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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会议 
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6 
审议在发生指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情况下 
经任何缔约国请求而提供援助并与有关组织协 
调的问题，包括提高疾病监测、检测和诊断的 
国家能力以及改善公共卫生系统 

  可能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背景资料： 
北京国际研讨会报告 

  执行支助股提交 

 内容提要 

 科学院间委员会、国际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盟、国际微生物协会联盟、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于 2010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在中国北京联合

举办了题为“与生物或毒素武器公约有关的科学技术趋势”的研讨会。政府机

构、学术和研究机构、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主要讨

论了两大议题：生物学进展成果是否可被滥用于增加生物武器威胁；哪些检测手

段和反措施技术可有加强防范这一威胁的努力。 

 

 

  BWC/MSP/2010/INF.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会议 

 

6 December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BWC/MSP/2010/INF.1 

2 GE.10-63911 

 一. 主办组织 

1.  科学院间委员会是 1993 年建立的世界各国科学院的全球网络。它的宗旨是

协助各成员科学院共同努力向公民和政府官员传播全球重大问题的科学知识。该

委员会尤其重视协助年轻和小的科学院实现这些目标，通过其活动创造的连接手

段和网络，所有研究院都能够提高它们在公民中的知名度和在决策者中间的影响

力。科学院间委员会执行理事会于 2004 年设立了生物安全工作组来协调这一领

域的活动。其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尼日利亚、波兰(主席)、联合王国和美国的

科学院。科学院间委员会及其成员科学院相信，科学、科学知识和科学进步是人

类文明的一部分，对促进人类福利和福祉至关重要。它们认为，科学方法可有助

于建立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这些信念是科学院间委员会及其事业的基石。因此它

不懈努力在关系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发出科学的声音。 

2.  国际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盟由 77 个国家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协会组

成。它的任务是通过支持有关科学领域的增长和发展，推动生物分子科学的进

步。该联盟建立于 1955 年，一直致力于改善较不发达国家的生物化学，促进国

际合作，推动高水平的研究、讨论、应用和出版，制定方法、术语和符号方面的

国际标准。该联盟还大力推进负责任科学的规范、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3.  国际微生物协会联盟成立于 1927 年，其宗旨是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微

生物研究。为了鼓励国际合作，该联盟协助发起、推动和协调国际研究，通过国

际会议传播研究成果，代表微生物界参加国际科学理事会。该联盟包括三个部

门、六个专门国际委员会、八个国际委员会和两个国际联合会。这些机构参加各

种活动，从微生物的分类和术语到教育和普及。该联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促进微

生物科学领域的安全和符合道德的研究，特别是生物安全。它鼓励其成员遵行

《道德守则》，防止科学知识和资源被滥用，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和保护公众安

全。 

4.  中国科学院是自然科学、技术和高科技术发展领域的主要国家学术机构和研

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建立于 1949 年，它的任务是进行技术科学研究，调查中国

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数据以协助政府决策，组织人员培训，促进国家高技术企

业发展。作为未来的愿景，中国科学院希望发展成为中国先进技术产业的发展基

地。截至 2010 年，它已拥有 80 个专门负责发展创新技术的国家研究所。 

5.  美利坚合众国国家科学院由四个部分组成：国家科学研究院、国家工程研究

院、国家医学研究院和国家研究中心。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和工程

研究，特别是用于大众福祉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此外，还被请求向美国联邦政府

提供科学和技术事项的咨询。国家工程研究院除了主持工程研究活动外，还与国

家科学研究院一起向联邦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医学研究院主要审查公共卫生

政策，还向政府提供这些问题的咨询。国家研究理事会是国家科学研究院和工程

研究院的主要业务机构。 



BWC/MSP/2010/INF.1 

GE.10-63911 3 

 二. 北京研讨会 

6.  研讨会第一天讨论了生命科学进展成果是否可被滥用于改进现有生物武器或

发展新武器。有关发展领域被分为以下有关类别：设计、制造和生产；撒布和运

载。关于前一个领域的会议主要讨论了生物信息学和计算工具；系统生物学；合

成生物学；生物反应器和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和重组药物；以及神经科学的

发展。关于撒布和运载手段的会议主要讨论了气溶胶和空气生物学；以及纳米复

合材料被用作运载系统。 

7.  研讨会第二天主要讨论了可减少生物武器使用和缓解生物武器影响的发展动

态。关于检测、识别和监测的会议主要探讨了：后基因组技术；生物法医学；生

物传感器的趋势；生物传感器的发展；某些这类技术实际应用的案例研究。关于

防御和反措施的会议探讨了：疫苗和医学反措施；病毒和生物管制的进展；新兴

感染病例的监测和分子诊断；农业安全问题。 

8.  研讨会还举行了一次关于科学传播的会议，讨论了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科学交

流；技术对科学合作的影响；以及传递风险概念。 

9.  会议还利用分组会议鼓励与会者之间的交流。会议的两大主题各举行了分组

会议。与会者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约 20 人，讨论一套共同问题(见附件)。 

 三. 研讨会的成果 

10.  主办组织正在编写会议报告，报告将介绍所涉领域和讨论的详情。报告将

主要论述与《公约》有关的科学技术进展及其潜在影响。报告还将提出政策建

议。与会者发言所表达的一些真知灼见，将为缔约方会议期间举办的并行活动提

供素材(20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 9 时至 10 时)。研讨会报告完成后，将分送各缔

约方，并作为筹备第七次审查会议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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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组会议议题 

  第一分组会议：有害应用的可能性 

1.  根据全会讲演和讨论以及你自身的经验，过去五年在第二、三和四次全体会

议所讨论的领域有哪些最重要的新科学技术发展，未来五年还可能有哪些重大发

展？ 

2.  这些变革能否影响生物武器概念、材料或运载机制的发展或出现？其决定因

素是什么？ 

3.  在这些发展引起人们关切之前，有哪些技术障碍需要克服？ 

4.  随着这些领域继续取得进步，如何跟踪和评价这些未来发展，这些未来发展

是否可被用于生物武器的建造或传播，或作为防御手段和反措施？ 

  第二分组会议：应对生物武器威胁的可能办法 

1.  根据全会讲演和讨论以及你自身的经验，过去五年在第五、六和七次全体会

议所讨论的领域有哪些最重要的新科学技术发展，未来五年还可能有哪些重大发

展？ 

2.  如果这些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它们如何影响全球的生物防御和缓解能力？

防御手段和反措施方面有哪些新发展可以应对这些新兴威胁？这些发展是否可提

供防御或应对能力，缓解本次会议所提到的技术构成的威胁？ 

3.  有那些差距需要填补或技术障碍需要克服，才能有效应对全体会议提到的技

术发展所造成的威胁？ 

4.  随着这些领域继续取得进步，如何跟踪和评价这些未来发展，这些未来发展

是否可被用于生物武器的建造或传播，或作为防御手段和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