，不 

一定是指具体时限中最大震相的振幅。 

有人建议在可能产生模棱两可之处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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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阐明编制世界气象组织一级数据的信息和重新传输信息的程序。 

临时国家设施负贲用一级参数传输信息.接收地震事件一览表和公报.并对试 

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提出重新传输的,求作出反应。这些内容在下面关于WMG/GTS 

通讯部分的第5节中有说明。 

临时国家设施应为协调员对下面第8节规定6^式验进行初步评价提供必要的资 

料。 

5 . WM0/GT5通讯 

将利用世界气象组织（W M 0 )的全球电信系统（G T S )进行下列活动： 

——各参加国与试验性@际数据中心交换一级信息； 

——从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向IS家级中心分发iflj震公报； 

——试验性H际数据4^心和临时国家设施提出重新传输遗漏的参数一一信 

息的要求。 

世界气象组织已批准禾i用全球电信系统一般地交换,震通报.并为技术试验期 

间不同类别的信息作了具体安排。附录5列举了 ^交换的各种类型信息的实例。 

将通过WM0/GT S向全球传输所有信息。各国应作出安排接收或放弃即将传来 

的信息。然而.关于要求重新传输的信息必须接收。临时国家设施应同国家级WMO 

/GTS中心在同一地方共同如出此种安排。 

传输一级参数应利用经世界气象组织批准的S!际地震代码。全球电信系统为了 

满足额外参数的需要，已扩充代码。加上全球电信系统的报头和报尾，信息就完善 

了：这些都是固定的组合代码，是每一个闳家级全球电信系统中心转有的；使用时 

必须严格遵守附录2的规定。同样，来自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的信息（itf^震事件公 

I 重 新 传 输 的 要 求 ) 都 要 有 国 家 级 报 头 。 

6.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 

关于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的说明已编入附录7 , 是 以 C D / 4 4 8的暂定工作 

手册为基础的。 

宣要的是，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应尽可能遵循附录8规定时间表进行下列活 

动： 



CD/534 
Page 8 

——监测并接收WMG/GTS的信息 

——要求临时面家设施重新传输 

——编制并分发初步地震事件表(以下称P E L ) 

——编制并分发最后地震事件公报（以下称F E B ) 

——对临时固家设施提出重新传输要求作出反应 

——同其他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进行通讯联络。 

试验性a际数据中心收集各参加国通过WM0/GT S和电传发出的一级数据的《I 

,S̀* 

应保管好所有信息及记录信息的副本的档案（附录7) 

如杲试验性SI际数据中心发现漏传一个或几个信息(漏‧息号码）.，或者收 

个或几个窜改过的信息，它应莩求重新传输。附录5列举要求重新传输实例。这 

个实例还表明根据莩求由提供者重新传输的信息是怎样的。 

4个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的识别标志如下： 

利马 J : I M A I D C 

莫斯科 M O S C I D C 

斯德哥尔摩 S T O C I D C 

华盛顿 WAS H I D C 

有些参加国不能通过 W M O / G T S传输或对早求作出反应。遇有这种情况.如可 

能，可作为例外通过电传传输和要求重新传输。 

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将输入的一级数据信息编制一种输入档案。各试验性S际 

数据中心保留关于它为了编制输入档案对所收到的原始信息进行的修改（类似印刷 

错误）和其他校订的记录。已经制定一种计算P E J:的计算机程序，并将此程序进 

行了分配。附录8是计算P E J:的时间表。 

然后，大约耽搁5天之后，通过WMO/GTS把校订好的初步地震事件表送往各 

参加国。附录5记载和说明了 P E L信息的格式。 

在某一天发出P E L之后的5 —6天内，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根据所收到的当 

天的另外数据进行修改，对每一种P E L相互进行比较.并把比较的结杲加以协调, 

然 后 编 制 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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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试验性H际数据中心通常在13 - 1 4天之后（参见附录8的时间表）通过 

WMG/GTS发出一份î， E B。附录5有 ï ' E B的说明和实例。 

每周向参加E邮出一份详细的最后地震事件公报，其中载有关于性质明确的， 

地点清楚的地震事件的全部资料以及有关的台站数据，延误时间约为17天。附录 

5有此种详细公报的实例。公报还包括一份有关到时的一览表。 

7 .对试验的监控 

所有参加技术试验的!Si家必须使协调员了解$们可能遇到的或看fi的重大问15 , 

它们还必须同协调g进行合作，共同夬此种问颍。关于一个台站或一个试验性国 

际数据中心在测报收不到一个台站或试验性囯际数据中心的信息序列时发生中断的 

问颞，以及试验性面际数据中心在编制i(lj震公报方面的各^问颞都应立即报告。为 

了便于在协调员、试验性面际数据中心以及临时国家设施之间迅速交流')b钟资料，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可能情况下可以使用电话，电传或电子邮政。附录2为临时 

s家设施以及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列出了电话号码和电传号码，还注明这些设施是 

否正在使用电子邮政系统。 

由于准备阶段是解决初发生的各#问5野，因此在这期间同协调员进行密切合作 

十分重要。 

对于通过WMO/GTS接收或传输数据方面的任何问颞，也应立即同当事闳世界 

气象组织的机构共同解决。如杲遇有重大问颞，协调员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同日内 

瓦的世界气象组织联系。 

8 .对试验的分析和评价 

预计将在裁^谈判会议1985年春季会议期间召开的科学专家小组会议上对这 

次试验的结杲进行初步分析和评价。为了对整个试验尽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各参 

加囯有必要在试验期间以及试验之后向协调员提供各种资料。 

为了评价WMO/GT S通讯道路的效能以及特设小组为定期使用it 一道路而制定 

的程序，苺个参加试验的国家设 ‧ ‧ t s式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有必要保留发出和收 

到的全部信息的各种记录。附录9是建议这些记录的格式以及向协调员送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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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时间表。 

在C D /4 4 8号文件中，特设小组为进一步研究与提取一级参数有关的问颍 

提出了几项建议。各参加国在这次科学专家小组的技术试验中取得的经验对这些研 

究非常宝贵。附录9还有关于需要什么类别的资料的建议。 

试验性®际数据中心在科学专家小组的技术试验期间所使用的程序，是以CDZ 

4 4 8文件附录7所阐述的一级数据分析程序为基础的，并在本报告附录7中作了 

概括阐述。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个别或集体在科学专家小组的技术试验中取得的经 

验，将是对这些程序的第一次试验。它将是评价"®际数据中心的暂定工作手册" 

的基础。预料，每个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将在未来的科学专家小组会议上报告其经 

验。 



参加国、台站和时间表一览表 

参加国情况介绍 

参加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的地震台站概况 

提取一级数据的技术说明 

编制WMO/GTS信息的说明 

a家设施的活动时间表 

试验性®际数据中心的说明 

试验性S际数据中心的活动时间表 

分析/评价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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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5 
10 August 1984 

CHIKESE 

Orig-inal :EFGLISH 

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 

笫十八次会议的汫度报告 

1 .最初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6年7月22日会议决定设立的审议关于检 

测^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1984年7月30曰至8月10 

日花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了第十八次正式会议，会议由瑞典的0.达尔曼博士主持。 

这是根据1979年8月7日裁军谈判委S会第48次会议决定赋予该小组新的职权 

范围后召开的该小组第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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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 

员国开放。因此，下述裁军谈判会议戍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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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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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发出的邀请，下述裁军谈判会议非戍 

员国的科学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丹麦、芬兰、新西兰及挪威。 

4.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代表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5. 根据特设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下述各国的专家提 ̀ 洪了各该国与小组工作 

有关的调査资料：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埃及、芬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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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 

6. 特设小组茌其第十次会议上，一致同意设立五个研究小组，以便通过各国 

的调查以及共同对与其工作有关的领域讲行研究所获得的经验讲行编募总结湘作 

GE.84-6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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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这Jëi无成限制的研究小组各自研究一个专门问題，并各由一个召集人相 

一个副召集人主持，这研究小组名单"$P下： 

(1) iHî震台站和台站网： 

巴沙姆博士 （加拿大）、施奈德博士 （民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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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球电讯系统交换一级数据的格式^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 （澳大利亚)、森治树博士（日本）-

(4) 交换二级数椐的格式和程序： 

胡塞比博士 （挪咸）、克里斯托斯科去博士 （保加利€ ) 

(5) 国际数据中心使用的程序： 

以色列森博士（瑞典）、阿菜温博士（美国） 

7 .特设小组,订出41^一致同意关于定期使用世I气象组织/4球电信系统 

(WMO/GTS )交换和分析一级数椐的技术试验所使用的详细#1序和时间丧。饮次 

技术试验的目的如下： 

——试验^地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 

——研究并试验（通过世I气象组织）从临时国家设施向试验性国际据中心 

定期传é一级数据的各种程序，其中包括要求传输以及重新传输漏传或窜 

改过的信息的程序； 

——试验在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接收一级数据#将其存档，以及编写相通过 

WMO/G T S分发ifij,震禀件公报相以一级数据为基础的参数等拟议中的各种 

程序。 

8 .这次技术试验将包括从1984年10月15日0000协调世I时至12月14 

日2400协调世界时个期间的一级地震数据。从1984年10月1 5日至10月26 

日这段时间将是力建立可霏的通讯的准备阶段。 

9.目前，有二十七个国家已同意参加这次技术试验.并将提洪50多个地震 

台站的数据。试验性国际数椐中心将^利马、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讲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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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次技术试验期间将利用WMO/GTS的国际通信线路。这Jëi线路已由 

WMO作了安排。 

11. 这次技术试验由澳大利亚的P.麦格雷戈博士全面讲行协调。本小组认为, 

此次全球范闱的大型技术试验顺利讲行，需要各参加国密切合作，以觯决可能.出现 

的任何技术问题。 

12. 本小组预料此次技术试验将会提供大量资料和经验。小组认为，收莫并整 

珲种资料以及对:^结渠讲行分析矛1H平价将有大量的工作。 . 

13. 对于讲行技术试验以及对其讲行评价的商定程序的总的看法，已诈为CD/ 

534号文件提交裁军谈判会议。该文件包括有关九个附录的各份参考材料，特别 

提供了关于参加国、详细的各^^序、时间表、数裉格式;5数据记录单筌方面的资 

料。这些附录载入特设小组的 1 3 4号会议室文伴。个材料的大部分是由协调 

员麦格雷戈博士主持的非正式会议t提出而^后来经太小组正式会议11讨论^批准 

的。 

14. ^了使试验更成劝，特设小组鼓励并准备接受更多的国家参加。巳经牛是供 

的说明很详细，足以使希望参加这次技术试验的国家能够做出必要的>t备。然而， 

重要的是，如有新参加的情况应尽快通知技术试验的协调^。 

15. 特设小组商定，所有参加国应茌1985年3月1日之前向小组的科;^秘书 

提交其调查结果。 

16. 特设小组设想应在下一届会议期间芫成关于技术试验结杲的报告初稿，并 

茌1985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关于技术试验的最后报告。特设小组建议，请裁军 

谈判会议批准于 1 9 8 5年 3月 2 5日至 2 9日日内瓦召开下届会议。 

^ ^ ^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5 
10 August 1984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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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辜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 

第十八次会议的讲度报告 

1. 最,;/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6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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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专家小组1 984年7月30日至8月10 

日花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了第十八次正式会议，会议由璀典的0.达尔曼博士主持。 

这是根据1979年8月7日裁,谈判委g会第48次会议决定赋予该小组新的职权 

范围后召开的该小组第十次会议。 

2. 该特设小组继续对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 i国开放，同时也根据请求对非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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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罗马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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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0美利坚合众国。 

3. 根据请求并依据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往发出的邀请，下述裁军谈判会议非成 

员国的科学专冢参加了本次会议：丹麦、芬兰、新西兰及挪威。 

4.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代表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5. 根据特设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下述各国的专家提供了各该国与小组工作 

有关的调査资料：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埃及、芬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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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 

6. 特设小组茌其第十次会议上，一致同意设立五个研究小组，以便通过各国 

的调查以及共同对与其工作有关的领域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经验讲行编暮总结湘作 

GE.84-6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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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这iëi无戍限制的研究小组各自研究一个专门问题，并各由一个召菓人相 

一个副召集人主持，这研究小组名单如下： 

(1) 地震台站^台站网： 

巴沙姆博士 （加拿大）、施奈德博士 （民主德国） 

(2) 定期交换数据（一级数据)： 

哈杰斯博士 （联鄣德国）、菲耶德列尔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 

(3)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 A球电讯系统交换一级数据的格式^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 （澳大利亚）、森治树博士（曰术）. 

(4) 交换二级数据的格式和程序： 

胡塞比博士 （挪咸）、克里斯托斯科去博士 （保加利1 ) 

(5) 国际数椐中心使用的程序： 

以色列森博士（瑞典）、阿茱温博士（美国） 

7 .特设小组制订出并一致同意关于定期使用世界气象组织/4球电信系统 

(
W M O / G T S )交换和分析一级数据的技术试验所使用的详细程序^时间丧。次 

技术试验的目的"èP下： 

—试验环地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 

——研究并试验（通过世界气象组织）从临时国家设施向试验性国际数椐中心 

定期传输一级数据的各种程序，其中包括要求传输以及重新传输漏传或窜 

改过的信息的程序； 

—试验花试验性国际数椐中心接收一级数据41^将:!t存档，以及编写相通过 

WMO/G T S分发地震事件公报相以一级数据为基础的参数等拟议中的各种 

程序。 

8 .这次技术试验将包括从1984年10月1 5 0 0000协调世I时至12月14 

日2400协调世界时个期间的一级地震数据。从1984年10月15日至10月26 

日这段时间将是为建立可霏的通讯的准备阶段。 

9.目前，有二十七个国家已同意参加这次技术试验.并将提洪50多个地震 

台站的数据。试验性国际数椐中心将^利马、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讲行工 

作。 



10. 花这次技术试验期间将利用WMO/GTS的国际通倌线路。这线路已由 

WMO作了安排。 

11. 这次技术试验由澳大利亚的P.菱格雷戈博士全面讲行协调。本小组认为， 

此次全球范If的大型技术试验顺利讲行，需要各参加国密切合作，以觯决可能.出现 

的任何技术问题。 

12. 太小组预科此次技术试验将会提洪大量资料^经验。小组认为，收奠并整 

理-这种资料以及对其结果讲行分析和评价将有大量的工作。 

13. 对于讲行技术试验以及对其:^行评价的商定程序的总的看法，已作为CD/ 

534号文件提交裁^谈判会议。该文件包栝有关九个附录的各份参考材料，特别 

提供了关于参加国、详细的各种稃-序、时间表、数裾格式及数据记录单筌方面的资 

料。这些附录载入特设小组的'ê 134号义室文件。这个材料的大部分是由协调 

员麦格雷戈博士主持的非正式会议t提出而茌后来经本小组正式会议t讨论^#,>t 

的。 

14. 为了使试验更成功，特设小组鼓励并准备接受更多的国家参加。已经裼洪 

的说明很详细，足以使希望参加这次技术试验的国家能.够做出必要的准备。然而， 

重要的是，如有新参加的愦况应尽快通知技术试验的协调ra。 

15. 特设小组商定，所有参加国应茌1985年3月1日之前向小组的科;^秘书 

提交其调查结杲。 

16. 特设小组设想应花下一届会议期间完成关于技术试验结杲的报告初稿，并 

茌1985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关于技术试验的最后报告。特设小组建议，请裁军 

谈判会议批准于1985年3月25日至29日茌日内瓦召开下届会议。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6 
15 Augnast 1984 

CÏÏIHESE 

Original: ENGLISH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11际安排特设娄员会 

致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一 、 导 言 

1 .裁^谈判会议在 * 1 9 8 4车2月 2 8日第245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1984 

车会议期间重设一个以前职权范围为基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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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进一步决定.该特设附属机 

构在1984车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工作进度.在会议就名称问题作出决定以前， 

使用"特设附属机构"这一名称（CD/441号文件)。 

2.会议在1984车3月8日的第24&^全体会议上决定命名该特设附属机枸 

为"特设委员会"（CD / 4 4 6号文件）.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3. 裁^谈判会议在1984车7月5日第270^全体会议上，任命鲍里斯拉夫 

康澌坦丁诺夫大使（保加利亚）为特设娈S会主席‧联合国裁^事务郜的M .卡桑 

德拉先生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4. 特设委员会于1984车7月1 6日至 8月 1 5曰举行了 1 1次会议. 

5.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下列非本会议成员国的请求，决定邀请其代表参加特设 

委员会1984^期间的会议：哥伦比亚、民主也门、芬兰、挪威、塞内加尔^西迹 

牙. 

GE. 8 4 - 6 4 8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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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设委员会在行使其职权时，考虑了联合国专门讨论裁^问题的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该段."⋯⋯-吁请各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各项宣言， 

并且促请他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候作出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S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工作期间，委员会还考虑了《最后文件》的:&他有关段落。 

7. 除了以往历届会议有关这一项目的文件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 

的下列文件： 

(a) 在1983东大会第三十八届常会期间所作发言及所采取行动的汇编； 

(b) 裁^谈剁会议在1984车春季会议的全体会议期间的发言汇编。 

三、实质性工作 

8 .忆及特设工作小组1983车就这个项目向裁^谈判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的 

结论湘建议（号），为了克服自从 1 9 7 9车开始就这个项目进行讨论以来 

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协商禾口讨论。 

9.许多代表团阐明.只嬰存在核武器并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谁都不会安全。 

它们进一步重申他们的信念，核裁^是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全保 

证。 

10.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他代表团表示这祥的观点：虽然核裁^无疑 

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所有各国无条件恪守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载的义务，即除 

了行使*逬行个别的或集体的自卫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外，不得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这一些代表团重申它们国家的这一立场：除了对 

武装攻击作出反应外，将永不使用它们的武器，不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包括 

一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另一些代表团认为，不得引用联合国宪鞏来为首先使用核武 

1 982车会议以前，也包括1982东会议的历届会议文件清单已载入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力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问题的特别联大向裁系谈剁委员会提交的报告（CD/285号文件） 

中。向1983东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已载入特设工作小组向裁炎剁委5会提 

交的报告（CIV417号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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籙作辩解.同一些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一个国家集团一再申明其勒平意图， 

却未能就在华沙条约締约国^北大西洋盟成员国之间締结互不使用^事力量f口维 

持湘平关系条约这一建议作出适当反应，这项条约也将欢迎所有：他国家参加。 

11. 不少代表团5^1^于自去车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剁没有进展的情况普遍表 

示遗憾；他们重申载入第CD/2
8
0号文件以及又载于CD/407号文件中的2 1 l 

集团的观点.即只要核武器国家对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并没有表示真诚的政治 

意愿，委员会的进一步谈剁不可能取得成果。他们认为.核武器国家有义务明确地 

无条件保证使无核武器国家不受核武器的袭击或受袭击的威胁. 

12. 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它无条件保证不)M^无核武器国家及无核区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它单方面承诺永远不对都些不生产^不获得此 

种武器、‧ ̂ 在领土上不拥有这种武^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重要性。另外三 

个核武^SI家强调.它们所作的单方面声明是可信的^可靠的，等于坚定的政策声 

明.然而.许多非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认为，有关核武器国家将它们单方面声明中 

所载的各秭限制、条件禾口例外情况加以排除的固执作法.使得这些声明的可信赖程 

度降为无有.这―践代表团进一步阐明，这*单方面宣布的所谓的"保证"，仅有一 

个例外，余都类似允许使用都种有可能结束人类文明的武器的方案。有三个核武 

器国家拒绝这秭说法，指出它们的保证是非常庄严而正式地提出的，仍然具有充分 

效力。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宣布，它的单方面的承诺.即永远不对那些放弃生产禾口取 

得核武器并在:^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11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有效的、可靠 

的并且是符合无核武器国家根水利益的-

13. i牛多代表团认3&.四个核武器国家表达的上述观点证实了它们的看法.即 

核武器国家仍然是从它们彼此相对的安全概念这种狭隘的观点来对待消极安全保证 

问题.而不是将其作力在采取具体的核裁^措施之前旨在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 

安全保证的临时性措施。 

14. 重申了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全保证的重要性。 

有些代表团认为.迫切需要就一个可以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性质的国际文件的"共 

同方案"达成协议•对于国际公约的想法，原则上也没有反对意见；但也指出了种 

^困难‧有些代表团建议.在问题得到最后解决之前，应探索临时解决的种秭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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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对此#觯决办法的方式^实质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 

15. 有些代表团认为，由于核武器国家没有改变其立场，特设委员会目前已无 

法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团认力，应探索进一步的途径^手段，以克服谈判 

遇到的困难.就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i l际安排达成 

适当的协议。 

16. 各代表团考虑了如何协调不同意见*找出一个共同方案的问题。有一些代 

表团表示.这个共同方案应以不使用或不首先使用条款为基础.包括三个核武器国 

家在内的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共同点应体现两个因素——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及不 

进行袭击的规定。大家强调共同方案首先须符合无核武器国家的愿望并有助于加强 

这些国家的安全， 

17. 许多代表团认为，"无核武器国家"一词本身就是很清楚的，不说自明的. 

从定义上就排除了进一步阐述这些国家的地位的必要性。关于不攻击条款许多代表 

团表示了样的观点：在受到#来使用核武器的武装侵略时不能援引《联合国宪鞏》 

第51条行使自卫权作为理由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为核战争将危及人类的 

生存水身.别的一些代表团则认为.《联合国宪葷》中任何规定都不限制各国在行 

使它们固有的、第5 1条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时，在符合现有的国际协 

定的条件下，有权使用它们认为最恰当的手段. 

18. 有些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作出一份载有共同标准的决议可能是一个可 

接受的临时解决办法.但它不能取代最后的'觯决办法。许多代表团表示认为，共同 

标准应是一^类似一个核武恶国家提出的无条件保证.有些代表团考虑到拟订共同 

办法会遇到的困难.建议可设想发表解释性声明.同时.有人认为.这些声明如杲 

不能做到完全一致.也应是相似的.但至少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许多代表团指出， 

如杲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另外四个愿意审査其政策#修正立场，^中立国家及不结 

盟国家的合理关注作出积极的响应.那么共同方案就在政治上、法律上湘技术上都 

是可以做到的。 

1 9 . 有几个代轰团建议，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应从广阔的角度来考虑。 

在it一方面，它们建议审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承诺同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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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的关系。有人指出.不首先使用核武这一承诺，如杲得到所有核武器国家的 

同意，并且普遍实行.那么它就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们还建议，互不使用武力的承 

诺将会有助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还强调.逑立无 

核武监区，尤I在欧洲建立无核武^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应服从安全保 

证.很多代表团认为，为有效地建立此种区域，这些区域就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核 

武器国家应通过充分的核査程序而有效地尊重这些区域的地位，从而保证这些区域 

确实摆脱核武器。在这方面.它们进一步表示认为，如杲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海洋 

及:^他国领土上的核武器撤回，将会使无核武器il家的安全得到加强。它们还表示 

il为.核武器国家不应在贴邻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地区进行使用核武器的S事演 

习，从而危及它们的安全。 

20. 他代表团认为.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是对无核武器11家有效的、 

可信赖的保证，因为普遍有效性随时可能囡另一核武器国家的行动而引起人们怀 

疑。这些代表团还进一步争论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性质本身就只能被 

认为只有在核武器国家自己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下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与主题事项无 

关。它们还认为.《联合国宪葷》中就载有互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他代表团在这 

方面指出，如杲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的单方面承诺，那么就可以枸成 

一种普遍适用的有效保障，从而加强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同样一些代表团认 

为，如杲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作出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就等于明确保证不会向无核武 

器II家使用核武器.因为这些国家由于本身就不拥有核武器.就决不会招致报复。 

一些代表团指出正是为了后种理由它们才指出不首先使用的概念是与核武器国家与 

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无关的. 

21. 许多代表团强烈认为.由于无核武器国家在遭到使用核武器进行的进攻或 

威胁面前显得很脆弱，核武器国家应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承担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它们还认为.不应对这种保证进行 

各釉不同的解释.他们也反对在某些声明中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选择权-#认为所有 

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有资格得到这种保证，而不管其他考虑.此外'提供消极安 

全保证并不要求那些得到这种保证的国家再作什么承诺•这些代表团还认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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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保证不会减少现有核武库造成的危险，核裁军勒彻底消除核武器对于消除核 

战争危险是十分关鍵的。 

22. 有些代轰团说.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不能成为无核 

武器国家符合资格与否的另一个标准。这些代轰团呼吁迄今为止坚持要求采用不部 

署标准的核武器国家从:^安全保证中取消这一要求，使之与其他保证声明一致起来， 

从而接近共同方案，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说，增加不部署标准偏离了 1968车6 

月 I 9日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中对无核武器国家所下的定义，以及不扩散条约 

和：他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中的定义，而许多无核武器国家正是根据这些定义而 

放弃了核选择的。它们并指出.那个提出这一标准的核武器国家先后在其他一些无 

核武器il家的领土上部署了核武器，这一事实就破坏了不部署标准的可信性。一些 

代表团强调了不都署标准的重要性。它们表示.不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 

武器是完全符合些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并且表明是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可靠 

而现实的基础.这些代表团认为某些代表团想通过谈论欧洲核武器问题的各个不同 

方面来使讨论复杂化其把特设委S会的注意力从：主要任务转移开，这一企图已遭 

到它们坚决的抵制.些代表团表示，某些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国家所推行的政策导 

致了欧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些代表团强烈呼吁那些迄今仍在坚持"不打击"^ 

联盟或结盟标准的核武器国家在:^安全保证声明中放弃这些标准，并通过采取不都 

署标准而使之与安全保证的奚他承诺相一致，从而有可能接近共同的方案。它们并 

指出.把不部署标准解释为偏离无核武器国家地位资格是错误6^.囡为它是提供有 

效安全保证的一项重要附加成份。在此方面它们并说，增加"不打击"湘联盟或结 

盟标准违反了载于1968车6月I 9日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中的安全标准。它 

们#强调指出.在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部署新型中程核导弹从而使核战争危险增加， 

这一情况已使得不部署标准更为切题。它们还强调指出.在消积安全保证中鈇少不 

部署标准将会为在世界不同地区部署核武器开辟道路，这只会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 

全起有害的作用. 

23. 有些代表团指出，在一个也坚持不部署标准的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中存 

在着另一项矛盾'它们并认为，虽然^个核武器国家夫把"不打击"条款包括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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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中，但该il`高级代表的同时发表的言论以及该国作出的加入《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声明表明，该核武^国将实行几乎与另外三国安全保证声 

明中相同的不打击条款。但是另一些代表团同时指出几个代表团0^上述言论是毫无 

根据的.对与区域性质的具体的国际文件有关的何题作主观.6^<觯释只会使寻求有效 

国际安徘的共同方案以保证不无核武器酣家'使]!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进一步 

复杂化。一些代表团強'调各面â^,立场最妤由各国自己的代表提出^*释《 

24.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作为无核武器il家的合法要求提出,的消极安全保证问 

题正H益变成为一个东西方问题，从而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更为困难.这个代表 

团因此认为，脱离目前僵局的一条可能的出路便是只向不属于当今世界上那两大联 

盟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这个代表团说，这些联盟的締约国已经作出 

选择4^:正享有积极安全保证.即由与之结盟的超级大II提供核保护.但是，如杲这 

两个联盟中的任何国家对消极安全保证感兴趣的话.则可通过退出*联盟体系而获 

得这秭资格-

25. 对所提出的各种途径勿提案的讨论仍无结杲。囡此对于裁系谈判会议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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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方面未来工作问题， 

几个代表团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核武器国家对 上述第10段所述问题的态度是否有所 

改变，然后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四、结论湘建议 

26. 特设委员会重申，在制定有效的核裁^措施以前，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 

器国家作出有效保证，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然而，就有效安排本身所进行 

的工作以及对一项临时觯决办法的各个方面^各个因素进行的讨论表明讦某些核 

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的不同概念仍然存在一些具体分歧。这些问题 

的复杂性继续妨碍着达成协议* 

27. 在这秭情况下，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剁会议应继续探索克服它在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的办法湘手段.#继续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进行谈判。因此.普遍同意应在I
9 8 5

东会期开始时恢复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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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条件是进行协商以确定最恰当的行动方针.包括恢复特设委员会自身的活 

动. 

>O< »0< >O< >O< >O<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7 
15 AugTist 1984 
C H H Œ S E 
Original:ENGLISH 

丹麦常设代表处临时代办1984年8月14日的信 

递交一份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的工作文件 

兹附上丹麦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的工惟文件。 

我国当局提交此文件作为正式会议文件散发。 

临 时 代 办 

亨里克.斯肯博尔（签名） 

GE.84-6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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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产化;^武器的核査 

花1983年3月8日第CIV353号文件中，联合王国代表团媞出了关于核查民 

用化学工业生产的某JSi化!^品，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品的关键前体没有转用于敌对 

目的的提案。同时，联合王国还列出了一个可接受现场视察的公司名单。不少囯家 

也提供了类似的资料，说明存-目前对关键前休所作的定义的阶段应加以监测的公司 

数。 

作力对英国旨茌讲行联合调查这一提案贡献，丹麦巳编制了关于丹麦公司生 

产和销售被划为"关键前体"化缘品的初步资料。这*资料已列入本文件附件的* 

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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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丹麦为民用目的生产关键前体的情况 

为生产剧毒致死性 

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Phosphorus t r i c h l o r i d e ( p e l " 

Phosphorus oxychloride (pocl3) 

Chemicals containing the p-methyl 

and/or p-ethyl bond 

Methyl and/or e t h y l esters of 

phosphorous acid 

P i n a c o l y l alcohol 

ÎT.n disu`batit"u^be(i beta ― amino 

e七hanol 

N.n disu b s t i t u t e d beta 一 amino 

ethane t h i o l 

`E.n dis`u^bs^ti七"uted be七a ̶ amino 

ethyl halides 

丹麦生产和销售这胜 

前体的公司数 

1 

0 

0 

0 

为生产其他剧毒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Phenyl, a l k y l or c y c l o a l k y l 

s`ubs七i七11七ed l y c o l i c acid 

5- or 4一hydroxy piper i d i n e and 

th e i r d e r i v a t i v e s 

>O< ^ ^ ^ >O<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8 

20 August 1984 

CHIHESE 

Original:ENHLISÏÏ 

1984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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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6日苏联报千、 

发表的塔斯杜声明 

先生： 

谨在此转交苏联报刊 1 9 8 4年 8月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全文。 

请您将此声明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 

V .伊斯拉耶利安 

{签名） 

GE.84-6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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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斯 社 声 明 

美国广播网最近在录制美国总统R.里根大选年定期讲话时录下了他花宣读发 

言前的一段不打算公开的讲话。 

现在已经知道，里根先生确实是这样说的："美国同胞们，我现茌愉快地告诉 

你们。我刚刚筌署了一份将要永远消灭俄国的法案。5分钟后将开始轰炸"。 

白宫现茌试图把这件享说成美|SI致;^首脑只是"开个玩笑"。 

里裉事实上并没有签署任何-i^样的法案，也没有命令讲行表炸。但是，萋国总 

统的这段话;ÏT-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引起了严重的关注，这其不是偶然的。 

人们自然把这一蓽件看诈是同一种思想反映。关于这种思想以前曾正式表达 

过，那就是要求讲行"十字军东征"的号召、有限禾0持久的核战争珲论以；5维栌# 

国花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军事一-政治计划。现^美国政府打算对所有这一切保持 

沉默，但它的实际行动却自己出来说话了。他们正存继续加紧扩充核军备、化^? 

备以及常规^备，并正^研制新的一类武^，即空间打击系统。 

他们用尽了各种方式和手段，其中包括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和对其国内外政 

策不适合华盛顿口味的独立国家直接使用武力。 

同时，限制相裁减核：?:备的讲程和其他旨在结束军备竟寨并实现裁军的会谈都 

已陷于停顿。 

华盛顿不谋求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协议再次表明了美国不愿为平与加强囱 

际安全而努力。 

美国现政府的政策违背了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种政策是枉费心机的，同时， 

又是极为危险的。这就要求所有珍视^平的人们保持高^警惕。 

任何人决不能被华盛顿为了选举不时使用的爱好^平的虛假词藻所迷惑。这种 

词藻与其实际行动不符合iîC 一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还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么里 

根总统最近的这种"坦率"态度也可以使他们开开眼界了。 

塔斯社授权声明下：苏联对美国总统的谩骂表示遗憾，这种谩骂对苏联的敌 

视是空前的，对和平事业也是危险的。 

这种行为与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核国家领导人对本国人民以及人类的侖运所担 



CD/538 
Page 3 

负的重大贵任是不相称的。 

以这一贵任出发，苏联始终并将继续尽一切可能以维护世界和平。各国人民期 

待美国领导人最终也能.开始茌行动中意识到自已的贵任。 

>o< >̂  »^ »^ >o<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I»/539/Corr.l 
31 August 1984 

CflllESE 

Original:ENGLISH 

化学武器特设委g会提交裁^谈判会议的报告 

勘 误 

笫7页，第5行： 

在"联合王11 "前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第7页，笫1 0段.最后一行： 

删除"一⋯.在1984东会议期间"的字样， 

附件一，第5页，注1 : 

改为 "笫 1 1页 " 

附件一.第 5页，注 2 ： 

改为 "笫 1 3页" 

附件一，第1 7页，注1 : 

第一行:页数应为" 1 4—一1 9 " 

第二行顿号改为逗号，最后去掉句号，并加"以及CD/532号文件" 

附件一，第2 1页，注2: 

最后一行:取消句点再加"以及CDy^532第3页。" 

附件一，笫2 3页，注2: 

最后去掉句号加"及1984车8月8 H CD_/532号文件第3页"。 

附件三： 

应附上1984车8月8曰CD/532号文件，囡面附件三应包括下列文件: 

CD/294. CDyBOO ^ CD/530 . 

GE. 84-65247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52 

CD/CW/VP.84 

8 August 1984 

CHIÏÏESE 

Original :EM"GLISH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工作文件 

协商委g会的组织和职能 

一、总的条款和结构 

1. 为了保证进行广泛的国际协商和合作，交换情报^促讲核查工作，以便公 

约的条款得到遵守，公约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设立一个协商委g会， 

2. 各缔约国应有权指派一名代表参加协商委员会，该代表出席会议时可配备 

一至多名頋问，协商委i会会议主席应由协商娄S会选举产生， 

3. 除非另有决定，协商委员会每年应举行常会。该委g会应每隔五年审查执 

行公约的情况，以便确保其目标得到实现，条款得到遵守.协商委S会茌接到任何 

缔约国有充分理由的请求后，可于接到该请求起的30天内召开一次非常（特别） 

会议，以审议紧急问题， 

4. 协商委员会就实质性问题诈出决定S协商一致。如茌会议期间无法达戍协 

商一致意见，各缔约国可在会议最后裉告中列入自己意见，以供公约的其他缔约国 

政府事后研究。花可能情况下，有关委g会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应协商一致作出决 

定，否则以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委g会成员的多数决定， 

5. 协商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应在其会议记录中以及《散发给所有缔约国的最后 

裉告中得到反映， 

6. 在会议休会期间，与促进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由代表协商委g会的 

执行理事会处理。 

执行理事会应由各締^国的15名代表及一位主席组戍，主席应由协商委员会 

最后一次会议的主席担任。理事会的10名戍€由协商委员会考虑了政治上及地区 

上代表性的均衡原则，同各缔约国协商选举产生，其任期为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成 

GE.3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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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余五个席位应留给参加公约的安理会常任理蓽国担任。 

7. 执行理事会就实质问题!^出决定应协商一致。如果关于进行现场视察的请 

求无法茌24小时内达戍协商一致的意见，应将执行理事会所有戍员对这一问题的 

各种意见通知提出该请求的国家。执行理事会茌可能情况下就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 

程序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协商一致，否则应由出席会议^参加表决的戍员的多数票决 

定。 

8.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i的配备应按照缔约国在政治上5:地区il代表性的均衡 

原则。该处应包括由缔约国国民担任的视察S和专家。 

9. 协商娄员会可以设立必要的附属技术机构。 

二 、 职 能 

协商委员会应该： 

1 .为所有有关的缔约国就所有与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提!^讲行讨论的 

论坛。 

2. 协调所有形式的核査工作，并为各国核查机构及国际核査机构之间的通讯 

联系提供条件. 

3. 与所有缔约国商量制定出标准的核査技术。 

4. 接收、储存并传送各締约国根据公约缇洪的情报，包括关于化学武器锗'存 

与生产设施的宣布、逋知和声明，关于销毁或转用此类储存以及消除（销毁、拆除 

或转用）设施的计划，以及关于为准许目的而生产的、从储存转用的、使用的、获 

取的或转让的化学品每年作出的宣布。 

5. 根据缔约国的请求，S对締约m为执行和遵守公约的问题行协商，茌双 

边或多边基础上交换情报或从有关的国际组织获取服务方面提洪服务。 

6 .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随后将用以确定对各销毁储存或生产准许目的的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施讲行现场视察的方法和时间安排的标准。 

7. 根据公约条款的规定核查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 

8. 根据各缔约国提洪的关于化学武器储存及用来销毁这些储存的设施的技术 

特点的情报，以及关于生产准许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设施的技术特点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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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商定的标准确定对各个设施进行国际现场视察的方法和时间安排a 

9.审议各缔^国提出的汫行现场视察的请求，并茌诈出积极决定的情况下， 

征得当辜国的同意后讲行视察a 

10. 在有关締约国之间直接达戍协议后进行质疑性现场视察的情况下，如杲一 

个或几个缔约国提出请求，则由技术秘书处的视察员参加这类视察。 

11. 批准执行理事会关于执行和遵守公约的情况报告、关于特别技术的建议、 

以5：关于执行理事会茌协商委S会休会期间工作的真实的报道。 

12. 审议并决定有关行政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并在商定的财政捐献的范围内批 

准预算。 

三、同各缔约国的国家核查机构进行合作 

协商委员会应该： 

1. 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定期同缔约国的国家机构开会，以便花确保遵守 

公约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的有效性。 

2. 在一个专门设立的技术性机构内，为各国核査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标准国 

际核查技术及使用有关设备方面的训练。 

3. 和各締约国协商制定封闭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或其关键部位）的程序， 

设计封闭装置并提出关于缔约国的国家核查机构可能使用这些装置的建议。 

4 . 在视蔡工作期间，视察人员应有权请求各国机构负贲执行公约的官§在任 

何与此类视察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提供协助。 

5. 在缔约国收到关于正常的国际现场视察系统或具体说明此项视察的具体目 

的的质疑性现场视察的通知，视察小组到达有关缔约国领土入境地点的大概时间以 

及视察员的简历、姓名和面籍的情况下，该缔约国要茌收到通知之日起的两天内声 

明已经收到通知.并转而（花进行质疑性视累的时侯一取决于它就此达成的协议） 

提洪一份代表国家机构负贵执行公约的官§名单，而这些官员则可以为讲行视察提 

供方便和支持。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9 

28 August 1984 

CHIKESE 

Or i g i n a l :ENGMSH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工 . 导 言 

1 .裁军谈判会议于1984年2月2 8日的第2 4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 

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下述决定（CD/440号）： 

"裁^谈判会议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 号决定，考虑到进 

行公约谈判以期尽早拟订出最后的公约文本，为履行其职责，把为全面、 

有效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多边公约而进行的谈判作 

为一项优先任务，并且为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1984年 

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一特设附属机构，以便开始充分、全面i{f/进行谈判，考 

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倡议，研究并制订出公约，但不是最 

后文本的草拟工作，以期使会议能够尽快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如可达成 

的话），或是一项关于谈判过程的报告，应由该特设附属机构在1984年 

会议第二阶段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将其收入。" 

2. "特设附属机构"的名词是在会议就其名称作出决定之前使用的。随后， 

裁軍谈判会议于1984年3月8日第2 4 8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该附属机构命名为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H.工作安排和文件 

3. 根据上述决定（c DZ4 4 0号），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被任命为该特设 

委员会主席。裁军事务部高治事务官员本斯梅尔先生继续任委员会秘书。 

4. 特设工作小组于1984年2月2 9日至8月28日期间举行了 2 2 次 会 ' 

GE.84-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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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于各国代表团有本S专家参加.使工作小组的工作得益不恭此外，主席同 

各11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5. 在裁^谈判会议 1 9 8 4年 3月 1 5日的第2 5 0次全体会议上，特设委员 

会主席报告了该委员会工作进展情况。 

6. 应非成员国的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述非成g国的代表参加特设 

娄员会的工作：奧；赫】、哥伦比亚、民主也门、丹麦、厄瓜多尔、芬兰、希腊、爱 

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麦隆共和国。 

7. 在1984年的会议期间，向裁至谈判会i义提交了下列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 

文件： 

——文件，1984年2月7日提出，颞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关于1984年1月1 6 — 2月 6日的工作损告" 

——C:D/431号文件，1984年2月1 0日由英S提出，颍为"化学武器 

公约：核查和遵守一挑战方面" 

—一 CIV432号文件，1984年2月1 3日由伊朗伊兰共和国提出，颍 

为" 1 9 8 4年 1月 3 0日伊朗伊期兰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i义 

主席的信，递交一份说明在伊朗皮朗沙赫尔用化学武器展开进攻的报 

告" 

—CD / 4 3 5 f ^文件， 1 9 8 4年 2月 2 0日由一些社会主义a家提出，颞 

为"提高裁笙谈判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工 作效率" 

——C:D/437号文件，1984年2月23日由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题为 

" 1 9 8 4年 2月 2 3日捷克斯洛伏克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递19 8 4年 1月 1 0日苏联外交部递交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 

约成员国提出的消除欧洲化学武器问颉的建i义" 

一一 C D / 4 3转文件， 1 9 8 4年 2月 2 4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颞 

为"关于未来化学武器协定中'禁止转让，及'准许的转让，的提案" 

——CDy^44(>f文件，1984年2月2 8日提出，颞为"关于重新设立化 

学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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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43号文件，1984年3月5日由中S提出，颍为"关于全面禁 

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内容的主要观点"（并作为CD/CW/WP. 

6 8号文件发表） 

CD/444号文件，1984年3月1 9日由苏联提出，颞为"1984年 

3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席裁^谈判会议《表的信件， 

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 U .契尔年科先生 1 9 8 4年 3 

月2日对莫斯科古比雪夫区选民讲话的摘要" 

CD/445号文件，1984年3月7日由荷兰提出，颍为"化学武器裁 

^视察团的规模和结构" 

c:D/44&f文件，1984年3月8日提出.颗为"关于裁^谈判会议 

特设附属机构名称的决定" 

CD/447号文件，1984年3月9日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颍为 

"1984年3月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议主席 

的信，信中阐述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S事和非苤事:1^区进行导弹袭击 

和轰炸的情况" 

CD/482f文件，1984年3月2 6日由南斯拉夫提出，颍为"工作 

文件一国家核査措施"（并作为CD / C W / W P . 7 3号文件发表） 

CD/483f文件，1984年3月2 7日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颞 

为" 1 9 8 4年 3月 2 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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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会i义主席的信"（并 

作为CD/CW/WP. 7 4号文件发表） 

CD/494号文件，1984年4月3日由法S提出，颞为"消除储存及 

生产设施"（并作为CD/CWywp. 7 9号文件发表） 

C:D/496号文件，1984年4月4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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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497号文件，1984年4月1 1日由苏联提出，颞为"1984年 

4月 1 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笙谈判会i义主席é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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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CD/500号文件，1984年4月1 8日由*国提出，题为"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草案" 

号文件，1984年4月26日由匈牙利提出，颞为"1984 

年 4月 2 5日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致裁^谈判会议主席0^信，转递 

1984年4月1 9日和2 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 

部 长 委 f i 会 会 议 的 文 本 " 

C:D/505号文件，1984年6月1 3日由芬兰提出，颞为"芬兰常驻 

代表1984年6月1 2日致裁^谈判会议主席信.递交一份颢为 

'对经选择的核査化学裁^的科学方法的技术鉴定，的文件" 

号文件，1984年6月1 5日由挪威提出，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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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509§`文件，1984年6月1 5日由挪威提出，颍为"1984年 

6月 1 3日挪威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议主席言.递交一份颞为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取样和分析，的 

研究报告" 

C I V 5 1 4号文件. 1 9 8 4年 7月 9日由英国提出，颞为"对不生产化 

学武器的核査" 

CD/516号文件，1984年7月1 2日由:,国提出，颍为"化学武器 

储存的宣布及临时监测" 

CD/518号文件，1984年7月1 7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颞 

为"化学武器销毀情况的核査" 

CD/5l9f`文件，1984年7月1 8日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颍 

为"1984年7月1 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阁下 

对联合国秘书长函件的答复" 

CD/532f文件.1984年8月8日由一些社会主义围家提出，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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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娄员会的组织和职能"（并作为CD/CW/WP. 84号文件发出） 

― C D / 5 3 7, 1984年8月15日由丹麦提出，题为"丹麦常设代表处临时 

代办1984年8月14日的信，递交一份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的工 

作文件" 

8.另外还在特设委员会散发了以下各份工作文件： 

——CDXCwywp, 6 7 , 1984年2月2 8日提出，颞为"主席关于化学 

武器公约谈判的工作构思的建议" 

——CD/CW/WP. 6 8， 1984年3月5日由中®提出，颞为"关于全面 

禁 止 和 彻 底 销 毁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内 容 的 主 要 观 点 " （ 并 作 为 号 

文件发出） 

——CD/CW/WP. 6 9, 1984年3月1 4日提出，颞为"化学武器特设 

委员会1984年第一期会i义工作计划" 

——CD/cwywp 7 0 , 1984年3月9日提出，颞为"工作安排要点" 

—CDXCWXWP 7 1， 1984年3月2 2日由南斯拉夫提出，颢为"建 

议釆用的备选定义" 

—CD/CW/WP. 7 2, 1984年3月2 3日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提出，颞为"关于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有关接到现场视察要 

求缔约国对其加以考虑时应遵循的程序的条款内容的提案（对B接触 

小组协调员报告第4. 3 节 （ 第 号 文 件 ， 附 件 H , 第 1 2 

页）修正案）" 

一 CD/CW/WP 7 S. 1&84年3月2 6日由南斯拉夫提出，颞为？工 

作文fl^•̶̶国家核査措施"（并作为C;D/482号文件发表） 

——CD/CW/WP. 7 4， 1984年3月2 7日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 

颞为" 1 9 8 4年 3月 2 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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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义致裁实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并作为CD / 4 8 3 f文件发表） 

——CD/cwywp, 7 5, 1984年3月26日由中S提出，颞为"关于 

'小规模生产设施，的几个问颞" 



CD/CWXWP. 7 6， 1984年3月3 0日由伊朗伊兰共和国提出， 

颞为"对于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在考虑有关缔约国提出现场视 

察要求时应遵循的程序条款内容的提案(对B接触小组协调员进度报 

告第C D/4 1 6号文件附件H 〔中文译文〕第1 2页的修正案)，， 

CD/CW/WP. 7 7, 1984年4月2日提出，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 

员会1984年4月份工作计划" 

CD/CW/WP 77/Rev, 1， 1984年4月5日提出，颞为"化学武 

器特设委员会1984年4月份工作计划"（仅有英文文本） 

CD/CW/WP. 7 8， 1984年4月2日由苏联提出，颞为"关于销毁 

化学武器储存的核査程序内容的建议" 

CDXCW/^P 7 9, 1984年4月3日由法国提出，颞为"消除储存 

及生产设施"（并作为C D/4 9 4号文件发表） 

CDXCW/WP. 8 0， 1984年4月1 1日提出，颞为"1984年第二 

期会议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CDXCW/WP 8 1 , 1984年4月2 6日提出，颞为"化学武器特设 

委员会主席关于化学武器公约部分条款草案的建议" 

CD/CW/WP. 8 2, 1984年7月6日提出，颞为"化学武器公约的 

初步结构" 

CD/CW/WP. 82XRev. 1, 1984年8月6日提出，颞为"化学武 

器公约的初步结构" 

CD/CW/WP. 8 3， 1984年7月1 6日提出，颞为"1984年会i义 

结束前化学武器牿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CD/CWXWP 8 4, 1984年8月8日由一些社会主义S家提出，颞 

为"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的工作文件（并作为c D / 53 2号 

文件发出） 

CD/CW/WP 8 5. 1984年8月8日提出，颞为"化学武器特设委 

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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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XWP 8 5/Add. 1, 1 9 8 4年 8月 1 5日提出，题为"化学 

武器特设娄S会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案——附件一" 

CD/CW/WP 85/Ad(i. 2 , 1 9 8 4年 8月 1 4日提出，题为"化牮 

武器特设娄员会致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案一一附件二 " 

CD/CW/WP 8 6 , 1 9 8 4年 8月 1 0日由联合王国提出，题为"对 

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IU. 1984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9 . 特设委员会按其权限，在现有材料和各代表团提出的新提案的基础上，除 

最后定稿外，对公约开始了全面而充分的拟订和谈判工作。为此，特设委员会接受 

了主席的建i义，设立三个工作小组以处理公约下逑领域的具体方面： 

( a )工作小组 A :范围 

(主席：S.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f t ) )工作小组 B :消除 

(主席： R . J .阿克尔曼先生.荷兰） 

( C ) 工作小组 C ：遵守 

(主席：H.蒂利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另外，特设委员会主席在J . A.比斯利大使（加拿大）和S .图尔班斯基大 

使（波兰）的协助下处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及公约的结构问颞。 

1 0 . 根据工作小组取得的成;^口主席提出的建议，就公约的某些条款进行了 

初步的起草工作。这胜初步起草的条款或部分，列入附件中，其结构采取初步商定 

的公约结构形式（CD/CW/WP. 1 )。委员会考虑到了 1984年的主席 

的意图：利用有关代査团提洪的材料订正对载于CD/CW/WP. 67号文件中的实质 

性》项的立场的以便反映立场的变化。±J附件二载有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附 

件三载有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期间提交的经整理而成为会议文件的提案。 

iL/ 一些代表团对更新该文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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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约束力。 

1 2 

]y.结论和建议 

附件一的内容反映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阶段，但对任何代表a均无 

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如下： 

(a)把附件一用于讲一步的谈判和起草公约； 

m载于附件二中的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包括他们提出的条款草案以 

及会议目前湘今后其他有关文件也可供讲一步拟订公约使用； 

(C)特设委员会茌-厄克于斯大使（瑞典）的主持下，按照:lt目前的权限 

恢复一段为时有限的会议.时间为 1 9 8 5年 1月 1 4日至 2月 1日； 

工作范II为许可的活动及质疑性核查两个具体窖项包括与协商吞 

员会有关的事项，以及就已作初步草拟的附件一中的材料讲行讲一 

步的谈判；另外，主席应^同时讲行协商以>i备会议复会；^员会 

应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它穽 -此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 

(d) 应茌1985年会期的第2个周末按1984年的权限恢复特设婆员会， 

并任命S.图尔班斯基大使（波兰）为主席； 

(e) 茌198 5年第一期会期的早期阶段就茌1985年会期结束后继续就 

公约谈判过程事宜作出决定，以期恢复一定时间的会议，保证存 

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之间的时间能更充分地用于讲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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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这份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4年会议报告的附件，是为了反映特设委员会在 

履行其职权（C 4 0号文件沖所完成的工作而安排的。对提交的文本的初步 

特征应予强调。在就一项公约的文本进行的各项谈判范围内的初步性起草过程反映 

在具有不同状况的文本中。对这些文本在下面进行了解释。根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各种文本，不管处于什么状况，对任何代表团都不具有约束力。由于实质问颞的广 

泛而复杂的性质以及可利用的时间有限，在本届会议期间无法对公约的许多部分加 

以审议。因此本附件所载的文本并未反映所有的立场，也未反映其中的变化。 

本是遵循第CD/CW/WP. 82yRev 1号文件所载的初步商定的一项未来公 

约的结构来予以安排的。在使用这个文件时，有这样一项谅解：即该文件仍是暂定 

性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些条款的安排情况未作讨论。因此，附件一并未反 

映与条款排列有关的所有提议；这些问颞仍然是未解决的，将在晚些时候加以讨论。 

在各种文本中，如有可供选择的不同的提法提出，就把不同的意见放在括号内。 

以较为一般方式表达的其他意见，则在脚注中提出。 

反映在各项谈判范围内的初步起草进程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型文本如下： 

1. 根据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和委员会主席的建议，一些文本由委员会主席 

领导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和草拟工作。对此类文本在页边上划上两条线。 

2. 另外一些文本，虽然以同样的材料为基础，并未进行广泛草拟工作，但委 

员会主席或各工作小组的主席曾得以在不同程度上同各代表团就实质性问 

颍但不一定就阐述的方式进行了协商。这种文本在页边上划了一条线。 

3. 在本届会议开始时作为CD/CW/WP. 6 7号文件重新编写的上届报告 

( C D / 4 1 6号文件）中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在本届会议没有加以进一 

步审议。对这些问颞在适当的地方用CD/^CW/WP. 6 7的标颞标出，并在 

页边上注明"6 7 "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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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结构丄/ 

序 言 

一、 关于范围(^总的条款 

二、 定义和标准 

三、 宣布 

四、 关于化学武器的措施 

五、 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措施 

六、 准许1^活动 

七、 本国执行措施 

八、 协两委员会 

九、 协 两 、 * 与 , 实 调 査 

十、援助 

十一、经济与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十三、倐正 

十四、期限、退约 

十五、签署、批准、生效 

十六、语言 

附件及其它文件 

V诸如核査措施等各种不同间题在本结构中应列入何处正在继续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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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决心，为了全人类.彻底并永远排除使用化学武器〔它利用毒性化学品 

的毒性造成人和动物死亡，或暂时或永久的伤害〕的可能性。 

一、关于范围的总的条款 

各缔约国承诺不研制、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 

或直搀或间獰抽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各缔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傕任何人从#公约禁t缔约 

闺从赛的活动。 

各締约国承诺 L在任何武装冲突〕 I在任何冲突>*.30.〔在任何情况 

下〕不使用化学武器，也不〔除了/非敌对/准许的丄〗î/ /用途之外〕〔作 

为战争的方法或手段〕使用除莠剂。 

I各締约国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为使用 

化学武器而进行^任何^事准备活动）。〕 

各締约国承诺〔销毁〕L销毁或将其转用于其他准许用途〕其拥有的或 

在其 k管辖或〕控制之下的化学武器。 ^ 

对这一备选方案提出下列保留意见： 

(a) 为控制暴乱目的使用刺激剂例外； 

(b) 其他例外。 

^指出. "准许的用途"的定义仅指化学武器的定义。此种提法不适用 

于^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这*7?U若巾准许的用途必须详细说清楚。 

在第13页"关于化学武器措施"的标题下，列出了 一个备选方案^这 

项承诺的安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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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约国承诺〔摧毁〕L摧敎或拆除〕其拥有的或在其L管辖或〕控制 

之下6^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二、定义和标准 

为了本公约的目的： 

1 

(1) 

,化学武器"这一字眼将一起或单独适用于下列愔况： 

毒性化学品及其前体.L包括二元或务元化学武器的组成成份〕 

但那旨在用于准许用途的化学品只要所涉及的种类ft数量符 

合此种用途.则除外。_lljy"^ 

(2) 旨在通过的在提到的化学品由于*使用而释放出来的毒性 

以造成死亡者其他伤害的专门设计的弹药或装置。 

任何专门制造直接用干这种弹药^装置的设备。 

化学武器"这一名称不应用于那*不是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 

死性化学品，是由一个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国内控暴用途的。〕 

I各締约国同意不为旨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效能而（研制.生产. 

储存或〕利用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3) 

‧ 1 /在第 1 5页"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措施"的标题下*列出了一个备 

选方案和这项承诺的安排形式。 

JLf/化学武器定义的提出有这样一项谅解：如果同意将与执法和控暴而使 

用刺激剂有关的问题，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效能而使用化学品有 

关的问题都列入公约，这些问题就可以不在化学武器定义内处理，如 

果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产生一个更加清楚、更容易理解的定义的话。关 

于解决这些问颞的初步建议附在后面，这些建议将继续进行协商。 

是用于准许用途的毒性化学品及其关鍵前体也称作化学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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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2 

(a) 

毒性化学品"是指： 

其毒性特征可以〔在武装冲突中丄/ 〕用来对人类或动物〔或 

植物〕造成死亡或暂时或长期伤害的化学品〔不管用何种方法 

生产〕〔不论是否在工厂中、生产的还是装在弹药中或其他装 

置的〕 

'毒性化学品"是指： 

不管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能 

够对人或动物造成死亡、临时失能、或永久的伤害的任何化学 

品, 

毒性化学品分为下列各类：〕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所规定的资
1
定的方法. 

测量时:^半数致死刑量小于或等于0. 5 m g / k g f 皮下给药）或 

2 0 0 0 m g - m i n / m ' ( 吸 入 ) ； 

( b )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一所规定的^定的方法《 1 1 

测量时其半数致死剂量大干0. 5 m g / k g ( 皮 下 给 药 ） 或 

2 0 0 0 m g - m i n / m ' ( 吸 入 ) , 同 时 又 小 于 或 等 于 1 O m g / k g 

( 皮 下 给 药 ) ^ 2 0 0 0 0 n i g - m i n / m ' C 吸 入 ） ； 

〔 (C)"其他有害化学品"指不包括在上面(a)和 (b)内的任何〔有毒〕化 

学品，〔包括以同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造成死亡所需的剂量相似的 

剂量〕〔通常造成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毒性化学品〕。〕 

〔"其他有害化学品"具有含量大于 l O m g / k g ( 皮下使用）或 

2 0 , O O O m g - m i n / m ' 的半数致死剂量〕。（吸入）〕 

取决于禁£使用的规定。 

^巳指出.在实际i井行了此种测定之后，在本节及下列各节所提到^数字可能需 

要略加变动.以便将，例如.硫芥气.包括到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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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3.准许用途是指： 

〔fa)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执法或其他和平用途；以及〕 

O)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执法，以及〕 

(b) 5 ^护性用途，即那*同预防化学武器直接有矢的 I手投〕-^ 

(C) I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I不依赖毒性化学品的毒性特点的 

或者在:^他憒况下裉据本段(a) m`b)分段所准许的用途的） 

^事用途。 

"前体"是指： 

参加毒性化学品生产的化学试剂。 

"关键前体"是指 

由于:^在毒性化学品的生产rf^所具有的,要性而对公约的目标构 

成很大危险的前体。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下列特性。丄^ 

{ a )在决定L毒性化学品〕L剧每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特征方面 

可能起〔实际起〕重要作用。 

( b )，它可能被用于生产L毒性化学品〕L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 

后阶段一种化学反应不管是大量生产还是在二元或多元 

武器生产中〔或者在别的方面〕。 

(b)"它可能被用于生产L毒性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 

后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管是在生产设施中.在弹药或装 

置中，或者其他方面。 

( W " '它可能被用于形成L毒性化学品〕L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 

后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 

J1/在对公约的什么部分处理，在范围那一节将提到的以外禁止使用化学武 

器进行5事准备这个问颞作出决定之前，取消那项关于此种准许的防护 

性用途只应同"敌方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提法。 

y虽然关于这特性的排列位置存在着不同意见.伹是都没有异议地认为：在制 

订构成公约的组成部分的关鍵前体清单时.必须考虑"^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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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 )它可能〔实际〕不用于，或可能〔实际〕只以最少量用于准 

许的用途。〕 

关 鍵 前 体 均 列 在 中 。 

〔根据，考虑到上述的特点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在⋯-⋯中的清单将需 

予以修改。JÎ/ 〕 

〔⋯一.中的清单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性需根据••••••••进行修改。〕 

〔 为了化学武器公约有关条款的目的.应根据特点列出关键前体清单。 

〔作为一个例外，那匙不是关键前体但被认为对化学武器公约构成一种咸 

胁〔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应列入一个清单，如果可以达成一项为此目的的 

谅觯的话。〕 

乎普遍认为.这一段可以在关键前体的清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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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指为生产化学武器或充填化学武器而（在任何程度 

上）设计、建造或使用的建筑或设备〕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指自1946年1月1日以来在任何程廋上设计、 

建造或使用的建筑或设备，用于： 

fa)生毒性化学品的化学武器，列于（细目 B )的化学武器除夕 

或为化学武器生产任何关键前体； 

(b)充填化学武器。〕 

三 . 宣 布 

化学武11的宣布 

各締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生效后3 0天甸协商委员会公布说明： 

—是否拥有任何化学武器 J l / 

―其领土上是否有任何*他人〔管辖〕或控制的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储存的构成，即：二y 

—对这些储存中的毒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说明化学 

名称、〔化学结构式，〕如是毒品则应说明其毒性，以公 

>>ife数说明散装的湘装填弹药的化学品篁量； 

—弹药的类型、口径、数量^化学填嵙； 

—〔其他运载〕装置的类型、数量、〔体积〕〔大小〕^化 

学填料； 

——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类弹药或〔：^他运载〕装置的使用直接 

有关的设备〔或化学品〕； 

C―：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精确位置及每一处化学武器的详细清单〕 

d不论数量或地点。 

有人建议某些材料可放在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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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约il承诺〔在公约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协商委员会作出公布， 

说明在销毁设施附近的储存仓库的位置a) 

〔，约国承诺在翁:一批待销毁的化学武器到达销毁设施附近的储库后即 

向协商委5会公布其详细构成情况0 

〔名缔^国承诺在每一批待转用于准许用途的化学武器尚未运至可确保* 

转用的设施之前即向协商委员会公布:^详细构成情况。〕 

〔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用途转用〕 

化 学 武 的 计 划 , 

名締约 1 1承诺至迟在公^对 : ^生效后〔 3 0天〕〔 3个月 6个月〕 

[^协商委员会提交〔销毁〕〔或为准许用途转用〕化学武器的初步计划丄11^ 

中包括：JLLlf/ 

——处理的类型； 

―待〔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用途的转用〕的化学武器的数量、 

类型以及终端产品的细目； 

—〔拟用的销毁工厂的位置〕 

〔在公约对:^生效后两车内公布拟用的销毁工厂的位置的计 

划表‧〕.. 

各締约国承诺在开始进行〔销毁〕〔销毁或转用〕工序之前的〔3个〕 

C 6个〕月1向协商委员会提交载有在⋯'一中所规定的协商娄员会所需要的 

资料的详细计划。 

y 〔对于二元武^来说，在6个月内；对:^他化学武！MU兑，在2 4个月 

内。〕 

i d 〔 3个月〕的时限可以在考虑了制订初步计划具体内容的结杲进一步审 

议后修改. 

J î i L î / 根据商定的原则. 

nil/有人建议这一材料有些可放在附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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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约国承诺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关于执行〔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目的 

转用〕化举武^计划〔定期〕〔^度〕进展报告，4^在化学武器〔销毁〕 

〔销毁或转用〕工作完成后3 0天内将此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 

67'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初始宣布 

提交计划和通知 

'67，， 

"6 7" 

四、关于化举武器的措施 

各締约国承诺〔尽快〕〔销毁〕〔销毁或在⋯'一中规定的准许目的 

转 用 〕 

〔1 .销毁 2.有权如'⋯一中规定的准许目的转用〕〔全部〕詈于其 

〔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所有化学武器储存均®全部销毁，具有 

用途的有毒化学品和具有)^用途的关键前体除外，按照协商的意见， 

这些化举品和关键前体可被转用于准许的目的。〕 

(〔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应按照一""中规定的计划JLl/ 

在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6个月内开始，}0年内完戍。〕 

〔〔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应按照一⋯.中规定的计划在公约生 

效后从6个月开始并在10年内结束这个总的时间范围内完成' 

建议不把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转用，除了茌一.⋯规定的为准许的 

活动每年可以拥有总量一 Pife以下。 

J t i y 经同意，这一计划是本这样的原则：茌整个〔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目的的 

转用〕阶段，已宣布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不得取得军事优势。.有些代表团 

建议应首先销毁诸,vx、.雉曼、
》
，林、，f崩、芥子气等剧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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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消除 "67" 

〔协商委员会至迟应茌公约生效后（3个月）（3至⋯⋯-个月）同 

締约国讲行协商，以便协调它们根据提交的销毁或转用化!^武器的 

计划〕 

〔销毁〕〔销毁或为准许目的的转用〕应使用不可逆转的程序，这 

些程序将（允许）（不是人为地阻挠）协商委员会根据⋯―"讲行系统的 

国际现场视察。 

各締约国承诺茌―履行与〔销毁〕〔销毁和为准许'目的的转用〕化学 

武器有关的职责时保护居民和环境。_JL_/ 

各締约国承诺 

——可能〔茌初始宣布后〕〔花其领土上〕发现在它〔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地方：）〔它所不知道〕的任何化^武器，应存-⋯-

-⋯天内宣布，并根据向协商委员会提供关于已发现的化学 

武器的全部数据和计划销毁的办法、时间表和销毁地点。 

——考虑到巳发现的化学武器的数量和状态，以一种可以确保居民 

和环境安全的方式销毁这^31武器。 

不移走储存 "6 7,， 

核査措施 "̂ 67" 

±y 经同意，保护居民和环境eW^I颞在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时也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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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措施 

各締约国承诺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U 

可用下述的任何一种方法丄"或茌适当情况下用所有的方法来销 

毁生产设施：JLîJt/ 

1. 拆除和实体销毁所有的邵件和建筑物； 

2. 拆'余牙U实体销毁某*部件，而把其它部件转用于准许的目的； 

3. 拆除相实体销毁某些建筑物。 

为每—生产设施用的具体办法或同时用几种办法应由各締约国按照 

有关设施的性质，并根据⋯-⋯制定的原则而定。 

各締约国应茌其销毁生产设施的计划中说明设想的具体销毁办法。 

生产设施的消除 "67" 

停止生产活动 67" 

不建造和不转用生产设施 "67" 

核査措施 ^^7" 

y 

* * , 

在其他地方给予定义；本文仅指"唯一目的"设施。 

有一项谅解是，上述方法可能并不全面，还应考虑将来对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的定义对这一问颞进一步考虑。 

有人建议这一段可写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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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准许的活动丄Z 

根据水公约的规定，各締约国有权为准许的目的〔研制〕、生产、或用 

I它方式莸取、保有、转用丄乂勒使用极毒化学品及:^前体丄JLi/&类型及 

数量应与此目的相符，应作如下〔限制〕：** * * . /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a) 限制〔为防护用途〕〔为一切准许的用途〕每车生产，由储存转 

用，或以:^他方式获取的或任何一次拥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及:^前体〕〔及二元系统的关键组分〕的最低量，在任何情 

况下总量不得超过一公P电； 

(b) 这些化学品的生产限于只能有一⋯.产量的唯一小规模设施； 

( C )在公约对締约国生效后 3 0天内，或，若公^生效后建立的， 

则在开始操作之曰前⋯⋯夭，向协商委员会通报该小规模生产设 

施的地点湘生产能力； 

(d)〔定期〕〔在定量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车度资料报告、现场仪 

器以及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监测小规模生产设施。 

〔2.禁止在商业生产设施中生产含甲基磷键的化合物〔^将这种生产 

限制在唯一的小规模设施内〕.〕 

±y 一般认为，应制定一项条款说明公约的何内容不得被觯释为阻挠缔约 

国在化学领域从筝的活动-对于确切的揞词万案湘列入这一条著《的工作 

应进一步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揞词方案列入第九节"经济和技术发 

展，，） 

应制定一条关于转让的条款。 

* * * /此处使用"毒性化学品及: ^前体"时参照了 "定义"一节。 

" " /根据一⋯ .规定的程序，并在适当情况下根据化学品的清单.包括按照商 

定的标准有待确定的有特别危险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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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通过说明为民用而生产化学品，并说明其正当理由的定期报 

告^系统国际现场察监测所有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 

施。〕 

〔(f)禁止生产勒使用已列入单子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为研究医 

学或防护性目的在締约国批准的场所按实验室用量生产禾口使 

用此类化学品的情况除外.〕 

3 . *他致死^:lt他有鲁化学品 

(a)〔根据特定化学品造成的危险程度，而不论它是作为这种化 

学品或是作*前体〕通过东度资料报告监测生产勒使用； 

〔0))向协商委员会公布生产某种：&他致死性勒被认为具有特殊危 

险的:ëi他有害化学品设施0^地点。〕 

4.关键前体〔不是二元系统的关键组分，41^且或不包含甲基一磷 

键〕通过车度资料报告监测生产勤使用〔* 向协商委S会公布 

生产关键前体设施的地点〕〔^随机进行系统国际现场视察〕 

〔5.前体（待拟定）〕 

限制获取和转让 

停止获取和转让 

准许的转让 

"67， 

"67' 

"67: 

±y这份材料是工作小组主席在与某些代表团协商之后凑在一起的，用以 

表明各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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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实施手段 

各締约国承诺按照宪法程序采取必要措施执行公约，特别是禁止和防止 

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并监测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区对公约的遵 

守情况‧ 

各缔约国承诺向协商委员会• ̂ 报告为执行公^所采取的立法措施*行政 

措施的情况。 

各締约国承诺在协商委员会履行其一切职责时进行合作，特别是通过任 

何指派为负责执行公约的国家组织或机构对协商委S会给予协助，包括资料 

报告，协助进行HI际现场视察以及对所有关于提供专门知识、情报禾0实验室 

支援的求作出迅速的答复。 

国家技术手段 
67: 

*/任何时候提及协商委员会也可指可能决定成立的任何有关的附属机枸* 

‧1^有人提议将这一段置于第八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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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协 商 委 员 会 " 

1. 为协助缔约S讲行协商与合作.并《足进对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査.以 

利公约的实施，应设立一协商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公约缔约国指派的代表 

组成JL£/。 

2. 公约保存S应不迟于公约生效后3 0天〔在会议抽点〕召集吞员会 

第一次会i义。 

3. 委员会应 

(a)审议已提出的任何与公约的目标或实施有关的事项； 

化）审议与实施公约有关的〔可，卩影响公约的执行〕科学技术发展 

情况〔并审议其他技术问颍〕； 

(C)审议在出现对公约有咸胁或影响实现其目标的情况下，各缔约 

国应釆取的措施； 

(d)审议缔约国协助任何遭到危险的缔约面应釆取的实际措施;〕>fS^ 

关于协商娄员会的汫一步材料见附件二第11 —20页矛11附件三，C`D/294 

号文件'葸7页、CD/500号文件第7—8页及其附件一。 

î J z 关于公约签署S参加委员会的问颗，有项建i义认为公约中应列入有关 

的条款。另种意见认为此项问颞应由委员会自己决定。 

不应认为这*提议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各国根裾联合国《宪章》规定诉诸安全 

珲*会的权利。伹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密切联系联合国安全理蓽会茌遵 

守程序方面，特别是对因公约遭到违反受损害或可能受损害的締约国讲行协 

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考虑这些提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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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应在公约生效后的头十年内每年举行一次常会。此后，除非 

各缔约国另行决定，_îz否则仍可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每隔五年应在 

常会上±JL/审査公约的执行情况。 

委员会接到任何缔约E或执行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后，可在3 0天内召集 

非常会议。丄 î f ^ 

5. 委员会应〔在可能时〕〔就实质性问颞〕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_lis 

如〔在2 4小时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由出席会i义并参加表决的务数作 

出决定。不应对事实调査进行査询的报告进行表决，也不应对一締约S是否 

遵守公约条款的问题作出决定。〕〔在会i义期间，各缔约S可将其意见列入 

会议的最后报告，供公约其他缔约国的政府事后进行研究。关于工作安排的 

程序性事项，如有可能应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否则由出席会i义并参加表决 

的务数作出决定。〕 

6 . 委员会每次常会开始时应选举其主席。 

7 ‧委员会应在每次常会之后向各缔约国提交关于其活动的报告。tlilJii!^ 

^ 有种意见认为可在每次常会结束时作出决定，或由委员会主席征 

求各缔约H的意见。 

1^ 有种意见认为在此秭情况下，常会可分为两部分：
（
a)正常的常 

会；（b)审査会议。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密切结合修正案程序考虑 

举行例行审査会议的可能性。 

UL^ 有种意见认为締约国提出的请求应有根据。另种意见认为，请求 

应得到一定数（例如五个)的締约S的支持。 

111^ 有种意见认为对所有问颞决定都应达成一致意见或以务数表决 

通过。这种意见还认为应清楚了解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颞之间的区 

别。 

* * * * z经同意，报告可包括例会的活动及会议最后文件。如协商委员 

会不举行一年一度的常会，可由执行理事会向各缔约国提交一份 

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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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应由公约各缔约SI负担c 

9 .法律地位。 

10.为协助委员会履行职责，应设立一执行理事会和一技术秘书处。 

1 1.协商委员会为工作需要可设立其他〔技术性的〕附属机构。 

1 2.应授权执行理事会履行第3小段〔⋯⋯-〕中规定协商委员会的职 

责以及委员会可能委托给它的任何其他职责。理事会应在常会上向委员会报 

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在休会期间，有关促进实施和遵守公约的问题应由执 

行理事会代表协商委员会处理〕 

1 3.理事会由〔1 5个〕缔约闳的代表和一个不参加表决的主席组成。 

〔理事会中十名成员应考虑到政治、抽区代表性公平的原则由协商委员 

会和各缔约H协商选出，任期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成员。其余五个席位应留 

给参加公约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成员。〕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协商委员会应/À^Jf有缔约IS中选出理事会 

成员。选举应建立在按iib区分配席位的基础上或任何其他商定适当基础上 

进行，但应排除任何締约S常是机构中的成员的可能性。〕 

1 4.理事会应〔在可能时〕〔就实质性问颜〕以一致意见作出决 

定nJL!lJL/如在〔2 4小时〕之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由出席会议并参 

加表决的务数作出决定。不应对事实调査进行査询的报告进行表决，也不应 

对一缔约S是否遵守公约条款的问颞作出决定。〕〔关于进行现场视察的请 

求，应将执行理事会各成员对此问颍的意见告知接到请求的®家。理事会对 

有关其工作安排的程序性事项在可能时应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否则以出席 

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务数作出决定。〕 

〔一缔约H提出到在其控制下的领土上进行视察的请求后，执行理事会 

应自动派遣一事实调査小组前往视察。〕 

^经同意，筹备委员会应就委员会活动经费问颞提出意见。 

^有项建议认为技术秘书处应能订立为行使其职务所必要的法律规定。 

这个问颞应在关于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达成协i义后全面解决。 

有项建议认为所有问颞都应以一致意见或以多数通过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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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理事会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召集会议，并连续履行职责。为此， 

理事会各成员国应派代表常驻协商委员会。〕 

16.协商委员会上届的常会主席任理事会主席。 

〔1 7.执行理事会可设立因工作需要而设的附属机构。〕 

〔18.应在执行理事会下面设一事实调査小组。该小组应负责进行事 

实调査的査询，包括对质疑性现场视察进行监督的责任。〕~^ 

1 9 .技术秘书处应 

(a)为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行政支助； 

(13)为缔约国、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技术援助； 

( C )按公约规定进行 f i l际现场视察； 

(d)协助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执行与收集情报和事实调査有关 

的任务以及这些机构为其规定的其它任务。上y 

2 0.〔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任命应根据公约缔约国政治、地区代表性公 

平的原则，由缔约国国民的视察人员和专家组成。〕 

1 / 关于这个机构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a) 没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因为拟设立的三个机构已经足够； 

(b) 负有政治和技术职贵的属于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的小组应由 

(1) 五个成员组成；或由 

(2) 属于执行理事会各代表团的技术专家组成。 

(。该机构的技术专家应在技术上提供建议，并进行视察。提出了下 

述形式： 

(1) 作为秘书处的一个常设单位； 

(
2) 编制专家名册以便随时可请到专家。 

对技术秘书处的职能还可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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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用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的条件方面最需加以考虑的问颞 

是必须保证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以及正直的品质。应适当考虑在itb区上尽 

可能广泛&^基础上聘用公约缔约®的工作人员，这很重要。〕 

2 1 . iL*/ 

九.协商、合作与事实调査 

各 締约国承诺在觯决有关实施公约的任何问题时罝接或逋过适当程序， 

包括协商娈员会》或其附厲机构）的以及适当的国际组织的服务或斡旋， 

进行协商与合作。 

各締约应通过双边协商努力澄清^解决任何可能对公约的遵守引起疑问 

的情况，或可能被认为模糊不清而产生忧虑的情况。一締约国如收到另一缔 

约国关于澄清某一情况的要求，应〔花7天内〕〔尽快〕向提出要求的缔约 

国提供有关情报，以便消除疑问，并澄清情况〔将此作为最后答复，或茌例 

外时作为初步答复。初步答复应解释延迟的珲.由，并^⋯一内补W最后答 

系统的国际程序 "67' 

一种意见认为与设立秘书处有关的其他问颞应由筹备委员会加以审议。 

筹备委员会应向协商委员会提出适当建议。 

tu关于协商委员会与各国核査机构合作的材料见附件二第18页、附件三中 

c:iV/29 4号文件第6、 7页。 

!!!y凡提到协商娄员会处也可能与决定戍立的任何适当的附属机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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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调査 

一般性条款 

1. 〔各缔约国承诺采用事实调査程序，包括根据第⋯，⋯确定的义务， 

‧边安排或经协商委员会按本条第3段规定提出要求而进行现场视察，以 

确保对公约的遵守情况进行非定期核査‧〕 

2. 任何締约国在任何时候均可要求协商委员会（或有关附属机构）在 

履行其职责时，对该国自己或另一缔约国采取当的程序，澄清并觯决任何 

可对公约的遵守引起疑问的情况或可能认为有关情况含混而引起关切的情 

况.这秭要求中可包括进行现场视察的要求。 

3 .根据水条第2段向协商娈&会（或其附属机构)提出的要求应包括 

目的及说明对公^的遵守产生疑问及关切的具体内容，并应罝接与这种疑问 

及关切有关。（要求中应具体说明须由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 各締约国承诺同协商娄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禾口/或国际组织进行〔充 

分〕合作，这些组织机构可在适当情况下为协商委员会提供科学、技术及行 

政支助以帮助*事实调査活动，从而确保原提要求的起因得到迅速澄清。 

5. 协商委员会应将其按⋯-⋯规定开始参与任何事实调査程序青况迤 

知所有締约国，并〔经有关缔约国同意^〕尽快向所有缔约国提供所掌握的 

一切情报。 

6 .任何^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约国有违反根据公约各条款应 

承担的义务的情况，可诉诸《联合国宪萆》覌定的有关程序〔升且，本鞏 

任何部分均不应觯释为影响各缔约m根据《联合国宪萆》应享有的权利及应 

承担的贲任 〕 a 

联合国 "67" 

Jî/应当指出'一締约11要求得到技术秘书处转犮的另一缔约国提供的情报共不需 

要进行事实调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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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事实调査条款 

技术秘书处收到一締约国关于澄清事实调査的要求后应代表执行理事 

会在〔⋯一.〕〔2日〕内将此要求转发给引起疑问或关切的締约国. 

被要求作出澄清的締约国应在一⋯.内向提出娶求的締约国提供情报，此 

秭情报可〔在⋯一曰内〕直接送交或由技术秘书处转交。 

提出^求的締约国在收到澄清后应确定：疑问或关切是否已消除。如 

认为41^夫消除.可要求执行理事会开始事实调査程序* 

执行理事会收到此秭要求后应在⋯一.内开始按⋯一.的规定进行上述筝实 

调査程序. ' 

应在〔2个月〕内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关于上述事实调査程序的暂行报告或 

最后损告。 

报告应包括在进行上述事实调査程序过程中提供的情报湘意见。」 

质疑'! 1^ JLL/ 

对禁止使用的核査 

十 . 援 助 i U L i ^ 

"67' 

"67' 

援助 

^关于締约国对要求进行的事实调査报告的绫杲不满意而能进一步采取的行动， 

该締约国可要求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締《5国将根据公约中有关协商委员 

会职能ifc程序规定的部分享受这一权利.关于是否需要在事实调査部分专列一 

项条款.仍在讨论中• 

11/关于质疑性现场视察的材料见附件二第21 —23页，其中载有C工作小组主 

席1984年4月16日报告的有关部分，并见附件三第7、 8页（1982年7 

月21日的CD/294号文件中）和第10、 11页以及附伴二第7、 8页（1984 

年4月18日的CD/500号文件中）。 

^ ^ 见 "协商委员会 "部分 3 c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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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济及技术发展 

促讲发屣目标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序言 

十三. 

十四.有效期、退约 

退约 

十五.签字、批准、生效 

保存国 

十六.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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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及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1 .为!：有效地执行公约各项规定进行必要的行政勿技术准备#为〕举行第一 

次协商委员会会议作准备，公约保存国应尽早，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 个国 

家 J LV签署公约后的 6 0天召集一次筹备委g会会议。 

2. 委S会由签署公约的国家指浓的代表组成。任何尚夫签署公约国家〔可 

以向委员会申请观察员资格*观察员资格将根据委a会的决定授予。〕〔可以向委 

员会派-驻一名观察员.〕 

〔参加政府间组织〕 

3. 委员会将在〔曰内瓦〕〔日内瓦、纽约或维也纳〕举行会议，#继续存在 

到公约生效，以及随后召集协商委员会会议为止。 

4. 委§会的一切决定都应达成一致意见。 

5. 委员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在必要时任命一名执行秘书^工作人员, 

6. 委S会的费用应〔经联合国大会批准从联合国的正常预算中〕支付。〔由 

联合国提供的货款支付.货款应由协商委S会偿还.〕〔由参加委5会的公约签署 

国根据联合国的分摊比额表支付，#按联合国会员国及委员会签署国之间的差数加 

d 关于筹备委员会文件的规格有很多建议，应进一步加以探讨。建议将委员会 

的条款载入 

——联大赞成公约的块议中； 

——比公约先生效的公约附件中； 

——任何:^他单独的文件（如裁^谈1^!1会议提交联大的报告中载有公约 

草案的一部分）中. 

±V数目应与公约关于批准^生效的条款所规定的国家数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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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 

7.委员会应有以下职能： 

(a)为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定临时议程和议事规则草 

案〔并选择举行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场所〕 

{b)对人们关切需立即采取行动的事项进行〔研究〕，并为协商委员会第 

一届会议〔拟写报告〕提出建议，这些事项包括： 

(1) 为协商委员会负责的活动提供经费； 

(2) 协商委员会第一车进行活动的〔工作计划^ 〕预算； 

(3) 设立技术秘书处； 

(4) 确定协商委S会常设办事处的地点。 

〔8.委员会为履行奚职能，可在适当时候求助于〔联合国系统内〕有关国际组 

织的服务.〕 

9.委良会应向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会议报告其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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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 5_ 

页码 

A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2-6 

B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7—11 

C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12-21 

C工作小组主席于1984东4'>^ 1 6日提出的 

报 告 （ 英 文 稿 第 一 、 五 、 六 页 ） 2 2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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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A工作小组自6月18日至7月30日共举行7次会议。小组ff-工作过程中根 

据其职权范围讨论了化举武器的范围、定义及不生产等问题，以期为公约中涉及这 

些议题的条款找到可为普遍接受的措词方案。工作的基础是CD/CW卢P. 67号文 

件以及各代丧团提出的提案。 

一 、 ， 

关于WP. 67号文件"目的和义务"题（第4页）下出现的禀项应如何最后草 

拟列入公约，以及是否将其列入一个条款还是几个条款，仍有分坆意见。但这并没 

有妨碍本工作小组讨论有关这審项的可能的措词方案。存这方面提出了数种提案, 

已发现对第一条暂定的标题（"基本承诺"）可有各种不同的觯释。±J普遍 

认为最好对该条的内容达成协议后再选择适当的标题。 

工诈小组同意，第一条中应列入禁止研制、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保 

有化学武:^转让化学武器、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禀禁it缔约国从事的活动I 

关于列入其他义务的问题存茌着分豉意见。 

工作小组同意，应明确禁止使用化牮武器；但由于另一谈判机构花处理这一特 

定问题，小组决定不讨论这方面的措词方案。 

关于禁止"从事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准备活动"的提案，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倾 

向：有些提议列入这一条款的人表示愿意就叱问题列入公约其他部分的可能性行 

讨论；另一牝人则*示准备讲一步详细地陈述他们的立场；^其他代表团则认为 

公约中不必列入这种禁止内容，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提案不甚明确，可对其作不同 

的觯释。 

±J 一个代丧团提议另外列入一个"基本承诺"的条款，g明締约国为对遵守讲 

行国际核查有准许讲入有关设施及地点的义务。其他代表团认为无需列入这 

样的条款。 

it*/这些代表团就是为了澄清他们对这一问^的观点，提到了 CD/97、 

CD/CW/CRP 29以及CD/42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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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条是否有必要列入销毁的义务存花着分歧意见。有人认为有牝必要， 

他人则怀疑是否有必要。 

考虑到已讲行的讨论以及提出的提案，主席提出如下措词方案，供讲一步推敲。 

各締约国承诺，根据本公约的有关条款， 

不 

——研制、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直接或间接 

地向任何人转让化學武器； 

——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審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的活动； 

——（花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武器； 

—一 （：î#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他活动）； 

并 

―销毁其拥有或茌其管辖或控制之下（备选：ff.其控制之下）的化!^武 

及化!^武器生产设施（或将其转用于准许用途）。 

二、 

A工作小组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结束时, 

主席6月29日提出了一份非正式工作文件。该文件附于本报告之后。 

三、不生产化学武器: 

A工作小组未能就此问题讲行讨论。主席负贵讲行非正式协商，提出本报告时 

尚未得到协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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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9日主席提出的关于生产设施的文件 

本文件拟总结A工作小组于1984年6月11、 25以及27日关于化!^武器生 

产设施问题的讨论。本文件并不连累任何代表团，也不影响它们的立场。文件内容 

是主席对讨论结果的理觯，其目的是为花这方面讲行下一步工作提出个中心问题。 

文件吸收了各代表团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提案。 

一、 定义 

备选方茱A :根据化学武器定义作出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如：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指其设计、建造目的或用途是（专门）为生产 

本公约定为化学武器的任何建筑物或设备（任何设施）。 

备选方茱B:根据设施生产的化学品类；^，包栝截止日期出的定义，如:' 

(CD/500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1946年1月1日以来设计、肆造或倬用 

的任何建筑物或设备茌不同程度上是为了： 

a )生产化^武器用的除列入细目B以外的任何毒性化!^品. 

或者生产为化荦武器用的任何关鍵前体；或 

b )装填化学武器。 

二、 结果 

1. 根据备选方茱A设想的办法，要对生产设施釆取的措施将花公约的适当部 

分作出规定，并相应地对设施讲行分类及规定措施。各类将反映诸如设施 

生产的化学品的潜;?F_咸生产目的、核査的可行性等因素。 

对生产设施应： 

a )按公约的规定销毁 

b )全部销毁 

C )部分销毁（或改造） 

d )按公约的规定讲行核查。 

2. 根据备选方案B设想的办法，所有符合这一定义的生产设施均S彻底绡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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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种办法的共同特点： 

根椐以上两种办法，应销毁的设施将包栝： 

1 )专门为生产公约中定为化!^武器的、对于公约来禁it的用途毫无 

用处的化品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设施。 

2 )为装填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设施。 

3 、专门为生产化!^武器弹壳及类似金属部件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 

设施。 

三、（在A工作小组或其他机构）需讲一歩讨论及澄清的i义题： 

1. 一旦可对设施讲行分类，并对每一类别商定了具体措施，是否还需要象备 

选方案A这样的定义； 

2. 具体措施的类型；这种措施的性质和范围； 

3. 哪类型的设施可符合备选方案B的范围； 

4. 截止日期（"OP备选方案B )的必要性；用截it日期的后果； 

5. 核査措:^ 

6. 设施的类型和分类（示范性清单)： 

1 )完全为公约来禁止的用途设计、建造的设施 

——但此种设施至少曾有一次生产过用于化学武器的化举品（普通化 

举商品或除用于化学武器外用途很少的化举品） 

2)为公约未禁止的用途及为生产除用于化学武器外用途很少的化学品而 

设计、建造的设施； 

3,，为生产除用于化学武器外用途很少的化犟品而设计、建造的，或最初 

用过但后釆转用于公约未禁止的用途的设施；这设施再转用于生产 

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及速度； 

4 )专门为生产除用于化举武器外用途很少的化学品而设计、達造或使用 

的设施； 

5 )为装填化举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设施； 

6 )——专门为生产化!^武器炮弹及外壳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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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也生产其他武器； 

7)为生产可用作二元或多元化举武器前体的化学品而设计、建造或使用 

的设施； 

8 )为生产用作化学武器时可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化!^品而设计、建造或使 

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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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B工作小组自 1 9 8 4车 6月 2 0日至 8月 3日共举行 7次会议。小组在工作过 

程中裉据其职权范围讨论了消除化学武^储存禾0消除生产设施的问题，以期为公约 

中涉及这些问题的条款找到可为晋遍接受的措词方案。工作的基础是CD/CW,P. 

67号文件以及各代表团^主席提出的提案。 

储 存 的 宣 布 

关于化学武器存放地点的宣布仍有不同意见。 

有一秭意见认为.一缔约国应在公约对生效后三十天内向协商娈员会公布其 

所有化学武器的存放地点。（这一意见还认为，宣布后应可立即对宣布的地点进行 

画际现场核査）。 

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缔约国应承担义务，向协商娈员会详细公布，包括公布每 

一批将转送他处随后予以销毁的化学武器的存放地点。（因此，将在长达约八车的 

时I曰—I内逐步执行宣布及对宣布进行的国1;不现场核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一缔约国应承担义夯，在三十天内向协商委员会详细宣布 

I所有化学武器储存禾口销毁设施以及为了销毁将化学武器逐步集中的储存地区宣 

布储存及集中地点后三个月内应逬行国际现场视察。） 

不过，对化学武器存放地点的公布持不同葸见的代^团都同意.各纟？约国可根 

据时反在公布地点之前重新啦li署各自的化学武器，以免a化学武器*口其他与本公约 

无关的^事物体同时放置而影响其安全。 

对于究竟应宣布化学武器储存中的毒性化学品的所有前体还是仅宣布关鍵前体 

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葸见。 

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是否应在宣布储存时也包括"专门设计用于与弹药或其他运 

载设备直接有关的化学品"。 

初 步 计 划 

目前，关于一締约国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初步计划的时限，其分歧是在一个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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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间；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一締约国在初步计划中应包括将使用的销毁工厂的 

地点，还是（仅）列入公约对*生效后两车内公布使用的销毁工厂地点的计划。 

核 査 措 施 

对于公布化学武器存放地点的不同立场影响到对于化学武器储存进行f现场） 

核査的立场。下文反映了这种不同的立场.分别以1. 2 . 3 .标出； 1 + 2 + 3 

则表示立场相同。 

对储存、储存处、销毁〔以及为准 

许的用途的转用〕的初始公布的核査 

初始宣布 

1 〔通过即时的系统国际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的储存的初始宣布逬行核查 

3 在三个月内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储存的初始宣布进行核査 

储 存 处 

1 在公约生效后用国际视察人员对初始宣布逬行核査^定期进行系统国际现 

场视察之后装置监测仪器在储存地点对储存进行监测，并 

3 在公约生效后三个月内用国际视察人员对初始宣布进行核査^定期进行系 

统国际现场视察之后装置的监测仪器在转运场地对储存进行监测4^ 〕 

1+2+3在宣布到开始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这段时间内对储存进行核査，办 

法是从储存运至专门销毁设施附近的储存处起就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V 

并定期进行系统国际现场视察a 

JL/ 一设想需进一步在裁^谈!会议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勒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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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毁 或 转 用 

将化学武恶的销毁〔或为准许目的的转用〕置于系统国际核査之下，办法 

1+2+3是在全过程用仪^逬行现场监测，在设應运行的全过程逬行系统国际现 

场视察 

〔对于危险性最大的化学武器，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武器；^对于他所 

2+3 有化学武器，则既进行永久性现场监测，又进行定期或定额系统国际现场 

视察〕 

生 产 设 施 

尽管暂时尚未就生产设施的定义达成协议，但大家还注意到了生产设施的问题. 

为实际起见，集中讨论了仅用于敌对目的的生产设施。 

正如主席在关于方面的提案中反映的.虽然讨论有助于明确用以消除化学武 

器生设施的方法，但在现有的时间内夫能缩小对下列事项的分歧：宣布、计划* 

通知以及核査措施。方面的各种立场仍与CD/CW/WP. 67号文件所反映的立场 

相同。 

* * * * * 

根据工作小组的讨论，主席为公纟5的一些条款草拟了如下提案，这些提案是主 

席对讨论结果的理解，：fe目的是为在这方面进行下一步工作提出个中心问题，这些 

提案并不约束各代表团，也不影响它们的立场。 

工作小组主席的提案 

储存的宣布 

各締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三十天向协商委员会公布说明： 

― 是 否 拥 有 任 何 化 学 武 器 y 

(不论数量或地点） 



CD/539 
Annex 2 
Page 10 

―领土上是否有任何其他人管辖或控制的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储存的构成，即： 

—对这些储存中的毒性化学品及其〔关鍵〕前体，说明化学名 

化学式，如是毒品则应说明其毒性，以公P电数说明散装的湘装填 

弹药的化学品重量； 

—弹药的类型、口径、数量和化学填料； 

―I他运载装置的类型、数量、大小^化学填料； 

—专门设计用于与弹药或其他运载装置直接有关的设备〔或化学品〕 

〔―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精确位置及每一处化学武器的详细清单〕 

〔各締约国承诺在第一批待销毁的化学武器到达销毁设施附近的储库 

后，向协商委&会公布这些储存处的位置。 

各締约国承诺在公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协商委员会公布销毁设施附近 

的储库位置。 

各締约国承诺在每一批待销毁的化学武器到达销毁设施附近的储库后 

即向协商委员会公布其详细构成情况. 

各締约国承诺在每一批待转用于准许目的的化举武器尚未运至可确保 

其转用的设施之前即向协商委员会公布:fe详细构成情况.〕 

初 步 计 划 

各締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 3个月〕 4协商 

委员会提交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化学武器的初步计划，其中包括： 

―处理的类型： 

―待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的化学武的数量、类型以及终端产品 

的细目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两年内公布〕拟用的销毁工厂的位置的〔计划〕 

3个月 〕的时限可以考虑了制订初步计划具体内容的结杲进一步审议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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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细 计 戈 ' 

m约国承诺在开始逬行销毁工作或转用工序之前的六个月向协商委 

员会提交后者为完成任务作充分准备所必要的资料的详细计划• 

逬 展 报 告 

各締约国承诺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关于执行销毁或为准许目的转用化学 

武器计划的^度进展报告，化学武器销毁或转用工作完成后三十天内 

将此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 

核 査 措 施 

鉴于对宣布的储存进行核査的问题，审议尚夫结束，现阶段未收入这方面的条 

款草案的提案。 

生产设施的消除 

第 

各締约国承诺销毁生产设施丄!^ 

关于生产设施，销毁可指如下方、g 

1 .拆除并实际摧毁所有部件及结构（==夷为平地）； 

2. 拆除#实际摧毁某些部件，而将他部件再用于准i牛目的； 

3. 拆除#实际摧毁（夷平）某些结构； 

4. " 2 "、 " 3 "条相结合。 

对每一生产设施采用的具体方法或合用的几种方法应根据有关设施的性质及 

条中确定的原则而定. 

各締约国应在生产设施销毁计划中说明设想采用的具体销毁方法. 

" 待在他处给以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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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C工作小组自1984年6月2 2日至 8月 1 0日共举行了 7次会议。小组未审 

议第一期^议已讨论过的事项。 

在工作期间，它按照其权限，主要审议了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体制问题.包 

括协商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以期为公约和与公约有联系的其他文件的有关条款找 

到可为普遍接受的措词方案。 

工作的基础是CD/CWXWP. 67以及各代表团和主席提出的提案。 

一、 协商委员会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关于协商委员会各项条款的初步措词方案.并指明了意见分 

坡所在可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出发点。 

虽然工作小组就协商委员^的一般概念和许多详细意见已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尤其对下述各问题存在着重大分歧： 

―协商委员会及执行理事会的决策过程； 

——执行理事会的组成； 

——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 

这*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应加以考虑，以期拟定出可为普遍接受的方案。有人 

提议考虑是否需要设立事实调査小组。也有人提议审议委员会和各‧国指定 

实施公约的国家主管机构之间的仓作程序i旦z并为国家主管机构拟定示范性指 

导原则。 

二、 筹备委员会 

附件二载有关于筹备委员会各项条款的初步措词方案并指明了意见分歧所在， 

可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可以在为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后期，尤其是 

可以就协词委员会的各项规定达成协议之后再处理。 

1^见CD/500号文件 

iJt/见CD/53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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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囯家核査技术手段 

C工作小组未能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各代表团仍保持原来的立场，已在 

WP. 6 7 .第 1 9页有所反映。 

四、联合国 

在 6 7 .笫 2 1页反映的各国立场依然如故。 

五、其他问_题 

与 

——公约保存国 

——修正案程序 

有关的问颍在特设委员会一级未来的工作中应加以审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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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主 席 的 文 件 

协 商 委 员 会 

1. 为协助缔约S进行协商与合作，并促进对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査，以利公约 

的实旅，应设立一协商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公约缔约11指派的代表组成~ 

2. 公约保存国应不迟于公约生效后30天〔在会议地点〕召集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 

3 .委员会应 

(a) 审议已提出的任何与公约的目标或实施有关的事项； 

(b) 审议与实施公约有关的〔可能影响公约的执行〕科学技术发展憒况 

〔并审i义其他技术问颞〕； 

O)审议在出现对公约有威胁或影响实现其目标的情况下，各缔约囯应釆 

取的措施；〕上^ 

(fd)审i义缔约国协助任何遭到危险的缔约国应釆取的实际措施；〕~±Jt/ 

1^ 关于公约签署S参加委员会的问颞.有项建议认为公约中应列入有关的条款。 

另种意见认为此项问颞应由委员会自己决定。 

^不应认为这些提议会影响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权利。但是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密切联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遵守程序方面，转别是 

对因公约遭到违反受损害或可能受损害的缔约国进行协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 

用来考虑这些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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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获氣保存并散发各缔约 S提供的资料包括 

并在必要时修改交换这些资料的程序； 

( f ) 协调所有核査形式.并与缔约国负责实施公约的围家主管机构进行合 

作；J L J L ^ 

(g) 进行监督并进行S际系统现场视察，包括： 

(1) 拟定标准核査技术； 

(2) 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随后将用以确定在‧‧‧‧‧‧‧‧纟》进行H际系统现场 

视察的方法和时限的标准； 

(3) 根据商定的标准，确定在一⋯.,行SI际系统现场视察的方法和 

时限； 

(4) 对••••••••5进行IS际系统现场视察。 

(h) 接受和审议事实调査程序的要求，包括进行现场视察的要求；并在得 

到同意后进行这种视察； 

(i) 应缔约国的要求，借助下述方面向其提供服务以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 

协商与合作： 

(1) 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 

(2) 交换资料； 

(3) 取得有关国际组织的服务； 

(4) 参加缔约国之间安排1 

(j)监督其附属机构的活动； 

(k)审议和批准执行理事会的报告； 

(1)审议和批准预 

^ 应按公约有关条款作进一步规定。 

^-^有的建议认为应拟定协商委员会和国家主管机构在核査活动中进行合作 

程；?。 

应密切联系公约中概述的事实调査程;!^来看待；包括对关于使用化学武器 

的报告的核实。 

土/ 这份材料是工作小组主席在各代表团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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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应在公约生效后的头十年内每年举行一次常会。此后，除非各缔约 

国另行决定」^，否则仍可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每隔五年应在常会上^审査 

公约的执行情况。 

委员会接到任何缔约国或执行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后，可在3 0天内召集非常会 

议。JtJJL/ 

5. 委员会应〔在可能时〕〔就实质性问颞〕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 

如〔在2 4小时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由出席会i义并参加表决的务数作出决定。 

不应对事实调査进行査询的报告进行表决，也不应对一缔约国是否遵守公约条款的 

问颞作出决定。〕〔在会议期间，各缔约m可将其意见列入会议的最后报告，供公 

约其他缔约®的政府事后进行研究。关于工作安排的程序性事项，如有可能应以一 

致意见作出决定，否则由出席会i义并参加表决的务数作出决定。〕 

6 . 委员会每次常会开始时应选举其主席。 

7. 委员会应在每次常会之后向各缔约国提交关于其活动的报告。 

8. 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应由公约各缔约国负抠。îJî̃!LJîJlJt/ 

^ 有种意见认为可在每次常会结束时作出决定，或由委员会主席征求各缔约 

S的意见。 

^ 有种意见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常会可分为两部分：（a)正常的常会；化)审 

査会议。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密切结合修正案程序考虑举行例行审査会议的 

可能性。 

^有种意见认为缔约国提出的请求应有根据。另种意见认为，请求应得到一 

定数（例如五个）的绪约©的支持。 

^^^^有种意见认为对所有问颢&^决定都应达成一致意见或以务数表决通过。这 

种意见还认为应清楚了解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颞之间的区别。 

经同意,报告可包括例会活动及会议的最后文件。如协商娄员会不举行 

一年一度的常会，可由执行理事会向各缔约围提交一份技术报告。 

******y经同意.筹备委员会应就委员会活动经费问颞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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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 律 地 位 y 

10. 为协助委员会履行职责，应设立一执行理事会和一技术秘书处。 

1 1.协商委员会为工作需要可设立其他〔技术性的〕附属机构。 

1 2.应授权执行理事会履行第3小段〔⋯⋯-〕中规定协商委员会的职责以及 

委员会可能委托给它的任何其他职责。理事会应在常会上向委员会报告其履行职责 

的情况〔在休会期间，有关促进实施和遵守公约的问颉应由执行理事会代表协商委 

员会处理〕 

1 3.理事会由〔 1 5个〕缔约国的代表和一个不参加表决的主席组成。 

〔理事会中十名成员应考虑到政治、地区代表性.公平的原则由协商委员会和 

各缔约s协商选出，任期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成员。其余五个席位应留给参加公约 

的安全理事会常饪理事国成员。〕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协商委员会应/A^;f有缔约S中选出理事会成员。 

选举应建立在按地区分配席位的基础上或任何其他商定的适当基础上进行，但应排 

除任何缔约国常是机构中的成员的可能性。〕 

1 4 .理事会应〔在可能时〕〔就实质性问颞〕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如 

在〔24小时〕之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由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务数作出决 

定。不应对事实调査进行査询的报告进行表决，也不应对一缔约S是否遵守公约条 

款的问颞作出决定。〕〔关于进行现场视察的请求，应将执行理事会各成员对此问 

颞意见告知接到请求的国家。理事会对有关其工作安排的程序性事项在可能时应 

以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否则以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多数作出决定。〕 

〔一缔约国提出到在其控制下的领土上进行视察的请求后，执行理事会应自动 

派遣一事实调査小组前往视察。〕 

1 5.〔理事会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召集会议，并连续履行职责。为此，理事会 

各成员国应派代表常驻协商委员会。〕 

* / 有项建议认为技术秘书处应能订立为行使其职务所必要的法律规定。这个 

问颗应在关于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达成协议后全面解决。 

有项建议认为所有问颞都应以一致意见或以务数通过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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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协商委员会上届的常会主席任理事会主席。 

〔17.执行理事会可设立因工作需要而设的附属机构。〕 

〔18.应在执行理事会下面设一事实调査小组。该小组应负责进行事实调査 

的査询，包括对质疑性现场视察进行监督的责任。〕 y 

1 9.技术秘书处应 

(a)为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提##政支助； 

(13)为缔约国、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技术援助； 

( C )按公约规定进行国际现场视察； 

(d)协助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执行与收集情报和事实调査有关的任务 

以及这些机构为其规定的其它任务。*"^ 

2 0.〔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任命应根据公约缔约IS政治、地区代表性公平的原 

则，由缔约H®民的视察人员和专家组成。〕 

关于这个机构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fa) 没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因为拟设立的三个机构已经足够； 

fb) 负有政治和技术职责的属于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的小组应由 

(1) 五个成员组成；或由 

(2) 属于执行理事会各代表团的技术专家组成。 

(
c)该机构的技术专家应在技术上提供建议，并进行视察。提出了下述形式： 

(1) 作为秘书处的一个常设单位； 

(2) 编制专家名册以便随时可请到专家。 

对技术秘书处的职能还可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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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用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的条件方面最需加以考虑的问颞是必须 

保证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以及正直的品质。应适当考虑在地区上尽可能广泛的基 

础上聘用公约缔约S的工作人员'这很重要。〕 

( 2 1.协商委员会和缔约国国家核査机构之间的合作特别通过以下方式： 

一-协商委员会和!S家机构定期举行会议； 

——协商委员会为K家机构人员培训标准核査技术； 

一-由协商委员会拟定封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程序； 

——国家机构向®际视察人员提供协助。〕 

一种意见认为与设立秘书处有关的其他问题应由筹备委员会加以审议。筹 

备委员会应向协商委员会提出适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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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主 席 的 文 件 

筹 备 委 员 会 * 

1 .为〔有效地执行公约各项规定进行必要的行政和技术准备并为〕举行第一 

次协商委员会会议作准备，公约保存国应尽早，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个国 

家±±^签署公约后的6 0天召集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2. 委员会由签署公约的gl家指派的代表组成。任何尚未签署公约的S家〔可 

以向委员会申请观察员资观察员资格将根据委员会决定授予。〕〔可以向委 

员会派驻一名观,察员。〕 

〔参加政府间组织〕 

3. 委员会将在〔日内瓦〕〔日内瓦、纽约或维也纳〕举行会议，并继续存在 

到公约生效，以及随后召集协商委员会会议为止。 

4 .委员会的一切决定都应达成一致意见。 

5. 委员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并在必要时任命一名执行秘书和工作人员。 

6. 委员会的费用应〔经联合国大会批准从联合国的正常预算中〕支付。〔由 

联合国提供的货款支付，货款应由协商委员会偿还。〕〔由参加委员会的公约签署 

国根据联合国的#比额表支付，并按联合国会员国及委员会签署S之间的差数加 

关于筹备委员会文件的规格有很多建议，应进一步加以探讨。建议将委员 

会的条款载入 

——联大赞成公约的决议中； 

——比公约先生效的公约附件中； 

——任何其他单独的文件（如裁^谈判会议提交联大报告中载有公 

约草案的一部分）中。 

数目应与公约关于批准和生效的条款所颊定的S家数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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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 

7.委员会应有以下职能： 

(a) 为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定l'é时议程和i义事规则草 

案〔并选择举行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会i义的场所〕 

(b) 对人们关切需立即釆取行动的事项i井行〔研究〕，并为协商委员会第 

一届会议〔拟写报告〕提出建i义，这些事项包括： 

(1) 为协商委员会负责活动提供经费； 

(2) 协商委员会第一年进行活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3) 设立技术秘书处； 

(4) 确定协商委员会常设办事处的itf^g。 

〔8.委员会为履行其职能.可在适当时候求助于〔联合国系统内〕有关国际 

组织的服务。〕 

9.委员会应向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会议报告其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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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作小组主席于1984车4月1 6日 

向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本工作小组于1984东3月2 3日一 4月 1 6日期间举行了 5次会议.主席也 

^各代表团进行了一些协商.根据化学武器特设娈员会的职权范围（CD/440 ) , 

共根据现有的材刺各代表团新提出的提案，工作小组处理了拟列入《禁止化举武 

器及销毁公约》中关于遵守问题的各个方面.工作小组特别考虑了下述问题： 

一. 国家执行措施 

二. 协商与合作 

三. 事实调査 

四. 质疑性现场视察本报告的附件有初步拟定的上述各个方面的个别条款，# 

指出了分歧的所在，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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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疑性现场视察V 

1 .〔本公约各締约国]〔有一项谅雠是本公约締约各国〕任何时候均可向协 

商娈员会或:&迠合的附属机构提出一项进行现场视察的〔目的明确的/^有根据的〕 

请求，以澄清勿解决任何可能对公约的遵守情况引起疑虑，或对可能被认为不明朗 

的有关情况引起关切的任何问题。 

2. 在收到一乡敢约国要求迓行现场视察的请求后，协商娈员会或其适当的附属 

机枸应尽快地、在任何情况下应在⋯⋯"天内对该项请求进行初步评定-如杲协商委 

员会或适当的附属机构得出结论，认为该请求具有客观而具体的内容能对公约夫 

获遵守的怀疑予以证实.则应将〔该项请求〕〔I决定〕呈交有关的纟,约国。 

3. 对于协商委a会或适当的附属机枸作出的这样一项〔请求〕〔强制性决 

定〕.接到的締约国应有利而诚恳地对待。 

4 . 关于现场视察的报告应在一⋯.内提交协商委S会. 

5 .締约国拒绝同意进行现场视察应是〔有根据的并〕应同时对奚拒绝的理由 

迅速作出真实而详尽的解释〔并只应为最例外的理由作出解释〕。 

协商委员会或:K^附属机构应对所作的解释进行分析，#考虑到所有有关的情况， 

包括可能为协商委S会在接到原来的请求之后所得到的新情况，可〔再送一项请求〕 

〔取消或确认:^决定〕. 

〔如拒绝质疑性的现场视察作为第一步，自动要求受到质疑的締约国在⋯⋯-天 

内提出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是否曾发生不遵守情况的奚他现场视察措施.〕 

6.〔如杲第二次请求再度被拒绝，最初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可诉诸联合国《宪 

±/协商委a会的决策程序将在关于协商委S会的问题项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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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规定的适当程序.〕〔本项规定不影响联合国《宪鞏》的任何:gl它有关规定_^/〕 

〔如果决定夫得到遵守，应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公约的所有締约国诉诸联合 

国《宪章》的适当程序。〕 

C本公!^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削弱任何国家根据联合国 

《宪葷》所具有的权利勒义务。〕 

/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不必提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程序 

―：&他代表团建议在公约中列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申诉的专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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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本附件载有各代轰团提出'#已整理成会议文件的提案‧附件一中的相应之处 

提到了本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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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KESE 

,Original: RUSSIAN 一 

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及 

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 

基本条款 

苏联的提案 

化学武^是一种野蛮的屠杀工具。这种武器已经攫取了几万人的生命.并伤残 

了几百万人.目前，大规模使用更加恐怖的化学武!^的威胁正笼罩着人类。 

各国人民要求防止情况， 4 ^嬰求禁止这^武器的生产^销毁囤积的储存， 

使使用化举武器的可能性裉本不存在. 

苏联坚决支持这种作法.苏联忠实于《1925车曰内瓦议定书》的人道宗旨， 

它从未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过化学武器，也从夫将化学武器转让给任何人. 

基于达成全面^效禁止化学武器的愿望，苏联向联合国各会员国提出以下有关 

抆方面的公约的基本条款，备供各国审议。 

一 、 禁 止 范 围 

一般规定 

公纟&各缔约国应承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发展、生产或以:^他方法取得、储 

存、保有、转让化学武器，保证销毁这类武器的囤积储存或将:S>转用于许可的用途， 

保证销毁或拆除具有生产化学武法能力的设施。 

化学武^的定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化学武êâ^"是指： 

(a)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其他致死化学物剂勤：^他有害化举物剂以及此 

类化学物剂的前体.但中旨在用于非敌对用途或不涉及使用化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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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用途且:^类型^#量均适于这些用途的化学物剂除外； 

(b)旨在通过由于:S使用而释放出来的化学物剂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I他 

伤害的任何专门设计的弹药或装置。 

( C )任何专门设计直接用于这些弹药# 0装置的使用的设备. 

I他定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他致死化学物剂"、"有害叫 

根据这些化学物剂类别的各个具体毒性标准（致死性^(或）有害性）决定（根据 

裁^谈剁委ê会商定的标准载入公约）。 

2 ."许可用途"指非敌对用途*不涉及使用化学武器的^事用途。 

3."非敌对用途"指工业、农业、研究、医疗或:^他湘平用途、执法用途或 

直接用于防止化学武器的用途. 

4 .还应在《公约》中规定"化学物剂"、 "机能丧失剂"、"刺激剂"、 

" 前 体 " 、 " 能 力 " 、 ^ " 设 施 " 的 定 义 ‧ 

禁止转让 

公约各締约11应承诺： 

(a) 不直接或间接将任何化学武器转让给任何人； 

(b) 即使用于许可用途，不直接或间接将任何剧毒致死化学物剂、机能丧 

失剂、刺激剂或I前体转让给任何人，但转让给另一个締约国除外； 

(C)不直接或间接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人从事《公约》禁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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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放 

本公约每一締约国应承诺不在别国领土存放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武器^多元武 

鞔.如过去已有在外国领土存放化学武器，则应从外国领土撤回一切类武器（完 

成一义务的日期将在本公约内规定）。 

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ifc转用 

途，转用的数量应与非敌对用途所需的数量相一致。 

2.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或转用应由一国在成为本公约締约国后2东内开始， 

并于1 0东内完成。 

已拥有化学武^的缔约国，为表示诚意，可于本公约生效初期作出初步销毁。 

具有化学武^生产能力的设施的 

消除或暂时改装一 

1 . #一締约国应承诺消除或拆除具有化学武^生产能力的设施。 

2 .消除或拆除具有化学武^生]^能力的设施的活动应于一国成为本公15締^ 

国之曰起8东内开始，并于十东内完成* 

3 .本公症&任何締约国为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目的有权暂时改装原用于生产这 

类武^的设施，#以专用设施或为此目的而建设的设施进行化举武^储存的销毁。 

被准许的活动 

1.每一缔约国有权为许可的用途保留、生产、取得或使用类型^数量与用途 

相一致的任何毒性化学物剂及:^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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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生产的、由储存转用的、每年用其它方法取得的或已有的用于许可用途 

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总量在任何时候均应保持最低限度，不论何种情况下.本 

公约任何締约国的拥有量不得超过一公《^ife 。 

3. 每一为许可的用途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締约国应集中在一处专门设 

施进行此种生产.其相应的生产能力应受特别协定限制。 

人口^环境的保护 

在履行有关销毁或转用化学武器的储存相销毁其生产手段时，每一缔约国应釆 

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保护人口^环境。 

促进发展目标 

本公约应促进为締约国的经济与技术发展，为和平化学活动领域的囿际合作创 

造有利的前提条件。并排除擅入与本公约宗旨无关的活动领域的可能性。 

二、公布和建立信任措施 

1»本公约每一締约国应承诺在公约生效后或在締约国加入本公约后3 0天之 

内公布： 

——其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和生产化学武器能力； 

——化学武器累积储存量^化学武器生产能力； 

—1949年1月1日后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的数量，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 

设备^有关技术资料； 

一每一締约国领土上存在或不存在化学武器储存及储存量.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及其生产能力，这些是由任何其它囯家，任何国家集团.任何组织或个 

人控制或遗留下的。 

2 ‧每一締约国应在本公约生效后或在締约国加入本公约后3 0天之内公.布它 

• .. ― _ _ X\^ 

人!^ 一切活动。 

3 .每一締约国承担义务在本公约生效后或在締约国加入本公约后6个月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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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转用于被准许用途的计划，并在开始销毁或拆除具有生产 

化学武器能力的设施之后的一年内公布设施的销毁和拆除计划.说明设施的AK《。 

4 .每一締约国在为了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目的而暂时改装的一个（若干）设 

施实行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时，应在销毁这*储存的计划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公,布上述 

(若干）设施的抽点。 

5.在一处专门设施为被准许用途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每一缔约国，应 

在^^一设施开始运转之日公布其她点。 

6 .每一締约国应承诺： 

定期通报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的计划执行 

愔况，以及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器生产能力ft^设施的计划执行情 

况。当"^迆活动比计划规定时间提前进行时，缔约国应作出适当通损； 

在开始执行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于被准许用途的计划的各阶段 

及执行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器生产能力的设施的计划的各阶段前三 

个月发出适当通报；将销毁或拆除设施的抽点也以适当通报公布； 

在销毁或转用化学武器储存和销毁或拆除具有化学武器生产能力的设 

施后3 0天之内，就此内容作出适当声明。 

每一締约国应承诺每年公.布所生产的、由储存转用的、取得或使用的下列 7 

物 

a 

(b) 

{G) 

―同防备化学武器直接相关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其他致死或有署化学物 

剂； 

——用于工业、农业、研究、医药和其它和平用途以及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 

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 

一-用干工业、农业、研究、医'药和其它和平用途以及为执行法律而用作刺激 

剂的其它致死或有害化学物剂。 

8.各缔约国应从一项假设出发，即为许可的用途而生产、取得、保有和使用 

的化学物剂及其前体，如因可能被转用于同化学武器有关的用途而被视为具有特别 

危险性，均应列入适当的清单。每一締约国应承诺每年提出这些清单所载列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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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剂和化学物剂前体的资料。 

9. 每一締约国应承诺在每次转让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机能丧失^剌激剂禾口 

可用作二元或多元化学武器部件的其他化学物剂给任何其他缔约国而此种转让又不 

受本公约禁止时提出通如。 

10. 上述公布、计划、通知禾0声明应提交本公约缔约国协^委员会，其内容及 

编制规定的清单程序将在本公约中予以阐明。 

三、确保公约得到遵守 

关于核查的一般规定 

1 .本公约各締约国以囯家^国际措施作为在核査本公约各条款遵守愔况方面 

汫行活动的基础。 

2 .本公约每一締约国应承诺按照其宪法规定在其管辖或管制范S内的任何抽 

方，釆取它认为必要的内部措施，禁止或防止任何违反本公约条款的任何活动。 

3. 为了监察本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的履行情况，任何缔约国可设立一个具 

有必要法律权力的国家核査委员会（一个国际核査组织）；其组成、职责^工作方 

法应由本公约缔约国按照其宪法准则予以决定。 

4 . 为确保其他締约国遵守本公约各条款，任何缔约国有权以符合普遍公认的 

II际法原则的方式，使用其所能使用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拥有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缔约国，在必要时可将它们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并且 

对本公约具有,要性的资料提供其他締约国使用。 

5. 每一缔约国应承诺不采取措施，包括釆取蓄意隐蔽措施，妨碍其他国家的 

国家核査技术手段。 

6. 国际核査措施应在联合国范al内根据其宪草，通过国际程序、通过各締约 

国间的协商与*以及通过本公约各締约国协商委员会的服务予以执行。 

协询与合作 

1 ‧各缔约国承诺在觯决可能出现的与公约的目标或公约条款之适用有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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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相互协商和合作。 

2. 各缔约国将在;^边基础上通过协商委员会交换它们认为必要的资料，以确 

保本公约规定的义务得到履行。 

3. 协商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范围内根据其宪章通过适当国际程序予以进行。 

这些程序可包括利用除了协询委员会以外的一些适当国际组织的服务。 

4 . 为提高本公约的效力，各締约国应以适当方式同意防止旨在对其他囿家履 

行本公约的实际情况进行蓄意歪曲的任何行动。 

本公约各缔约国的协商委员会 

1 .为了进行广泛A^S际协商和合作，为了交换资料和为了促进本公约条款遵 

守愔况的核査，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任何締约 

国有权委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 

2. 协商委员会将根据需要.并根据任何締约国提出的要求，在收到要求后三 

十天内召开^议。 

3. 同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程序、可能的辅助机构、铺助机构的职责、权利、 

义务^工作方法、协商委员会在就抽视察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国家核査组织合作的 

形式等有关的其他问题尚待阐明。 

关于公约遵守情况的 

事实调査程序。就JfH见察 

1 .每一締约国有权通过;^边途径或通过协委员会请求怀疑本公约遭受违反 

的另一缔约国提出有关事实真相的憒报。致送此一请求的国家应向提出此一请求的 

締约国提供有关此一请求的情报。 

2 .每一締约国得通过双边途径或通i寸协周委员^向另一怀疑本公约遭受违反 

的締约国提出进行就她视察的请求。此项请求得于本条第1款范闱内所述各种*实 

调査的可能性均予用尽以后送出，并应包括一切有关愔报以及能证实此项请求成立 

的一切可能证据。 

请求可特别连同有关销毁化学武器累积储存以及销毁并拆卸提供化学武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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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设施的通知，一并送出。致送此一请求的缔约国得对此请求作出有利的考虑 

或作出:^他决定。该国应及时将其决定告诉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并应于该国不准备 

同意进行就地视察时，提供充分令人信服的适当觯释。 

3.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化学武器储存改作许可用途的时间内，应当规定 

有系统ift^对一处（或多处）已改装或专门化设施进行IS际就:W^视察（例如在fl定限 

额的基础上）的可能性。 

4 .本公约应当规定对一处专门化设施专供许可用途的剧毒致死化学物品的生 

产^行国际就抽视察f例如在^定限额ft^杀础上）的可能性。 

向安全理褢会提出控诉程序。 

提供援助 

1 .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行为违反由水公约各项 

条款所产生的义务时，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这种控诉应包括能证实控 

诉成立—切可能证据和提请安全理事会予以审议的要求。 

2. 本公约各締约国承诺，在安全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根据其所收到的 

控诉而发起进行的任何调査中，给予合作。安全理窭会应将调査结杲通知本公约各 

缔约国。 

3. 本公约各締约国承诺，如果安全理*^断定由于本公约遭受违反而使本公 

约任何締约国面临危险，即按照联合国宪鞏向请求狻助的该締约国提供援助或支持 

这种援助。 

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条款均不应被觯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1925 

年6月17日于日内瓦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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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承袒的义务，以及在《禁止细萝（生物）及毒素武器6^发 

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公约》和在《禁止为^事或任何:^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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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本公约各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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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 È息性、毒性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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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应把化学领域的成就完全用来为人类造福， 

，全面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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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締约国承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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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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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人从#本公约禁止締约国进行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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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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品或关鍵前体，是否有任何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键前体的设 

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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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约国所 

控制的上述情况，并说明其场所。 

2. 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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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进行销毁的总计划； 

{c)自1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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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力)项所准许的为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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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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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_以来为研制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在它控 

制下的任诃设施的确切场所及性质，包括试验和鉴定的地点；以及 

a )该缔约国自从（ _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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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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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附件二，各締约国应： 

fa)遵循第四条，提供关于任何化学武器的场所和组成的情报；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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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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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现场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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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其他地方；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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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迟于十年内结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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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在销毁过程中每年提供其化学武器销毁计划的执行情况； 

(h) 不迟于销毁过程结束后三十天内证明化学武器确已被销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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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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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等条款加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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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所控制的化学武器， 

应确保不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 )月内将此等武器撤出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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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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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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不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三个月内关闭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这 

些设施不能操作；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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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按照附件二规定的时间表销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工作不迗于 

公约对其生效后十二个月内开始，不迟于十年内结束；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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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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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于本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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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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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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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现场核 

f 7 )化学武器. 

(2) 化学武器的销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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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前体的唯一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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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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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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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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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法原则的核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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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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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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的执行情况的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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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如接到另一締约国要求澄清任何该提出要求的S家认为引起这种疑问或关切的 

问题的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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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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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締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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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引起疑问的问题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起关切的问题。这种安排不影 

响任何缔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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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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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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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关切的问颞，说 

明疑问或关切的具体理由和要求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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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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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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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义。 

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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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程序通.知所有缔约国，并 

向任何提出要求的締约国提供所掌握的与此有关的一切情报。如有任何締约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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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缔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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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为影响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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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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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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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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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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締约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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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应被视察的締约 

国，并按本条第4段指派一视察小组； 

(b) 应被视察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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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3. 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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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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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浓的视察员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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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应被视察的缔约囯为该小组成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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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察的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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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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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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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被视察的缔约国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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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视察的締约国拒绝这一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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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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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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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缔约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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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约国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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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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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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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根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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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本公约各缔约国声明第1条(C)分 

段所规定的义务是对议定书义务的补充。 

第十五条 

修 正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在本公约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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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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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所有其他締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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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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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交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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筌字的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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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本公约的英文、P可拉伯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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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一 

协 商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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耷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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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协助履行职贵，协商委员会应按本附件B节规定设立一执行理事会， 

其应设立一事实调査小组、一技术秘书处 W及工作可能需要设立的一类他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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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的职贵，尤其应负责逬行本附件B节第1段所列活动。 

5. 除非另有规定，娈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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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出席湘参加表决的多数作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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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主席应由委员会内部选举产生。 

7. 娈员会应向各締约国提交有关:活动的年度报告。 

8 . 委员会费用应由（ ）提供。 

本文件所提系美国当前关于化学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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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及委员会及:^附属机构在国际法方面的人员问颞。 

2 

B节执行理事会 

'二 > 
执行理事会在履行箕职贲时.特别应负 

{a) 

(b) 

(G) 

(d) 

(e) 

(f> 

(g) 

(i) 

(a) 

(•b) 

(c) 

(d) 

(e) 

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确保公约的实施与对公约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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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締约国提供服务，并协助締约国之间进行协商； 

接受締约国的要求，包括关于进行事实调査的要求； 

决定#监督对这些要求应釆取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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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贵.内容包括根据第三、五、六各条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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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协商委员会作出报告； 

在其认为必要时提出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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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II的各一名代表组成，另有一名主席不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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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成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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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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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时，每位成员可有一位或多位技术或:^他顾问进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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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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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员国任期六车，每两年更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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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禾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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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根据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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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必要的査询，#提出适当的事实调査结杲。 

{h)事实调査小组工作的组织安排应# 能够履行职贵。 

(c) 小组在召开会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应将其临时的或最后的事实调査结 

杲转交执行理事会主席。小组的调査结杲报告中应包括小组在会议期 

间提出的所有观点禾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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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及 

议事规则。主席在此次会议上应在与缔约国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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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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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附属机构提供必要的行政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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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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向各締约国分发这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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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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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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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规定的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应负贵解决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的纟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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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会议工佑的组织安排应伸其能够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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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求各国及国际组织提供:^认为完成会议工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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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所有缔约国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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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列入如下各方面的条款： 

附 件 二 

核 査 

A 节 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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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由保存人同签字国协商后佑出规定；委员会成立之后提交的情报，格式则 

由委i会佑出规定。 

2. 应充分精确地标明位置，傅能明确地判明地点^设施。为此，所有位置均 

应标以地名及座标，以及任何:^他正式的或常用的名称，并清楚地标明在有合适标 

度的地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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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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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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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数量。第二条 l (e)分数中提 

到的"专门设计的"设备^化学品，应宣布其类型#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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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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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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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说明其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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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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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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闭并最终销毁这些设备湘结构将采用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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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月或年数）。 

6 .关于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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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化学武器以及或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键前体 

唯一专门设施的生产能力，应说明设想该设施按（计划）操传情况下(一段）时间 

内可生产的终端产品产量。对用于装填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能力，產说 

明设想该设施按(计划）操传情况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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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时间安排和性质并说明转让的物品现在何处，如果知道的 

话.应宣布下述内容： 

(a) 任何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数量具有军事意义（如一Pi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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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鍵前体的设施的操作情况， 

包括计划及有关化学品的名称^数量； 

(b) 每种专用于防护目的的关鍵前体的科学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式、数量 

及用途，以及每种可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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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的规定，应每年宣布细@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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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化学结构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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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开始前六个月 

提出，并应包括商定的为计划禾0逬行系统的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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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 

开始前六个月提出，并应包括商定的为计划湘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眢斥必，t青报。 

6. 根据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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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设施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应包括商定的情报，说明过去一年实际进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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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报。 

7. 如任何締约国根据第四、第五条佑出宣布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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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通知协商委员会，并应说明 

是如何，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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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的这一月月底后3 0天内发出。 

(b) 在发出第一次通知后的五个月内，将所发现化学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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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或及其数量 

量通知协商委员会；通知应说明销毁这些化学武器的计划。 

(C)在规定6^时限内无法提供本段(a)、 （b)分段规定的某些情报的情况下尽 

可能提供，而且说明其余郤分无法提供的原因，并对何,时提供这些情 

报作出估计。 

B 节 现 场 核 査 

A. 一般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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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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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现场仪器。 

3. 执行理事会^所在国应及时商定辅助性安排，此种安全需要做到《凌委员会 

有效而有效率地履行核査职责的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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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的条款。 

4. 应惟出规定给视察员以特权和豁免权，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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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取的步骤。 

5. 应规定締约国因在其领土上进行核査工作享有的某些权利，例如，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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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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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何官方的限制（如，政府的旅行许可等），这种限制会千 

扰视察工作或使所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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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违禁活动。 

应要求协商委员会和有关締约国讲行合作，以利公约规定的核査措施的实 

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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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安全迸行核査活动所需的管理办法。 

9.现场f义表应具有远距离监测的能力，并应具有数据保护和探测破坏装詈， 

其维修工作只能由国际视察S进行* 

10. 应充分考虑技术发展，以确保核査的最高有效性。 

11. 应包括一份关于销毁活动的商定的时间表.以利核查并确保任何缔约国在 

销毁期间都不能取得军事优势， 

B.对储存的视察和临时性监测 

1. 締约国根据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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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实宣布的准确性。这些视察应在作出宣布后（数目）天内完成。 

2. 为确保締约国未在销毁前将化学武器转移到部署地点或秘密地点，应茌国 

际视察员进行证实性视察后，立即在储存设施中安装监测f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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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以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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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被取出销毀前应安装何种事先商定的器对其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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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试验这些仪器。〖义器安装完 

毕后，应反复进行现场视察，以证实初次证实性视察以来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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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武器全部被取出销毁前，为了进行例行监测和维修，如试验f义 

表系统等，国际视察组应定期巡视储存地点。 

C. 对化学武器销毁的核査 

1 .设计的核査程序应能够证实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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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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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察 

员应到场。视察员应对被取出的化学武器讲行核査，并花这些化学武器装上运载工 

具后立即将储存设施重新封闭（但视察员无需押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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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场仪器，并由现场视察g对销 

毁进行核査。销毁设施操作时，视察员应始终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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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目的，销毁过程不得为 

可逆'〖1 

D. 关闭、视察,f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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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视 

察应在作出宣布之后（ )日内进行。随之应实施核查程序，以证实各締约国并 

未茌设施中恢复生产或恢复装填工作，并证实设施并未被撤离。 

2. 应拟出~"fô`关鍵设备清单，并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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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前应设量何种事先商 

定的f义器对其监测a应茌设施被宣布封存之前，花所在国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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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小组安装和试验这些〖义器。在封存设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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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査程序应使之证实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已被销毁。 

2. 国际视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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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相符合。茌销毁期间，如实施了商定的 

程序包括利用现场视察f义器以确保该设施在销毁阶段处于不操作状态，视察员不必 

连续驻守。在整个销毁过程中应定期地讲行现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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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汫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的程序加以销毁。在视察员同原清单核对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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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并应讲行一次最 

后的国际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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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一的专门生产设施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禾口关 

鍵前体，其产量并未大幅度超过一《 

2.应宣布设施的准确位詈；设施被使用之前，应由国际视察S进行视察，以 

确保其能力不允许每年的产量大幅度超过一"^应安衮现场〖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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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察员应有权定期地视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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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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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有权的程序:*行。 

3.在视察期间，国际视察â应有权审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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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处 

理地区取样、并以两定的方法对其加以分析。视察员除了需要为履行其if定的职责 

外，无权更多地干预工厂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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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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义器（如，终端产 

品取祥器)。 

5. 关于改变终端产品的设施或大度改变该设施生产能力的计划应预先向国 

呩主管当局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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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工作的时间的情报。应允许国际视察员茌改造工作完戍后立即对^定的地区讲行视 

察。届时应按需要安装新的〖义器或换置别种f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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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出规定， 

其中包括： 

要求对ÇI被视察的地区作出定义； 

开放应被视察地区的时间期限； 

一个视察小组最多的人数名额； 

任命视察人员的服务期限； 

前往视察地点的路线和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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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视察和测试的程序，包括取样和拍照的程序； 

对情报所有权和秘密情报的保护，包栝对未经授权而泄露此种情报应 

负的贵任； 

应由所茌国提供的服务； 

视察人员的权利，包括特权和豁免权； 

所在国的某些权利； 

经费的分派； 

报告的准备； 

调査结果的传达； 

在具体情况下行使的额外的权利； 

视察持续的时间。 

(a) 

(b) 

(c) 

(d) 

(e) 

(f) 

(g) 

(h) 

(j) 

(k) 

(1) 

(m) 

(n) 

( 0 ) " 

(P) 

2.对于第十条第1 (b)分段所指的"由締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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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的。 

3. 娄员会应运用下述原则决定是否要求一締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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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起任伺关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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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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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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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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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Pa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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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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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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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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化学品总量和关于化学品最终使用的统计资料凝 

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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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关键前依 对于细目C所列的每一种化学品，各締约国对生产、逬口或 

出口总量大于（数量）的每种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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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或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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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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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丙胺基乙基硫赶甲基，酸乙酯（VX) 

2. I I , N — 二甲氨基氰基辚酸乙酯（塔崩） 

3. 甲基氟聘酸异丙醋（沙林） 

4 . 甲基氟膦酸特己S(梭曼） 

5. 双（ 2氯乙基）硫醚（芥子气） 

6. 二 苯 羟 乙 喹 呼 环 酯 （ B Z ) 

7 .海藻毒素 

8 . 3 , 3 —二甲基丁醇一 2 (频哪碁醇） 

9. 二氟甲膦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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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 B 

1 

2 

3 

4 

5 

6 

7 

二氯碳銑（光气） 

氧氯化磷 

三氯化磷 

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硫甘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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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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或丙基一, 

2. 磷酸甲酯和或璘酸乙酯 

3. 3, 3—二甲基丁醇—2 (频哪基醇） 

4. :h, IT 二取代—e—氨基乙醇 

5 . U， If 二取代—|3 ―氨，乙臧醇 

6, II， N 二 取 代 — 氨 基 卣 乙 烷 

(卣原子—=氯、溴或殃） 

其它有毒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1. 苯基、烷基或环烷基取代的羟乙酸 

2. 3—或4—羟基吸P定及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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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 2日第CD/CW力P. 30号文件，附件三牙口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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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致死化学品，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确定皮下注射以工D5。'表示的致死性限度，是为了以O. 5m^g和lOmg/kg 

区分三种毒性类型。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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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在一次实际试验中,二如果死亡率高于50%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型； 

如果死亡率低于5 0%,该物剂则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型。 

3。 试验程序的叙述 

3. 1实验用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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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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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人工照 

明的顺序应是1 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使用试验室常规食物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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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动物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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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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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m g , l试验物质的 

1 m l /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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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只动物，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另一组的2 0只动物注射含 

有 l O m g , l试验物质的 i m l / k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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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就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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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g/n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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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g,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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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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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收到 

的Ef期以及收到的^在试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剂* 

(4)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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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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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t 5。表示的致死性限度是为了以2， OOOmg ml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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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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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用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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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人工照明的 

顺序应是1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使用实验室常规食物喂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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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鉬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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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度、稳定性、沸点、闪燃点、挥发压力等），并在确保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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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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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下列参数进行测量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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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in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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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果不明确 

(例如死亡率等于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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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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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动物的死亡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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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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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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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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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筹备协商委员会第一 

届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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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委员会经费的解决办法如下（细节）。 

5. 筹备委员会应： 

(a) 选举本委员会的官员，通过委a会的议事规则，根据需要随时开会， 

决定委员会开会的地点，并设立奚认为必要的委员会； 

(b) 任命一名执行秘书#配备工*人员，以行《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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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所负贲的活动经费问颞； 

(2) 委S会活动的第一年计划及预算问题； 

(3) 为秘书处配备工佑人员的问题，以及 

(4) 委员会常设办事处的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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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其活动的 

综合报告。 

^ >0< >0< >0< »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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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EKGLISH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工作文件 

协商委g会的组织^职能 

一、总的条款和结构 

1. 为了保证进行广泛的国际协商和合作，交换情报^促讲核查工作，以便公 

約的条款得到遵守，公约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设立一个协商娄员会。 

2. 各缔约国应有权指派一名代表参加协商委i会，该代表出席会议时可配备 

一至多名顾问，协商委ê会会议主席应由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 

3. 除非另有决定，协商委g会每年应举行常会。该委员会应每隔五年审查执 

行公约的情况，以便确保其目标得到实现，条款得到遵守，协商委g会在接到任何 

缔约国有充分理由的请求后，可于接到该请求起的3 0天内召开一次非常（特别） 

会议，以审议紧急问题。 

4 . 协商委g会就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S协商一致。如在会议期间无法达戍协 

商一致意见，各缔约国可在会议最后报告中列入自己意见，以`§^>约的其他缔约国 

政府事后研究。花可能情况下，有关委i会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应协商一致作出决 

定，否则以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委员会戍g的多数决定。 

5 .协澍委S会会议的结果应在其会议记录中以及在散发给所有缔约国的最后 

报告中得到反晚 

6.在会议休会期间，与促进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由代表协商委g会的 

执行理事会处理。 

执行理事会应由各締约国的 1 5名代*及一位主席组成，主席应由协商委会 

最后一次会议的主席担任。理事会的10名成g由协商委ê会考虑了政治上及地区 

上代表性的均衡原则，同各缔约国协商选举产生，其任期为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戍 

GE.84-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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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余五个席位应留给参加公约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抠任。 

7 . 执行理事会就实质问题作出决定应协商一致。如杲关于进行现场视蔡的请 

求无法在24小时内达戍协商一致的意见，S将执行理事会所有戍g对这一问题的 

各种意见通知提出该请求的国家。执行理事会在可能情况下就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 

程序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协商一致，否则应由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的戍g的多数票决 

定。 

8.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g的配备应按照缔约国在政治上5_地区Jl代表性的均衡 

原则。该处应包括由缔约国国民担任的视察S和专家。 

9. 协商委S会可以设立必要的附属技术机构。 

二 、 职 能 

协商委I员会应该： 

1 .为所有有关的締约国就所有与执行和遵守公约有关的问题提洪讲行讨论的 

论坛。 

2 . 协调所有形式的核査工作，并为各国核査机构及国际核查机构之间的通讯 

联系缇供条件。 

3. 与所有缔约国商量制定出标准的核查技术。 

4 . 接收、储存并传送各締约国根据公约提洪的情报，包括关于化;^武器锗存 

与生产设施的宣布、逋知和声明，关于销毁或转用此类储存以及消除（销毁、拆除 

或转用）设施的计划，以及关于3^准许目的而生产的、从储存转用的、使用的、获 

取的或转让的化学品每年作出的宣布。 

5. 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应对缔约III为执行和遵守公约的问题iff行协商，花双 

边或多边基础上交换情报或从有关的国际组织获取服务方面提供服务。 

6. 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随后将用以确定对各销毁储存或生产准许目的的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施进行现场视察的方法和时间安排的标准。 

7 . 根据公约条款的规定核查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 

8. 根据各締约国提洪的关于化学武器储存及用来销毁这些储存的设施的技术 

特点的情报，以及关于生产准许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设施的技术特点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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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商定的标准确定对各个设施进行国际现场视蔡的方法和时间安排， 

9.审议各缔约国提出的讲行现场视察的请求，并茌作出积极决定的情况下， 

征得当事国的同意后行视察。 

10. 在有关締约国之间直接达戍协议后进行质疑性现场视察的情况下，如杲一 

个或几个缔约国提出请求，则由技术秘书处的视察§参加这类视蔡。 

11. 批准执行理辜会关于执行和遵守公约的情况报告、关于特别技术的建议、 

以及关于执行理辜会茌协商委员会休会期间工作的真实的报道。 

12. 审议并决定有关行政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并在商定的财政捐献的范围内批 

准预算' 

三、同各缔约国的国家核査机构进行合作 

协商委员会应该： 

1. 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定期同缔^国的21家机构开会，以便在确保遵守 

公约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的有效性。 

2. 在一个专门设立的技术性机构内，为各国核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提洪标准国 

际核査技术及使用有关设备方面的训练。 

3. 和各缔约国协商制定封闭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或其关键部位)的程序， 

设计封闭装置并提出关于缔约国的国家核查机构可能使用这些装置的建议。 

4 . 在视蔡工作期间，视蔡人S应有权请求各国机构负贲执行公约的官员花任 

何与此类视察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提供协助。 

5. 在缔约国收到关于正常的国际现场视蔡系统或具体说明此项视棻的具体目 

的的质疑性现场视蔡的通知，视察小组到达有关缔约国领土入境地点的大概时间以 

及视察员的简历、姓名和国籍的情况下，该缔约国要在收到通知之日起的两天内声 

明已经收到通知，并转而（花进行质疑性视蔡的时侯一取决于它就此达成的协议） 

提洪一份代表S家机构负贵执行公约的官S名单，而这些官员则可以为讲行视察提 

供方便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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