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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ŒSE 
Origxnal: EHGLISH 

日 本 

关于日本釆用新近安装的小型地震 

台阵对囿际监测系统的贡献的工作文件 

国际地震监测系统的效率取决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地震台站的侦察能力。这 

就意味着系统中各个台站的侦察能力的改进对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日本在中部地区的松代«观测站（MAT )周围安装了一个小型地震 

台阵。该台阵自1983年4月起，开始在半常规基础上进行操作。MAT是世界地 

震网中，东亚地区的少数具有若干种高质量地震仪和有经验的地震专家的台站之一。 

上述台阵有数种重要目标，其中之一即对其偾测能力的改进。MAT有可能将比以前 

更有效地对国际«监测系统作出贡献。 

该台阵的直径釣为1 0公里，其布局为六台地震仪呈六角形排列，并在中心再 

设一台地震仪。该台阵将波形的数字记录发送至中心站，中心站用计算机系统对记 

录进行处理和分析（GSE/j a p a n /<l6 )。本文根据今年4月份以来的观测结果， 

报告该台阵侦察能力的改进和其他细节。 

(台阵系统的结构与该系统处理、分析概述) 

本台阵结构如图 1所示。艇部分以下 ^式对数»行自动连续预处理： 

(1) 用表1所示方法区分地震事件和噪声 

(2) 用对P波进行频率分析（如：零相交计数分析）来区分远震事件和近 

震事件 

(
3) 用表2所示方法计算震中方位 

处理-分析部分进行下述工作： 

(处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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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到达时间和各种波的最大振幅进行自动读数 

(2) 各地震&自动校准 

(分析部分） 

( 3震中及震级计算 

日本为有名的地震多发地区，故地震资料丰富*囡此，如某个参加国际地霸监 

测系统的台站H工作需要迅速作出报告，采纳上述触发系统、自动区分远、近窟事 

件系统和处理一分析部分的自动系统是很有效的. 

从已得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说触发系统是足够可靠和有效的，因为凡是MAT 

工作人S从模拟式数据测到的大多数远震事件均为触发系统所侦察到（见图2 — 1 )， 

所有测到的事件中只有1婉为噪声（见图2 — 1 ), 

至于对远、近震事件的区分，图3表明零相交计数分析是十分可靠的，并且， 

图4表明，在发送部分获得的触发时间可用作处理一分析部分用A R模式的 ( T o k o t a 

et al ， 1981 )自动读数的初始这些事实表明，该台阵改进了 MAT的处 

理能力，并对国际地震监测系统速度和准确度的改进是有贡献的. 

(侦察能力的改进） 

在此之前，MAT的偾察能力如图5所示可侦察到所有震级（M B )大于5.0， 

震中距离约3 (J以内的地震的8跪* 

安装该台阵后，我们可以指望信/噪比提高9分贝，并可推论，该台阵的侦察 

M B的能力应提高0. 4. 

但是我们迄今从该台阵获得的数据表明，侦察MB的能力只提高了 0. 2 .这可 

用如下事实来说明：获得的事件数为MAI^他地震&人工读出获得的数字的144% 

(见图 2 — 2 )，另外，根据MB和事件数的古登堡——里克特关系式也可推断出 

这一,钆 

因此，可以推论，对于MB为5. 0 ,震中距离 6 Ô之内的事件，偾察能力为80% 

可以预期，对于MB为5.0，震中距离小于6(T的事件，侦察能力应可接近8飚， 

(结论） 

如上所述，该台阵系统改进了 MAT的数据处理能力和侦测能力.因此，MAT 

对国际地震监测系统将有更大的贡献，另外，MAT本身已具有震中确定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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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对国际系统也是十分重要的.MAT可通过观察和研究对这些能力进一步改进, 

从而更有效地为国际系统傲出贡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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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区分地震事件和噪声的方法 

方 法 

四 点 法 
对指定的4个台站的短期平均值（STA约1秒）^长期平 

均值（LTA约2 0秒）进行比较 

波 束 形 成 法 比较形成波束的波形的LTA和STA 

P F T法 比较约13秒的频谱振幅 

表2、判断震中方位的方法 

方 法 

波 束 形 成 法 
用每8个方位的形成波束的波形选择具有最早鲑发时间的 

方位 

初 动 法 从每个指定台站的初动振幅判断入射方位 

人 工 纠 正 法 
用对指定的一个台站及其他6个台站的2秒波形相互纠正 

系数判断入射方位 

表3、自动读数 

用发送部分的勉发时间进行A R模式的地块指定 

± 

提取各种到达时间 

(AR模式：通过对确切H相根据过去数据预测的值进行比较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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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1 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给裁萆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 

华沙条约缔约国党政领导人莫斯科会议结果声明文本 

我谨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1983年6月2 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 

缔约国党政领导人莫斯科会议结果的声明。 

我请求你做出安排将此声明作为裁箄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筌字) 

GE.85-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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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古人民共相国政府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热烈欢迎1983年6月2 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 

沙条约缔约国党政领导人莫斯科会议结果. 

莪们认为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及时、最有积极S义的行动. 

它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极其危险的爭态发展和核战争威胁的增长的注葸.并呼吁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牢记人类的根本利益，清醒而客观地考虑出现的形势。 

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著和平和建设性的精神，重申实现恢复和平、缓^和 

合作的政策，它们呼吁西方各国，对1983年1月5日华沙条约缔约囿布拉格政治 

宣言提出的为缓和國际紧张局势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广泛措施，以及最近苏联政府 

提出的各项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 

莫斯科会议的与会国特别强调，极需尽快缔结一项协议，排除在西欧部署新的 

美囿中程核导弹，规定减少已在那里部署的此种武器的数目，以便确保在尽可能低 

水平上的均衡，严格遵守平等和阇等安全的原则* 

除此之外，还提出了一项切实的建议作为对上述建议的补充。那新是对所 

有核武器囿家、首先是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进行冻结。与本建议密切相联的是所有 

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不首先便用核武器的问题。执行这些措施是特剁重要的，它有 

助于防止核灾难，有助于觯决我们这小时代的关鍵间题一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 

核军备竟赛，并过渡到裁军。 

华沙条约缔约国重申.它们^极建议缔约一项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关于互不使 

用军筝力量，维持华沙条约缔约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关系条约， 

并建议即行开始为此进行切实考虑。 

它们还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提出一项切实的建议，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 

谈判，以达成一致葸见，从1984年1月1日起不增加军事费用，并^此后为削减 

军费制订措:^ 

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否执行将完全取决于北约成员国是否采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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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并轰现出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蔥愿. 

派代表参加莫斯科首脑会议的国家从精神上和字面上忠于它们在赫尔辛基承担 

的崇高的义务，呼吁欧洲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从欧洲及全世界消除核威胁，把欧 

洲变成一小既没有中程核武器，又没有战术核武器的、和平的大陆。 

爱好和平的社会热烈赞许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囯关于宣布它们决不容忍向其施加 

军事优势决心的宣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声明，保持在尽可能低水平上的均衡是最符 

合所君人类和平和安全利益的。 

蒙古人民共^国政府完全支持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宣言，它清楚地表达 

了它们为保卫人类的和平未来，完成历史所赋予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和平使 

命抝共同政治君愿.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小不可分割的组成郁分，它将竭尽全力促进 

执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性建议，以防止核战争，停止军备竟赛并实现裁军, 

以保卫安全，维护相平，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 

^ i n r 3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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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年 7月 1 1日芬兰常驻代表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题为 

《系统识别化学战剤：对战剂前仏非磷剂 

M产物及一些潜在剂的识别》文件 

我侖递交一份文件，题为《系统识别化学战剂：对战剤前仗非磷剂降解产 

物及一些潜在剂的识别》。本研究报告代表了芬兰致府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化 

学武器方面的进一步贡献。 

如蒙将此研究报告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将不胜感激。 

芬兰常驻代表 

兰坦宁大使（筌字) 

'本文件只有英文版，已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中进行了有限的分发。如有需 

要，可向在赫尔辛基的外交部索取。 

GE.83-6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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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斯 拉 夫 

工 作 文 件 

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査程序的一些技术方面 

引 言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1982年7月2 6日第CD/29»f工作文件中表示了它对化学 

武器公约中核査的某些方面的一般观点*它特别提出了关于三种基本类型的国际核查 

的概括的观点以作为审议不同等级的国际梭査的工作设^ 

本文件将在一定程度上讨论核査程序中与公布化学武器储存有关的某些技术方面, 

包括用于生产化学战剂的设施和化学武器装填设施，销毁化学武器储存以及监测用于 

生产经许可的剧毒性化学剂的设:^ 

性 ^ % 

前述活动的各阶段本身都是涉及许多技术活动的非常复杂的过1必须注意到各 

个设施采取的技术程序不同，这些过程和活动也十分不相同.例如，化学战剂的生产 

设施可以被改用于生产化学工业所需的为许可用途的化学品，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成 

份中只有一些可被完全销毁而所有其他的装置、器械和测量仪器都可以十分有益地加 

以利用。同时，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在ib之后，它们 

本身也应加以销毁. 

在考虑化学战剂时核査程序也很复杂.根据现在将化学战剂按其毒性划分为三种 

类型的方法，就有必要考虑并实行不同类型或程度的核査.就至今所审议的情况来看， 

许多国家认为在核査剧毒化学品的销毁情况时监督应该是全面的，而在销毁有毒的或 

箕他有害的物剂储存时实行的措施可以不那么严厉。这就意味着现场视察适用于前一 

GE.83-6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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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即可以是有系统的視察也可以是抽查.而在销毁致死剂或其他有害物剂时 

则可实施国家措施并隔一定时期举行一次现场国际视察* 

迄今为止，在对国际和国家核査措施的组织和形式的审议中，前者对后者的关 

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关系都未得到充分的澄清 •未来公约缔约国在施行国家核査措 

施方面的义务与权限问題上也是如 t虽然国际核査必须按照商定的程序进行这点 

已得到普遍同意，但在国家核査程序方面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例如，尚不完全明确的是：国家视察小组是只对其本国政府负贲还是也应对协 

商委员会负有一些直接的义务*如果这个机构被赋予全面执行公约的主要贵任，国 

家小组与协商委员会之间应如何进行合作？在另一方面，系统的现场视察并不是也 

不应总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特别是考虑到某些国冢"iA为这种类型的监督并不总是必 

须的.但是，无论核査的种类如何，重要的是必须在信任的基础和核査措施协议的 

基础上进行， 

国际监督措施特别应在公约遭到违反的情况下加以应用，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 

现在已获得普遍接受，如果监督要有效，就应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尽快地进行现场视 

泉只有这时視察才可靠，才能提供确立事实的一切必要的情报. 

在所有考虑到的情况下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哪个机构应在发起核査过程和 

决定核査手段中起主要作用？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协商委员会而箕专家小组协同工 

作*协商委员会应有贲任通知将在其领土上进行监督的缔约国将采取什么核査措m> 

^核査的一切方面达成协议后，即应进行筹备工作* 

在此过程中，也有必要列出一系列的实验室和使核查的技术方法标准 t上述 

办法是获得必要的专门知识和客观的结果的唯一办法.在核査过程中应使用最先进 

的视察办法*如同我们多次指出的那样，也有必要在缔约国之间对乙标准化的化学 

方法、生物方法和毒性方法上进行合作.这将保证对结果的及时掌握，即使在没有 

現场视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控制取样分析.我们认为，鉴于许多国家目前对在化学 

和毒性学领域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意见一致，进行这种合作是可能的》因为现在 

有可能进行遥控，这就有助于对化学武器储存销毁过程进行全面的各种不同方式的 

监狐这些都是使公约得以执行的必要因素，但是，如果各缔约国之间相互信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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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施行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将会大得多。我们的意思^是说，拥有化学武器储存的 

国家一开始就必须坦率地公布其储存以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关键前体生产设施. 

在这整个过程中，非常直要的是要为协商委员会提供关于化学武器的准确资料以便 

它能决定并在专家小组的合作下提出相应的孩査措施. 

化学武器储存的公布 

正如人们多次强调的，本公约生效后，现有的化学战剂和化学武器的储存应立 

即或尽快予以公布，已具体规定在三十天内予以公布，我们认为这对于公布如下内 

容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储存在容器中的化学战剂和化学武器； 

一这些储存的地点； 

一如在外国领土上应说明储存地点及归谁管辖； 

一化学战剂的类型和化学武器的类型（化学战剂以及各种化学品，应分 

别公布它们的化学名称和常用名称，它们的毒性和质量）； 

-化学战剂的数量（以吨计算）和化学武器的数量（弹药单位数、地雷、 

火箭、导弹弹头、炸弹及其他）；应说明单个弹体内化学战剂的重量； 

一关于销毁这些储存的方式的建议； 

―初步拟定何时开始销毁储存的建议； 

一核査方式（监测销毁过程的国际方法与国家方法）的建议。 

在这一阶g,締约国还必须公布能用于生产化学战剂和装填与生产二元武器的 

前体（关键前体和其他化学品）的储存，我们理解它的薰思是，締约国有义务公布 

所有含有P—CH 3和P — C2H 2键的磷有机化合物关键前体的储存，还要公布所有 

K IT 二取代一氨基乙醇， A B 二取代一氨基乙琉醇，二取代一氨基卤乙烷的 

储存以及其它有害化学品前体的储存（见：1983年2月3日第CD/CW/CTC/40 

号文伴； 1 9 8 3年 4月 1 2日第CD/CW/WI>/46号文件；1983年3月8日第CD/ 

3 5 3号文件） 9 

这一公布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前体的类型（化学名称），以咤计算的数量以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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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储存地点，如非部署在自己领土上则说明储存于何处，其数量如何； 

一关于销毁这些前体或将其转化为许可用途的可能性的建议. 

如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締约国不能立即提供所要求的关于化学战剂或其前体的 

质量的情报，它应于3 0天后尽快提供此种情报。 

如公布所包含的It报精确，建议中的孩査措施将会更客观，协商委员会相締约 

国将能更实事求是地估价这种监督的重要葸义.在公布化学武器过程中，如能说明 

下列情况将是有益的：在核査过程中使用的化学或毒理学的监督方法，用什么方式 

进行取样；如何处理结果；在何处汇集结果. 

化学战剂的生产设施和化学武器的装填设施 

在进行公布时，一切生产化学战剂的设施、生产关键前体的设施、生产化学武 

器的设施以及直接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其它化学品的生产设施均应予以公布，并同 

时关闭。公布应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一设施的地点及归谁所有； 

一关于技术程序、设施能力、原材料的全部文件； 

一技术文献（器 I测量仪器、装置、通风系统和其他），特别需要强 

调的是楼面布置图的关键部分； 

一关于销毁部分设施（关鍵部分）或整个设施的建议. 

公布关键前体和化学品（前体)的生产设施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这些生产设施的技术程序、能力和技术文献，以及关于如何进一步处 

理，即这种设施是销毁还是拆除的建议. 

化学武器的装填设施也应于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予以公布，并同时关闭.鉴于 

这些设施不同于化学战剂的生产设施，必须说明如下问题： 

一此种设施的地点； 

一使用何种化学战剂装填，化学武器的类型^种类； 

一装置和测量仪器； 

一装填设施的能力； 

一进行销毁的建议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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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 

由于化学战剂既可以在武器中（大炮的弹药、地雷、火箭、导弹弹头或炸弹及 

其他）也可以在容器中存放，因此，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销毁容器中的化学战剂 

过程中，也应有所区别。 

实施公约时，这两个过程都非常重要，因此应予相当重因此按照毒性公布 

化学战剂时，必须提供准确情报：剧毒致死性化学品，致死性化学品，和有害化学 

品；此外，带有或不带有爆炸物的化学武器类别，以及化学战剂容器的大小与数目。 

销毁的方法即根据此种情报提出。到目前为止对此问顕的审议得出的结论是，销毁 

方法的选择将取决于化学战剂的类型。©此，对iperite类的化学战剂，提出使 

用焚烧的方法，对有机磷化合物（沙林、索曼、及其他），使用焚烧和中和法， 

在某些情况下，津议两个程序结合使用。重要的是使用的程序应确保能彻底分解有 

机分子的结构，这样就不可能在随后处理化学废物时把可用于生产化学战剂的原料 

分离出来。例如，在销毁沙林和带P—C鍵的其他化合物的过程中，必须在销毁过程 

中使该鍵完全销毁掉。 

同销毁过程有关的主要问颍，是确保充分监督该过程的方式，以肯定所有公布 

的数量都已销毁。最有把握的监督当然是国际专家组人员一直在场。但随之又产生 

另一个问题一—该小组是否有必要一直在设施现场并实行监督，因为人所周知，储 

存销毁的过程有可能用好几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销毁剧毒化学品最 

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是抽査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仏用不蓍说，控制技术程序和记录 

参数（圧力、温度及其他）均由计算机进行分析，销毁的技术过程便是自动的。此 

外，定期进行化学战剂^分解产品的取样并送至某些试验室化验。在销毁过程中， 

对周围大气（通过自动侦测器）废永（通过取样）进行自动监测。整个监测系统 

在销毁设施进行运转以前，由S际专家组建立并固定下来。 

我们认为，有毒致死性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储存的销毁，可在国家^察组 

监督下进行，贲成该视察组定期向协商委员会提交监督汇报，并定期向专门的试验 

室送交有待化验的抽样。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现场视察是抽査性的。 

对许可用途的剧毒致死剂生产设施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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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设施的监督应自动进行，所获资料应储存在资料锗备中心、要对情报定 

期整理并送至国际监督组。凡资料产生矛盾之处均有必要对设皿行国际现场视落 

X X X X X 

在准备工作期间，有必要详细拟订监督的技术方法，不管是储存销毁过程的自 

动监测，还是对过程关键部分的取样分析。对这些取样的分析，应使用标准化方法 

(化学的和生物的）在专门的试验室内进行。所有结果均自动化整理，并送至中心， 

在该中心，协商委员会的专家组核査来自以下各处资料的正确性：化学武器储存销 

毁过程、设施的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装填设施的销毁、以及设施转用于生产菌体 

在这一憒报的基础上，协商委员会应就核査àt«中今后实施的措施作出决^0 

J^f^ -，、 , ， * 



法 国 

冻 结 核 武 器 

外交部对苏联 6月 2 1 日 提 出 的 " 冻 结 " 核 武 器 的 建 议 的 ^ 

法国在回答苏联于6月2 1日提出的冻结核武器的建议时提醒莫斯科，法国在 

去年联合国大会讨论类似的提茱时就曾作了否定的反应。 

向苏联当局发出的照会特别强调了这种冻结不会对自苏联和美国开始的、为裁 

减核武库的努力作出有效贡献的原因。 

首先，这种冻结会产生在一小不一定能够预先确定的时期内维持现有的不平衡 

状况的作用。 

这就葸味着牺牲那些表现出节制态度的国家的利益，而给予任何已进行了大规 

模军备集结的圜家以持久的有利地位。 

因此而安全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处于一种无法进行必要的恢复平衡的状态。 

由此而产生的局面，很难被认为是两个装蚤最强大的核武器国家之间为可核査 

的大幅度裁减军备进行谈判的一种鼓励。 

其次，上述苏联蚤忘录中提出的这种无区别的全球性冻结将在很大程度上是无 

法核查的。 

法国认为，对此种冻结的许多方面仅靠国家技术手段是无法核査的，而其他方 

面则需要进行复杂的，因而也就必定是冗长的初步谈判，以确定何种方法，包括现 

场视察和国际观察，将是最为适当的。问题的一小重要方面将是获得核査手段的平 

等权利。 

对核査进行的这种必要的讨论，将和在达成军蚤裁减的范围内的相同方面所进 

行的谈判一样冗长而复杂。 

GE. 85-6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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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把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作为其遵守自己提出的冻结的条件，苏联 

似乎是想免除它和美国一样由于其核武器的现有水平的事实而应当承担的特殊责任。 

法国希望当前正在进行的谈判将取得圆满的结果。法国不明白为什么向其他核 

武器囿家提出冻结的建议会有助于裁减战咯武器会谈的谈判的进展，囡为这些国家 

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与当前进行的这些谈判的两大国的军事力量规模没有关系. 

况且，过去提出的各种关于暂停的建议从未形成过有君义的、可核査的军备裁 

减（有一次，正是苏联自己主动中止了这种暂停）。 

诀国真诚地盼望进行对话、盼望相平。 

法囯认为，历史已充分证明，和平需要在欧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保持力 

量均衡，并且必须在尽可能最低的力量水平上确保这种均衡。 

由于这小原囡，法国政府支持为通过谈判在常规武器相核武器两方面，首先由 

两小装备最强大的国家开始，为实现这种均衡所作的努力.法国殷切希望这种努力 

将取得成功。 

^ r t ^ ^ r ^ r ` ^ r ^ w ` ^ r ^ r ^ r r ^ r 



工 作 文 件 

根据全面核禁试进行地震资料国际交换的作用 

1 . 全 ^ Jiyg网 

全球地震网在监测全面核禁试的遵守情况的国际核査系统中将起着关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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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6年成立 

以来，在详细说明这种地震网应如何部署，如何在技术上进行装备，以及如何在 

国际资料中心对数据输出进行分析和处理等方面，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屣.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的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最近在其第3 5届大会上的决定： 

从1983年1 2月1日起可以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在正规的基础上 

交换一级地震资料，这一决定为进一步取得有关全球电信系统在地震资料国际交 

换方面的效率情况提供了一种方式， 

设想中的全球地震网应该配备以高标准的仪器，以便确保国际交换的高质量 

地震资料尽可能可靠.因此，必须利用在数字式遥溷技术地震数据处理技术，计 

算机技术以及电信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从技术上改进这个全球网的理论基础就是， 

对一个地麗箏件（地震或地下爆炸）逬行具体的描述并正确识别的能力与观察的 

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此种改进带来的一个重大好处就是，可以大 

大减少无法识别的地震事件数目一在这种情况下记录下来的信号可能来自地震， 

同样也可能来自地下核爆炸，这对核査系统的有效性从而对一项条约的遵守建立 

信任方面当然会起重要作用。 

全球网的地震观测站应能够在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立即传输二级资料(波形数 

Œ.85-62851 



据）。本网中的国际资料中心将需要高质量的设备和软件，以便圆满地收集，处理 

和传播地震资料以供参加国使用，关于在资料中心自动处理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进行国际试验，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发展有效的数据处理技术和方法，以便迅速交 

换二级资料，取得实际经验将是十分重要的， 

2 .掷威地震阵列（ H 0 R S A R )最近对关于全面核禁试核査进行的地震学研究 

掷威地震阵列的科学家在过去十年中在关于地下核爆炸的侦^定位和识别问 

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完成了一些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其中许多项研究是作为 

国际合作项目进行的，特别是与美国的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另外，联合王国、 

苏联以及北欧国家的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工作的成果已裁入科学杂志 

并特别反映在掷威地震阵列数据中心日常使用的数据处理计数法中， 

掷威政府拟将挪威地震阵列供设想中的全球地震网作观测站之用. 

1982年8月，掷威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展示了一个为迅速、灵活而 

廉价交换二级资嵙而研制的示范系统，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电讯技术，见CV310 

号文件及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1982年报告第7段。从那时以来，在这一示范系统 

的研制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定名为"增强的遥测地震终端"(RSTE). RSTE 

最终将具有十分强大的多种线徽处理器，包括一阵列处理器，可供处理8台地震计， 

实时加权波束形成及对探测到的事件进行脱机处理。用一2 0兆字节硬磁盘保证数 

据的迅速存储， 

1982年9月，挪威地震阵列遨请其他地篪观测站通过国际电信服务参加二级 

资料的交换。至今已与七个外国的地震中心成功地逬行了交换.不过，根据目前积 

累的经验，国家地震中心应装备足够的计算机能力，因此，必须强调，设想中的全 

球网中的每一个台站应有充分的计算机设备。 

海事卫星通讯系统INMARSAT是一个相对来说费用较低的系统，如缺乏陆上 

通讯办法，可用该系统进行地震资料交换，掷威地震阵列正在估价如何通过IBM— 

ARSAT交换二级资料，来自设在南极洲的台站和观测站的科学资嵙当前已通过 

工EMARSAT向中央设施进行日常传送.不过，使用工HMARSAT交换地震资料需 

征得该系统的国际管理理事会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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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威地震阵列进行了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实验，研究使用小口径台阵对非远震 

距离上的地震事件进行综合分析的潜在优点，这样的小型台阵可由2 0台地震计分 

布成一约3公里的口径，它对地区距离上(2500公里以下）的小地震事件的侦测 

和定位特别有价值，掷威在野外装置了一个临时的小型台阵，表明这一设想是可以 

肯定的，现正进一步工作，特别是选择台阵最佳布局，并改进对记录的资料的实时 

处理技术， 

>0< >0< »0< >0<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9 July 1983 
CEŒESE 
Original :ESGLISH 

掷 威 

工 作 文 件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 

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剤的取样和分析 

导言 

由于挪威参加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挪威外交部于1981年开屡了一项关 

于冬季条件下化学战剂的取样和分析的研究计划，以作为挪威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 

作的一项贡能 

该研究计划的一项主要目标就是集中研究化学武晷公约范围内必须处理的核査 

问 ^ 体地说，目标是明确在冬紗件下是否可能对雷进行取样，以核査指控 

的使用化学战剂的情况*特别是研究了是否可能在指控的使用发生数星期之后核査 

到阳性的结果，以确定在4#条件下进行现场視察的切实时间范& 

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是在198L/82年间进行的，已就其结果作出报告，并于 

1982年8月提交给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该报告的摘要见揶威关于化学武器公 

约樓査的工作文件(CD/311).报告的英文版附在CD/311号文件之后. 

研究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在198^/83^冬进行的.本工作文件总结了该第二部 

分的结果以及可以研究计划的结果得出的关于对指控的化学武器使用进行核査的一 

些建 

揶威研究计划的说明及结果 

1981/182. 1982/83^季进行的调查是根据如下设想进行的，即对无防护的 

军队或平民使用了低浓度的化学战剂(0. 25g/m
2
)。特别注意了进行野外条件的 

实验，将样Ô置于室外，暴露于冬季常见的气侯条件如刮I温度变化及降雪等情 

GE. 83-6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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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任其衰变. 

挪威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调査了典型的神经剂和芥子气. 

挪威研究计划的第二部分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査，其中包括了失能剂和前体.第 

二部分的分析方法及详细结果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作了说明 ,该报告附于本工作文件 

英文廒之后， 

为使方法尽可能切实可行，研究计划第二部M调査了在投出含有控暴剂C S 

的榴弹后，从雪样中检测C S的可能性.虽然 C S只是一种控暴剤，伹它仍可作为 

热散发的面体化学剂的实例. 

为确保结果的最大可靠性，并排除来自自然或人为情况造成的其他化合物的镨 

误的阳性结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环境，包括森林和市区作了不含物剂的对照取掸， 

为了模拟战场It况，暴炸了大量TITT炸药，并在附近对含有大量燫炸》嚇产物的积 

雪作了取样。 

揶威研究计划期同进行的实验表明，在冬季条件下，不同化学剂的稳定性是不 

同的‧这将显著影响通过对指控的攻击发生一定时同后的雷样进行分析而孩査便用 

了化学剂的可能性，在调査的化学剤中，下列化学剂较为稳定： 

- 2-chlorobenzaLnalononitrile (CS), -cliloroacetophenon (CIT), 10-

chloro-5, lO-dlhydrophesarsazixie (DM或亚当毒气 ) 

垂 前体混合物的直接分觯产物 （mè bliyipliosphonyl dichloride和methyi-

phosphjonyl difluoride(l:l)混合) 

一 神经剂e*^iy
1
 S-2<-diieopropyl ami noethyl methylphoaphonothiolate 

(vx) 

这些化合物中，除外，在攻击之后长达一个月的时同内的取样中仍可望有 

2 5 %的原物剂可供分析，略不稳定些，这里的值在 1 — 1 0 %之间 .对所有 

化合物择 I É的相灵敏度很高的分柝方法可供利用，并且在冬季条件下化学 

攻击发生数星期后核査这些物剂的存在并无困难。 

塔崩、沙林^索曼等神经剂以及糜烃性毒剂芥子气经发现都明显地不钤稳定. 

两星期后，样品中一般只剩下0,1%的原物剂，但使用的分析方法具有好的选择性 

和灵敏度是很高的，通过雪样的化学分折对使用进行核査是极有可能的.一个月之 

后仍有可能分析这些神经剂，但芥子气含量则低于分析方法的灵敏度限If.所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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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剂含量为原含量的1/100000.对使用沙林的孩査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下对使用 

芥子气的核査是不肯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条件•这已为研究计划的第 

一部分的实验所表明，实验发现，4星期以后葳测不到沙林了. 

高温及强风不利于核査到阳性结;^如估计的那样，若降雷覆盖了样品， 

则可减少蒸发,从而可增加核査的可能性‧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其意^t沙林、索 

曼及苏子气等物剂特剁重要。在这种条件下，4星期后也可以测到并分析芥子气 

多数化学剤在自然环境中是找不到的，如在战场上取得的样品中査到这些物剂: 

则明显表示有违反公约的情况。多数化学品在自然环境*会蒸发笄分解，化学战剂 

也是如]»>使用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所留下e^êi^fô于现有分析方法的^敏度 

限额。过了这段时同，唯一的办法就是核否存在分觯产物。作为证据，这就不 

如査到物剤本身有说服力，査到化学剂中已知的应有杂质*同样不够有力。 

研究计划证明了时间囡素W重要性。囡此，一旦收到关于指控W使用的报告就 

应进行取样。必须避免样品中的化学剂在运往实验室途中进一步分解，这就要求运 

输迅逸处理得当。为确保样品的完整，应由具有必要知识的人员进行取样fD运输， 

其人选应由协商娄员会或协商委员会的下属讥构（事实调査小组/执行理事会）决 

定。有必要预先选择并训练上述人员，并应能做到召之即 

准备进行分析的一个或数个实验室应由同一下属机构选择并监螯。为确保化学 

分析具有极髙的选择&和^敏度，应釆用先进的分析方法，这就要求受过髙度切隊 

的^#人员以及先进的设备，如气相色 m /质^^结合（ Q C / M S ) ,以及髙性 

能液相色谱仪（HP1C)。此种设备目前已有销售，许多民用化学实验室都使用这 

种设备，所需的分序原则上也是如此。不过，有许多不同的化学战剂，这些战 

剂都是备种不同类型的化合物。囡此就需要运用不同的技术，这些技术都需要熟练 

的操作人员。此外，为取得结果的最大可靠性，还镅要对每种化学剂釆用一种以上 

的不同的分析方法，分析结果也反映在样品的质量中，这就强调了收集样品必须得 

结束语 

为了对指控的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进行核査: 

端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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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重要性-

为了改进分析技术，选择的实验室最妤有少量的可能的化学战剤，用于分析训 

练及作为参考化合物。 

一些国家的实验室在这方面已有了切实的经验，应提僵这些实验室之间进行合 

作。这有利于发展 ^活的程序频收这方驟得的任何新的科賴 * » 

协商委员会应负贲定期更新辦程序和分析方^ 

^ ^ ^ ^ ^ ^ ^ ^ - ' k_^k^ ^ ^ ^ ^ 
^ K ^ F ^ ^ ^ K ^ ^ ^ W A ^ ^ K ^ ^ ^ K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9 July 1985 
CEH9ESE 
Original: EHGLISE 

挪 威 工 作 文 件 

对 不 生 产 化 学 武 器 的 孩 査 

1. 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的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孩査,原则上应以在协商委员 

会主持下，按照关键前体清单所进行的现场视察为基础.对于这个清单以及开列这 

一清单的标准应不断进行审査。此种视察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确保剧毒性化学剂的关 

键前体没有用来生产化学武器。这些视察可以根据随机选择程序进行。 

应该使用化学名称来为关键前体下定义。 

视察应限于那些与化学武器公约的孩査有重大关系的关键前体.在这方面.剧 

毒致死性化学品和其他剧毒性化学品均属此类. 

联合王国在CD/353f工作文件的附件中所列的这两类关鍵前体足以成为一 

个视察关键前体的系统，以便证实那些威胁最大的物质没有违反公约进行生产. 

2. 联合王国在CD/35»f工作文件中提出了一份关于英国对这些关键前体的 

生产和民用情况调査报告，有人建议其他国家也提供有关各自民用化学工业的相应 

资料， 

因此挪威外交部决定在挪威进行一项类似的调査.这个调査于1983年5月一 

6月由挪威化学工业协会进行.该协会是挪威工业联合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它与其 

成员进行了接触，以核实关键前体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调査结果摘要如下。 

挪威不生产下列物质：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三氯化磷（PC!，） 

氯氧化磷（POC1 ，） 

含磷一甲基和/或磷一乙基键的化学品 

磷琉甲脂和/或乙脂 

GB. 83-6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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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二甲基丁醇一 2 ，特己醇一 2 (俗名频哪基醇） 

` H — 二取代 e—氨基乙醇 

\ B—i:m代e—氨基乙疣酵 

s h — 二 取 代 e — H 基 卤 乙 烷 （ 卤 原 子 溴 或 硪 ） 

其他剧毒性化学品的关键前体： 

苯基，烷基，或环烷基取代的羟乙酸 

3 —或4 一羟基钣啶及其衍生物。 

下列关键酋体在挪咸的使用也非常有限， 

( P C 1 , ) 

( P 0 C 1 , ) 

磷酸甲脂和/或乙脂 

` If—二取代e—氨基乙醇 

\ h —二取代 e—氨基卤乙烷 

在掷威化学工业中，氯氧化碟被用作一种催化剂， 

这些关鍵前体都是# 口的: 

用量小于 1吨/年。至于其 

他关鍵酋体，均未听说在挪威化学工业中使用。 

所有在上面提到的化合物可能在化学实验室用于不同的目的。然而，用于这些 

目 的 的 消 耗 量 不 超 à t A 千 t a 

>Os ?v< fQs fQs 



CD/398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0 July 1983 

CHU3ESE 
Orxgma,l t EHGLISH 

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联合国大会转发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现有的协 I 

决议以及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 

特别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提案汇编，由秘书处编制） 

GE.83-6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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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3年7月1 9日举行的第226次全体会议上要求秘 

书处编制一份汇编，列出与议程项目2第二部分"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有关的协定、大会决议及其他文件， 

2.根据这一要求，秘.书处编制了本汇编，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转发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现有协定、决议以及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 

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提案清单，需要指出，其他与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 

项问题有关的文件也可能在秘书处于1981年和1982年编制的有关核裁军问题的 

提案汇编中找到（分别为CD/171和CD/293号文件），此外，需要指出，根据 

1978年1 2月1 6日的第33^910号决议，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核 

武器的全面研究"的报告.（^^35/3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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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的协定: 

1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 

谅解备忘录及其附件：/ 

2.法苏关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公报 1 / 

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在伦敦联合王国首相官邸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 

协定1/ 

4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改进两国直接通讯联 

系的措施的协定：/ 

5 .美利竖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 

的措施的协定 y 

6.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联盟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_y 

7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修订美苏关于改进两 

国直接通讯联系的措施的1971年协定的协定1/ 

8. 1976年7月1 6日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先生和苏联外交部长葛 

罗米柯先生互换的函件，函件构成法国和苏联关于预防意外或未经批 

准使用核武器协定丄/ 

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防止意外的核战争的协定：/ 

`」1963年6月2 0日筌署于日内瓦，1963年6月2 0日生效. 

i l 1966年1 1月9日签署于巴黎. 

i l 1967年8月2 5日签署于伦敦，1967年8月2 5日生效， 

I l 1971年9月3 0曰签署于华盛顿，1971年9月3 0 B生效. 

H 1971年9月3 0日签署于华盛顿，1971年9月3 0日生效. 

U 1973年6月2 2日签署于华盛顿，1973年6月2 2日生效. 

l[ 1975年3月2 0日和4月2 9日在莫斯科互换照会后生效. 

i l 1976年7月1 6日生效. 

H 1977年1 0月1 0日签署于莫斯科，1977年1 0月1 0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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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会决议: 

1 ‧第33/71B号决议，1978年1 2月 1 4日通过 

2. 第34/83G号决议，197&年1 2月 1 1日通过 

3. 第35/1520号决议，1980年1 2月 1 2曰通过 

4. 第 3 6 / 8 1 B号决议， 1 9 8 1年 1 2月 9日通过 

5. 第 3 6 ^ 9 2 1号决议， 1 9 8 1年 1 2月 9日通过 

6. 第 3 € ^ 1 0 0号决议， 1 9 8 1年 1 2月 9日通过 

7. 第 3 7乃 8工号决议， 1 9 8 2年 1 2月 9日通过 

8. 第 3 7 ^ T 8 J号决议， 1 9 8 2年 1 2月 9日通过 

9. 第37/1000号决议，1982年1 2月 1 3 B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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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提茱: 

1 ‧根据大会第36/81B号决议由下述成员圜提出的关于确保防止核战争 

的观点 J H ^ f f i Ê议：阿根廷、比利时、中国、古巴、捷趋洛伐克、 

德蕙志联邦共和国、芬兰、法囿、德蕙志民主共^囿、印度、日本、 

利比里亚、墨西哥、塞内加尔、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A ^ S~12/11， A d d . l i ^ C o r r . 

1, A d d . 2-5) 

2. 1 9 8 2年 2月 1 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 

信，转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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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全文.（A / ^— i a / A C . 1/10) 

3. 1 9 8 2年 6月 1 6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提交关于禁 

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茱文本。 ( A / 5 - i a / A C 1/13) 

4 ‧保加利亚提交给特设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的题为"防止核战争"的提 

^.(A/S-I2/32,附件三） 

5.德蕙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荷兰提交给特设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的题 

为"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的提茱/ A / S—12/32,附件三） 

6 ‧印度提交给特设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的题为"防止核战争"的提茱。 

( A / B-12/32,附件三） 

7 ‧印度和墨西哥提出的题为"防止核战争"的决议草茱。 (A/S — 12/AC. 

1/L. 2) 

8 . 印度提交的题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决议草茱.（A / S —12/ 

A C . I / L . 4 )
# 

9. 印度提交的题为"防止核战争和达成核裁军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草气 

( A / S - l ^ A C I / L . 6) 

* 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为第37/100C号决议通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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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提茱: 

1. 1982年2月3日委内瑞拉代表给裁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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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成果，题为"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声明"（CD/238) 

2. 遵照联大1981年1 2月9日第36/81B号决议的敦请，墨西哥政府 

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的载有防止核战争方面的:1见茱文的工作文件 

(CD/282) 

3. 1982年7月22日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致裁箄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转递印度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上提 

出的公约草茱（CV295) 

4 ‧印度提交的关于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2设立的防止核战争特 

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茱(CD/309) 

5 . 1982年9月8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给裁簟谈判委员会主席的 

信，转递 1 9 8 2年 8月 2 6日至 3 1日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3 2届帕 

格沃希大会上发表的题为"核战争的危险"的宣言的全文（CD/327) 

6 . 2 1国集团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工作文件（CD/341 ) 

7 .社会主义囿家集团提出的題为"确保安全发展核能"的提茱（CD/345 ) 

8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题为"防止核战争"的工作文件（CD/355) 

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的 

工作文件（CD/357) 

1 0 .比利时提出的题为"防止核战争，建立信任措施"的工作文件 

(CD/38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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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ÏÏINF!SE 
Orxginal: ENGLISH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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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次会议的进度报告 

1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篾事件的囯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是根据裁 

军谈判委员会会议1976年7月2 2日的决定设立的。该小组于1983年7月1 1 

日至22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第十六次正式会议，会议由瑞典的0 .达尔曼博 

士任主席.这是根据1979年8月7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4 8次会议的决定，为其 

规定了新的职杈范围以来该小组召开的第八次会议， 

2. 特设小组继续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戍员囯开放，也向提出要求的非成员 

国开放.据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列成员圜的科学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澳大利 

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葸志联邦 

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曰本、荷兰、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3. 按照下列裁军谈判娈员会非成员囿提出的要求，并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以 

往的邀请，这些国家的科学专家参加了会议：奥地利、丹麦、芬兰、新西兰、挪威。 

4.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5. 特设小组注1：到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致裁簞谈判委员会主席的函 

件（1983年6月2 0曰CD Working Paper Ho. 99),函件通知本委员会，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基本系统委员 

会关于"将地震通报纳入全球交换计划"的第1 8 ( CBS-Vin )号建议。这样就正 

式批准了自1983年1 2月1日起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定期交换一级 

GE.83-6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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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资料。 

6. 根据特设小组当前的职杈范围，下列国家的专家提供了与小组工作有关的 

各该国研究的情况：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我 

兗、丹麦、芬兰、德葸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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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獒利坚合众国。 

7. 特设小组在其第十次会议上同意设立五个研究小组，以便对通过在与其工 

作有关的方面的国家一级研究^合作研究所取得的经验进行汇编、总结和评价。这 

些开放性的研究小组各处理一小专门问题，各组由一位召集人和一位副召集人负责， 

其安排如下： 

(1) 地震台站和台站网： 

巴沙姆博士（加拿大),施奈德博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 拟定期交换的资料（一级资料）： 

哈杰斯博士(德蕙志联邦共和国），瓦涅克博士（捷克斯洛伐克） 

(3)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一级资料的格式^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澳大利亚），森治树博士（日本） 

(4) 交换二级资料的格式和程序： 

胡塞比博士（挪威），克里斯多斯科夫博士（保加利亚） 

(5) 囯际资料中心拟予采用的程序： 

以色列森博士（瑞典），阿莱温博士（美利坚合众国） 

8. 特设小组审查了小组的《第三份报告》，这是由科学秘书在各研究小组召 

集人拟定的章节草茱的基础上汇编的。会议期间，在就该报告主要部分的文本达成 

一致葸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设小组同！：，对将载入《第三份报告》的附录 

的所有详细技术说明也应取得一致^见。但是，由于这一材料的量很大，也很复杂， 

小组未能在此次第十六次会议期间完成其审查工作。 

9 .特设小组讨论了一项关于对通过定期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 

换并分析一级资料进行一次新的买验性演习的提茱，这将是该小组在世界气象组织 

关于定期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作了新的安排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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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实验将进一步拟定交换一级地震资料的工作程序和拟议中的国际资料中心的工 

作程序。这一拟议中的实验将于1984年进行，并约持续两小月，其中包括筹备工 

作的时间约两星期。小组建议应讨论这一实验的最后说明，这一讨论应在下次会议 

上完成。 

10.特设小组还讨论了小组进一步的工作安排，小组拟在其下次会议后提交其 

《第三份报告》.特设小组建议，其下一次会议如经裁军谈判委员会批准，应于 

1984年2月2 7日至3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 

>0< >0< >0< >0< >0< 





囯 际 管 理 小 组 

澳大利亚曾建议设立一小国际管理小组，作为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组织安排的一 

个部分.这一小组将广泛执行与其他条约设立的"专家小组"通常应执行的任务. 

不过，考虑到全面核禁试独特的性质，澳大利亚认为有必要重新看待专家小组ft作 

用和贵任.选用"国际管理小组"一词既是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我们设想其应执行 

的任务，也是为了使我们的建议区别于苏联的基本条款草茱（CD/346 )和瑞典 

的条约草茱（CD/381 )中提出的建议。 

国际管理小组的作用 

由一秘书处协助工作，小组由科学专家（主要是地震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但 

也应由地质学家）组成的小组，其作用是确保根据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的监测与核 

查安排能够顺利进行。在与科学技术问题无关的实际方面，小组向全体締约囿均有 

代表参加的协商委员会负贲。这个小组实际上将作为接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 

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箏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机构并应汲取该小 

组的经验.（据设想，为了使条约在生效时各项条款都能充分得到执行，上述科学 

专家小组应工作到条约生效时为 jL ) 

构戍与设立 

建议条约生效后立即设立国际管理小组。小组可由1 5位专家构成，专家应由 

条约保存者根据协商委员会的推荐任命。在选择小组成员时，应充分注蕙保证适当 

的地理平衡。成员任期5年，每年更换其中之3名。小组应选举其主席并确立其议 

事规则.小组每年至少应举行两次会议，如协商委员会要求，也应举行会议.小组 

GE.83-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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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其工作组织的程序问题的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根据一致意见作出，否则应 

由出席者多数表决作出。对实质性问题不得采取表决的办法。对实质性问题无法达 

成一致1：见时，小组报告，包括对协商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应反映所有参加成员的it 

见。任何缔约国可通过一位依职权提名的专家向该小组提交呈文或要求提供情报。 

任 务 

(a) 总任务 

一对国际监测、侦察和核査措施的技术工作情况，包括现场视察的技术 

和程序做出评价； 

-对核査遵守所采用的设备^技术程序提出必要的改进建议； 

―进行协商委员会要求的任何技术研究； 

―作为讲坛，供任何缔约国就国际监测、侦察和核査措施的工作情况提 

出建议； 

-作为讲坛，对一缔约国要求澄清#1事件进行技术性讨论。（缔约国可 

自行决定这些讨论是否需要通过协商委员会，但委员会应收到"关 

于其结果的报告.) 

(b) 有关地震的和大气层的任务 

-确保参加的地震台站和国际资科中心按条约规定进行工作； 

一在有关通过世界气象组织之全球电信系统进行资料交换的箏务方面与 

该组织联系，并与之合作，监瞀并审査条约规定的资料交换情况； 

一如条约中规定应交换大气放射性资料，则应监督任何此种交换； 

-与负责进行地震（及大气）侦蔡的締约国当局保持联系。 

(c) 现场视察 

一应协商委员会的要求，根据商定的程序进行国际现场视察并将此种视 

察的结果向委员会报告。 

秘书处应协助该小组进行这一工作，在必要时，并应增派专家， 

专家的人逸从与协商委员会合作制订的名单中选择. 



如收到关于进行现场视察的要求，要求的提出国和接收囿各应依 

职权任—位专家，在小组进行审议和执行现场視察要求期间，参加 

小组工作。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L/401 
29 July 1983 
CETKESE 
Orxginal:EHGLISH 

南 斯 拉 夫 

前 体 一 一 " 关 键 " 前 体 

一、化学武器的"关键"前体 

铭记"关鍵"前体的定义（CD/CW/CRP. 7 6 南 斯 拉 夫 7 6 / 

Corr. 1),关于前体的工作文件（CDZ334, CD/CW/CTC40,南斯拉夫，CD/ 

CWXCRP. 81,澳大利亚/荷兰）并根据D接触小组的讨论，我们提出下列"关键 

前体清单： 

1. Al^l-phosiflionio halldes 

Ali>̂ P(O)Xg 其中：AUc-msthyl, ethyl 

X - P, Cl, AlkO 

2 . ÂÎUqrlr*pihosphozious haï i des 

Alk^EXg 其中：AUc - methyl, ethyl 

X - F, Cl, AlkO 

3. AU^rl-thiophosphonio halldes and esters 

AUfr̂ P(S)Xg 其中：Alk - methyl, ethyl 

X - Cl, AHcO 

4. BiaHQrlamldo-phosplior^l lialides 

(Alk)gU - P(O)Xg 其中：Alk - methyl, ethyl 

X - Cl 

5» Axyl(Cycloaliyl) disubstituted derivatives at glycolac acid 

BD-C-COOH 其中：Ar - phenyl, thienyi 

Ar(Alk) Alk 一 oyolohe^ri, oyclopenthyi 

GE. 83-6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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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应禁止生产化学武器，也应禁止生产这些化合物。但是，如果证明这些化 

合物可以用于民用工业，那么这些化合物的生产应加以严格管制， 

二、化学武器的前体 

化学武器的前体就是用于生产"关键"前体的化学品，或者是与"关键"前体 

发生反应能产生化学战剂的化学品。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化学品具有X重用途，广 

泛地用于民用化学工业各部门，制药工业、工厂保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 

前体清单： 

1 ‧三氯化磷， 

2.氯氧化磷，POClj 

3 ‧ 二烃基磷酸盐,（AUœ) 2 KH Alk - methyl, ethyl 

4 ‧三烃基辚酸盐,(Alko) 5 P AUc - methyl, ethyl 

5. H, B—二取代p —氨基乙醇 

H, N—二取代0 —氨基乙琉醇 

H—二取代0 —氨基卤乙烷 

6. 醇类 

― 频哪基醇pinaoolyl alcohol 

― 异丙醇 isopropyi alcohol 

― 环己基醇oyclohe^rl aloohol 

7 •杂环醇类He"berooyollo alcohols 

― 饭
1
^一 3或一 4 piperiainol -3 or -4 

―hinoolldi n o l -3 

对于这些化合物的生产应加以管制 a生产这些化合物的締约国应该就生产能力 

以及进一步处理情况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 

I ^ J K \^S^ %^^y 、^^^ T ^ r f 
0 ^ ^ % r ^ r % r y ^ ^ T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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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D/HTBAP.7 

1 August 1983 
CHHIESE 
Original :EHGLISH 

联 合 王 囿 

工 倌 文 件 

全 面 核 禁 试 条 约 的 核 査 方 面 

导言 

1 .全面‧试原先是看作通往全面、彻底裁军道路上的一个步 I但是，使 

正式谈判在五十年代得以开始的主要动力 是对在大气层进行大规模核武器试验的回 

降物可能造成的生物方面的影响的关& 1963年缔结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PTBT )在很大程度上驱除了这一关&伹是， 

地下核武器试验仍在继參达成全面条约的严重障碍在于如何就包括地下这一环境 

在内的可接受的核査方法达成协议。 

2. 充分的核査系统应能确保所有缔约国都遵守该条约。如不能做到此点，条 

约就不能得到广泛的加入，因为某些国家会认为这种情况会对他们的安全造戌不可 

接受的危I其次，易产生广泛差错的核査系统会造成缺乏信任，从而即使在条约 

事实上完全得到遵守的情况下也会有人指控发生违约情况。这种指控会对囿际关系 

M 有 害 的 后 

3. 无论某些评论员使其产生何种印象，但对一项全面条约的核査还是会引起 

困难的技术性问题，特别是在对地下环境的监测方面更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全面 

条约生效后，现有对部分核禁试条约所禁止的环境进行核査的技术已经是充分的了。 

缔约囿不遵守《部分核禁试条约》可能引起的安全方面的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对保 

持现有武器储存和核武器系统的有效性所需的试验可以合法地在地下进行。没有什 

么必要在禁止的环境中进行试验；即使在这些环境中，而不是在地下进行了这种试 

验，也不会对军事平衡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使违约会造成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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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面条约生效，就不能再合法地继续进行试验。一国如决定规避其义务，它将 

选择最易逃避测出其进行试验的环境。因此不能不考虑对这些其他环境进行监测的 

进一步措施的必要仏 

地震学核査 

4. 但是，核禁试中的主要问题无疑是与地下试验相联系的。过去二十年来， 

这方面的核査方法已有很大发展。在监测地下环境的技术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技术性突破，仍需依靠侦察与识别地下事件的地震学手段。没有 

其他方法能够为远距离取得地下爆炸情报提供途径，而远距离系统是任何可实现的 

核査安排中的关键因素。 

5. 知识广博的科学界普遍认为（如裁军谈判委员会设立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 

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现有的地震学方法可以以很高的（如90% )概率测出体 

波震级在 4级或 4级 P > L L的地震事化侦察的级限是由地球的自然地震学决定 

的。但如测到一个信号而无法识别其是由地震还是爆炸引起的，则对全面»试条 

约 遵 守 的 核 查 ‧ 不大。事实上，如果测到一个信号而无法识别它，则很可能是不 

利的，因为这可能引起人们错误地怀疑有不遵守条约的情况。无论如何，由于震级 

较大的地震的发生是相当频繁的，一个无法将其区别于核爆炸的监测系统很快就会 

收到超量的地震发生的信号。因此，认识到如下问題十分畫要：从核査的角度看， 

重要的不仅是侦察，而是侦察加上识别，二者的级限比单用侦察要髙半级。（可以 

相信，本领域进一步的工作在将来某个时侯可以最起码的更低的体波震级数取得相 

同的概)如不认识到这一事实，可能会对拟议的世界性地震网的能力作出过 

份乐观的评价。 

6. 关于一地震信号的震级与产生这一信号的核爆炸当量之间的关系，科学界 

的看法不那么一衮。联合王国科学家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震级为4. 5的地震信 

号相当于一个在周围紧密耦合硬岩石或饱水岩的3千吨当量的爆炸；V对于在足 

j ^在 C C D / 4 9 2 ( 1976年4月）号文件中，4. 5震级估计相当于5千吨，但 

此处的3千吨一数较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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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厚的地层中，周围^轎合干岩石2软岩石的爆炸，4, 5的地震级则相当于约3 0 

千咤的当量。对于在一地质构造中足钛大的洞穴(假定该构造能支撑住这个大洞穴） 

中引爆的爆炸，4,5震级相当于达300千吨的当量.因此，当前在理论上地震学 

手g可以达到的侦察加上识别级限可用于约3千唣至3 00千吨的爆炸当量. 

7. 那些认为现有孩查方法已钛充分的人，在作出评价时往往假设，秘密的试 

验一律是紧耦合硬岩石的，并在已用于定期进行核试验的地点进行的。他们虽然也 

承认存在着其他可能性，但往往假设适用于在软、干岩石中进行^密接触试验的地 

点是没有的，而进行去耦试验则是不切实际的。这两种假设都站不住脚，可能只有 

一个例外，那就是解决修建一个足钛大的洞穴，使其可供进行如100千吨或100 

千吨以上的去耦暴炸的实际问题.我们概略的估计是，用去耦方式可以进行几十千 

吨当量的孩武器试验而不致产生超过4 5震级的侦察^识别级限的地震信号，任何 

核武器国家只要能钛进行达几十千吨的试验而不被察觉违反全面条约就可以获得相 

当大的利益. 

8. 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报告说，要实现4,5震级的侦察^识别级限要求有高 

质量地震台站网的服务.不过，该小组并未被要求考虑作出必要的安排，确保这些 

台站提供符合质量的可靠的地饕数据，并且足钛迅速.小组在对数据质量的讨论中 

发现，关于什么是必要的安排存在着强烈的不同意见.关于确保数据可靠性和及时 

性的方法，也存在着同样的不同意见，与某些评论家的意见相反，建立使全面条约 

所有締约国都能信任的全球台站网造戍很多困难。关于台站网中那些对于监测疆域 

辽阖的国家十分关键的台站，这一点更是如此. 

9. 还有两个关于逃避核査的可能的方法需要加以考虑.笫一，只有地震信号 

具有较高的信/噪比，用于区分爆炸引起的和地莨引起的地震学信号的标准才是充 

分的.从理论上说，可通过对爆炸定时，使其与附近一次地震产生的信号同时发生， 

这样莸可以降低一爆炸信号的信/噪比.试图用地霄产生的信号掩盖爆炸，在时间 

和地点上对核试验是极有限制的，但如果企图进行秘密试验的要求转别大，就不能 

把这一点作为逃避核査的可能的方法而排除，其次，如果，全面核4试条约不对进 

行所谓的和平核爆炸（P îfE)加以禁止，条约的目的就会受到破坏，因为这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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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推论出直接有关核武器价值的情报.到目前为止，正如联合王国^此问题在 

前些时侯提出的第CD/383号文件所表明的，没有一项孩査提茱提供了^和平核试 

验成为全面核禁试蚤约一部分的措施达成协议的前景， 

10.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内容是关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设想的全球地震网在理 

论上可能达到的孩査能力，伹这种地震网稍经扩展^可更好地对南半球全面进行工 

作，这将每年侦察出约五万次体波震级为4级或4级以上的地震。很显然将需要配 

备有能量和复杂性很高的数据传输相信号处理系统.然而，全球地震网不特别适合 

用来在领土很大的国家内监测对条约的执行情况a 

11 .以前^有人建议，在这种憒况下，如果对此类国家地震台站的密度加以增 

高，使之超过全球的一般水平，就可以提高对条约遵守的信心.如果为了大大降低 

在这些领域辽阔的国家内发生的所有地震事件的侦察和识别级限而便地震台站的密 

度达到足够高，这在政治上莸会是不可接受的，技术上困难的，经济上也是昂贵的, 

也许应该把增加地震台站看作是主要为了能钛更密切地监测那些大国的某些地区， 

这些地区在技术上有可能实施某些措施逃避正规的全球地震网对它的侦察和识别. 

对于是否有可能利用从这些区域地震站得到的资料来对全面孩禁试条约进行监测这 

一点值得深入研究一特别是把在比较靠近事件地点记录下来的资科同地震遥测噚 

到的资料相比较进行研究。很明显，从专门用于监测区域内地震事件的区域地震站 

得到的资料必须比从全球网得到的资料更加严格地加以鉴^. 

12 .地震核査能力的所有估价都有一个局限性，那：1£是地霹资料纪录到的几乎 

所有的地下爆炸都是在地震活动较低地区进行的.这样，地霖波从爆炸地点向偾察 

站的传送路线从地理上讲是与地霎引起的地震信号传送路线不同的.因此，对地霖 

活动髙的地区的地下爆炸进行工作的地震台站网的核査能力，就必定具有某种不确 

定性。 

13 ,不管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地震核査可能有多么好，但对地霖信号的觯释决无 

法提供完全确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核爆炸。总可能出现争论：而且不论在何种It 

况下都无法从地震学上来区分核爆炸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爆炸.这一点并非区区小事, 

因为过去曾有过当量为千吨下和非常低的千吨范围内的常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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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核爆炸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就是出现裂变产物。但是，对于在宪全 

控制的地下情况进行的爆炸，这些裂变产物就停留在爆炸形成的洞中.现在还不知 

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远距离侦测出这些产物，然而，如果真的进行了核爆炸，就会 

在现场找到一些蛛丝马逸因此，对有证据指明可能进行过秘密爆炸的地点准许进 

行视察，这样的安排就可以提高对核査效力的信仏 

15.关于安排现场视察所进行的谈判出现了许多困难，因为有人把这种视察 

看作是对囿家主权的潜在践踏，对国家安全是一种潜在的损泉但是，如果核査安 

#^F规定按照各缔约国可接受的条件和条款进行现场视察，那么这种安徘就不能令 

人满意. 

侦察/识别级限的含意 

1 6.各种物理因素构戍一个级限，在此级限之下就不可能对核禁试进行核査 a 

如果在此级限之下进行的试验可以用于核武器目的，那么以上这个事实就具有很大 

彔L如果战场核武器可洪实战用的标准需要十千吨这个级别的当量，这种武器在 

核査级限为数十千吨范围内就可以进行全当量的试验。但是也可以用低当量试验来 

证明裂变触发器的存在，这种触发器是用来引起高当量核武器的进一步核反应的. 

虽然为估价触发器性能而进行的数学模式和无核试验方面有所》 ，但只能根据核试 

验的结果来对此种设计的性能作最后判断。为此目的进行的核试验其当量可以为 

十千吨氣因此，进行此种当量级别的试验能力对于维持趋于老化的现有核武器储 

存以及研制新弹头都很重要.此种例子并非独一无二。当量为十千吨级的其他类型 

试验也同样重要，都可以用来维持武器设计者的能力和对他们建议的信低 

结 论 

1 7.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提出的全球地震台站系统在全部开动的情况下可以侦 

察§识别出体波震级为 4 . 5级或4*5级以上的地震事件，不管是自然地震事件还 

是爆炸引起的事件。联合王国认为，此种能力并不排涂进行当量为数十千吨的地下 

秘密核武器试验的可能这些试验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军事意 L 

1 8.除非目前的核査技术能够得到大改进，否则仍然会存在差距可以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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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大影响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均衡。这一结论与某些共同持有的看法相反，那种看 

法的产生可能是根据一种假设，认为有效的全球地震网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看来 

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值得怀疑的是，某些已发表的评价是否对各种技术因素给 

予了适当的重视；尤其是，有些评价不能充分地区分光有侦察以及侦察^_识别二者 

有何不同， 

19.在尚未得到觯决的现场视察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觯决的问亂此外， 

关于是否有可能在全面禁试条约中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作出安排的问题没有达成一 

致意 I这些困难问题成了 1 9 7 7年至 1 9 8 0年之间的三边谈判的重要内容， 

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些谈判的报告中（CD/13Qf文件）对这些困难 

问题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裁军谈判娄员会自1982年以来所傲的工作，特别是科 

学专家特设小组所做的工作，在确定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领域方面，都是很宝贵 

的*现在的问题是有否政治意愿来承认，通向协商一致条约的正确道路一一不管它 

可能有多么漫长一一要经过对核査问题的详细审仏一旦我们确信这些问题已被觯 

决一一而且这种觯决不能允许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从而使国际关系出现不均 

m 那么，我们就可以向最后的全面核禁试还进《 

>0< »0< >«<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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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侦察空中放射现象（ISAR ) 

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分析核爆炸所散布的残余辐射的技术有了相当大^改 

进.如今只要用一种所谓锗探测器的仪器作一次计量就可以获得二十年前需要对采 

样进行费时ft放射化学处理才能获得的结果.用该探测器计量后，就可很确切地判 

断采样中是否收集到核爆炸碎片，如确实收集到，那么爆炸发生后过去了多长时间？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囡为先进的探测器可以一步就详细描述出釆样中不同放射性元素 

的构成情况. 

可能的ISAR系统及费用问题 

国际侦察空中放射现象系统应该包括5 0到100个设备齐全的采样站以及5至 

6个地区计量站（每大洲一小），并可将其构成已在计划中的与监瞀全面核禁试条 

约有关的收集、分析、处理地震数据的数据中心的一都分. 

在每一个釆样站中，由一气泵将空气压过坡璃纤维过滤器，其规格应为0. 3-

K空气过滤速度应为每小时一吨或数吨。过滤器每周更换一至二次，并送至地区 

计量实验室进行分析。可将过滤器分莴成完全相同的几个部分，再将其送至不同的 

实验室，以确保计量的质量并尽量减少欺骗的可能性。 

建 设 一 小 设 备 芥 全 的 采 样 站 的 费 用 约 ( ^ ô , : c ^ # é ^ 则 为 她 的 一 半 . 

瑞典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本国用于侦察大气放射现象的台站网—瑞典的计量实 

验室具有与一地区实验室相当的规模，其每年的预算为300/)00美元。建立这样一 

小实验室的费用约为700JD00美元，其中包括辐射屏蔽层、约5 — 高性能探测器， 

关于瑞典空气监测网的情况，见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VOL.ITS-

29， iro. l , 1982年2月，第827页， 
*由于技术原因重发。 

GE.83-63635 



一台用于控制计量，进行分析和处理数据的小型计算机，（实验室房屋建筑等费用 

不在内，） 

囡此，用于侦察全球空中放射现象的国际系统的建造赛用大大低于一千万美元， 

每年的工作费用少于三百万美元.如利用现有的采样站或将其略作改逬，以及/或利 

用现有的实验室，费用还可大大下降W 

关于侦察网设计的研究 

1 9 8 2年 8月 3 0曰的CD^TByw:p. 2号工作文件指出，国际侦察空中放射 

现象侦察网的设计应做到使全球范围的侦察概率基本相闳，设计这种特点的网从技 

术观点来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气象间题. 

为了弄潰这个问题，去年冬季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气象系逬行了一项研究，题为 

"侦察空中放射现象全球系统设计一气象方面". 

该项研究假设了一个分布在全球的由6 0个合站的侦察网.这仅仅是根据对一 

般的大气环流的理解而作的假设.因此，没有考虑陆地，海洋的分布，也没有考虑 

政治方面的界限，该假设网有2 0个站在赤道周围均匀分布.而在30°, 45°, 60° 

和75。纬线周围分别均匀分布8个，5个，4个和3个站，上述这种站的现实的侦 

察限度订为，每1 0 m，空气中含有典型的，寿命相当短的钡一 140裂变产物的一个 

原子，茸半衰期为12. 8天，那么，在计算机上^模拟出一万个小规模（一千吨） 

核爆炸.每次爆炸后放射出要保持1 0 天 ， I 5天或2 0天.在一车期间，每隔15 

天躭从410个分布均匀的，高度为1500米（850毫巴）的放射地点放出爆炸云. 

便用了从1978年1 2月 1日到 1 9 7 9年 1 1月 3 0日有关风的数据，因为这可能 

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数据. 

这些结果是以每个放射点和每个站的"命中表"的形式表现的‧所有410个放 

射点应记载侦察网中至少有一个站所侦察到的放射云数目，所有6 0个站都记录有 

侦察出的放射云数目. 

这些数据表明，为了得到一个具有分布更加均匀的灵敏度的侦察网，可以对设 

想中的这个网直新逬行安排，该项研究证实了，根据所要选择的侦察概率，需要的 

^这些数字为 1 9 8 3年价格，仅供参考，目的只是说明有关费用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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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数目为5 0 — 100个，但是，该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是，它显示了一种全球 

大气层采样站网的设计方法.然后可以把这种技术用于更加现实的侦察网，在这个 

网中，考虑到对政治、地理和实际的种种限制， 

该研究报告的副本可以向瑞典代表团索取， 

?OC J9s 79S 79S f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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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工 作 文 件 

委员会成员资格审査办法 

本工作文件以下述文件中的协商一致的意见作为出发点：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裁军谈判委S会组成的意见；关于定期审査 

$员会成员的协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别会议《总结文件》第6 2 

段、大会第37/99K工号赠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往关于戍员资格的辩论情况等. 

委成员国普遍接受如下看法：审査成员资格的协议不会造成轮换成员或 

减少戍员.因此，现实地看，要求委5会审查其成员资格，就彔味着维持其现有戍 

员国数或杧大其成员国& 

^方面需要指出，委员会在先前的辩论中在原则上对有限地扩大箕戍员数没 

有 反 对 意 I 

囡此，委员会当前在审査箕成员资格方面应承捏的任务M致力于判定扩大成 

员的限制范围如何，以及如何实施这一扩大的工作. 

考虑这一任务时必须特别注意如下事实：在委员会历次届会上，一定数量的联 

合国会员国都提出了要求成为成员的正式申请.当前提出要求成为正式成5申请的 

国家有1 0个：奥地利、孟加拉国、芬兰、爱尔兰、挪威、塞内加尔、西班牙、突 

尼斯、土耳其、越南，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对这些要求的正式答复.作 

83-6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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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成联合国这样一个普遍大家庭的国际社会JE是基于主杈原则的，因此，不能 

无限期地置一个主权会员国参加到目前为止:^成员有限的、非轮换性的决楚机构 

的要求于不頋，换言之，被选为成员有限的,的^^国会员国有贲任对当前未参 

与国际社会直要工作的其他国家关于参加的要求,应^^当的拖延,进行铖蒽时审务 

尽管姿员会成员国几乎没有在原则上反对这一翦提，对问题的实际处理恰恰导 

致了这种拖延.从当前的讨论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口头上肯定有必要及早进行有限 

的扩大，但这些肯定的背后却没有共同的动机. 

为了澄清各代表团在该问题上的不同动机，并有助于就如何以及何时应拟议并 

执行扩大的具体步骤达成一致意见，本工作文件特列举了应指导扩大的进程的一些 

关鍵原则. 

这种澄清看来特剁适当，因为最近有人建议裁军^判委员会可增加不超过四个 

或五个成员国，并赋予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主席某些选择进程中的职能，而 

娄员会对这种建议没有达成一致索见，反而引起了如下问题：娄员会如何对待那些 

提出了要求加入的正式申请而未被选为应增加的四个或五个成贲国的国家？选择进 

程中应釆用何种标准？继当前的步骤之后是否还进行其池扩大工作？如果苓托联合 

国大会主席参与选择进程，会对裁军谈判娄员会作为成员国自主的会议的地&造成 

何种影响？ 

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很适当地提出的问题出发，看来除非另选时间 

范围,并充分考虑裁军谡判娄员会的地位相性质，否则扩大的问题不易得到觯决. 

基本标准 

德^志联鄣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必须从中等期限的角度去看待裁军谈判委员会
(
或 

会议）的组戍问题，处理时应考虑到各国的所有有关利益而不捐害娄员会的性质^ 

工作. 

为此，可制订如下原则： 

一裁军^判娄 S会(或会议）不是来源于联合国系统并与之
1
 署密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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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而是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会员囿承认有其历史发展的形式的 

成员国自主的会议。因此，关于委员会是否应扩大，如何合作的最后 

决定应由委员会自己作出。 

-赋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为在裁军#域唯一的普遍多边谈判讲坛的独 

‧用就决定了委员会的组成应反映出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主»全政 

策观念的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 

一娄员会在主要安全观念的广泛的代表性质看来要求这些观念之间有一 

总的平衡，但不应是各集团间的狹义的数字平衡，因为这是不可能做 

到的。 

-裁军问颞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世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 

的安全局面，这促使各国对平等地参加委员会工作越来越表示关心， 

而各囿主杈的原则看来要求委员会现有戍员囿考虑这些囿家关于戍为 

成员的要 

一同时，委员会在其现有组成的憒况下，有贲任确保其效率水平，W及 

历来积累起来的谈判经验。因此，任何扩大的进程都应考虑保持这些 

财富以及最近在较/Ml模逐步扩大的步骤方面的积极经验，而将其作 

为一个重要的伴随目掭 

侯选国的利益及选择标准 

应该考虑下列囡素： 

一 一些提出要求加入委员会的正式申请的国家已经表明它们有特别的兴 

趣和能力来为委员会的目的做出贡献，并且有""^分国家在参加委员 

会的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草拟并提交工作文件，提供研究设 

施，派遣专家，在日内瓦设有配备专门工作人员的常驻代表团）。这 

些观察代表团在客观上为委员会工作做出了贡献，并且从他们方面作 

出了典范，期#^在适当时侯他们观察员的身份可能变成正式成员， 

从而得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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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另外一些代表团，虽然没有做出同样的具体努力，但已朝此方向采 

取了初步步猓，并且表明已作好了准蚤，一旦出现有可能成为委员 

会正式成员的合理前景时，就加紧活动为委员出贡献.看 f e f e 

这些代表团值得给予鼓励，并应在适当时机给予机会让大家慼觉到 

他们所做贡献的靈大意义， 

一对于一个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窣并为维护和加S和平作出显著贡献的 

侯选国家的各项政策的普遍尊直和承认，在选择迸程中应该作为一 

个直要的标准加以考虑. 

一 一般说来，选择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合理地，而不是武断地逬行. 

要估计到对委员会工作效率是否可能有益，以及被接纳国家的兴趣 

和性质. 

一种未来逬行扩大成员的可能的模式 

觯决目前在扩大成员方面出现的僵局，以考虑到尽可能多的有关国家的合法利 

益，看絲应该是从时间上分期分«逬行扩大 . 

这里提出的模式可能提供一个中等期限的前景. 

这一办法的出发点是以下一种假设，即除了目前登记甲请成为正式成员的十个 

侯逸国家外，还可能有五至八个联合国会员国.它们对积极参加本多边裁军迁程一 

贯表现出突出的兴趣，它们或者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或者 

是联合国裁军审议娈员会或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成员.逐步扩大成员的办法， 

:ifc是将所有被认为是有兴趣的各方都考虑逬去，以分期分批的方式提供一种对所有 

国家有利的可接受的觯决办法，这种办法可能为持久地觯决成员问題形成一个设想 

得合理的模式.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设想每三年接纳三个新成S的定期接纳办法.这种定期 

扩大成员办法需要1 2年或1 5年完成.另一种逐步扩大成员的办法钪是在比较长 

的时期内每四年接纳四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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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看起来具有下列优点： 

―这种办法不是一举觯决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觯决成 

员问題，把目前对裁萆工作慼兴趣的大多数国家吸收进氣 

一每一次只准许增加有限成 s，这有效地维持裁簟谈判娄员会的格 

局.少量的新成员能容易地被吸收，把它们融合进去，并对它们进行 

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进程中历史形成的程序相方式的教育. 

―分期分批的接纳办法可使那些最坚决争取成为 IE式成员国家先加入， 

而其侬申请国家则由于只须等一段短的时间即可加入的前景从而感到 

―那些眼前同扩大无关，但在第二或第三批有希望得到位置的囿家，可 

以利用中间这一段时间加强他们观察 f i的作用.并为正式参加作准备, 

小不能在早期被接受的侯选国，但最终会取得正式成员资格的.这 

种相当安全的前景，可以通过避免直接的拒绝，满足国家的威信的合 

理考虑以及减轻心理上的不利影响. 

―鉴于扩大成员抝各小阶段连接得比较紧密，就没有必要在每一具体阶 

段建立关于地理和安全平衡的困难方式，而在几个连续的阶段中，将 

会保持或恢复一种可接受的、总的平衡。 

四 

全面效果 

德葸志联邦共和国认为，釆用在这里简要提出的扩大成员试用办^，将会有效 

地,扩大成员问题，提高委员会对主要安全概念的代表性，为委员会工作更 

多的听众，同时可维持委员会的效率.据信，即使到本计划最后阶段，参加国抝 

总数5EJI:可以控剁的，而不会改变委员会的全面性质。对于委员会的工作或支持系 

统，看来不必作重大的组织变动.而且现有的会议室可继续使用*然而，对于不能 

满足经过扩大的所有成员国平等谈判利益的那些领域的附属机构来说，如能在适当 

时机对它们的工作方式进行审査，可能是有益的‧ 

^ ^ ^ r x^3c 3^3E 

WW* ' ‧ , ， ， , , ， ， P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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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亚 

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范围的提茱 

为实现缔结一项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一切核爆炸的全面核禁试条约 

的目标，就未来条约的范围问题，澳大利亚代表团特提出如下条款草茱： 

第 1条 

1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它核爆炸. 

2. 本条约各缔约国进一步承诺不促使、鼓励、帮助、允许或以任何其它方式 

参加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它核爆炸. 

3.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釆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一 

切范围内任何违反条约规定的活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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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工 作 文 件 

载有裁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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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防止核战争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如象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5 0段要求的那样，停止核军备竟赛并达成核裁军，将能最终消除核战 

争的威胁，同时，有必要立即就防止核战争的切实措施进行谈判， 

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主张为此设立一特设工作小 

组，为朝此方向前逬，娶员会可为筹备这种谈判举行非正式会议，有一项明确的 

谅觯是：此种会议将导致在明年届会开始时设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 

应明确与防止核战争有关的项目，傅能在非正式会议上逬行有组织的讨论， 

并为谈判作出有条不紊的准蚤.这可以在某种客观的特性的基础上进^，即这些 

措施对核武碁直接适用，其性质应是紧迫的，多边的；应涉及所有核武^国家， 

并且是切实可行的， 

考虑到最近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提出的各种提案，下列项目被认为是与防止核 

战争问题有关的： 

(1) 所有核武器国家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 

(2) 就禁止使用核武器締结一项公约， 

(3) 所有核武器国家冻结核武器及箕运载工具的生产与部署，冻结用于 

制造各种类型核武器的裂变物质的生产，将此作为削减并最后消除 

GE.83-6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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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核武库的第一步. 

(4) 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締结之前，暂停一切核爆炸， 

(5) 躭防止偶然的或未经准许的使用核武器以及避免突然袭击可能性制 

订措施. 

(6) 核武器国家承诺，避免采取可能产生核冲突危险的行动，并将防止 

核战争作为其各自政策的基本目标. 

(7) 在必要时为防止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危机逬行协商的措施， 

(8) 其他可能的建立信任揞施. 

还可就旨在防止核战争的箕他建议逬行讨论，对上述项目逬^的任何审议都应 

导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谈判，以早日制订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揞施。 

79s 7Qt >QÇ ?Os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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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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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囯 际 安 排 的 声 明 

1. 2 1国集团在 1 9 8 2年 4月 1 4日的声明中（CD/280 )指出，"只要核 

武器囿家不表现出达成满意协议的真正^政治愿望，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的进 

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 2 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重新审查它 

们的政策，充分考虑不结盟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立场，向第二届裁簟 

特别联大提出它们对这一问题的修正立场. 

2.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核武器囿家并没有觯除2 1国集团在这方面的忧 

3. 在工作小组以后的多次讨论中，核武器国家一贯坚持反映其主观态度的、 

现有ft单方面声明，结果使关于这小项目的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4. 2 1囿集团对这一形势深轰遗憾. 

5. 2 1国集团重申其信念，认为关于不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 

全保证就是核裁军^禁止便用核武器. 2 1国菓团重申它坚持本集团于1982年4 

月 1 4日声明（CD/280 )中所载的关于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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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达成协议的各项原则。 

6.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以明确的、亳不含糊的语盲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对无核武 

器国家进行威胁或攻击.君关的核武器国家在消除其单方面声明中所包含的限剁、 

条件和例外方面的不灵活态度违反了它们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或威胁便用核 

武器的可信的保证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由此而产生的僵局使得工作小组无法制订一 

项各国都能接受的共同方茱或共同方法，以便按照联合国各有关决议所要求的那样， 

将其纳入一项囿际又书， 

GE.83-6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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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21国集团再次敦促有关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出必要的谅觯和 

政治蕙愿，从而使工作小组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得以继续进行工作. 

2^3C J ^ J X J ^ J X ^ ^ ^ r 
V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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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促进尊重化学武器公约和遵守其条款的 

关于案文的建议 

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顺利消除此种武 

器的先决条件，因为某些国家不愿加入该公约可能诱使其它国家也采取同样态度。 

因此，十分重要的是，该项公约应包括原则、条款和措施，以便对其可靠性和 

有效性产生广泛的信任，并便人们抱有这样的信念：该公约不在于促进締约国的安 

全，而在于促进他们的真正利益. 

由于这个理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坚定地认为，公约应该规足建立有效的核査 

制度，包括进行现场视察的可能性.令人满意的是，裁军谈判娄员会现在似乎进一 

步意识到，在本公约的条款中，需要包括此项制度. 

但是，与此同肘，当发现一个締约国严重违反公约的条款，因而危及到另一缔 

约国的安全，或者这样一个国家拒绝与负贵核査的机构进行合作，将会发生什么情 

况，面临此等疑虑我们并不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核査制度本身就足以产生必要程度 

的信任, 

显然受到危害的国家可以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然而，此种求助于安理会，尽管 

有其意义，却是联合国各成员国，不管它是否加入本公约，均可便用的一种手段， 

而且，安全理事会对采取行动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五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否决权， 

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认为，由各締约国互相作出承诺放弃化学武器这一选择余地，将在实际上 

对所有締约国造成遵守公约和促进其目标的共同义务，并将使各締约国对所有其他 

缔约国在认真履行义务方面负有特殊贲任。在任何締约国由于本公约的另一缔约国 

GE.83- 6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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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公约条款而遭到危险时就应援引这种贲任。这是一种灰重的贲任，一方面需要 

支援和协助遭受危险的缔约国，另一方面戍员国为坚持公约的目标并确保其可靠性 

而采取它们认为恰当的措施。 

此外还可以设想一些情况：不一定由于公约的某一缔约国的违约行为，伹却可 

能危及公约或危及从公约产生的法律原则的情况。^种事可能导至召集安全理事会 

或任何其他有关机构的会议，伹是如果在这方面有一部分公约缔约国向保存人提出 

要求，它^可能使协商委员会有必要召开特别会it公约中可以载入这样一项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公约应包括类似下列各项条款： 

1。 所有缔约国都应承诺尊重公约、促进其各项目标，并在国际关系中遵 

守公约的文字和精神。 

2。 在任何下述情况下应召集协商娄S会紧急会议： 

不公约任何一个缔约国对公约条款有业经确定的违反行为。 

f b )任何一个缔约S拒绝履行义务，同负贵核査和视察的机构^行 

合作。 

(。 出现一些缔约国（如五个成员）认为对公约构戍咸胁或妨碍实现 

其目标的情^> 

3。 在上述任何种情况下召集会议时，协商委员会应考虑由戍员国釆取措 

施确保对公约及其目标的尊重P/及援助遭受危险的戍员国。 

jût ^at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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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 

苏联国防部长D . F ,乌斯季诺夫元姉 

鉢 斯 社 记 者 问 

莫斯科，7月3 0 B ,塔斯社 

以下为苏联国防部长鸟斯季诺夫元姉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全文： 

问：北约成员国的政治家，首先是美国的政治家正在散布一种说法，指贲苏 

联"不断扩充其覃事力量，远远超过了自身防御的需要".是这样的吗？ 

答：苏联及其盟国将防御能力保持在华沙条约成员国在防御方面所必需的水 

平上‧我们隼事^策的实质款是有效的防御，面且仅此而已 ‧苏联从^^起过军 

香竟赛，今后也不打算这样做，如杲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的军事能力和苏联的防御 

能力，就可以耆出二者是大致平衡的.我国的军事力量并不超过美国.我们并不 

谋求军事优势. 

但是，这里有一个冋題：北约领导人所说的苏联防御蓊要的"限度"是什么？ 

他们从什么出发来确定他们认为我们必需的防御能力？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 

菌提，即苏联和华沙条约的防御力量应劣于美S和北约的军事力量‧苏联决不接 

受美囿试图强加给我们的"限度"， 

我们主张核武S的均衡以及箕他武S的均衡，主张不是以言词面是以行动放 

弃军事优势，我们还主张不附带单方面苛刻条件^压力的会谈， 

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军事力量》大致平衡，这是现实*这一点为三位美国总统一 

J^L^s福特、卡#~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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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美国著名人士也承'认这一点.只有里根总统在大谈其苏联的"超度军 

备"，最近某些其他西方代表也在步其后尘，但是事实上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在 

战咯核武器方面还是占优势的.到目酋为止，美国在某些方面仍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谞看一些数字：当菌美国战略核力量中拥有13» OO(XÎHU上的核弹头，而苏联拥有 

的核弹头比这要少；北约武装部队的人数为五百五十万，华沙条约的人数即使根据 

西方的官方统计，也只_%EL百九十万，美国拥有1 3艘航空母舰，共载520架可装极 

弹的飞机，这些航空母舰都在沿苏联海岸线附近活动*苏联没有航空母舰.这类事 

实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不断散布的关于苏联军事优势、苏联超级军备的指控是一 

种撞造的^:毒谎言， 

不过，说到超级军备，这正是一个国家的目标，这个国家在别国领土i:建立了 

1 5 0 0多个军事基地和设施，集结了极为庞军蚤武装力量并便将箕运载至世界 

最远，地区的工具处于充分战备状态，这个国家不仅不限制^削减核武器，反面正 

在集结战嗒逬攻力量，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自已防御的胬要；它在欧洲部署中程 

导弹，因而为自己创造了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它闯入外层空间，以便将全球 

置于箕核打击武&、激光武器和射线武碁的攻击范围之内；它在军蚤方面投入的资 

金已达数万亿美元；它拒绝所有关于就国际局势正常化达成协议的建议.这个国家 

^叫美利坚舍众国. 

冋：关于限制欧洲核武晷会谈，西方宣传不断指贲苏联持的态度没有建设性， 

不肯让步，并说苏联力求确保其单方面的有利地位，甚至说苏联"垄断"了中程导 

弹，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答：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任何人参加谈判自然要为自己力争更为有利条件.但 

是如杲谈判内容是各国根本利益的问題，那就只能在充分照顾各方合法利益的情况 

下逬行. 

苏联方面在日内瓦就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设性提案是众所周 

知的，苏联主张欧洲没有核武S ,无论是中程核武器还是战术核武S .这是实现欧 

洲无核化的真正途径，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因为苏联没有侵略性计划.到目酋为 

jb美国和北约对此依然保持沉默，对我们的倡议不作任何答复，虽然自从倡议提 

出以来将近两年的时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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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还提出过另一个计划，建议双方应在欧洲地区应削减各自的中程武器的三 

分之二以上.这样，苏联准备保留与英国和法国同等数量的导弹.我们最示愿意就 

欧洲在各相互规定的时期内的核力量的平衡达成协议* ^种平衡不仅是运载工具（导 

弹相飞机）的数量方面的，而且是核力量的弹头数. 

结杲，苏联在欧洲地区拥有的中程导弹和其运载的弹头It比1976年前要少得 

多，而那时我们还根本没有SS ― 20导弹.如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我们甚至明 

天It可准备开始拉平双方的导弹数.难道我们的建议没有建设性吗？正相反，我们 

的建议是建设性的，是负贲的.这些建议是通向合理的妥协的途径， 

西方大谈"苏联的不让步态度".但是确切地说，他们要我们让什么步呢？是 

不是要我们赞成将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引入欧洲？是否要我们不把英国和法国的 

核武器算入:ibi!i方面？如杲是这样的话，他们简直是要我们做出单方面让步，希望 

我们应该同意对我们的安全和盟国的安全造成直接的损害，我们为什么必需在这一 

A±听命于人？我们并没有向美国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 

在关于苏联"不让步态度"的说法的掩盖下，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问题被有意 

撹浑了.要求不把这些武器算在北约在欧洲的中程核力量之中，这种态度是不可能 

有客观性这是北约赤襌稞地力争维持其在欧洲的巨大军事优势.现在已知道， 

早在1979年，美国和其他主要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在瓜德罗普岛就达成协议，美国 

应单独出席日内瓦会谈，以便用谈判的双边性质将英国相法国的核武器#除在计算 

之外，并散布苏联在欧洲垄断导弹的说法. 

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苏联的"导弹垄断"，苏联的SS — 20导弹只是为了与 

北约在欧洲的核力量，包括其导弹，保持平衡.说到垄断，正是美国方面想要取得 

在苏联边界附近增加核武器的特权，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战咯因素."旲国想为自 

&获得垄断地位，想在苏联附近部署核武器，便其能够击中我国腹地的目标，而苏 

联在美国附近则并没有，而且当然，如果按美国的逻辑，也不应该有与之相称的力 

量"，这正是尤里‧安德罗波夫要求人们注意的. 

为此必须指出，在评价北约力量时，美国一贯是将英国相法国的核力量计算在 

内的.美国国防都长温伯格在关于1983年军事预算致国会的报告中就明白地说， 

北约的远程海军系统包括^^发射的弹道导弹，即英国的"北极星"和美国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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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式导弹，以及美囿航空母舰运载的飞机.同一报告中还提到^国的弹道导弹潜 

艇，唯一^保留之处就是这些潜艇不是正式构成北约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在其1978 

年关于防御问题的"白皮书"中也说，载有"北极星"导弹的英国潜铤是北约战略 

力量主要的一部分，"白皮书"还说这种潜艇可对联邦造成的损軎使苏联领导人不 

得对其等闲視之。 

要求将英国^诀国核武器计算在北约一方，这不是我们^讨价还价的出发点， 

而是从确保^们安全的利益出发的客观需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必将并决心拥 

君可与上述武器抗衡的武器， 

问：最近在美囿政府的发起下还广泛散布著一种说法：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对 

美国拥有优势.郁长同志，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当前，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和美国的战略进攻力量之间是大致平衡的. 

七年前，当苏联和美国萆拟《第二阶段限《战唂武器条约》时，不仅对每个数 

字，而且对每小逗号都反复检证过，1979年苏联相獒国领导人在维也纳签署这一 

条约时，就将这一点记录在茱，即苏联相美国在战珞武器方面是平衡的。时至今曰， 

情况仍然如此.但是整个问题是华盛顿给自已规定的目标是要打^这一平衡，取得 

军事优势. 

无论莪们举出美国战略进攻力量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发现这些部分很快就 

要装备起新的武器系统了.拥有1 0个分导式弹头的MX陆基战略导弹正在试验之 

中，一种新的单弹头机动 " f j ê儒"导弹和新的海碁"三又戟"导弹正在研中，正 

在加紧工作以便在近 1 0年中部署两种新的战咯轰炸机（ B—l b和"隐形"）； 

空中发射的^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肌导弹已开始批量生产，部署陆基抝这种巡航导弹 

的筹蚤工作已近完成.而且正如五角大楼髙级官员所说的，即使与苏联就削减战咯 

武器达成了协议，美国还将继续执行所有上述计划. 

华盛頓领导人玩弄种种把戏以掩盖其谋求确保军事优势的政策，他们广泛散布 

一种概念，把苏联方面发展得最为精密的武晷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说成是造成 

不稳定的因素，需要予以铲除，而美国最强的方面一先进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和重型轰炸机则保持不予触动. 

事实上，美国方面在日内瓦PH>I和削减战咯武器会谈中莸正是以这种理论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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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美囿的立场，美国目前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方式是自私的，目的是要苏联单 

方面裁^。它不顾我们的合法利益，要求美国取得对苏联的绝对优势.买际上葳是 

建议我们重新安排我们战略力量的整个结构.这种建议的目的就是破坏苏联的战唂 

核力量。 

问：部长同志，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发动了一场宣传战，目的是把苏联政府5 

月 2 8日声明描绘成对西方的"苏联军事威胁"的增长，你对此苕何评论？ 

答：苏联从未威胁过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西方某些人士散布"苏联威 

胁"的神话，是企图转移人民对真正的军事威胁的注意，这种真正的威胁是由美囿 

政府相某些北约盟囿造成的。 

例如，美国总统最近更是常常谈到"潘兴互"式导弹是不可少的，獒囿还非 

常需要"三叉戟"导弹，以"威慑俄国人".伹是，关于威胁的说法只是一种伪装 

罢了。美囿领导人认为道出他们军事准蚤的实情是不利的.但是亊实上，潘兴互式 

^-三叉戟"式导弹是一种第一次打击武器，华盛顿的战略剁定者关心的不是"威 

慑俄国人"，第一次核打击理论成了美国军事战硌中的主导理论。新é*r战略武器系 

统的产生以及战略力量的集结总的来说都正好是为执行这一理论的可能性服务的。 

在军事威胁日增的条件下，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 

面临危险，并使其依赖于核军蚤竟赛的煽动者的"^平的保障"，我们了觯并恰当 

地估价帝囿主义的政策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我们决不会忘记对侵略者采取 

的"绥靖"政策给各囿人民带来的悲剧，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S此有贲任采取措 

施，对核威胁的增长作出反应。我们要做出这样的反应，使潜在的侵略者心中的自我 

保护感应当压倒对我们发动侵略的动机. 

我们要采取这种对抗的搢施：对美国领土以及将要郁署美国导弹的其他囿家的 

领土造成军事威胁，就象美国试图对苏联及其盟国造成的威胁一样.那些目前在扩 

大军备竟赛的人应该最终认识到，谋求军事优势的危险而虛幻的性质，认识到迫切 

需要根据平等与同等安全的原则就限剁^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 

J ^ J L ** 一 xQC ,，， W W m w^^^ ^ ^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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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为维护^平的外层空间所作的斗争是当前确保世界和平与囿际安全的总努力的 

一小主要方面.维护外层空间的和平与安全对维护地球上的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因 

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首要的问题之一，人类的未来决定于是 

否能够设法觯决这一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反对，并继续反对将外层空间变为军备竟赛的场所。由于社 

会主义国家的直接参与，使一系列现已生效的囯际条约和协定得以締结，其目标是 

确保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专用于人类福利.根据《禁止在三种环境中进行核 

武器试验的条约》（1963年），在外层空间是不允许进行核武器试验或其他任何 

核爆炸的。《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 

的条约》载有一项重要的国际性法律承诺：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 

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 

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的缔结是一项朝向限制外层空间的军事用途 

的有益措：^ 

七十年代苏美缔结的一些双边协定中载有一些重要的条款，大大限制了将外层空 

间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1972年締结了《限制反弹道导弹导弹系统条约》， 

1974年又以《议定书》对其作了补充.根据这一条约，缔约双方承诺"不研究、 

试验或部署"以空间为基础的反弹道导弹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1972年签订的 

《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明确限定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数 

量. 

如果美囿批准了 1 9 7 9年 6月 1 8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 

Œ .83-6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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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在外层空闾非军事化方面本来还可取得更大的进屡，因为该条约不仅对这 

种武器传了数量上的限剁，而且也作了质量上的限制，其中的条款规定限制卑展将 

核武器放入地球轨道的系统的可能性，以及发展鄧分轨道系统的可能性， 

因此，关于限剁将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已拟订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律又书， 

并已生效，但是这些协定都没有排除在外层空间部署未列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 

的武器种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第3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项提茱，目的 

是防止将军备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并防止把外层空间变为使各国间关系恶化的源由。 

为此，向本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草茉 

(1982年4月7日CD/274号文件），其中一项条款规定，缔约国承诺不向围 

绕地球轨道发射载有任何种类武器的物体，不把这种武器放置在天体上，也不以任 

何其他方式把这种武器设置在外层空间，其中包括现有类型或各缔约国将来可能发 

展的其他类型可多次使用的有人驾驶的航天器， 

联合国大会第36/99和37/83号决议建议，裁蕈谈判委i会应就此问题剁订 

一项囿际协定，根据这些决议，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两年来一直主张设 

立一特设工作小组，在现有的以及未来可能提出的提茱的碁础上草拟"^或多份协 

定， 

蒙古代表团注意到，尽管已提出了一系列提茱，尽管大多数代袅团赞成立即就 

议程项目7开始谈判，但委员会尚未能就特设工作小组的取权范围达成一致君见. 

鉴于一些军事性空间计划的买行，鉴于在这些计划范围内部署的用以在外层空间及 

从外层空间进行打击的武器系统，和以外层空间、空域相地球为目标的空间武器， 

就此冋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的僵局就成为人们关切的原因.都署这些武器将扩大各囿 

间关系中的不信任，使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变得更为困难，并导致破坏 

现有的战略平衡，从而增加战争瀑发的危& 

a际社会中一小尤其令人关注，引人警觉的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决定开始发屡大 

规模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实施这一决定可能不仅会对防止在外层空间进一步的军蚤 

竟赛造成玻坏，而且会破坏现有的协定^条约。 

蒙古代表团和绝大多数代轰团一样，对将军备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危险表示 

关注，蒙古代表团要求尽快觯决妨碍莸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程序性和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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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职权范围应便旨在为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所有方面达成一项或多项 

协定而进行谈判成为可能。 

蒙古代表团认为，特设工作小组在其谈判初期阶段，能够明确直接与防止外层 

空间的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 

考虑到觯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问题的重要性相迫切性，蒙古代表团呼吁 

裁军谈判委艮会进一步努力，就议程项目7取得进展。蒙古代表团坚决认为，如杲 

有达成共同可接受的觯决办法抝政治葸愿和决心，就不会有无法达成适当协定的问 

题。 

T ^ T T V-nr S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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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日本、荷兰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本文件打算在一系列集中进行的非正式全体会议过程中就全面分析性探讨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一问颞提出一个可能的概略方案。 

为确定防止核战争和一般武装冲突的可能的、切实可行的、合适的和可谈 

判的措施，委员会必须首先通过审议下列意向性的小题目清单，对这一问颍的整 

个范围形成一个 看法： 

1 .对爆发一般武装冲突，特别是核战争可能性的估计。 

2. 《联合国宪章》及其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管这种武力是 

核力量还是其它力量；各国对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承诺， 

3. 所有国家承担义务维持有节制的政氣 

4. 军事理论。 

5. 有助于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国内措i 

6. 安 姊 证 措 私 

7. 区域性安^ ^ # o 

8. 不使用或不首先使用某些具体类型武器的现有承诺的有效性。 

9. 停止进一步发展、试验、和部署某些类型武器的措施的有效性。 

10.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旨在防止不管是由于突袭、偶然事件或错误估 

计而爆发战 M括核战争的各种措觚 

11 .军事均势、稳定和不减损各国安全的意义。 

12 .经过谈判而有效地可核薆地裁减核军备的蕙义。 

GE.83-6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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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它适当的措m» 

M<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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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报告 

一、 导 言 

1 *根据已载入第CD^358-号文件的1983年3月2 9日委员会第207次全 

体会议的决定，以工作小组原来的取权为基础，重新建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以 

实质性审査的方式，继续讨论和确定与核査和遵守有关^问题，以期在核禁试方面 

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委员会还^，核^^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今后可能根据委员 

会的决定进行修改，委员会将以适当的迫切性审议这一问题.本委员会3^""#决 

定，特设工作小组应于1983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度.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 在 1 9 8 3年 3月 2 9日的笫20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夯员会^"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的赫德尔大使为本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在1983年6月1 6日的第218 

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镙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代表罗斯大便接替赫德尔大便任工 

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斯利帕切考先生任工作小组的秘书. 

3. 与1982年的情况一样，有两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没有參加特设工作小 

组，好些代表团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并畫申希望能从新考虑这个决定， 

4. 裁军谈判委员会 ^瑕 -委员 ^员国的请求，决定邀请它们的参加特 

设工作小组会议，它们是：奥地利、布隆迪、芬兰、希腊、爱尔兰、掷威、塞内加 

尔、西班牙和土耳箕， 

5. 从 1 9 8 3年 4月 8日至 8月 1 6日，特设工作小组共举行1 7次会议. 

GE.83-6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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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83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根据议程项目1的如下正 

式文件： 

― 第 C D / 3 4 6 号 文 ^ 1 9 8 3年 2月 1 6日苏维^社会主义共和囿联盟提 

交，题为" 1 9 8 3年 2月 1 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为递交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第 C D / 3 8 1号文件 , 1 9 8 3年 6月 1 4日瑞典提交，题为"禁止在一切 

环境中逬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条约草案" 

一第 C D ^ 3 8 3号文件 , 1 9 8 3年 6月 1 7日联合王国提交，題为"工作文 

件：^平核瀑炸与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第CD/384号文件，1983年6月2 0日澳大利亚提交，题为"全面禁 

试条约核査系统体制安排：示范性问题清单" 

―第 C D / 3 8 8号文件 , 1 9 8 3年 7月 8日日本提交，题为"核禁试条约的 

核査与遵守" 

―第 C D / 3 8 9号文件 , 1 9 8 3年 7月 8 B日本提交，題为"关于对地震资 

嵙国际交换系统的看法" 

―第CD/390号文件，1983年7月8日日本提交，题为"关于日本采用 

新近安装的小型地震台阵对国际监测系统的贡献的工作文件" 

一第CD/395号文件,1983年7月1 9日挪威提交，题为"工作文件： 

根据全面核禁试进行地麗资料国际交换的作用" 

―第CD/400号文件，1983年7月2 2日澳大利亚提交，题为"国际管 

理小组" 

-第 C D / 4 0 2号文件 , 1 9 8 3年 8月 1日联合王国提交，题为"全面核禁 

试条约的核査方面" 

―第 C D / 4 0 3号文件 , 1 9 8 3年 8月 3日瑞典挺交，题为"工作文件：国 

际侦察空中放射现象（ISAR)" 

―笫 C D / 4 0 5号文, 1 9 8 3年 8月 4日澳大利亚提交，颞为"关于全面 

核禁试条约范围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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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会议期间，向工作小组分发了如下工作文件： 

- 第 C D , T B / f f P 3号工作文件，联合王国提出，颞为"工作文件： 

和平核爆炸与禁止核试验的关系"（也作为CD/383号文件分发） 

―第CD/HTB/WP. 4号工作又件，澳大利亚提出，颞为"全面禁试条 

约核査系统体制安排：示范性问题清单"
（
也作为CD/384号又件 

分发） 

―第CD/STB/WP. 5号文件，比利时提出，题为"比利时2 0年以来 

; t t ^ j i放射性活动观察结果的分析" 

―第CD/ITTB/WP. 6号文件，澳大利亚提出，颍为"国际管理小组" 

(也作为CD/400号文件分发) , 

-第 C D ^ Î T B / W P . 7号文件，联合王国提出，颍为"工作文^ :全 

面«试条约的核查方面"（ C T B T ) (也作为第 C D / 4 0 2号文件 

分发） 

―第CD/]JTBy!7I>。8号文件，澳大利亚提出，颞为"关于全面核禁 

试条约范围的提案"（也作为第CD/405号文件分发） 

―第 C D ^ T T B , P . 9号文件，瑞典提出，颡为"工作文 f h国际侦察 

空中放射现象（ISAR ) (也作为第 C D / 4 0 3号文件分发） 

在1983年会议期间还向工作小组呈送了如下会议室文 

- 第 2 号 文 件 ， 题 为 " 核 禁 试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关 于 

核査核禁试条约的遵守的手段的说明" 

―第CD/IÎTB/CRP 3号文件，题为 "试特设工作小组工作计划， 

―第CD^UTB/CRP 4号文件，题为"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协 

商与合作的程序和机构以及对专家委S会所作的说明（工作计划项目 

3及项目 4 ) " 

-第 C D / ^ T B / ^ R P . 5号文件，题为 " # 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 

申诉和现场視察程序所作的说明（工作计划项目5及项目6 ) " 

一第CD^îTB/CRI». 6号文件，修改后颗为" ^试特设工作小组报 



CD/412 
Page 4 

告草案"（也作为CD/4 12号文件分发）。 

三 、 1 9 8 3 年 义 期 间 麟 质 性 工 作 

7. 在 1 9 8 3年 4月 2 9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通过了如下工作 

计划： 

#试特设工作小组覆行其职权，将审査有关对核禁试的核査及遵 

守方面的种种问题。以期在为制订一个相应的条约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个条约将不带有歧视性质，并能够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加Ao 

在审査有关核査和遵守等问颞时，应考虑到核禁试条约的所有有关 

方面o 

该特设工作小组在对托付给它的议题^行一般性的讨论之后，将对下 

列六个项目依次进行审议。这种审议应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 

文件》中第3 1段的规定来进行。如有必要,主席将对各项目提出有关说明。 

1. 核査的要求和组成部分 

2. 核査手段：其中包括： 

国家技术手段 

0>)地震资料的囿际交换 

3. 进行协商和合作的程序及机构 

4. 专家委员会 

5. 申 满 序 

6. 现 场 « 

根据职权范围，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一切现有的提案及未 

来的倡议。此外，工作小组将吸取多年来一系列国际谈判机构和三边谈判 

在审议全面禁试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工作小组还将考虑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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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8. 由于通过了该工作计划，许多代表团表示这样的看法：协议的达戌将有 

助于工作小组根据现有职权范围对托付给它的问颈进行富有成杲的、精练的审it几 

个代表团作了如下保留：他们同意把未来核禁试条约一般性表述方案列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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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应影响莸这一条约进行谈判. 

9.在委员会1983年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讨论并审议了下列各代表团提 

交的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CD/346 )、瑞典代表团（ C D , 

381)、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CD/383)、澳大利亚代表团 

38< -CD/400 )、曰本代表团（CD/388. CDX389. CD/390 )、比利时代 

表团（ClVTJTBAP, 5 )和挪威代表团（CD/395 )。在会议结束前,联合王国 

(CD/402 )、瑞典（CD/403 )和澳大利亚（CD/405)也向委员会提交了文 

件，在提及这些提案，特别是苏联提交的"全面彻底禁止孩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 

(CD/346 )和瑞典提出的"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任何孩武器试验爆炸条约草案" 

(CD/<381)时，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提案已为毫不拖延地进行核禁试条约谈判 

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一些代表团不同意这一观点. 

10 ‧根据该工作计划，各代表团^核禁试的范围问题交换了意见，一些代表团 

指出，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核武器缔约国已在该文书的前言中从法律上承 

担締结一项永远禁止任何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义务，并且他们在过去承认了 

和平用途核爆炸和核武器试验的区别，这些代表团认为,某些国家对相平用途核爆 

炸所持的态度是与它们在军备限制领域中根据各种协定所承担的和平利用核能的义 

务不符合的，而且引进了歧视性的因素，因而完全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通过运用 

一般用途标准，可以很容易地处理和平用途核爆炸这一问题.他们进一步认为，和 

平用途核爆炸绝不会构成在这方面的唯一的问题，因为关于大部分的裁军搢施，特 

别是关于化学武器的禁止，用途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作为觯决有关技术 

或材料的潜在军事应用问题的基础.和平用途的核爆炸是一个非本质的问题，中心 

问题应是实现孩武器禁试，其主要目的在于遏止核军备竟赛,因此不应便相平核爆 

炸问题转移委员会对中心问题的注意力. 

几个代表团，包括两个核武器国家，认为任何未来的核禁试应该既包揞核武器 

试验，也包括相平用途的核爆炸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一立场符合 

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第一条的规定，并基于这一信念：不可能区分核武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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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爆炸与和平核爆炸。在他们肴来，实际上不可能拟订一种能进行相平目的核爆炸 

而又能排除军事上获得利益的制度.这些代表团认为，这就是核禁试条约范围和孩 

査方面真正耽心的问题所在.由于他们认为任何和平用途的孩爆炸装置均可用来作 

为武器，因此认为对于孩禁试不可能应用一般用途标准。 . 

两个核武器国家断然拒绝其它代表团对其和平用途核爆炸的国家政策以及国际 

协定中承担的关于核籮炸义务的指控.这些指控明显地或含蓄地写在本没的其它各 

节中.这些代表团指出，没有可行的办法确保不从任何核爆炸中获得军事上的利益. 

作为军备管制的有效措施，任何孩禁试必须包括一切孩爆炸，在他们看来，所有与 

此相反的论点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们对引进这个问题表示遗憾，认为这个问题对 

工作小组的工作来说是不合适的• 

包括一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核禁试条约应永远禁止任何环 

境中的一切孩武器试验爆炸，为有助于迅速締结这样一项条约，他们建议，在对和 

平核爆炸作出适当的安排之前，应暂停这种孩爆炸.这些代表团同章下列观点：和 

平用途的核爆炸问题不应用来转移人们迫切要求締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 

验条约的注意力.他们注意到，虽然两个核武器国家在过去同意应明确区分核武器 

爆炸和^平用途核爆炸，并根据条约为他们提供不同待遇，但目前他们却主张禁止 

一切孩爆炸，这些代表团也认为，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这一目标相比，和平用途 

核爆炸向题是一个非本质问题，可以在全面、彻底禁止孩武器试验条约締结后的谈 

判范围中予以觯决. 

11 .小组也对加入核禁试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普遍认为，所有孩武器国家的参 

加对于締结一项有效的核禁试条约是重要的。几个代表团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 

从一开始就成为締约囿。其他代表团由于考if到需要早日就核禁试条约达成协议， 

认为由苏联、美国^联合王国加入就足以可便条约生效，其余两个孩武器国家则可 

以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内加入该条约. 

12 ，特设工作小组按其工作计划> 对计划上的所有项目进行了实/1性的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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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对工作小组权限内的问题有条不紊的讨论和明确定义，主席对其中五个项 

目提出了说明（CD/îfTB/CR?. 2, 4和 5 ) ' —些代袠团对主席的说明作了口头 

或书面评论，工作小组对其工作计划上各小项目的讨论结果于下面列出。 

13 .核査的要求和组成部分 

关于核査的要求，不少代轰团认为，核禁试的核査系统应是非歧視性的，应基 

于各缔约国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义务，这小系统应在多边讲台中进行谈判，并应flHE 

所有囯家都能平等利用， 

普遍认为核禁试条约的核査系统的各项要求取决于该项条约的范围.对此一些 

代表团指出关于核査系统*要求的任何协议只有在对条约的实际谈判的更广的范围 

内才能达成。但是其他代表团认为，即使在未进行谈判的情况下也能找到对于核査 

要求的一些共同理觯， 

关于核禁试的核査系统盼基本组成部分，一般认为这一系统应以国家措施和囿 

际措施相结合为基础，并可以包括（除其他事项外）：（a)囿家技术手段；（b)地震数 

据国际交换；（c)协商与合作的程序和机构；W缔约囿组成的一个或几个多边机构； 

(e)申诉程序；（f)现场视察。 

14 .核査手段 

一些代表团，包括一小核武器国家代表团，重申现有的核査手段足以对核禁试 

条约的遵守提供合理的#it在这方面，他们提到了 1 9 7 2年 2月 2 9日联合国秘 

书长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讲话，其中特别指出，这个问题的一切科学技术方面 

都已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只需作出政治决定就可达成最后协议。伹是，包括两小核 

武器国家在内的其他代表团重申他们的观点是，核查手段是否充分的问题只能靠各 

国在其囿家要求的基础上来分别确定。 

一些代表团重申其观点，认为工作小组对核禁试的核査系统的体剁和管理安排 

加以审议是有益^.伹是别的代表团认为只应在该判条约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安排加 

以审议。 

(a)国家技术手段。普遍认为囿家技术手段可以在对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情 

况进行核査时起重要作用。对此，一些代表团强调必须保证所有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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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能平等获得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得到^情报。但是有些代轰团认为 

这种情报只能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 

(b)地震数据的囿际交换。一般认为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换是核禁试的核查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并进一步认识到在设立这样一小交换系统 

时，应将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关于拟订国呩合作措施以便侦察^识 

别地震事件的建议作为基础。根据这些建议，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换应 

包括下述主要部分:1地篾台站网;2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通讯系统 

进行地震数据国际交换;3国际数据中心。 

几个代袅团认为，要使地震资料国际交换系统有效，它应对地球有尽可能广阖 

的复盖面，并使用先进的技术，以确保对低强度地震爭件的侦察和识别.某些代表 

团指出，国际地震系统在某些目前复盖能力薄弱的地区，特剁在南半球，应予改善. 

几个代表团认为，这样一小系统在条约生效之时应开始充分工作。其它一些代表团 

则认为，只有在明确了哪些国家将成为缔约国后，也就是当条约生效以后，才能为 

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作出详细的安排.他们还认为，为使所有缔约囯都能利用这个 

系统，它应以所有締约国都能负担的广泛使用的技术为基础。对此他们指出，目前 

可利用的技术完全足以核査条约的遵守情况.这些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在关于核禁 

试条约的政治谈判^关于核査系统的技术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后者不应 

无穷无尽地进行，为了考虑每一个技术上和科学上的进袅而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活 

动，在他们看来，技术问题不应用来无休止地推迟谈判的进行。然而，其它代袭团 

强调，在关于核禁试核査的一切技术问题上并不存在着共同的观点，因此为使设想 

中的资料交换系统尽可能地充足和有效，必须密切注视科学技术的进展. 

某些代袭团指出了某些改进，他们认为，这些改进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核査手段， 

以便保证核査系统更加有效.在这方面，某些代表团认为，除了地震监测网以外， 

核禁试的核査手段应该包括监視空中放射性活动的类似的网路。然而其他代表S怀 

疑建立此种网路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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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协商与合作的程序和机构 

一般认为协商与合作的程序和机构为觯决缔约国的遵守问题丧供了重要手& 

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指出协商首先应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他们未能觯问 

题时，有关各缔约国才采取多边程序.一个代表团提出，它认为首先向缔约国组成 

的多边机构提出协商要求是可取的。 

16 .专家委员会 

一般同意的观点是，核禁试条约如能规定一个由缔约囯组成的多边机构以促进 

这些国家间的协两和合作，将是可取的.大家进一步认为，这个机构可由适当的附 

属机构予以协助* 一些代表团认为多边机构应由一个技术专家小组和一个常设秘书 

处协助。但是剁的代表团对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由各缔约国提洪经费的臃肿机构提 

出了疑问.对于多边机构及其可能的附属机构的特性和职能提出了各种建iJL 

17 ‧申诉程序 

一般认为核禁试条约可以包括申诉程序.对此，一些代表团表示的观点是，由 

于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这就为条约的遵守提洪了又一项保化一些代表闭建 

议也可向由締约国组成的多边机构提出申诉. 

18 .现场視察 

人们广泛地认为，核禁试条约的核査系统应包括现场視察的条I 一些代表团 

坚定地认为，现场视察应以挑战性地或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某些代表团则认为， 

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关于现场视察的请求不应遭到在其领土进行此种视察的締约囯方 

面的拒I关于现场视察的程序和视察人员的权利、作用等问题，提出了几个建议， 

四 . 结 论 和 建 议 

19 .工作计划执行的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举行了一次有组织的讨论，以确定 

与核査和遵守有关的问题，以期朝着核禁试条约取得进一步进餍。许多代表团认为, 

特设工作小组在1982年和1983年会议期间，通过讨论和确定与核查和遵守核禁 

试有关的所有问题，已宪成其职贵，并认为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应予改变，以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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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毫不拖延地开始关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然而，某些代表团认为，该问题讨论得 

尚不够充分，在讨论过程中表示的许多观点尚需进一步审査* 

由于缺乏一致意见，特设工作小组回顾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决定，即*核禁试 

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可按委员会的决定在以后修订，委员会将以适当的紧迫性 

审议该问题"（CD/358).在这方面，许多代表团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于1984 

年会议开始时处理这一问惑 

i l * L ^ ^ J *‧ ^ J 

w w % , ， , r^^^ r^^^ ^y^^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August 1983 
CHIÏÏESE 
Origxnal: ENGLISH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日本、荷兰、联合王囿、美利坚合众国 

裁军谈判委员会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 

议题项目7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案 

为执行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120段作为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贵任，决定在其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 

竟赛"的议程项目7下设立一特设工作小组. 

委员会要求该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议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有 

关的事项. 

特设工作小组应考虑所有现有的协定、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并向裁军谈 

判娄员会报告其工作进暴情况. 

>O< )O< >O< >o< 

GE.83-63786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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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报告 

导 言 

1 .裁军谈判委员会于 1 9 8 3年 3月 2 9日第207次全体会议上，就其议程项 

目5 (见第CD/358号文件），除其他事项外，通过下述决定，即： 

委员会决定，在委员会1983年^h会议期间，重设下列问题特设工 

作小组：禁止核试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變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 

经协议：各特设工作小组可在箕原来职权围基础上开始工作， 

;g#设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19 8 3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裉告其工作 

进 袅 情 t " 

2. 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83年3月2 9 日 的 第 2 0 7 次 全 ^ 议 上 ， ^ ^ 瑞 典 

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舍国裁军事务鄧林国炯博 

士为恃设工作小组秘书. 

3. 特设工作小组于 1 9 8 3年 4月 8日至 4月 2 9日和 6月 1 3日至 8月 1 7 

日期间，召开了 6次会议。 

4. 特设工作小组根据主席的建议，于4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两 

个组（A组和B组），就工惟小组的两项主要问^^行实质性审iJL 组由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担任协调员，审议有关"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題"，B组由苏维埃社 

±y 一个不反对设立B组的代表团，对参加该组弃札 

ŒE.83-63791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http://Orig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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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担任协调员，审议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达成的谅解 

是，将这两个问題,司的联系问^暂时搁置一边，待本期会议末在特设工作小组中审 

iL 

5. 根据箕请求，邀请了下列裁军谈判委S会非戍员囯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 

1983年期间的会议：奥地利、布隆迪、芬兰、希腊、爱尔兰、挪威、塞内加尔和 

西班牙. 

6. 在行使其职权时，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联合囿大会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的第7 6&它也考虑到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有关的建议，特别是 

1980年通过的与第二个裁军十年有关的建i工作小组除联合国大会就此问题茌 

历届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决议外，还特别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37/99C号决议*该决 

议^ 1段和第 2段分述卯下： 

" 1 . 1裁簟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判，以期早日完戍拟订一项禁止研 

剁、生产、储存相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尽可能提交大会第38届 

会议; 

2.又请裁^谈判委员会继续寻求关于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问 

题的觯决办法，包括计及各方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提茱，确定此种禁止 

的 范 围 ； " 

7 .特设工作小组在1983年会i义期间收到了如下供审议的补兄又件： 

(1) CD/345 一些社会主义囿家:确保安全发展核能 

( 1 9 8 3年 2月 1 4曰） 

(2) CD^W/WP. 41 (CD/374) 联合王囯：放射性武器定义^放射性武器 

条约的范围 ( 1 9 8 3年 4月 1 3日） 

(3) 42 主席的工作又件：1983年第一期会议时 

阆表 ( 1 9 8 3年 4月 1 4日） 

(4) 43 主席的工作又件：1983年第二期合议时 

间表 ( 1 9 8 3年 4月 2 6日） 

(5) 44 主席的工作又件，包括 A组^ B组协调员 

的进度报告（1983年4月2 9日） 



(6) CD/RW/WP. 45和C。RR. 1 

(7) 46 

(8) C`Dy^RWyWT. 47 

(9) CD/<RW/57P. 4 g 

aa CD/RW/¥P. 4g 

CLD CDXRW/WP. 50 

03 CD/RW/WP. 51 

03 CD/RW/CRP. 19 

CD/RW/CRP. 20 

a9 CD/BW/CRP. 1 

a© CD/HW/CRP. 2LXREV. 1 

a" CD/RW/CRP. 22/Rev. 2 

as CD/RW/CRP. 23 

CL9 CD/^RW/CR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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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遵守与孩査（1983年6月21日）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3的提茱（ 1 9 8 3年 6 

月 1 6曰） 

联合王国:禁止袭击孩设施（ 1 9 8 3年 6 

月 3 0曰） 

2 1国集团:关于"和平使用"中一项条 

款的提茱（1983# 6 月 3 0日） 

日本 :关于第一条（"定义 "）、第二 

条（"禁止^围"）和有关条款的缇茉 

( 1 9 8 3 年 7 月 6 日 ) 

待审议的孩设施种类或类型汇编（1983 

年 8月 9日） 

关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相"禁止 

袭击孩设施"间联系的蚤选方案的汇编 

( 1 9 8 3年 8月 1 1日） 

协调5关于定义，相平使用以及与其他协 

足的关系等问题的建议（ 1 9 8 3年 4月 2 8 

B ) 

协调员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结构的建 

议（ 1 9 8 3年 6月 2 3日） 

A组协调 ë的意见（ 1 9 8 3年 8月 3日） 

A组的报告（ 1 9 8 3年 8月 9日) 

B组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的报告 

( 1 9 8 3年 8月 1 2曰） 

放射性武器悻设工作小组裉告草案（1983 

年8月11日） 

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提案潰单 

( 1 9 8 3 年 8 月 1 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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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小组以及 A组^ B组审议期间，秘书处也编制了许多非正式的工作又件， 

以协助小组的工作。清单如下： 

(1)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禁止范围"的茱又汇编，见CD/31，CD/ 

32， CD/Rwywp. 20 ̂  CD/RW/Î?Î. 39 ； 

(2) 有关"^平使用"的茱又汇编，见 C D / 3 1 , CD/32, 20 

和CD/RW/WP. 39； 

(3) 有关"同其他裁箪措施与协定的关系"的茱又汇编，见CD/31, CD/ 

32, 20^0 CD/RW/WP. 39； 

(4) 有关"遵守与核査"的粟文汇编，见CD/31, CD/32, 

20 ?fPCD/RW/Wp. 39; 

(5) 已提出的放射性武器条约草茱清单； 

(6) 放射性武器条约序言部分草茱提茱清单； 

(7) 放射性武器条约"定义"相"禁止范围"部分提茱渍单； 

(8) 故射性武器条约"和平使用"部分提茱漬单； 

(9) 放射性武器条约"同其他裁军措施与协定的关系"都分提茶渍单； 

ad)放射性武器条约"遵守与核査"部分提茱清单； 

C U )放射性武器条约"條正茱"、 "审査会议"、 "期限与退约"、 "加 

入、生效、保存者"部分锭茶潰单； 

0 2故射性武器条约"附件"部分捷茱清单； 

03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提茶漬单； 

U载于某些现有法律又书中的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条款的茱又汇编； 

as 一些具体建议汇编，此等建议可能有助于拟订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 

范围的标准； 

as待审议的核设施的类型或类别的初步漬单； 

a " "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与"禁止袭击核设施"间联系的可供选择 

的途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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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3年会议期阆就此问题 

进行的实质性谈判 

8. 根据特设工作小组通过的工作计划（见第CD/HW/w?. 4 2号又件）， A 

组 ^ B组于 4月 1 1日至28日各举行了三次会议，两组协调员分别由巴斯比先生 

(獒国）和纳扎尔金先生（苏联）抠任，A组和B组协调员提供了该两组工作的进 

度报告（分别见第CD/RW/W?. 44号又件附件一^附件二 ） a 

9. 在1983年第二期合议期间，A组在协调员巴斯比*生（美囿）主持下于 

6月 1 3日至 8月 8日#^了 9次会议.协调员向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提交了 

该组工作报告(见本报告附件一).B组在协调员普罗克菲耶夫先生（苏联） 

主持下于 6月 2 1日至 8月 1 2日举行了1 1次会议。协调员向放射性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提交了一份该组工作报告（见本报告附件二）。 

1 0 . 在 8 月 I I 日 ^ 1 5日的第 4次^第 5次^议上，特设工作小组审议了该 

小组面临的两小主要问题，即"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題"^"禁止袭击核设施"的 

联系问题，秘书处考虑了各代轰团提出的各种建议^提茱，编制了一份它们之间 

联系问题的备选途径汇编（第CD/RW/WP. 51号又件）.汇编载有下述备选途径： 

(1) 在单一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内包括这两小问题，因袭击核设施可相当于 

使用放射性武器； 

(2) 在一般性的玫射性武器条约下附有两个议定书，即关于"传统的放射 

性武器问题"的一号议定书，和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二号议定 

书； 

(3) 一项条约附加一个议定书，此议定书或为必不可少的都分，或为可选 

择的部分，即：条约本身是关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題"，而议定 

书是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 

(4) 两项条约分别处理两小问题，均附有谅觯条款如下：一小条约的筌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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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等待另一个条约的签订； 

(5) 一项关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条约，附有谅解条款如下：现有 

的法律文书所载有关规定，特别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1977 

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应加以修正，以便充分包括"禁止袭击核设施" 

的冋题； 

(6) 两项条约独立地处理两个问题，没有任何联系. 

此外，还提出了下列备选途径： 

(1) 在一项关于"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条约内列入一项条款规定缔约 

国承诺尽早就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开始谈判； 

(2) 在一项"传统的放射性武^问题"的条约内载有谅觯条款，说明禁止 

军事袭击核设施（包括这种禁止的范围）间题，须逬一步审议，W期 

对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代表团裉据这一汇编，-^<feife交换了意见。讨论表明，各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 

立场继续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四、结论和逑议 

11. 尽管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方面还有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A组进 

竹的厂泛讨论和紧张谈判进一步澄清了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并将为这方面未来的工 

作铺平路道*人们认为，B组对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颈的实质性审议是有益的和必要 

的，使人们对这些冋题有了更妤的理觯.代表团的各种立场，尤其是关于禁止范围 

和这个问题的法律:5"面，都得到了澄滑，这种讨论对审査共同的途径和小组未来可 

能的活动作出了亶要贡献. 

12. 人们承认"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颞，，和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是很罜要的， 

这些冋题需要^决.裁军谈判委员会可继续传为最适当的处理这些问题的讲坛. 

13. 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在1984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 

立特设工作小组，以继续其工作，并在这面审査^评价如何最好地就^个主题事 

概 得 进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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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A 组 

附 件 一 

A 组 的 报 告 

1. 按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1983年4月8日的要求，A组审议了传 

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问;^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的问题则要求另一小组单 

独处 I在本届会议期间， A组召集了 1狄会 i t A组的目的如主席所指出，是 

" 设法觯决各项仍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暂时将它们之间的联系的问题搁置 

起 ^ " 

2. 1983年4月1 1日召开的首次会议上，A组决定了一种工作方法，就下 

列四个尚未觯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放射性武器的定义问题；条约中的一项关 

于和平使用的适当条款问题；各国在有关的核裁军领域内所作的承诺和义务的问题; 

以及遵守条款的问协调员提议并经本组同意，应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以全部 

现有的提案以及协调员将拟出并提交本组的建议的妥协案文为基础，以便达成妥协, 

A组应设法寻求一致意见，并向整个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提交一份全面的条约襄XP 

3. 根据已提交的集中整理的案文及所有有关的提案，A组逐一审议了这四个 

未觯决的问I在这方面，A组注意到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前任主席匈牙利的科米 

韦斯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所作的努力，并对之表示赞赏.在审议 

过程中，协调员按其自身的职贵提交了几项寻求妥协的建议（CD/RW/CRP. 20)， 

这些建议已由本组进行了讨"^ 

4. 实质性问^±的分歧依然存 I协调员于 1 9 8 3年 8月 3日拟出了 一份经 

整理洪谈判的放射性武器条约案文（CD/RW/CRP. 1 )并将其礎交给本 

^协调员案文的目的是在同^fô`文件中反映出谈判的状况，包括达戍协议和未达 

成协议的领域在内.协调员指出该案文包含内在的括弧，并在某些地方附有洪选 

择的语言.采用这一办法并不在于指明案文中未加括弧的部分:t见一致，而是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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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谈判应集中注意的关鍵问逸 

5. A组审议了协调员的案文，^戍协议，但同意协调员将此案文与本报告 

一并提交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其理觯是案文是由协调员自己负贵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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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的 附 件 

裁军谈判委员会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A组 

协 调 员 提 交 的 文 件 

附上一份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萆案供A组审议之用，如1983年7月8日举行 

的A组会议上一致商定的，本草案是在同各代表团磋两之后拟定的.草案包括来能 

列入第CD/RW/CR?. 20号文件中的关于核查和协商/遵守程序的条款. 

附件如上所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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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放 射 性 武 器 条 约 

本条约各缔约国， 

决心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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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认识到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协定将促 

进这一目标,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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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毁灭性的后果， 

因此强调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本条约的特珠重要性， 

〔肯定下述原则，即本条约所有缔约国都应能享受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的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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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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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1.本条约每个締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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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 

为本条约之目的，"放射性武器"一词的含义是： 

(1) 任何装置，包括^武器或装备，经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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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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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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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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或引导任何人、国家、国家 

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按本条之第1和第2段规定的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不得从事的 

贿 活 动 . 

〔 第 二 条 

1.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对加强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性衰变所产生的 

辐射源的国际合* 〔并对制定适当措施以保护所有国家不受辐射有害影响〕〔尽可 

能充分地〕〔充分〕倌出贡献. 

2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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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发暴中国 

家的需要， 

3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觯释为影响各缔约国拟订和实施其和平利用栢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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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的枚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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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防止可以用作放射性武器的放射性物质的丟失，并禁止 

和防止将此种物质转化为放射性武器. 

第 四 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禁止和防止在其 

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发生任何违反本条约各项规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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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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释为以任何方式隈制或减损任何适用于武装冲 

突的现有的囿际法规则或限制或减损各绪约国根据任何 其他有关的国际协定所承担 

的义务。 

〔 第 五 条 重 复 

本条约各绪约国承诺，为停止核军备竟赛、确定防止使用核武器或烕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和实现核裁军迅速进行谈判。〕 

第 六 条 

1 .本条约各铕约国承担义务，在觯决因本条约的目标、或在执行太条约各项 

条款中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颈时，彼此进行协商和合作。 

2. 根据本条所进行的协茼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体制范围内，并根据其《宪 

章》，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包括适当的囿际组织的服务以及本 

条约第七条规定的协商娄员会相事实调査小组的服务。 

3. 本条约各缔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地在双边或多边^础上交，，保证其履行 

条约义务所必需的情报。 

第 七 条 

1.为有效贯彻本条约第六条第2段，应成立协商委员会和常设事实调査小I 

附件1和附件2分别规定了他们的职能相议事规则。迖两个附件是本条约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2 .本条约的任何铕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铕约国可能没有遵守本条约各 

条款，或对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有关形势表示关切，并对根据条约第6条所提供的 

协商结杲表示不满的缔约国，均可以要求保存者进行调査，以确定事实。此种要求 

应包括一切有关资料以及足以证明该项要求#立的一切证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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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实现本条第2段所頰定的目的，保存者应尽早地、无论如何应在接到任 

何绪约国要求的十天之内，召开根据本条第一款建立的常设事实调査小组会议。 

4 „如根据本条第 2、 3段所进行的事实调査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而间题仍 

未觯决，〔五个或更多的缔约国〕〔任何缔约国〕可要求侏存者召开缔约国协商委 

员会会议，以便审议32： —事项。 

5.本条约各^约国承诺同协商委员会和事实调査小组进行尽可能无分的合作, 

P乂便有利于其工ffe 

〔6.由于违犯本条约致便本条约任何绪约国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时，各绪 

约囿保证按照《联合囿宪耷》^规定，向其提供援助。〕 

〔7.本条之各条款不应解释为影响銪约囿根据《联合国宪耷》所承担^权利和 

义务，包括提请安全理事会对遵守该条约表示关注。〕 

第 八 条 

1 .本条约任何绪约囿均可对本条约赉出修正茱。任何提出的修正茱案又均应交 

保存者,保存者^速分发给所有绪约国。 

〔2.任何对本条约提出修正茱的铕约囿均可要求保存者征询各绪约国的蒽见， 

是否应召开一次会议审査该提茱。如多数国家荜求这样做，保存者应召开会议并邀 

请所有^约国参加审议此项提茱。〕 

3.修正茱应自大多数绪约国向保存者交存接受书之时起，对接受该修正茱的 

各绪约囿生效。此后，该修正茱对其余銪约国应自其交存接受书之日起生效。 

第 九 条 

1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0 

2.本条约各铕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王颈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囿家的 

最高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该^约国应在三个月前将其退 

约一事通知所有其他纾约国〔，〕〔和〕保存者〔，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此项 

通知应包括关于该国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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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1. 保存者应在本条约开始生效后〔五〕〔十〕年召开缔约国会议，审查本条约 

的〔范围和〕实施情况，以保证本条约序言的宗旨和各项条款正在得到遵守，〔以 

及审议当时有待审议的任何修正茱〕.此项审查应考if到任何〔可能会影响〕本条 

约〔各蚤款的〕科学相技术的新发暴〔〔非〕本条约〔締约国〕〔非签署国〕的国 

家应被邀甫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2. 此后每隔五年，如经大多数缔约国向保存者提出召开上述目的会^乂的建议， 

则可召开这种会议， 

3. 如在上次审查会i义结束后十年内未再举行审査会i义，保存者应向所有締约 

囿征求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f:见.如有三分之一或十4`一以两个数目中较小者为 

%—缔约国作出赞同的答复，保存者应立即采取步骤召开会议， 

笫 十 一 条 

1. 本条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未在本条约按照本条第3生效iîr签署的 

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条约. 

2. 本条约须经各签署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3. 本条约应在〔1 5 〕 〔 2 0 〕个国家的政府按照本条第2^交存批准书后 

生效. 

4. 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字的曰期、每份批/fe书或加入书交存^日期、本条约生 

效日期相对本条约的任何修正茱以及收到其他通知的情况迅速通知所有^署国相加 

入囿。 

6. 本条约应由保存者桉照《联合囿牢章》第102蚤办理登记. 

第 十 二 条 

本蚤约的英又.阿拉伯叉、中又、法文、俄又相西班牙又又本具笮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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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交骄&国秘书长保存，由秘书长捋本公约经正式孩证的副本分送各签署国相加 

入国政府. 

附 件 一 

〔 协 商 娈 员 会 ) 

1.缔约国协蔺娈员会〔，除裉据附泮二的现定设:2：事实调查小组外〕应负贲 

觯决要求召开娈员会会议的〔一些缔约国〕〔一个締约国〕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为此目的，参加会议的各万有衩要求并接受一个缔约国能钤提供的任何资科. 

2，协商委S会工作的安排，应便其能栘镙行本附件第1段所观定的职能.娄 

员会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万式〔决定同其工作安排笮关的程序&问题〕〔作 

出决^〕，不能以协两一致万式决更时，则以出席并投票的多数决^.〔实质&问 

题不应进行表决.〕王席不参加表决. 

3. 任何缔约国均可参加协蔺委员会的工作.娈S会的每一个代衮在开会时均 

可由顾问协助. 

4. 娈员会主席应由保存者或其代彔担任。 

5. 协商姿员会会i乂由王席召开〔： 

(a) 在本条约生效后三十天内，以便设立常设事实调查小组； 

(b) 〕尽量赶早，无论如何应在按本条约第七条第4 S提出召开会议莩求 

后的三十天内. 

6. 每一締约国有^邇过王席莩求各囿及各II际组织提供其认为为宪戍会议工 

作所需的资科相协助. 

7. 对任河〔觯决问题的〕会议，应将会i义期间提出的所有衆见相资料汇缡戍 

椅莩.主席应将摘軍分发给所有缔约囿. 

附 泮 二 

C 事 实 调 查 小 组 ) 

1.常设塞实调查小组负贲对婁实进行适当的调查，并对保存者裉瑭本条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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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蚤第3段徒^的任何问题，提供专家熏见-

〔裉瑭本条约第七条第5 ^，事买调量小组在必要时可逬行现场调 g ,〕 

〔2.由各締约国代表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戍员不应超过十五名： 

(a)十名成员应由〔主席〕〔协商娈员会〕与各缔约国协两之后娈任 a在 

选择-些成员时，应无分考虑适当的地理平衡。成员之任期为两 

年，每年更换五名； 

(t>)此外，安全垤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同时又是本条约缔约国者，也应有代 

最参加事实调查小组.〕 

〔2.由各缔约国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成ë不应超过‧‧‧‧‧‧‧‧名.小组的最初戍员 

由〔主席同締约国协商后，〕〔协商苓ê会〕在笫一次会议上指^，三分之一的成 

员&期为一年，三分之一为两年，三分之一为三年.叱后，〔根据娈员会第一次会 

议所确足的原则，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在同缔约国协两后，娈任所有戌S的任期均 

为三年.在人选问题上，应充分考虑保证适当的地理平衡.〕 

3 . 每一个成员可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的顾问协助工作. 

4. 保存者或其代彔应担任小组主席〔，除非小组根据本附件笫5投所现足的 

程 序 另 作 决 ^ 〕 . 

5. 事实调查小组的工作安排，应便其能哆镘行本附件第I段所规疋的^能. 

〔小组设立后不迟于六十天应由〔协商娈员会〕召开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该次会议 

上，保存者应根据与締约国相签署国的协商结果^小组的工作安排，包括任何所需 

资金提出建议.〕〔小组在可能It况下应以协蔺一致万式决定其工作安排的程序问 

题，不能以+办商一致万式决^时，则以出席并投票的多数决定.实/f性问题不应讲 

行彔决，〕〔小组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不能以协商一致万式 

决^时，则以出席并投票的多数决定.〕主席不得参加投票. 

6. 每位戌员有权邇过王席莩农各国及各国际组织提供该成员认为为宪戍小组 

工作所需的资科相协助. 

7. 莩农进行调f的缔约国相作为3?种调查^象的任何銃约国，不管其是否本 



CD/414 
Annex to AMEDC 
Page 9 

小组^员，均有权〔参加小组的工作〕〔派代表与会，伹不参与作出决定〕。 

8.事实调査小组应毫不延迖地向〔保存者〕〔所有绪约国〕提供其工作报告， 

包括^其活动期间它了解的事实，向它提供的一切见^憒报〔。〕〔，并包括它 

认为适当的建议。如该小组未能获得事实调査的充分资料，它应说明未能做到这点 

的理由。〕〔保存者应把该损告分发给所有銪约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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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裁军谈判委员会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B组 

B组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 

报 告 

一 、 导 言 

1 ‧根据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1983年4月8日首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 

设立了B组以审议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附以如下谅解：这个问题和"传统的放 

射性武器事项"之间的联系问题目前暂时搁置下来. 

2 . B组在执行其任务期间对于交来的有关这一议题的全部提案迕行了考虑. 

并在19 8 3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在协调员苏维^会主义共和 m S l ^ m尔金先生的 

主持下，于 4月 1 8日到 2 8日之间召开了三次会议.本组致力于审议这个题目所 

涉及的诸如范围、法律间题、区域以及遵守与核查等项问题.在1983年第一期会 

议结束时，协调员提交了一份关于放射性武晷特设工作小组B组在其1 983年4月 

2 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工作情况的逬度报告.该报告已载入笫CDyllw/^. 44 

号文件的附件二中. 

3. 在 1 9 8禅第二• 义期同,B^è协调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普罗 

克菲耶夫先生的主持下，于 6月 2 1日至 8月 1 2日召开了 1
 4
次会议.在这个阶 

段的首次会议上，在协调员的建议下，本组决定继续集中力量于第一阶段已审议过 

的那些问题， 

4. 本组在审议过程中还考虑了 1983年会议前以及开会期间向委员会提出的 

文件和工作文件中所载的各种提案，建议和意见，这些文件的潰单已载入第CD/ 

R W
^CRP ' 2 4 号 文 件 ， 并 附 于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的 报 告 . 除 这 些 文 件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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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还考虑到了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在联合国大会常会及特别会议上对 

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所提的提茱相发表的葸见‧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强调第3 7 

届联合国大会所提议的确保安全发展核能问题的重要性，这是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 

的另一方面. 

二、对此议题的实质性讨论 

百 标 

5.普遍认为有必要制订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有效国际法律措施，因为此种 

袭击可能导致大规模毁尺关于这一点，有的意见认为对某些核设施的袭击可能导 

致类似核爆炸所产生的破坏作用 •对所拟寻求的目标的确切性质，也交换了S见， 

即，目ft是否应该为： 

一把对此类设施的袭击看作是放射性武器的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 

说，作为放射性战争的一种形式来加以禁止； 

一避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产生的后果； 

一加强对此类设施的现有的法律保护； 

一确保安全发展核能；或 

―上述各目标的总合 . 

尽管许多代表团认为，按照工作小组的取权，目标应是避免大规模毁灭的后果，但 

却未能就此达戍一致蕙见。一些代轰团认为，依赖把对核设施的袭击等同于使用放 

射性武器的概念，或依赖"大规模毁灭"的概念的这些途径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它们 

建议应采取更为实际的途径，即&巧确定任何进一步禁止袭击核设施的主要目的，决 

定对任何新的禁止范围的实际限度，并根据这些考虑确定在这方面现有的条约足够 

的程度如何.别的代表团指出，阻碍对国际社会具有高度直要性的题目的该判的企 

图不能允许其得逞,它们指出，避免可能逋过袭击核设施的放射性战争所引起的大规 

模毁灭确实是本组工作的基础和主要目标.在这方面现有的国际文书完全是不充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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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范围 

6.各囿代表团普遍的谅解是，禁止范圑的确定或有待床护的核设施种类的确定 

问题，是未来国际文书的关鍵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莸一项可能的协定拟予包括的 

孩设施的类别和种类，提出了一些具体提案和建议，在这方面发表了几种主要观点. 

有人建议袭击的禁止范围应适用于： 

一所有核设施； 

一无孩武器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孩设施； 

一 仅限于民用的孩设施； 

一超过核昃应堆特定功率级限，并超过为其他设施规定的放射性物质的 

质和量的特定级限的民用孩设施； 

一所有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管制之下的核设施. 

然而，大家都普遍认为，海军舰艇、潜水艇.航天器以及拥有孩设施并作为武 

器系统而设计的其^装置，不应被看作属于禁止袭击该设施这个议题所提及的"孩 

设施"范围之内， 

7. 关于禁止范围，某些代表团提请注意这一事实：存在着双重用途的孩设施 

问题，即这些设施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存在着区分军用和 

民用核设施的问题.其它代表团指出，难以严格区分军用相民用核设施是须要保护 

所有核设施的另一重要理由.在这方面有人认为，现有的鉴别和平用途孩设施的有 

效标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4，制度，因此在和平用途核〖殳施中至少这些在国际原 

子能机构安全保障措施下的设施应列入保护范围之内.其它代表团则认为，这一标 

准是不充分的. 

8. 某些代表团指出，无孩武器国家中的所有孩*施均是民用设施，至少这些 

设施均应受到保护、免受袭击.其它代表团则认为，任何协定的范围不应自动地包 

括一切核设施，不管它们^:于无核武器囿家还是核武器国家.另外还有人表示这种 

观点，即在确定需保护的设施的类型时，可以应用"种厲变的危险"的概念， 

这种慨念可以被用来确定何时开始进行保护、何时结柬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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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人提出，拟议的未来条约的范围极可能限于核动力和研究反应堆、核燃 

料生产和后处理工厂以及可裂变物质、废燃料库和高级废料库. 

问题的法律方面 

10.本组审议了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一些法律方面‧集中讨论的问题是！ 

有的国际文书的某些有关条款，特别是194脾《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 

^》（1977)的某些有关条款是否充分，以及将要拟订的协定的可能类型在这方 

面，有的代表团说，现有的国际法规定已对所讨论的核设施规定了大量的保护，它门 

不能信服还有必要进行额外的保护，箕它代表团Ê认为，由于《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所载的保护范围不够充分，包含有一些保留，并有可能被战术一级的军事指挥官对 

箕有关条款作主观的觯释，因此显然有必要制订一项新的国际协定，以便为核设旄 

提供必要的保护.在讨论过程中，还提出了将《环境改变公约》应用于对民用核设 

施进行军事袭击的问题. 

保护区 

U.本组还讨论了在需要加以保护的核设施周围建立保护区的理由。在这方 

面，有人提到建立一定半径的圆圈式保护区。但是，有人对保护区的可行性^有用 

性提出了实质性的怀疑，特别是考虑到对有待保护的各种设施的设计、典型的渍单 

和地点方面所存在的分歧意见.还有一种君见认为，如果以这小概念用于核电站就 

会有困难.有人建议，不用保护区，而应当包括这样一项条款，即如果发生了严重 

的放射性后果，袭击者就应承担绝对贲任。还讨论了为军事目的秘密利用保护区的 

问题， 

遵守和核査 

12.关于对一项可能的协定的遵守^核査问题，人们争论道，对这些问题的审 

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禁止的范豳.大家^到，只有确定了禁止;ÊËI后.才能觯决 

这小问题。一些代轰团指出，应正确地看待核査与遵守的问题，在寻求禁止袭击核 

设施中，核查和遵守的对象应当是禁止的行动，而不是对潜在受罟者的限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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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代表团认为，这种观点有些过分简单化了。还有一种！:见认为，遵守和核査问 

題无关紧要，因为造成袭击这一筝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有些代表团认为，如果 

把协定的范围局限于那些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下的设施^么除了核武器 

国家所拥有的设施外，对所有这类设施的监督程序可能葳更为简单并且更有效.别 

的代表团则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視性的，它同遵守^核査问题无关. 

三 、 结 论 

13.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各代表团存在着蕙见分歧，但大家普遍承认，禁止袭 

击核设施问題是一个需要觯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小很复杂的问題.人们认为，在 

小组就这小问题交换葸见是必萆的和有益的。它有助于澄清各代轰团^种种立场， 

特别是关于禁止范围及君关法律问題的立场.这也大大有助于审査可能的共同觯决 

办法，以及小组未来可能釆取的主要活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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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 附 件 三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建议潰单 

1. CD/345 

2 . CD/ïîW/y7P. 3 

3 . 6 

4 . C D/RW/WP. 1 9 

5 . CDyRW/^P. 23 

6 • C 2 5 

7 . CD/RW/ÎTP. 25/ 

Add. L/Rev. 1 

8 . CD^W/WP. 33 

9 • CD/RW/TTP. 34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确保安全发展核能 

加拿大: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 

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瑞典:对禁止放射性战争，包括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的第一、二和三条的建议 

瑞典:禁止放射性战争公约的某些方面的蚤忘录 

2 1国集团: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某些组成部分 

的工作文件 

主席的发言（ 1 9 8 2年 3月 9曰） 

经王席修正的建议一会议开始阶段的工作安排 

主席的概括一关于建议在 1 9 8 2年 3月 2 6曰和 4月 2 

日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有关保护核设施的初步问題 

瑞典：桨止放射性战争公约钓某些方面的蚤忘录 

10. CD/323(CD/Rwy日本：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工作文件 

WP. 37) 

11. CD/331(CIVI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在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内 

WP. 40) 

12. CDŷ RW/ŷ P. 45 

& Corr, 1 

13. CD/Rwyï7P. 47 联合王国：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工作文件 

禁止袭击核设施的一些问题的工作文件 

瑞典：遵守与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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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DyRW/57P. 50 有待审议的核设施类型或种类汇编(由秘书处编制） 

15. CD_/̂ RW/CRP. 13 荷兰:关于遨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议 

16. CD/RW/CRP. 16 巴基斯坦：对需保护的设施的定义的建议 

** — * i ^^^^ n m 
*
1
 V % F V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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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报 告 

一 . 导 言 

1. 在1982年8月5日的第17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娄员会决定根据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09段的设想，重新设立综合裁簟万案特设 

工作小组继续就该方茉进行谈判，以便向第三十/VI联大提出一份经條改的综合裁 

箪方菜草茱，其中考虑到第二届裁^特别联大上就此问题发表的各种;t见和取得的 

进展 a大家达成一项谅觯，即在1982年会议余下ft时间里，特设工作小组不应召 

开正式会议，但可召开探索IÉ质的非正式协商或会议，根据这一决定，工作小组于 

1983年2月1 6曰恢复了工作， 

二.工作安排^又件 

2. 在1982年8月5日的苐17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5会重新指錄 

夫茱斯大使（墨西哥）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筝务部的列又小姐任工作 

小组秘书。 

3 .特设工作小组自 1 9 8 3年 2月 1 6日至 8月 1 9日共举行了 1 2次会议。 

4 .根据下述非成员国的请求，委员会在1981年3月3 1日召开的苐 2 0欽 

全本会议和 1 9 8 2年 4月 1 4日召开的第21狄全本会议上决定邀请它们参加特设 

工作小组的会议。这些国家是：奥地利、布隆迪、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挪 

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 

5.特设工作小组审议了裁军谈判娄员会历届会议提交^文件.*_î/ 

2/因技术原因再次分发。 

丄>裁军谈判委员会历届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见特设工作小组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些报告均为上述会议期间委员会裉告的组^部分（ 

CD/292)» 
GE.33-63955 



CD/415* 
Page 2 

三.1983年会议期间#7实质性工作 

6. 根据其职权^围，特设工作小组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期间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产生的又件（^/5~12/3&附件一)^为其工 

作的基础，如同该会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所说明的那样，这些又件反映了对 

方案各方面存在的篁大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揞施和执行阶段的鞏节，（A/S —12 

第 2 8 段 ） . 

7. 特设工作小组决定设立如下接触小组，进行《综合裁军方案》各章节的拟 

订工作.目标接触小组、原则接触小组、优先次序接触小组、措施和执行阶段接触 

小组以及机构和程序接触小乱工作小组还进而决定指定铸技戈尔斯大使（法国) 

为目标接触小组的协调§、格林伯格大使（保加利亚）为原小组的协调员， 

席尔瓦大使（巴西）为优先次序接触小组的协调员、阿赫迳镲大使（巴莶斯坦）为 

措施和执行阶段续触小组的协调员，利德戈尔德大使
（
瑞典）为机构和程序接触小 

组的协调员.在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阿赫迈德因故无法继续担任措施^执行阶段 

接触小组协调员， » t e 的建议 , : r ^ 小组主席兼任«判接触小组协调员.在第二 

期会议期间，工^小组还指定康斯坦丁诺夫大使（保加利亚）为原则接触小组协调 

员，这是因为格林伯格大使不能继续履行^一职贲. 

8. 各接触小组中均:€行了努力，以就《综合裁,万案》中各自负贲的部分达 

成协议，然而，继续存在着分歧.特设工传小组为调^这些分歧作了进一步的努力. 

此外，在六、七、八三个月期间，在工作小组王席指导下3$竹了非正式协商.为了 

达成协i乂，凡无法达成普遍可瘘受ft新的表迩:s*案之处大都釆用了^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间颞的大会特剁会议《最后文件》中关段落的语百， 

9. 所产生的案又已列入本裉告附件.附件中已说明，有些段落的案又尚待拟 

订.此外，关于将某些段落列入是否适当W及希望再增加一些段落的问颈仍存在着 

分坟:I：见.大家同意在以后某一阶段再将这些段落列入《万案》，伹应考虑到遴免 

重复. 

10 .由于时阆有限，特设工作小组未能审i义《导芎》.小组同意在本报告附件 

中列入工作小组王席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颈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W该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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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综合裁军方茶》工作小组主席身份所剁订的《导言》草茱。有一项谅觯： 

此份草茱在任何情况下均需根据《方茱》的全面内容进行重新草拟. 

11 .特设工作小组也未能集中注；！力于与执行阶段、时隈以及《方杲》性质賓 

关的问题. 

四 . 结 论 

12 .特设工作小组同;t将附于本拫告中的杲又提交裁^谈判委员会，伹有一项 

谆觯，即直到就某些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达成协议并把又件完成之后各囿代表团才 

能釆取最后立场。工作小组还同蕙向委 S会建议将那些案又提交笫三十联合国 

大会进一步审议，以期最后通过《综合裁簟万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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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一 、 导 T JLl 

1. 核武^的存在^持续*军蚤竟赛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蒇胁，早在1978年 

就已引起了大会合理的悚恐，自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以 

来已经过了四年，但是这种威胁非仅没有肩失'却叉而大大地增加.因此j自然不 

应当无谓地迟延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召开，而1§会议的宗旨是司第一届裁军特 

别会议的宗旨相同的，两者的宗旨均已于《最后文件》内予以明确规定. 

2. 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有人数极其众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 

长的参加，从特别会议^一般性辩论以及持设委员会相工作组的审议中可以明白看 

出，各方对于《最后文件》中的所有备项基本结论的支持，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基 

本结论如下： 

(a)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囡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 

烈的愿望之一.伹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爭核武器抝去伹不能 

保护人类前途、反而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因为它非伹不能帮助加 

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11,安全，单单是现^的核武器武厍致足以毁 

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军蚤竟赛特别是核军备克赛，是同达成囱际紧张局势的逬一步缓和、 

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W及推动厂泛的囿 

际合诈与了觯TO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竟赛妨碍了《联合国 

JLI这是由持设工作小组王席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颈的特别会议期间，W该届 

会议设立^《综合裁军万案》工^小组王席的身^拟订^案文草案.特设工作 

小组没有讨论这份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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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 

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囿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 

用武力、^平觯决争端^不干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原则.另一方面， 

缓^领域的进屡是同裁軍领域的进展相辅相成的，并且彼此互相加强。 

(C)占着最髙百分比的核武器囿家及其大多数盟国的军事开支越来越多， 

并可能进一步扩增，而其他国家的军费也有进一步增加的危险，每年 

花费在剁造或改进武器上的数千亿美元，与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贫 

穷困苦，形戍悲惨而强烈的对比。更严重的是，这种庞大的浪费，不 

伹把物质转用于军事目的，而且还把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屡中国家的发 

屦所迫切需要的技术湘入力资源棚用于这方面。 

(d)持久的国际^平4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 

靠!！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唯君切实执行《联合国宪 

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裾^际协定相相互作出榜样以更迅速大量裁 

减：？备^军队，最后达到君效监警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 

真正持久的^平， 

3. 无疑由于上又所^的种种理由，大会方才于《最后又件》所载《行动纲领》 

的最后几段内的一段中决定：执行其中所列的优脊箏项应导致笮效国际监瞀下的全 

面彻底裁军，而这"仍然是裁军领域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大会后来又说，全面 

彻底裁军的谈判应当同都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同时逬行，考^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 

员会将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力适当^一切搢施的"穽合教军:r茱，以确保有效国际 

监瞀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囿际相平与安全著遇存在、新的囿^经济秩 

序获得加强^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4. 大会曾一再强调它称之为裁簞领域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的重要性.大 

会曾屡次表达它对"最终目的"的涵义的f:见，并把这小目的的！:义确定为"消除 

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执行旨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的搢施，并为持久相平开辟道路。 

5. 铭1£到上述种种，并以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递送的草茱为其主要军议基础， 

大会乃剁订了此一获得参加第二届专门讨论教军问题的特别^议的，联合国会员 

囿协商一致核可的《综合裁军万案》。除本导¥以外，《方茱》共有下列五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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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明确指明各章的内容："目标"、 "原则 "、 "优先次序"、 "措施相执行阶 

段 "、 "机构 ^程序 "， 

6.某些国家比较乐于见到《综合方茱》将能成为一项条约，以便使其各项条 

款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各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但是，各方一致支持必须作出一切 

必要步擻以增进《方茶》的政治^道德价4的想^。因此，现已商定由秘书长派遣 

小人代表一名携带《方茱》的特别副本前往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首都，以便由各国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特别副本上签署.这小象征性的行动将是现在已经具备了所 

需要的"政府 ^志 "，以便着手着裁^领域内进行不间断的善承^判的道路前进 

的明显征兆.如杲某*国家由于宪法上垧障碍不能釆取上^的程序，那么应当釆 

行具有同样君义的替代性^法。因此，《综合裁^方案》虽箕本身还不是一项蚤约， 

伹事实上势=t%^j无数相继而来的条约的源泉，由于这些条约，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开 

始时所处的 i t况势将与目前这种令人深为担忧的情况大不相同. 

二 、 目 标 

1.《绿合裁簟方茱》的当前目标应当是：消涂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 

—而防止核战争仍然是今天最力紧急和遣切的务；执行旨在停止^扭转军备竟 

赛，特别是核军蚤竟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平漬除道路.力此目的，《万案统应： 

一保持和加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i义所产生的势头， 

―开屦或从爭进一步的^判以加速停止军蚤竟賽的一切万面，特别是核 

军备竟赛; 

一巩固并发展反映在到目前为止所已达成的各项有关裁簟问题的协定和 

条约内的戍果； 

―在国际商定的基础上开始并加快真裁军进程， 

2 .《绿合裁簟万茱》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有效囿际监督下的全面^底裁军将在 

一个普遢存在着国呩和平与安全、并已无分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呩经济抶序的世界上 

成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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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执行《方茱》以争取逐步裁减相最后消除军备相军队的整个过程中，应 

谋求达成下列目标： 

一遵照《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小国家的安全； 

一为维护一切国家抝主权初独立作出贡献； 

-通过《方茱》的实施，为各小国家，特别是发屦中囿家的经济^吐会 

发袅作出切实的贡献； 

―增进国际信任^促进囿际紧张局势的缓^ ； 

―建立基于所有国家相平共处相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推动厂泛的国际 

合作^了觯，以便促进有利于实施《万案》;^条件； 

一动员世 M众舆论 P义促进裁军，邇过在世界所有地区^均衡、实箏 

求是和客观的新闻相教育以便激发公众进一步对停止军蚤竟朞^达成 

裁簟的努力^了觯和支持。 

三 、 原 则 

1 .^联合国各会员囿充分;i：识到各国人民深信全面彻底裁军问題是最重荖的 

问颈，而^平、安全以及经济^吐会发屡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它们认识到，相应的 

责任相义务是眢遍性的， 

2. Jî/停止军备竟赛^达成真正裁簟是最霤要最迫切^工作. 

3 . 缓^的进袅^裁军的进屡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加强的， 

4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重申它们全力支持《联舍国宪章》的宗旨，并负苕义务 

严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著遍褛受^有关国际法原则，它 

们强调特别,要的是，考^到各S按照《宪鞏》享有实^个别相集体自卫的固有杈 

利，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对在厘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要 

求行使自决杈相达戎独立的人民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和吞并领 

土并不承认此种侵占^吞并；不千涉^不千预他国内政 i国^边界不容侵犯，并以 

和平万^觯决争端， 

Jl/本段在《综合裁軍万茱》中放在何处答后决定。 



CD/415 * 
Annex 
Page 5 

5. 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 

国宪章》的规定，避免釆取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造#不良影响的行动，对 

谈判表现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玫治意愿。 

6. 2/军备竟赛转别是核军备竟赛，是同达成国际紧张局势的* 一步缓和 

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厂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觯而 

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竟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实现，而且不 

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萆重主权、7、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进行武力咸胁或使用武力、相平觯决争埔以及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囯内政等原则。 

7. 加强各国安全和普遍改善囿际局势的并行措施，将可促进裁军，包括核裁 

军万面的重大进展。 

8. 裁军、缓合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抝杈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和平觯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蓍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 

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屣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夫败 

对其W领域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9. _^持久的^际和平与女全不能逑立在军寨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 

靠膪弱的咸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 

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 

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的^平。与此同时，军备竟赛 

的起因和对和平的咸胁必须^少，为此目的应^取有玫行动以消除^张局势并以 

和平手段觯决争端。 

10 .伴同裁军的进展应釆取措施，加强维护和平的机构以及以和平方式觯决国 

际 姊 。 

11 .谈判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同时无分 

承认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祈起的^用，并反映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在《万面的重大利益。 

12 .由于裁军进程影响到所有囯家的重大安全利益.所有各囿都应积极关切 

裁军^军备限制^措施，并作出贡献，因为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对维持和加强 

-1/本段在《综合裁军万茱》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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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起着不可或鈇的作用。 

13 .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上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一切国家， 

都有责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一切国家也有枚参加裁军谈判。它们有权以 

平等地位参加那些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14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军备开支同经济^会的发屣有着密切的关系。 

军备竟赛的继续不利于建立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囿际经济秩序的实 

施，并且是和它背道而驰的。因此裁军和发展之间也有密切关系。裁军取得进展 

将大大有助于发展的实现。因此，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资金，应当用于促进所有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帮助缩小发达囿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闾的经济差^ 。 

15 .裁军和军备限制，锌别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隈制，是防止核战争危险，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吐会进步并从而帮助实现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必要条 

16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又明和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 

17 .裁军措施的执行应保持公平和均势，以确保各国安全的权利，并确保不让 

个别囿家或国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仏每一阶段的目标应当是 

维持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和军力而不减损安全。 

18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着中心作用和负有主要贾任。 

为了切实执行《个任务，并促进和鼓励《个领域的所有措t联合国应在不影响谈 

判进展的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所釆取的一切单边、双边、区域或^边的 

步璨。 . 

19."^虑到核武器国家及有关的其他国家现有核武荦在质量上相数量上的相 

对比重，核裁军进程之万式应确保一笄需要夹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 

全在核军备逐步裁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20 .釆取加强各囿安全的相应玫治或国际法律措施，以及在限制和裁减核武器 

国家和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万面取得进展，都将伋进核裁军的重大 

进展。 

U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 

J I V—小代轰团对此段茱又增加内容持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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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伴同着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还应当根据各绪约国安全不受减损以* 

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的原则，并頋及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 

衡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进行这些谈判时应特别把重点摆在核武 

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囿家的军队和常规武器， 

22 .裁军虽然是所有国家的贲任，但核武器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最重要的 

核武率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贲任，并且它们应与其他军事强园一起在停止 

和扭转军备竟赛方面承担主要贲任。因此，重要的是，应获取它们的积极参加 

2 3 ^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 

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贲 

24 .核武器囿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相互贲任和义务上，应严格保护双方可^ 

受的均势。 

2 5 .裁军^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所有有关铕约国都慼满意的适当的核查措施, 

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32：些协定得到所有铕约国的遵守。任何具体协定所规 

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各项协定应当规 

定各^约囿都可以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加核$i^。在适当情况下，应当结合 

运用几种^査方法及其他遵守程序。应当竭尽全力制定无歧枧性的、不无谓地干涉 

他囿内政、或妨碍其经济和钍会发展或有损其安全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26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行，其后应进行最终达 

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27 .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裁军措;51对停止军备竟赛都极其重要。为此目标所作的 

努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改良军名——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一的质量fD研 

制新作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技的^^最后可以专门甲于和平用:è» 

28.裁军协定的普遍加入有助于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仏在就裁军领域的多边协 

U有一个代表团对本段目前的案文持保留立场.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段的文字应该引用第一届特别裁军联大《最后叉件》第 

2 8段的内容. 

i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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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谈判时，应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获得普遍接受.所有締约国充分遵守这些协定内 

所载各项条款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29 ，一切国家，特别是孩武器国家，应考^旨在确保避免便用孩武器和防止孩 

战争的各种提案.在这方面，虽然注:t到孩武器国家所作的声明，但是在适当情况 

下作出有效安排，向无孩武器国家保证不便用或威胁使用孩武器，将可加强这些国 

家的安全^巩面国际^平与安全. 

30 . V在有关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孩武器区，并无 

分遵守这些协》义相安排，从而确保32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再由核武器国家萆重 

32些地区，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31 .不扩散孩武器是各国普遍关心的婁ft.铭记着防止孩武器扩散的需莩，裁 

军搔沲必须符合一切国家不受歧视地为了和平利用孩能而研制、取得和使用核技术, 

核设蚤^孩材料，并按照各国的优先次序、.需要相利益，决定其和平核万案的不可 

剝夺的权利，和平利用孩能的国际合作应在无^视的基础上根据两定的适当国际保 

障制度进行. 

32 .鉴于安全和^定应在所有地区得到保证，同时须考i§到各区域的具体ft况 

具本需要，因此及边相区域性教军谈判也可以起重婁的作用，并能促进君军领域 

的多边协定谈判， 

33 ，考if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衩 

利不妨碍各国人民根据《宪章》所享有的子等^利自决衩利的原则，并铭记需 

要确保每一阶均势^一切国家的安全不受硪损，应坚决地通过对军队相常规武 

器的限制^裁减，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执行旨在以较低水子的军事力量来 

加强^平与安全的协定或其^措施. . 

34 •适当蚤件存在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商^会 

il,来审1 义常观君军的各个方面；例如1974年1 2月 9日八个丁美洲国家所签 

订的《阿亚牵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V本^在《综合君军万茱》中；^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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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为重要的是，不仅各国政府，而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认识和 

了觯当前局势的危险。为了唤起国际良知，并使世界舆论产生积极的影响，联合国 

应该在会员国的充分合作下，加强传播关于军备竟赛和裁军的裉道。 

36 . 多边裁军公约草茱应遵循条约法所适用的正常程序.提谞大会予以推荐 

的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查。 

37 .应在孩^域和常现领域采取附带措施，连同其他专门旨在建信任的措施, 

以帮助创造有利于釆取其他裁军措施的条件^进一步缓相国际紧张局势. 

38 . ^秘书长在政府的专家或頋问专家适当协助下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可以促 

便在裁军领域内采取进一步步骤ft?其他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39 .2/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应特别予以宣传. 

四、优先次序 

1. 在为实现有效S际监瞀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后目标而执行《综合裁军 

万案》时，反映需进行^判的措施的迫切性的优先次序是： 

一 孩武器； 

一其f也大观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任何常规 

武器，以及 

― 裁减武装部队。 

2.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髙的优先地位.在^i?些措施进行 

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现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生产或使用的有 

效措施，也应^判均衡裁减部队相常规军备的有效措施. 

3. 各国宪全笮权^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判.在铭记:^些优先*项的^况 

下，应^能导致在有效国际监螯下全面彻底君军的一切措施^行谈判. 

^本没在《综合^军万案》中欢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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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措施与执行阶段 V 

第一阶段工z 

裁 箄 措 施 

A , 核武器 

i .核武器对人类^人类又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必须淨止^扭转核军备 

竟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在这万面，最终目标是彻 t 

iy本标題不影响各代轰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钓问題上的立场拟将如下案又最后列 

入"机构与程序"一鞏. 

各缔约国将尽一切努力，尤其是通过就具体的裁军措施进行真诚的谈 

判，以期在 2 0 0 0年实现《综合方案》规定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 

标.为保证不断前进，最终完全^现这一目标，应定期召开审査《综合 

方案》中各阶段包括的措施的执^憒况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笫一次 

这样的特别会议应于（ 1987 )( 1988 )( 1989)年召开，并：（a)审查《综 

合方茱》第一阶段包括的揞施的执行情况；（bVfi义根据审査结杲需对《方 

M》作出的调整以及审议促进其执行所需的步骤；（c)参照至此取得^进展 

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袅情况，更力具体地拟订 

《万茱》第二阶段所需执行的搢施；（d)决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召开时间， 

审查《综合万茱》第二阶段中包括的，以及^了必要條改的执行措施.有 

一项谆蘇：至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不得迟于，一次会议后之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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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核武器. 

在达成核教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 

^囿家负有特别贲任， 

考虑到核武器II家^有关其他国家现有核武库在质量上^数量上的相对比重， 

核裁军过程应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并需要釆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可以 

在核军备逐步裁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2, 达戍核裁军需要在适当阶段^下列协议^各君关国家都满承^适当核査措 

施，迫切进行谈判： 

(a)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屏^武器系统； 

W停止一切类型^核武^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武^：用^变材料的生产； 

(c) 一项分阶段*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T案，以便在可行时逐步均衡 

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 

在^判过程中，可^任何类型核军蚤在不影响任何国家安全情况下的相互协议 

限剁或禁止，进行军议。 

3, 核裁军： 

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围内^止试验核武器是符合人类的利益 

' 的。^可以大大有助于达成上述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停止发展新型 

核武器，并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标因此，作为核裁军过程的重要部分， 

应尽一切勞力尽早达戎一项多边核禁试条约。^ 

4, 在有关核裁军的进一步协定莶订以前，苏联和美国应在对等基础上继续 

约束自&,不釆取可能玻坏两国已铕订的战略武器协定^行动。 

5, 苏一 ||战略武器谈判：丄丄Z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就案叉进行协商。） 

6, 欧洲限制与削减核武器的双边谈判：SJL y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就案又进行协脔。) 

^有些代表团对本案又第一句保留自己的3Z1场。另一些代表团对案又最后一句保 

留自己的立场。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第5、第6段应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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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 于 核 裁 军的多边谈 判 ： ^ 

紧急开始多边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相无核武器国家都具有极为重大 

意义。如杲具有最大核武荦和对核裁军负有特殊贲任的国家间在3£ — 

领域的双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有助于绪结多边裁军协议。而且多边 

谈判对于核裁军取得重大而普遍的进展具有特别重大作用。这就必须在 

适当阶段谈判这方面的协议，在每个阶段适当考虑到现有武荦相对的数 

量和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保持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各国的安全不受影响的必 

要性，并附有使有关各方都满意的充分核查搢施，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 

发屣核武器系统，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生产，裁减核 

武器储存及其运载系统。 

在进行这些谈判过程中，应当考虑将上述第2段详细规定的措施结 

合起来，或将这些措施的不同部分结合起^ 

上面^段所列的综合方案第一阶段和以后各阶段的核教军诿判抟施的总*目标 

是在质量上相数量上隈剁以及大大削减该阶段开始时存在的^武库. 

8. 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案叉待^ o ) 

9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各核武器国家应釆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甬或威胁使用核 

武 I注 ^到核武器国家所作 ^项宣言，应作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 

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10 .核不扩散： 

作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的努力的一个组^部分，有必要防止核武器 

的扩散。核不扩散的目的一万面是防止现有五个核武器国家以外出现任 

何其他核武器11家，一方面是逐步裁减和最后消涂所有孩武器。这需要 

核武器!1家和无核武器囿家两方面都负起义务^贲任：孩武器国家承 

捏义务，紧急釆取《最后叉件》内的有关各段概述的揞；51,以便停止核军 

备竟赛和实现核裁军，而一切国家则承擅义务，防止核武器的忙散。 

" 两个代表团在第5、第6两段茱又拟定之前保留它们就第7段茱又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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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可以并应该在国家一级和通过国际协定加以釆取，以便在不 

影响能源供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展的憒况下尽量减少核武器矿散的危险。 

因此,核武器囿家和无核武器S家应联合采^^一步步骤，在普遍和无歧戎 

的基础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拟订一项国际协商一致的:f 

各缔约国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扩散又件，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和（或）《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一切 

条款，将对此项目标作出重大贡^。近年来加入《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增 

加；各缔约S希望02：—趋势能继续发恭 

不扩散措施不应妨碍一切国家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需要，行使其 

应用和发展和平利用核能以促进其经济及社会发袅方案的不可剥夺权利。 

一切国家也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获取并É^由取得^平利甩 

核能的技术、设备和材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当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梗 

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予以运用的商定和适当国际保障制度之下，以便有效 

防止核武器^扩散。 

每个gl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妨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情况下予 

以尊重，但义、须适用上述商定的床障措施。 

应当根据大会1977年1 2月8日第32/50号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加 

强国际合作，促进核技术的转让和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发展。 

1 1 .建立无核武器区 一 

在有关区域各园之阆自由达成*协议或安排^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重 

要的裁军措施，应予以袞^,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方 

面^考虑到每一区域的特点。参加i?种无核区的囿家应承诺^;分連守建立无^区^ 

协定或安^的目标、罘旨^原则，从而硐保它们冥正没苕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应承 

担义务，其T式有待商定，特别是：H严袼荨重无^武器区的^位，O不对这些区 

域的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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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总署全体会 

议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所表示的关于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卷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意见，有关各国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 

瑰保该条约的充分％施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b)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了非洲大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在一 

系列决议中支持了非洲关于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并在其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步^,以防 

止这项目标受到阻挠‧ 

(c) 按照大会第35/147号决i乂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将大大地加强国际 

和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应庄严声明在 

对等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武卷和核爆炸装 

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奚领土上设置核武卷，并同意将箕一切核活 

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应当考iS安全理事会在促进 

中东无核武^区的建 X中的作用. 

(d) 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的决心.该区各 

国不应釆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fî动，在这方面，大会已通过了若千 

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区问题的决议，而大会仍继续审i乂个问题， 

(e) 裉据那些希望成为无核武卷区^^分的国家的餍议，应努力促逬在世 

界其他地区建亙无核武器区. 

(f) 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尊亶， 

是一项篁要的裁军揞施. 

B.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赛 

1 . 一切11家应当加入1925年6月1 7日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 

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茴作战方法议定书》， 

2 . 一切尚未加入《关于禁止发餍、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销 

毁此种武卷的公约》的国家应考虑加入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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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必须尽一切努力早蹄结一项彻底有效禁止研制、生产措存和便用一切化学 

武器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 

4. 应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迓行的谈判以及所有有关提案缔结一项禁止研 

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 

5 .应当采取有效揞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孰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 器 的 危 险 . 应 当 为 禁 止 这 种 武 器 的 类 ^ ^ 统 而 作 出 适 当 的 努 力 。 

这个问题，应经常予以审议。 

C 常 规 武 ^ 和 武 装 部 队 

1 .军队和常规武^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阇核裁军揞施谈判，应当坚决地在 

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逬行.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厍的a家对于开展裁减常 

规军备的近程负有特剁贲任，^ 

2 .(有关国家将必须就有关欧洲的段茗的案文继续进行协商）。 

3 .应当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记着《^合国宪鞏》所»现^固有 

自卫权利相不妨碍各国人民根据《宪鞏》所享有子等权利和自决权利的原则，并铭 

^ ^要^保每一阶段的均势^一切国家安全不受减损，逋过对军队^常规武器的 

限制^彔^，坚决地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基础上执竹旨在以较低水平的军事潜力来 

加强^平与安全的各项协定或其他揞施.这些搢施可包括下列两段所载的揞施. 

(a) 当适当条件存在时，举^Ï由一切賓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多边协 

商和会议，来审i乂裁减常规车蚤的各个万面；例如1974年1 2月 9 

日八个拉丁美#|il家所签订^《阿亚厍乔亶芎》.所设想^畕议. 

(b) 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要、考虑到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人民享有 

自决和独工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并考^到各国按照《联合国宪鞏》^ 

《各国建工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芎》尊直这种权利的义务: 

各主要武^供应国^接受囿应特别在各 l i^全不受^损的屎则的基础上 

一个代表团认为，此段的列入取决于就关于"原则"的一章的第2 1段案又 

^ 协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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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限制常规武器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间题逬^协商，以促进或加菡较 

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 

4.桨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a) 所有国家应加入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通过的协定‧ 

(b) 按照《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第8条，通过现有i乂定书的,正或通过締结附加议 

定书，扩大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赛的^围， 

(c) 关于将此种武卷转让给箕他国家的间题，一切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均应考虑该会议的结杲. 

D. 军筝开支 

1 .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特别是核武^国 

家相其他军事上i要国家的隼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蚤，赛的措施，并将 

增加目酋用于隼筝用途^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犮屦中 

国 家 经 济 ^ 社 会 发 展 . 

2.执W本預沲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器要所有参加国能予接 

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伹应照顾到评定不同D家逬^裁减的相对比亶所涉的冋题， 

并对各U^:裁减隼事预算的各种冋题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的考虑. 

3 .大会应铭记着联合国有关这个冋题的捷案和又件,继续审^i义究凳应釆取何种 

切实步H以促^军事预算的裁 

E。 有关揞施 

1.采取近一步步H，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 

审查进^ , ^—^：事或任^:奚他敌对目^而 f #用改^环境的技术^ 

需要，以便采取进一步^施，消除收$使用对人类遣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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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军备竟赛的逬一步步粱： 

为了促进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 

行军蚤竟赛，并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笫一、第二次审査 

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及任何有关技术发展，审议在裁军领域采取逬一步措 

施以防止这个环境内的军备竟赛 a力 

3。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 

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釆取*一步的措施丼举 

行适当的囿际谈判。 

4. 建立^平区： 

按照区域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 

域的特点和《联舍国宪鞏》的原则并按^国际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域建立 

^平区.将有助于加强区内国家的安全相国际相平与安全.在这： 5 "面， 

大会 ̀ 庄意到在下列地区建立相平区的提案-

(a)东南亚： 

本区域各国应考虑到确保^定和加强本地区合作与发袅的前景的 

需要，采取步茶，以便早日在东南亚建X—个和平、自由相中互区 

W (有关S家将必须就关于印度洋的案文继续进行协商）； 

(c)(有关国家将必须就关于地中海的案又继续进行协商）。 

^关于在本段中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问颈，有两个代衰团持保留立场 

^ 有 些 代 表 S 对 此 ^ 案 文 持 保 ^ 立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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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 

1 .逑立信任措施 

为了促逬裁军迸程，必须采取揞施和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建立各 

国间的信任。致力于逑立信任揞施能对准香在裁军方面取得迸一步逬展作出直大贡 

献，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相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a)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各种步粱改逬各 

国^府之间特剁是紧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 

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发生的攻击； 

。）各国应评价军事研究^发展对现有协定^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可 

能影响. 

2 ,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a)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相全力支持《联合国宪鞏》的宗旨，并负有义 

务严格遵守箕原则和其他有关维持国际^平与安全的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 

特别是各国按照《宪鞏》享有实4个别和蕖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不对任何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或政冶独工，或对在殖民王义或外国统治下要求竹使自决权利相达成 

独立的人民以武力屎协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及笄吞别国^土，亦不承认此种 

浸占或并吞，不干涉和不千预他国内政，国际边界不容侵犯，并以^平万法觯决争 

端. 

化）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C^H^章》笫25条所承捏的义务，维护国际^平 

与安全以及X分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加強联合囿的作用， 

3.动员世界公众奥论支持裁军 

为了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应当在世界各地以均衡、实事农是和客观^ 

方式采取下列具体措施以加强宣传关于军备竟赛^停止并扭转军蚤竟赛万面所作的 

努力： 

(a)因此，在执竹该计划的过程中，各会员国的政府及非^府的新闻机构， 

W及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还有各非^府组织的新闻机构应在：t当情 

况下，特别是通过每年逬d的与裁至周有关的活动来进一步篁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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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竟赛的危险，以及裁军事业，裁军谈判及其结杲.这些活动应构 

成一个计划，以便迎一步便世界舆论警惕对一般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的危险. 

W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觯相认识军备竟赛造成的问颈和裁军的需要，应 

敦促各国政府以及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釆取步骤，在各级 

制订裁军教肓计划和*行和平研究. 

(C)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开幕时庄严犮动的世界裁军运动 

应为在所有国家耽所有与裁军问题、目标和条件有关的观点进行讨论 

相辩论提供一个机会.运动具有三个基眾目标'提供消息相教頁群众 

并促使公众了觯及支持联合国在限锎军蚤相裁军领域内的各项目标. 

(d)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间题逬展的一^分，应根据联合S大会的决定 

1：具体间题^ Ï研究，在必要时力：^f î^判或达成协议莫定基础.同 

时，在联合国主持下迓竹的^究，特别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可 

以对裁军领域^了^^探索^出有益贡献，从长远观点来看尤为如此, 

(3)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至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宪善的交涎'以遯免散布 

有关军蚤的错误^有偏见的新闻，并集中庄^于军备竟赛升级所造成 

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著要. 

(f)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尤箕是第一届 

特别会i乂的《最后又件》应特别予以宣传.1/ 

4 . 极 置 ^ / 

(a) 为促迸缔结和切实执竹裁至协定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这些协定中的适 

当核査条款. 

(b) 核量冋题应当在国际裁军^判范围内予以逬一步审议，并考應这万面的适 

当方法和程序.应当竭尽全力制订无歧視性的、不无谓地干涉他国内政、或访碍箕 

i/本段在《穽合载军万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有些代表团表示本标题下的各段，最妤予以ÎT充并赋予更大的重要性，如作为 

第五覃（揞施与执^，段）的导¥,或作为单独的一鞏列于第五鞏之前.一个 

代表团主张本标题下的这些段茗应作为第六鞏（机构和程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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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和程序. t f 

裁军和发展 

1. 考虑到军备开支和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应;所 

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在这方面，特别亶要的 

是，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在裁军领域所负的贲任，促便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迓屦，从 

而可以把目前正用于军事用途的冥正资源，觯玫出来用于世界经济相社会的发袅， 

特别是造福于发袅中的国家. 

2. 从长期来看，裁军通过促逬缩小发达国家和发袅中国家间经济悬殊抝状况， 

在公正、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际经济秩；？以及促进茸他全球性问領的觯 

决，将对所有各国，特别是发袅中国家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发餍作出贡献. 

3 .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蚤竟赛的经济^社会后杲及其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极箕有害影响^报告. 

裁军和国际安全 

1.裁军的进袅，应伴同加强维护和平的机构并W^P平方式觯决国际争端的揞 

施.在全面彻底裁军方案执行期间以及实现之后，应按照《联合国宪鞏》所订原则 

釆取维护国际^平与安全的必要搢施，包括各国向国际和平部队提供必要的商定数 

量人力并配备商定类型的武器，以供联舍国调遣的义务.调动这支部队的安排应能 

确保联合国有效制止或防止任何违反联合国宗旨^屎则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竹为. 

中阆阶段±Jt/ 

最后阶段f_JL/ 

^此段笫二句在《综合裁军 I案》中最后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ii/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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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机 构 和 程 序 

1. 根据《宪章》，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应继续负有中心作用^首要贲任。 

2. 关于在《综合裁^方茱》中设想的关于多边裁箄措施的谈判，照例应在裁 

箄谈判委 f i会这小裁^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裁簟谈判机构中进行. 

3 .双边^区域裁箪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簟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4.在不妨碍^判进程的情况下，应使联合国通过大会或任何其他可与本组织 

所有成员联系的适当联合国渠道，及时了觯联合国以外所*行的一切裁^活动. 

5 .各缔约囿应尽一切努力，尤其是通过就具体的裁^措施进行真诚的该判. 

以期在2000年实现《绿合方案》规定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为保证不断前 

进，最终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应定期召开审查《综合：5"茱》中各阶段包括的措施的 

执行情况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第一次这样的特别会议应于（1987 ) ( 1988 ) 

(1989 )年召开，并.（a)军查《绿合万菜》第一阶段包括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审议根瑭审量结果需对《方案、作出的调整以及审议促进其执行所需的步骧；（c)参 

照至此取得的进屦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发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憒况，更为具体 

地拟订《方案》第二阶段所需执行的措沲；W决定第二次特别会i义的召开时间，军 

査《综合万案》第二阶段中包括的，以及作了必要修改的执行揞施。苕一项谅解： 

至第二次会 i义的召开不得迟于第一次会 i义后之年.d 

6.除了在特别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査外，应每年对该《：5"粟》的执行情况进行 

审査.因此，题为"审査《绿合裁^：5"茱》执行情况"的项目应列入大会每年例会 

的议程.为便于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应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万茶》 

执行愦况的进度裉告。 

7 .在每年军查期间_或军置《赛合裁^方案》执行憒况的定期特别会议期间， 

大会可以考虑^建议认力合适的进一步揞施和程序，以便促进《万案》的贯彻。 

8.在《综合裁军:5"茱》执行过程中，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作为大会的附属军 

议机构发挥作用，并对裁^领域中的各种冋题进行茧议^提出建i义， 

*J此段未曾进行讨论，因此，此处涉及的冋題尚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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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又件》的:^ 125段^专门讨论裁^问題的第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又件》的附件二中列举的提茱应在适当的时侯予以审议，并作出 

决定。 

10.应在最早的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倌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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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 9 8 3 

Originals EHGLISH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 言 

1 ‧按照载于第CD/358号文件中的裁军谈判委贡会于1983年3月2 9日的 

第207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在箕过去的权限基础上在1983年会议期阆重新设立 

化学武畧特设工作小组.委员会并进一步决定，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3年会期 

结束酋向委员会拫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 .裁军谈判委 g会于 1 9 8 3年 3月 2 9日在^第207次全体会议上任命加拿 

大大使麦克费尔为特设工作小组王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高级政洽事务f员本斯梅 

尔*生继续孰任工作小组秘书. 

3 .特设工作小组于 1 9 8 3年 4月 6日至 8月 2 2曰期间举^了 2 3次会议. 

1983年6月2 2日至 7月 2 2日各国专家参加了代表团，使工作小组^工作得益 

不浅.此外，王席同各国代表团进竹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4. 在裁隼谈判委员会第216次全体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王席拫告了该小组 

的工作逬展憒况. 

5. 应其要求，下述裁军谈判安员会非^员国的代表参加了工作小组的工作： 

奥地利、丹羑、芬兰、希腊、爱尔兰、琊庾、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相越南. 

6. 在1983年的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姿员会提交了下列关于化学武器的正 

式文件-

―第 C D / 3 3 8号又件， 1 9 8 3年 2月 1日提出，颈为" 1 9 8 3年 1月 2 4 

曰捷克斯洛伐克常驻代表转递华沙条约缔约国于1 9 8 3年 1月 5日在 

布格通过的政治宣言文本 f t信"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3 年 2 月 8 日 提 出 ， 题 为 " 化 学 武 卷 特 设 工 作 

GE.83-6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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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关于 1 9 8 3年 1月 1 7日至 2 8日期间的工作的报告"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3 年 2 月 1 0日美国提出^为"美利坚合众 

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详细观点" 

―第CV349号文件，198捭2月2I0é"巴共和国提出，题为"1983年 

2月 2 1日古巴共和国常驻代表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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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中使用除莠剂和 

落叶剂：对人类和自然的长期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后总结裉告" 

-第 C D / 3 5 0号文件， 1 9 8 3年 2月 2 8日西班牙提出,题为"工作文件: 

化学武器公约的技术方面" 

一第 C D / 3 5 3号叉件， 1 9 8 3年 3月 8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囿 

提ffi»题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第 C D ^ 7 8号又件， 1 9 8 3年 4月 2 1日中囿提^颈为"关于未来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禁止体制" 

一第 C D ^ 3 8 7号文件， 1 9 8 3年 7月 6日美利坚合众囿提出^为"关于 

核査化学武器储存销毁情况的示范性现场視察程序" 

一第 C D / 3 9 2号又件， 1 9 8 3年 7月 1 3 B芬兰提出,题为"1983年7 

月1 1日芬兰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潁为《系统 

识别化学战齐h对战剂菌体，4^剂降解产物及一些潜在剂的识别》 

的一份文件" 

― 第 C D / 3 9 3 号 文 件 ， 1 9 8 3 年 7 月 1 3日南斯扛夬提Hi题为"工作文 

件：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程序的一些技术方面"（同时作为 

，55印发） 

―第 C D / 3 9 6号又件， 1 9 8 3年 7月 1 9日挪莰提出^为"工作又件：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的取样和分析" 

― 第 C V 3 9 7 号 又 件 ， 1 9 8 3年 7月 1 9日掷咸提{B»颈为"工作又件：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第 C D / 4 0 1号文件， 1 9 8 3年 7月 2 9日南斯拉夫提出^为"前体—— 

• '关键，前体"（同时作为CD/CW/CRI». 8 2印发) 

―第 C D / 4 0 8号又件， 1 9 8 3年 8月 9日埃及提出屌为"促进尊重化学 

武器公约和遵守其条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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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外，向工作小组散发了下列工作文件： 

―第CD/Cwyrp. 45号文件，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关于1983年 

1月 1 7日至 2 8日的工作报告" 

―第 C D / C W " P . 46号文件，荷兰提出，题为"建议的关鍵前体潰单一 

包括可用于多元化学武器系统的关键前体" 

一 第 4 7 号 ; J C 件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提 出 ， 题 为 " 美 国 代 表 团 对 

于 1 9 8 3年 1月进行的化学武^技术协商的 8想" 

―笫 C化 / c w， p . 4 8号文化^坚合众国提出，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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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 4 9 号 文 件 ， 题 为 " A 接 触 小 组 协 调 员 的 发 

―第CD/CW,T>. 50号文ffe波兰提出，题为"波兰代表团关于1983 

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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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一 第 T > . 51号文件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題为"防止非法生产 

神经毒气的关键酋体" 

一第CD/CW/，？. 52号又件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力"对不生产化学 

武器的核耷" 

一 第 5 3 号 又 ， 加 利 亚 提 出 ， 题 为 " 关 于 对 销 毁 公 布 的 

储存：^fî核査的工作设想" 

―第cD/cw^n>. 54号文件，法国提出，題为"茴体一关键前体" 

― 第 5 5 号 7 ： 件 , 南 斯 扭 夬 提 出 ， 题 为 " 工 作 文 件 ： 化 学 武 

器公约中核査程序的一些技术万面"（同时作为CD/393印发) 

一 笫 5 6 号 又 件 ， 题 为 " 化 学 武 &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提 交 给 裁 

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草案" 

-第 C D / C W , K 57号文件，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舍王国提出，题为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8.还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下列会议室文件-

一 第 6 6 号 文 件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1 9 8 洋 

1月 I 7日一一 2 8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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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CD/cw/CRP, 6 7号文件，题为"主席 I U 9 8 2年 9月 1 5日的 

CD/334号文件第1 2 g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拟于1983年1月1 7日 

至 2月 4日进行协商的时间表" 

一第CD/cw/CRP. 6 8号文件，题为"工作计划一 1 9 8 3年 4月" 

一第 C D , C W , C H : p , 6 9号文件，瑞典提出，题为" 1 9 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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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关于'不 

进行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问题的发言" 

一 mCD/CW/CR^, 70*号文件，题为"C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的文件" 

一 ^CD/CW/-CRP. 71号文件，题为"C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的文件： 

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便用进行客观、公允的核查的标准" 

一第CD/CW/CR?, 7 2号文件，题为"主席^ A接触小组于1983年4 

月份讨论ft况的总结" 

―第CD/CW/CRP， 7 3号文件，题为"协调 S的悉荧拫告" 

― 笫 7 4 号 及 S e v , l , 2文件，题为"协调员的建;义：关于 

公布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及其可能成份的程序问题" 

- 第 7 5 * 号 文 件 ， 题 为 " 协 调 员 的 建 议 ： 化 学 武 器 储 存 

的销毁或转用" 

一 ^CD/CwycRP. 7 6号文件及 C o r r . l ,南澌拉夫提出，题为"'关 

键，前体的定义" 

―HCD/CW/-CRP. 77号文件，澳大利亚提Hi题为"化学武器储#^J转用" 

一 第 7 8 号 文 伴 ， 澳 大 利 亚 提 , 为 " 与 含 有 甲 基 建 的 

化学品可能的民用用途有关的问题" 

一 第 7 9 号 文 件 ， 题 为 " 协 调 员 对 于 ' 对 禁 止 使 用 化 学 武 

器进行客观、公允的孩查的标隹，的报告" 

一 MCD,CW,CRP, 8 0号及 3 e v . l， 2, 3， 4号文件题为"协调员的建议： 

与在公约^围内纳入禁止便用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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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D/CW/CRP, 80 Rev. 5号文件,题为"协调员的裉告：与在公 

约范围内纳入禁止使用有关的问题" 

第CD/CW/^RP. 81 Rev. I号文件,狱利亚/if:Ë¦¦出，题为"剧毒 

致死性化学品及失能化学品的前体潰单" 

第 8 2 号 文 件 ， 南 斯 拉 夬 提 & 题 为 " 前 体 一 一 ' 关 键 ， 

前 体 " （ 同 时 作 为 印 发 ） 

第 8 3 号 文 件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提 H i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中的前体慨念" 

第 8 4 号 文 件 ， 德 *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提 出 ， 题 为 " 关 键 前 体 

题为"协调 S关于 A接触小组工作结吳 

题为"协调S关于D接触小组工作的裉 

题为"协调员的报告：关于协苟娄员会 

―^CD/CW/CRP. 85号文件」 

的报告" 

一 第 8 6 号 文 件 : 

告" 

一第CD/CW/CSP. 87号文件 s 

及其附属机构的结构和职能" 

三、1983年会议期阆的实质性工作 

9.在1983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加紫了旨在在现有材料和各代表团提出的 

新提案的基础上拟定公约的工作 a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谋求解决遗留下来的尚有意见 

分歧的具有实质性的直大冋题以及记录己经达成协议>实质性间题.为此，它接受了 

主席有关设立四个接触小组以处理公约中下述领域的各个具体方面的建议： 

(a) A接触小组：现有储存 

(协调员： J .恰洛维奇上校，波兰） 

(b) B接触小组：遵守条款和核査问题 

(协调员： S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c) C接触小组：禁止使用 

(协，m. 3.J.阿克尔曼先生，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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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接触小组：定义 

(协调员： J .隆丁博士，瑞典） 

10 .工作小组审议了这些问题并将其移交给各接触小组，这样，198摔审议的余 

下的^要问题以及需要注;S的一些次要问题是由工作小组自己审议的.这两个主 

要问题是：现有生产手段的销毁与不生产问题.没有详细讨论似有一致;！见的领 

域一君关禁止范围的大部分问题、许多定义、某些合作与建立信任措施、国家一 

级的执行和国际核査的某些方面、序f以及与实质有关的一些附加条款等一但在 

达成1983年工作小组的结论时当然根据以往的工作考虑了这些方面.工作小组具 

体审议了以下问题： 

(a) 现有生产手段一 

这一领域的分歧是最难觯决^分歧之一；关于工厂的公布存在著 

问题；探讨了关于視察、关闭、查封公布的工厂的需要以及消除这些 

工厂的方法；也审i义了下列问題：公布的时间安排、^点的具体确定、 

消除的方法、对二元设施的可能的特殊要求；还提出了关予系统^国 

际核査的提茱； 

(b) 在化学工业中不生产化学武器一 

在此问題上存在著基本分歧，尤其是关于对用于准许的用途的化 

学品的可能的限制以及诸如关键前体潸单的拟订和可予以适用的核査 

措施等问题，（隨后移交D接触小组处理）； 

(C)禁止转让一 

达成了下述协议：除用于消除用途外，其他转让应有限制，但关 

.干允许此类转让的条件和数量需要进一步审议； 

( < i )不研制一 

虽然已有协议商定，应禁止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研制，但要用任何 

系统手段来进行核查看来有困难，因为有必要保留为保护性用途或其 

他准许的用途而从筝研制的杈利。 

工作小组还审i义了其他一些项目,其中包括某些定义、为准许^用途或保护性 

用途进行的小规模生产、储存的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筹蚤委员会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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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箕中有些结杲再次移交给现有的各个接触小组，另一些仅属于重新证实先前接 

触小组拫告中所谈的情况. 

11 .工作小组关于实质性问题一致同意的结论在附件一中有系统的和综合的记 

录，以便供政府进行审议 •对于公约的个别条款出现了共同观点^不一致观点‧然 

而，附件一并不一定充分考虑到了对某些个别谅觯或承诺需要有更逬一步的反映的 

事例.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前体"，"关键前体"及"生产设施"的定义，现有 

化学武器储存以及现场视察的可能应用的范围. 

四、关于一项可能的公约的实质的结论 

12.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 

(a)把本拫告附件一所载的各种意见及有待纳入化学武^公约的实质性条 

款作为工作小组逬一步工作的基础； 

W作为本裉告附件二的1983年接触小组裉告中所载的意见，其中包括 

可能用于未来公约的方案草案，以及其他^关的委员会在以前收到的 

有关报告和文件以及将来的报告^文件，也应在进一步制订公约时加 

以利，；以及 -

(c)工作小组应在1984年裁军谈判委i会会议开始时立即恢复^判，以 

期加强谈判，俾能尽早最终拟定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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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提交给裁^谈判委员会的拫告 

附 件 一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认为下列实质性规定应列入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各 

国代表团没有取得一致承见^部分以縮进的格式排版，并由下列方式引出： 

1 .另加的提^ ,用並； 

2 .其他茱又的备选方茱用盧） a 

一、一般规定 

A .目的 ^义务 

1 .公约的一般目的 

承诺禁止化学武器 

2 .基太承诺 

(a) 承诺不研制、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 

(b) 承诺： 

通过补无《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的现定的公约的条 

款的实施，在武装冲突中排除使用化学武器， 

M不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 

1不在任何情况下便用化学武器 

M.关于禁止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非缔约国遵守其条 

款，缔约囿则铭记其按照《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 

(c) 承诺消除现有化学武器储存。 

d见第7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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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承诺消除^现有的化学武卷生产设施. 

(e) 承诺不协助，鼓励或诱便任何人从事于公约禁止的活动. 

^承诺不从事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军事准蚤. 

B .定义和标准 

1 . 定 义 

达成^下谅觯，根据公约的一般用途标准 

(a)化学武器是指： 

a)不管用何种方法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s^afe 

有害化学品以及它们的前体，但旨在用于准许^用途的化学品，只 

要其种类和数量与此种用途符合，则可除外 

旦化学战剂及其茴体； 

(2) 旨在通过由于^使用而释玫出来的化学品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奚 

他伤窨的专门设计的弹药或装置；或 

(3) 任何专门设计直接用于这些弹药和装置的便用的 

设备 

生 或 化 学 品 

^ (To)化学战剂指的是. 

如：有毒化学物质，其种类^数量符合敌对^军事用途而且其毒性作 

用被用来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正常功能直接迓行千扰，以导致死亡， 

临时失能，长期伤害，损害.力了公约的目的，可以把化学战剂分为 

三类，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或其他有害化学品. 

(c)准许的用途是指： 

(1) 非敌对兩途，即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执法用途或 

防护性用途；以及 

(2) 与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2J见^ 10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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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防护性用途是指： 

与防护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e)生产设施是指： 

在任何程度上其设计、建造目的或用途是为生产任诃对化学武器 

特别有用的化学品，包括关键前体的任何建筑物或设备，或其设 

计、建造目的或用途是为装填化学武器的任何建筑物或设备， 

盧 （尚待决定） 

^ 前 体 是 指 ： 

一种化学品，它通过任何反应参与一种有毒终端产品的生产，！^：种产品 

按照一般用途标准并为了公约的目的被定为一种化学品. 

(g)关键前体是指： 

在生产一终端产品或确定其特性方面起最重要作用一一而且没有什么和平 

用 途 的 前 - ^ - ^ 

5. 并且用在合成的最后阶段。 

毒性标准 

已达成谅觯，按照毒性区分化学品可使用下述标准：二/ 

(a)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其半数致死剂量小于或等干0. 5mg/ 

kg (皮下注射)或 2 0 0 0 m g - mm/m
3
 ( )； 

(b)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其半数致死剂量大于0. 5mg^gC^ 

下注射）或2000mg—inin/fn，（吸入），同时又小于或等于 

lOmgXkg (皮下注射)或2000 0 m g - m丄 (吸入）； 

(o)"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其半数致死剂量大于lOmg^g (及下 

膀）或 2 0 0 0 0mg - m丄ix/m， （ ^ )。 

U下面提到的公约的一个附件对此作了确定，说明列入的标准和确保公约遵守的 

措 

JJ以公约附件所载的商定之方法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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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1. 国家执行措施 

承诺根据宪法程序采取措施，以便执行公约，监测公约的遵守，并禁止或防止 

在国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任何违反公约的活动. 

2. 囿家技术手段 

承诺在符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利用国家控制的技术措施，搜集有 

关公约遵守的情 I 

3. 系统的囿际程序 

承诺邇过如下方法，确保对公约条款的遵守进行系统的核查： 

( a )情况裉告 

定期向协商委员会提洪生产数据、使用和其它情况，以 

m现场视察 

使用自动化仪器的现场监测和/或囯际视察人g的§制性視察：2/. 

(1) "立即視察"，即视察员应尽快到场； 

(2) "持g察"，即活动的<É^P时间均应有視察员在场； 

(3) "定期視察"，即裉据协商委S会规定的时间间隔对某项活动进 

行定期访问； 

(4) "定量视察"，即次数经商定的定期访问，由协蔺委S会按照商 

定的标准和各国传输^数据加以确定； 

(5) "抽查"，即进行经协议次数的、不定期的访问，只作有限的事 

先通知； 

(6) 根据由双边或协商委g会安排的其他商定的措;^ 

"根据下面提到的公布和公约附件中规定而协两委员会可以修改的化学品清单. 

」根据公约附件中所载商定的程序. 



CD/416 
ATmê!C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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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挑战程序 

承诺通过便用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事实调査程序确保对公约条款的遵守进行非 

例行性的核査.此种现场视察应在 

自愿的基SB上 

准许此种视察的严格义务的基础上 

通^边安排或向协商委 S会提出^理 É _的请求下来进行. 

二、关于消除的具体规定 

A.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 

1 .初始公布 

( a )承诺向协商委 S会丧出如下初始^ 

(1) 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3 0天之内； 

(2) 不论数量或地点如何，说明拥有化学武器的情况^ 

(3) 说明在别人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储存情况； 

(4) 说明所有化学武器储存的组成情况；应公布这些储存中的所有化 

学品，包括其前体的名称、毒性，可行时还应说明散装的和填入 

弹药的化学品的公吨数；应说明弹药的类型、口径、数量和化学 

填料； 

皇根据类型和数量以及根据大小和化学填料，公布装置和 

"专门设计"的设备， 

^_公布，所有储存的地点以及每一个地点储存的组成情况* 

(5) 证明化学武器的获取或转让 

！包括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设备^有关文献-

一 以 及 饪 何 援 助 

业已停JL 

二^根据公约的条款和协两委员会确立的程序（注意，本脚注适用于本记录中提到 

的一切公布和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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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承诺 

通过即时的系统国际现场视察 

对存于为销毁目的而设立的专门设施的储存在定额的基础上 

T 按 挑 战 程 序 

对化学武器的储存的初始公布进行核査 

2.临时性措施和其它措施 

(a)承诺通过现场&器和在定期基础上的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进行持续监 

旦对存于为销毁目的面设立的专门设施的储存在定额的基础上 

ï 按 挑 战 程 序 

mj始公布与开始消除期间所公布的储存进行核查. 

承诺在公约生效后或加入公约后不从目酋蛾点移走化学武器储存，但 

为销毁或防护性用途 

和其它准许的用途除外. 

(c) 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后 

3 0天 

！ 6个月， 

向协商委5会提出消除所有化学武器储存的初步计划，包括工作类型、对 

有待销毁的化学品的类型和数量而言的时！司安徘、终端产品， 

同时， 

在开始作业前，向协商委员会提出拟使用的销毀工厂的地点。 

(d) 承诺 

每年 

J . ， 期 

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化学武器储存肩除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e)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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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阶段实施前三个月 

向协委员会提交 

下一年度 

J . 下 一 阶 段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详细计划。 

(f)承诺在消除完成后3 0天内通知协商委员会化学武器已消账 

(S)承诺通知协商姿S会在初始公布后发现的旧储存情况，要求: 

(1) — 在 3 0夭内，说明估计的数量^类型，在何时何地如何 

发 现 为 什 么 原 来 不 知 道 ， 现 在 储 存 何 处 ； 

(2) 在 9 0天内，精确说明箕数量和类型，包括所发现的化 

学 品 的 化 学 名 称 、 方 程 式 和 数 量 以 及 消 除 它 们 的 计 

划； 

(3) 宪成销毁后3 0天内提交销毁证明. 

^ W承诺接受国际监督，直至储存最后消除 

3.储存的消除 

(a)承诺尽快消除所有化学武器储存 

主包括初始公布后发现的旧储存 

通过销毁 

或通过销毁或转用于准许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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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不可逆转的程序，此种程序可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并按照 

计划^行，计划在整个消除阶段保持一种安全平衡，消除阶段起始 

于公约生效后 

6个月内完成于公约生效后10年内 

对于二元和多元化学武器，消除阶段起始于公约生效后6个月勾 

―完成于2年内，对于其它一切化学武器，消除阶段起始于公约生 

效后2年内完成于1 0年内。 

03)承诺以持续视察 

1 定 量 視 察 为 基 础 

通过持续W现场仪器监测和系统的囿际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储存 

的消除进行系统的国际核丞 

B.现有的生产手段 

1. 初 始 M 

fa)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后3 0天内，向协商委 S会提交初始公布-

(1)说明是否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能力，生产能力情况,mi:否存翻人 

管辖或控制下的生产设施及^:些设施的生产能力； 

J _ 说明是否在其管辖^制下有任何生产设施；说明在其领土上是 

否存在别人管辖或控制下的&诃生产设施以及此种设沲的地点； 

说明自 以来任何时侯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生产设 

施的地点、性质、生产力、产品类型以及产品的化学名& 

(
2
)证明一切拥有和存在的设施中的生产或装填活动均已停i> 

^_ 承诺通过迅速視察 

！ 挑 战 程 序 

对生产设施的初始公布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蔡加以核查。 

2. 临时措，其它措施 

( a
)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停止任何生产设施的一切活动，伹关闭、 

_!/有待于商定并在公约的一个附件中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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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或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活动除外，每关闭一个设施应使其 

丧失生产能力并可进行核查。 

化）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时，不建造任何新的生产设也不将任 

何其他现有设施转用于生产化学武I 

fc) 承诺对公布生产设施地点与开始消除之间这段时间内生产设施处于 

非生产状态进^査，其^ ;法是 

以现场自¥êc器进行持续监测及系统的定期国际现场視察。 

呈通过挑战程序 

fd) 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后 

3 0天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关闭和销毁所有生产设施a*r计划， 

！在每一工厂开始消除前一年提交该厂的消除计划及其地点， 

(e)承诺 

每年 

^ 定 期 地 

向协商委员会提交生产设施消除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度拫告， 

e n 承 诺 向 协 商 娄 员 会 提 交 

下一个年度生产设施的消除详细计划。 

！每一阶段执行前三个月向协商委员会提交下一阶段生产设施的消 

除通告，包括其地点。 

fe) 承诺在已完成生产设施的消除后3 0天内向协^委员会提交证书。 

to)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的 

3 0天内 

^_在储存销毁计划规定的时阆内， 

向协商委员会提交矢于生产设施临时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计划, 

其中包括此种设施的地点。 

承诺$fê,é^生产设施内进行的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工作已完成后 

3 0天内向协商委员^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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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设施的消除 

(a)承诺消除一切生产设施，包括为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而临时转用的任何设施, 

消除的方法可以是 

夷为平地 

g .销毁或拆除， 

所使用之程序应能进行孩査，并按计划^进行，该计划应在整个消除 

阶没保持一种安全平衡，消除阶S应于 

6个月内开始， 1 0年内完成. 

^对生产二元武器的设施的消除于 6个月内开始， 2年内宪成；对 

生产所有其他化学武器的设施的消除，应于8年内开始，1 0年 

内完成. 

03)承诺对每一个生产设施的消除可予以孩査，其万法是 

在共同商定水平上对每一项设施进行 

系统拚国际现场枧察 

或通过挑战程序* 

I_l有待商定并将列入公约之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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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实质性规定 

A.对未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承诺，除了便用挑战程序外，还可以对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不生产问題进 

行系统的国际核查： I I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a) 限剁 

为防护用途 

%_力一切准许的用途而生产的，由储存转用的，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的、每年可得或在任何时候拥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其关鍵前体的最可能低的数量，并在任何情况下每年合计数 

量不得超过一公吨； 

(b) 这些化学品的生产限于只能有_产量限度的只此一家的小规模设施; 

(c) 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后3 0天内，或.若在此后时阆内建立的，则 

在开始操作日期的前 ‧ 天，向协商委5会通裉该小规糢生产设沲的 

地点和生产能力； 

(d) 在蔺定的水平 

定量蚤础上通过有正当理由的年度资科裉告，现场的仪器以 

及系统的囿际现场視察监测小规筷生产设施 

並2.禁止在两业生产设施中生产含甲基磷键的化合物 

皇将这种生产限制在小规模设施内. 

3.其他致死性^其他有署化学品 

(a)通过年度资料裉告监测生产^使用； 

^ {`b)向协商委员会公布生产某种其他致死性和衩认为具有特殊危险的 

_V按照附件中所规定的程序并根据协商委员会在制订出商定的标准之后所确定的 

化学品漬单，其中包括具宕特殊危险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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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化学品设施的地点. 

4 .关鍵前体 

(a)通过年度资料报告监测生产相使用； 

^_并向协商委员会公布生产关键前体设施的地点； 

并在任择时间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囿际现场视察 

B.对禁止使用的核査 

有一项谅觯如下：通过挑战程序V的囿际核査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对使用化学 

武器的指控。 

C .准许的转让 

1 .为消除目的进行转让 

(a)谅觯如下：经双方同蕙为消除目的可以在缔约囿之间转让化学武器. 

(^)谅觯如下：通常适用于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所有关于公布及核查的规 

定，也适用于力消除目的而转让的锗存.伹在即将开始转让前需另外 

通知协商委员会， 

2.为其他目的进行转让 

(a) 承诺不向非缔约囿转让剷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 

(b) 谅 觯 如 下 ： 在 M l 2个月时期内 

力了准许的用途 

^ 防 护 性 用 途 

向另一缔约国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 _其关键前体，最多限于 1 0 0克 

或 

(c) 双万承诺，对每一次转让预先向协商委会提交拫告，并对包括化学 

品名称、重量相转让地点的所有转让情况提交年度总结报告。 

12根裾有待商定并将列入附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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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方面的规定 

A .国家实施手段 

1 .国家实施措施 

(a) 承诺釆取按照宪法程序所必须的措施来执行公约，特别是禁止^防止 

在国家管辖或控剁下的任何地区内违反公约的行为. 

(b) 承诺向协商委员会裉告关于所釆取的立^措施^行政措施的情况， 

2 . 责 任 

(a)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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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给 

予协助，包括资科裉告，协助进行国际现场枧察以及对所有关于提供 

专门知识、憒裉相实验室支援的要求作出迅速的答复。 

M. (
b
)承诺在进行其核查活动时同协商委员会充分合作，不以任何 

方式干涉合法的核查活动的进行. 

B . 囯 家 技 术 手 段 

谅觯如下：可以利用国家技术手段来收集关于遵守公约的情裉，此种手段将不 

受干扰，任何拥有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缔约国均可将情裉提交其他缔约国. 

%谅觯如下：在利用国家技术手段收菓关于遵守公约的情裉并在此种手 

段未受干扰的憒况下，所有缔约国应分葶此种情裉，-

或 不 作 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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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国 际 实 施 手 S 

K 保 存 

有待决定. 

2. 筹备委员会 

承诺设立一个由所有筌字11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在公^r开放供签署后召开 

会议以便为公约蚤款生效而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并为协商娄g会的建立作准备，jç/ 

3. 协商委员会 

(a) 承诺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jl/在公约生效后30 

天内召开会议，在缔约国之间进行厂泛的国际协商与合作，监，i^7^^f 

à^ïi^学技术审查的职能相提供讨论任何与公约实施有关问题的场所来 

促进对继续遵守的核查,— 

和在公约遭到违反的憒况下缔约囿决定该釆用的实际措施 

(b) 承诺每隔一年召开协商委员会常会，并在任何缔约国或执行委员会提出要 

求时举行非常会议. 

(c) 承诺设:s—个由协商委â会指定^的 ^个缔约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员会以 

及一^术秘书处相其他必要的附属机构. 

(d}谅觯重下：执行委S会将在协商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便该娄§会职能，并将 

负贲接收^散发资科与情裉，接受按挑战程序提出的要求并^应釆取的具 

体行劫作出决定，以及监督系疣的现场視察， 

(e)谅觯如下：技术秘书处将对执行娄员会^协商忝员会提供行政支援并对各 

缔约囿和执行委ê会提供技术谖助. 

根据本公约附件所规定的指导原则. 

根据公约附件所载具体现定，组织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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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合 作 和 建 工 信 任 的 规 定 

A • 协 商 和 合 作 

1. 双边协商程序 

(a) 承诺在觯决有关实施公约的任何问题时直接地或通过适当的程序，包括适 

当的国际组织协商委员会的服务，逬行协商与合作，并通dt^C边协商努 

力澄清^觯决任何可能怀疑不遵守公_约的情况，或对可能被认为模糊不潰 

而产生忧虑的情况。 

(b) 承诺提供情拫以确保对公约条款的遵守. 

2. 囿际协商程序 

(a)承诺同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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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行政支援以帮助其事 

实调査活动，从而确保原提要求的起因得到迅速澄漬。 

m谅解如下：任何时侯都可向协商委员会或其适当的附属机构提出要求，实 

施挑战程序以澄潰并觯决任何被认为模糊不潰或令人怀疑有违背按公约条 

款 应 负 义 务 的 行 为 ， ^
2
— ^ 

(c)承诺以有利方式和以isTf对待协商委员会或其适当附属机构提出的现 

场视察婁求，如拒绝则对拒绝的理由作出迅速而充分的觯释，这应被 

认作是一种例外的反应. 

^_承诺以有利方式和以诚,对待协商委S会或其适当的附属机构提出的 

现场枧察莩;t.如拒绝则应迅速而无分地对其理由加以觯释.协商委 

员会应对其提出的觯释作出评价，并可在考iS—切有关情况包^协商 

^根据公约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11/根据公约附件中待协商并規定的详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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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原提要求之后得到的新情况再一次提出要求‧如果第二项要 

求被拒绝，则可诉诸于《联合国宪章》所规足的适当程序. 

3. 援 助 

(a)承诺对由于公约条款遭到违反而受到威肽或遭到不利影响的公约締 

约国提供援助并对提供援助给予支持. 

(b)承诺对任何要求提供援助并经安全理事会断定由于一个公约缔约国 

违背公约义务而已遭到危险或可能正在遭受危险的公约缔约国按照 

《联合国宪鞏》提供援助或^正在提供的援助给予支持. 

4, 联合国 

(a)谅觯如下：各缔约国将保留任何时侯在公约或《联合囿宪章》范围内可以 

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以觯决公约实施万面的分歧， 

主(b)承诺对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它收到的申诉而 

进行的任何调查给予合作，安全理事会应将调査结果通知公约各缔约 

国* 

B.对人口和环境的保护 

承诺在履行有关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义务方面对人口 环境加以保 

护， 

C 促 3 £发屦目标 

承诺创造有利条件從逬经济、技术发展并在和平化学活动方面近行国际合作 

同时预脊排除对与公约目的无关的活动领域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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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诺避免妨碍公约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在相平与保护性 

化学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用于和平及保护性目的的、 

化学品及其生产、加工、使用设备的国际交换， 

六 . 增 补 的 ^ 

A.序百及其他规定 

1.谅輾如下：公约不限制或减损根据其他条约承抠的义务，^中包括： 

(a)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萁他气体相细菌作战方法ft 1925 

年议定书》； 

(b)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屦、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 

！ (c)《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現的技术的公 

约 》 . 

2.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加入公约后三十天内公布自 以来在其 

管辖或控制下的为研锎化学武器而设计、逑造或食用的任何 

设施的地点及性质. 

B . 退 约 

谅觯如下：如与公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一缔约国的最高利益，该国可退 

出公约.退约通知书连同关于该非常事件的声明提前三个月提出. 





― A ^ 小 组 协调员关于化学武器 

现有锗存的裉告（以及主席的职权范围） 

一 小组协调员关于遵守条款 

和核查问题的报告（以及主席^取权范围） 

―C接触小组协调员关于禁止使用 

化学武器问题的裉告（以及主席的取权范围） 

―D接触小组协调员关于定义的裉 

告（以及主席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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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A 接 触 小 组 

为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需全面审议现有储存的问题。这特别包括审议下 

述各领域： 

1. 范围的有关方面； 

2. 所有各种公布； 

3 . 公布的时间安排； 

4 . 对公布的监测； 

5 。 销毁计划； 

6 . 销毁的时间安排； 

7 . 销^办法； 

8 . 对销毁的监测； 

9 . 其他遵守要求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 

10. 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一级的^国际的各种执行组织的工作要& 

为协助工诈小组审议这些问题，应设立一接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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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 棲 小 组 的 栺 示 

为了便进工作小组的目标，该接触小组应按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对与现有储 

存的处理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审议并作出报告。它具体应审议： 

―适宜于监测储存之销毁的技术；及 

-所要求的公布的基本内容。 

接触小组在审査这些问题时，应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工作，从所有领域取得所 

需的材料，并将各国的立场作为待审议的备选方案进行考^ 1 9 8 2年以来的接 

触小组的各个报告应作为一种有用的出发点。接触小组不应集中注;f " 性 

问题"本身，尽詧它应找出现有技术建议不够充分S*»地万。接触小组的工作主要 

是找出可使工作小组得以成功地就关于公约中列入有关问颈的条款进行淡判所需 

的政治性决定和执行方面的决定。 

接触小组主席应在必要时向工作小组主席作口头裉告并在工作小组在四月份 

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菌提交一份简短的书面报告。为协助工作小组进行谈判，接触 

小组应在这份报告中特别提及已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各个问颖中尚有未解决的分歧 

领域。 

接触小组会^ 

接触小组应按主席的决定召集会议，会议时间必须通过秘书处作出安排和通 

知。 ， 

会议形式应为非正式的，伹必须配备口承 



CD/416 
Annex II 
Page 4 

协 调 员 关 于 A 接 作 

戍果的报告 

工作小组批准的关于本接触小组的职权范围要求箕集中注意审议下述两个问题: 

—适用于监测销毁储存的技术，以及 

— 需 要 公 布 的 基 本 内 ^ 

接触小组开始审议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程中的实际步骤，以估价对销毁储存的 

核査应通过定量視察制度还是应通^持续规察进行 •为此，接触小组注隶到美囿于 

1983年7月6日提出的第CD/387号文件，该文件专门涉及在持续的基础上进行 

现场核查的具体方法还讨论了算他文件.各代表团继续持不同意见，这反映在 

CD/294. CD/343^i其他文件中. 

在对公布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对储存的初始公布的内容的审议方面，各代表团 

仍有不同意见，=S已昃映在第CD/ 334f文件中. 

还讨论了与现有储存有关的其 他问黾 

共同的意见和洪进一步讨论的题目 

根据与各代表团的协商，协调8提出了一份文件供接触小组审仏该又件概述 

了看来已有共同意见的关于储存的某些问题，也概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I 

对如下问题的审议证实，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工作和未来的拟订工惟的适当基础： 

A. —根据规定，应在3 0天内公布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 I 

B. —在本国领土上拥有其他任何人管辖或控制之下的化学武器储存亦应 

在 3 0天内公布./因此，对这同一储存，拥有国和其领土上有此 

-S/CD/CW/CRP 85f文件仅以英文本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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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国家均应作出公布/, 

C. 一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还应同时提洪关于其化学武器储存的具体情1 

该情报不仅应包括有毒化学品还应包括储存中的前体、弹药和装置， 

以及专门设计的设备. 

D. 一应尽快销毁/消除^化学武器储存. 

E. 一为确保任何一方不获得单方面的优势，应根据公约谈判中商定的总 

进度表进行销毁/消除工作. 

一开始销毁/消除过程不得迟于 月/年，该过程之宪成不得迟于 

1 0年， . 

G. 一应在-日 /月内公布销毁/消除的总计划. 

计划应说明： 

1 .工作类型； 

2. 执行商定的总进度表的细节； 

3 . 在何地销毁何物； 

4. 销毁产物. 

H. —应采用商定的能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的程序进行销毁/消除过 

该过程不得为轻易可逆的. 

工.一应提洪关于销毁/消除化学武器储存计划执行情况的年度/定期通 

通报应包括： 

1. 关于上年/期储存销毁/消除情况的进度裉告，内容包括类型、 

数量和销毁方法的细节； 

2. 关于下年/期销毁/消除的计划，内容包括类型、数量和销毁 

方法的细节， 

一过程完成后三十天内应提供、关于所有武器储存均已销毁力肖除的证 

明文件' 

」达成了一项谅觯，即此处以及今后销毁/消除《一措词中,第一个词/" 

反 ^成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储^代表 i l的态度；第二^ / "消％"/ ^其他设想 

既可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又可将其转用于非敌对用途的代表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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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一储存的销毁应置于系统的国际现场孩査，包括系统的园际现场视察 

之下， 

L. 一应列入有关下述方面的条款： 

1. 一締约国为销毁目的将公布的储存转移给另一締约国； 

2, 初始公布后发现的化学武器。 

M. 一可暂时将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 4俟这一改装 

的设施不再用于销毁储存后即应将其销毁，伹不得迟于完成销毁储 

存的最后期限， 

IT, 一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以保护居民和环境. 

0. 一对销毁进行孩査的具体原则. 

/此部分正在单独拟订中/^
/ 

需进一步讨论： 

一化学武器储存的地点是否应作为初始公布的一部分？ 

―初步公布时应提供关于化学武器储存的何种'脅拫？ 

一是否应立即对公布的储存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視察？如有必要，则应 

在何种基础上进行？是否应对公布的储存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监测直 

至其消除？如有必要，则应在河种基础上进行？ 

一作为销毁的替代办法，对某些储存是否也可以允许将其弔于非敌对用 

途的办法进行消除？如可以，则何种化学品可用作非敌对用途？其数 

量为多少？应詈于何种孩查条款之下？ 

一系统的国际现场孩査的具体措施： 

/此部分正在单独拟订中 / ^ 

―开始实际消 ,存的期限应是什么？ 

一销毁储存的商定的总进程表应以何神方式加以确定？ 

一有关下述问题的蚤款应属何种性质？ 

(a) —缔约国为铕毁的目的将公布的储存转^给另一締约国； 

^ 此 部 分 尚 未 拟 定 . 

Z1此部分尚未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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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始公布后发现的化学武器。 

协调员关于某些问题更精确搢词的建议 

为了以？精确的措词反映上述具有共同意见的问题的某些方面，协调S向接触 

小组提出了他的建议.形成这些建议的过程中考虑了一些代表团的意见.协调员指 

出，他的建议决不对各代表团造成任何约束.协调S的建i义如下： 

1. 公约各签署国应按照其承担的义务，根,下列各条公布拥有或不拥有 

化学武器及其可能的成汾：各缔约国按其是否在本国领土上或剁处， 

在其管辖之下，拥有/关于化学武器定义/第一⋯条‧‧‧‧‧‧‧各款或其中 

任何一款作了^的化学武器，无论其数量多少： 

(a) 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向协商娄§会递交一份邇知书，以证实 

它拥有化学武器或作出否定答复， 

(b) 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公市其化学武器 

储存/公布此项锗存的程序须通过谈判决定/. 

考虑到D接触小组对有关准许用途化学品问题进行的进一步审议， 

这一办,去可辅以一些条款，根赉这些条款，各缔约囿无论是否拥有化 

学武器，只要拥有用于准许的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â的关键前体的 

储存^^致死性和/或有窨化学品的储存，^应公布此类锗存. 

2. ( 1 )各缔约国如在 f t何别 1 —无论其是否为公约^约 S—领土上 

有其管辖或管制的化学武器，承诺在公约生效或其加入公约3 0 

日内，公布其在该别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储存；承诺在公约生效或 

其加入公约后不迟于.有待拟定 Z将这些武器从该别 E领土 

上礅出，以便将其销毁/消除；或在与该国协商后在其领土上直 

接销毁/消涂这些化学武器存，其条件是，后者应对本公约规 

定的孩查程序表示同；^. 

(2)本:I领土上有另一国家一无论^国是否为公约缔约国一瞀辖 

或蒈制下的化学武器的各缔约国承诺，不迟于公约生效或其加入 

公约3 0天,舌公布其领土上已^其存在的此种武器. 

3. 裯有化学武器的1^7国应不迟于 月 /年斗 ^ ^ ^ / / g ^叱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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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并不迟于在公约生效后，或该国加入公约后1 0年完成这一工作. 

4 0公约各缔约国在其管辖或管制下拥有化学武器储存者承诺，在毀毁/ 

消除化学武器后不迟于3 0天证实其所有化学武器储存均已销莰/， 

5. (1)各绪约囿为销毁的目的，有权将其化学武器锗存转移给另一銪约 

国。 

(2) 所有这些储存，尽管为销毁的目的而转移给另一绪约囿，仍应遵 

照公约及其附件中适用于一般储存的条款/如，储存的公布、销 

毁时间的确定、包括确保平衡的销毁安排的需要、商定的销毁程 

序、定期通告销毁的进展情况幕 

(
3) 此种转移将根据参加国的协议进行，协议案文将根据附件中的指 

导方针加以拟订，该文本应提交协商委员会。 

(4) 将储存转移另一铕约国的各绪约囿还应承诺，在转移相运输工作 

开始前，公布转移和运输的时间表，包括一预定时间内转移的储 

存量和组成，以及拟在该另一绪约国领土il销毁储存的设施的地 

点。 

(5) 负贲销毁属于另一锛约囿的化学武器储存的铕约国应在完成销毁 

后不迟于3 0天作出适当的公布-

(6) 公约一绪约国向另一缔约国为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而进行的转移工 

作、储存的^及销毁工作均应充分置于公纣第一章规定的核 

査之下。 

6 .各绪约国应在一个专门设施/数个专门设施中或在暂时改用于销毁^ 

一个设施/数个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约国应根据 公布 

此类设施的地点与技术参数。暂时改用于销毁的一个设施/数个设施 

应根据脔定的方法，在其销毁储存的用途结束之后3：即加以销毁，此 

项销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公约生效后或该国加入后10年内完成。 

7.各绪约国承诺在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消除过程中釆取一切必要预防 

措:^保护居民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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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 接 触 小 组 

为了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需详细审议为觯决遵守问题所需的程序。这特 

别包括审议下述领域： 

1. 说明遵守情况的情报交换； 

2. 觯决遵守问颈的各种顺次事件； 

3. 挑战所需证据； 

4 . 事实调査措施； 

5 。 现场視察； 

6 . 各国的义务； 

7. 协商委5会的作用； 

8. 对联合国的呼吁； 

9. 其他有关的遵守程序相建立信任措施；及 

10. 由此而产生的对!1家一级的和囿际的各种执行组织的工作要求 

为协助工作小组审议32：些问题；应设立一接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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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 接 触 小 组 的 指 示 

为了促进工作小组的目标，接触小组应按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审议与处理不遵 

守问题有关的具体问题并作出报告.它具体应审议： 

一应能用于处理对遵守情况提出的挑战的事实调査搢施； 

―若要证明提出挑战和要求进行现场视察的理由是正当的，该证明应有 

何种性质；及 

一各国由于挑战而接受现场视察的义务. 

接触小组在审查这些问题时，应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工作，从所有领域取得所需 

的材科，并将各国的立场作为待审i义的备选万案进行考虑* 1982年以来的接触小 

组的名斗报告应作为一种有用的出发点.接触小组不应集中注意"技术性问题"本 

身，尽管它应找出现有技术建》义不钛无分的地万*接触小组的工作主要是找出可使 

工作小组得以成功地就关于公约中列入有关问题的各款进行谈判所需的政治性决定 

和执行方面的决定， 

接触小组主席应在必要时向工作小组主席作口头裉告并在工作小组在四月份召 

开最后一次会议之前提交一份简短的书面裉告 •为协助工作小组进行谈判，接触小 

组应在这份拫告中特别提及已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各个问题中尚未觯决的分歧领域. 

接触小组会议 

接触小组应按主席的决定召集会议，会议时间必须通过秘书处作出安徘和通知. 

会议形式应为非正式的，伹必须配备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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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调 员 进 度 报 告 

接触小组,查了工作小组交予的总指示中的十点问题，特别是要求本小组审议 

的三个具体问题，以下为接触小组讨论的摘要。 

^ 1号茱又 

关于"处理对遵守的挑战应有的筝实调查揞施"，接触小组审查了 CD/334号 

又件附录中组成郁分十三(协商委员会）的内容。普遍认为由公约所有缔约囿组成 

的协商委员会应设立一技术秘书处，^一由较少成B组成的下级tt,作为常设* 

附厲机构进行工作，未讨论另设其他下级机构的可能性 a技术秘书处应处理各种3 

常行政事务，如，接受缔约^的要求、提供技术ft报、处理各缔约囿之间的通讯往 

来、根据主管机构的决定组织专家小组进行工作等.另一下级机构的成员应比协商 

委员会的成员少，应由有待决定的基础上加以逸择的、固定数量的缔约国代表组成。 

这一成5数量必须很少，以保证能迅速召集会i义并进行实际工作；但同时又必须具 

有足够的代表性，以保证其权威。接触小组审i义了02：—机构^各种蚤逸名称（建议 

的有"筝实调査小组"^"执行理筝会"），还普遍同葸，这一机构应接通知后短 

时阆内莸能召开，并代表协商委员会特别就下述冋题作出决定：接受缔约国的要求; 

对要求（憒裉、筝实调査、现场视察）应行釆取的具体行动怍出决定；对就上述决 

定的行动所提出的报告进行评价；向协商委员会拫告；要求召开协商委员会会议。 

在这方面，作出决定的程序应进一步进行讨A 

第2号茱又 

关于"为说明有理由提出挑战湘进行现汤视察所需的证据的性质"^"各囯接 

受因挑战而需进行的现场视察的义务"，接触小组的讨论`涉及了列入CD/334和 

CD/342号又件中的一系列冋题，特别是裁军谈判委氕会1982年届会期间设立 



CD/416 
AimA-z II 
Page 12 

的接触小组的工作成 l下面是该接触小组讨论结果的摘要。 

普遍认为各绪约国按下列所述的步骤顺序寻求有关条约遵守问颍的觯决办法是 

可取的。但各铕约国在任何时侯仍应可在公约或联合国宪章的^围内釆取其认为必 

要的行动，以解决有关公约遵守的分歧。 

还普遍认为，一铕约国拒绝接受公约的主管积构提出的现场视察的要求应属例 

外憒况，并应附有对此种拒绝的理由的完整的解释。 

1. 本公约各铕约国保证，在与本公约的执行有关的任诃问鉀上相互闾进行直 

接的协商和合作，或通过适当程序，包括适当囿际组织和协商^员会的服务*行协 

商^合作。 

2. 本公约各^约国应努力邇过及边协商，澄潰并^决任何可能对公约的遵守 

产生疑问的情况或对可能被认为含糊不清的有关情况所产生的忧虑。一铕约囿接到 

另一绪约国关于对某一特定it况加以澄清的要^后，应工即向提出享;^的囿家^供 

一切与要求有关的1f报，W便完满地觯决问題。 

3. 为便于完满地觯决上面第二节中提到钓憒况，各有关缔约国可向协商娄员 

会或其附属机构要求合作及斡旋，以觯决问颈。 

4 .考虑到上述第2、第3节中的程序，任何^约国可莩求协商婺d会或其适 

当的附属^构在执行其取能时，向该国或另一铕约国釆取适当程^以^清并^决任 

何可能被认为是含糊不潰或对另一^约国的行动产生疑问，怀疑其违反公约各条款 

规定的义务的情况。这一要求可包括要求*行现场枧I 

4. 1根据笫4节提交协商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的要求应具有叉持对不遵守公 

约的怀疑的客规和具体的组成部分，并应与申诉直接有夭。 

4. 2所有铕约国保证与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或国际组织全力合作。 

各囿际组织可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协商委员会提供科学、§术及行政支持，以利于事 

实调查活动，以便确保尽快澄潰引起原先32：项罨求的^况。 

4. 3协商委员会或其有关附属机构关于汫行现场视察的要求，应得到接到要 

求的铕约国的积极和真诚的对如杲拒绝应同时提交对其拒绝的理由及时而全面 

的觯释。协商委员会应对提交的觯释进行评价，并可再提出另一份要'求，其中应考 

虑一切有关因素，包括协商委员会在原先的要求之后可能接到的新的因素。如果第 

二份要求也被拒绝，提出要求的铕约国可根据《联合囿宪章》诉诸有关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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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协商委员会应将釆用第4节中提到的任何程序的情况通知所有缔约囿， 

并应根据要求向任何缔约国提供与此有关的所有能取得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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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调 员 的 报 告 

关 于 协 商 委 员 会 及 其 

附 属 机 构 的 结 构 和 职 能 

1，由公约所有缔约代表组成并由一一主持的协商委员会，应在公约生效后30 

天内成立《 

2. 协商委员会于公约生效后不晚于（时间）在r地点）开会， 

3. 协商委员会此后应#••••••- (时间）举行例会.应任何缔约国或执行娄员会 

的要求，可以举行非常会议. 

4. 在公约开放供签字一一（时间）之后*,应召开由所有签字国代表组成的 

筹#41员会，以便为公约的各条款生效进行必要的准蚤工作，其中包括为协商委员 

会的第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筹备娄员会各种活动的指导原则载于附件⋯一（建i乂： 

第1 0页）‧ 

5. 协商委员会应在公约各締约国之间进行厂泛的国际协商相合作，监督对公 

约的执行，并促逬对继续遵守公约的孩查*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协商娈员会应： 

(a) 对可能影响公约的执行ft科学技术新发展进行审査； 

(b) 为讨论有关公约执行憒况的任何问题提供讲坛. 

6. 为了协助执行其职能，协商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由协商委员会指派的•••••••• 

(数目）个缔约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及一个技术秘书处（和其他有待商定 

的附属机构）. 

* 有人建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荃字之后，筹备娄员会才能开会. 

**有人建议，协商娄员会应执行公约审查会议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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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行委员会在协商委员会闭会期间应负贲执行上面第5部分(a)和(t)中规定 

的有关协商委员会的职能.它还应负贲下列各取能： 

(a)同各締约国合作，以确保公约的执行和遵守； 

03)取得，保存并分发各締约国呈交的有关公约问题的情报； 

(c) 为各締约国提供服务，为它们之阆的协商提供便利； 

(d) 处理各締约国的要求； 

(e) 决定对此种要求应釆取什么具体行动； 

(f) 接受呈交上来的关于所釆取行动结果的裉告； 

ig)向协商委员会提出拫告； 

Oi)在认为必婁时，要求召开协商会议； 

(1)监督系统的现场視察的执行，以确保： 

―化学武器的储存的销毁 

-对为〔准许目的〕〔非敌对军事目的〕*小规模生产剧毒袅死性 

化学品进行监测 

一对可能达成协议的其他义务（如，不生产化学武器，不使用，消 

除生产设施，等）的遵守. 

8. 除了为协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行政管理万面的支持之外，技 

术秘书处（和/或其他有待进一步商定的附属机构）* * 应 . 

(a) 为各缔约国及执行委员会执行公约各条款提供技术协助； 

(b) 从各締约囿接受并向它们分发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资料； 

(0)拟制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技术问题，例如，拟订关鍵前体潸单，技术 

程序等，以作为建i义供协商委员会（或执行娄员会）参考； 

(d)协助执行委S会执行有关情拫，婁实调查、系统的现场硯察相挑战性 

视察等可能进一歩商定的任务. 

9. 关于协商委g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和组织，在公约的附件中将作详^却, 

定， 

* 应进一步拟订有关足义. 

**见上面第6部分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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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C 接 触 小 组 

为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需深入审査在化学武器公约中列入禁止便用及其影 

响的问题.这需要特别审议如下几个方面： 

1. 列入禁止便用的备选万茱； 

2. 与围范筹内其他项目的关系； 

3. 与其他公约中类似条款的关系； 

4. 与国际法有关的法律方面； 

5. 一般性挑战相事实调查程序的适用； 

6. 专门的遵守和核查程序所需的要求； 

7. 加于各囿的义务； 

8. 协商委员会的作用； 

9. 其他有关万面，及 

10.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一级的和国际的各种执行组织的工作要求. 

为协助工作小组审议这些问题，应设立一接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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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 接 触 小 组 的 指 示 

为了推进工作小组的目标，接触小组应按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审査与处理禁止 

便用问题有关的具体问题并作出拫告.小组应具体审i义： 

一在化学武器条约中列入禁止使用措施的法侓^其他限制；及 

―除对被怀疑的便用进行调查所必要的正常挑战程序事实调査程序外 

的特珠要求，假如有的话， 

接触小组在审査这些问题时，应以系统的万式进行工作，从所有领域取得所需 

的材料，并将各囿的立场作为待审议的备选方案进行考iS。 1982年以来的接触小 

组的各个裉告应作为一神有用的出发点.接触小组不应集中7主意"技术性问题"本 

身，尽管它应找出现有技术建议不哆充分的地方.接触小组的工作主婁是找出可使 

工作小组得以成功地^关于公约中列入有关这些问题的蚤款进行谈判所需的致治性 

决足和执行万面的决定， 

接触小组王席在必要时应向工作小组王厣作口头汇拫，并在四月工作小组最后 

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简短的书面裉告.为协助工作小组的谈判，接触小组在此份裉 

告中应特别说明已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及每个问题中尚未觯决的分歧领域. 

接触小组的会议 

接触小组将根据主席的决定举行会i父，开会时间必须邇过秘书处进行安排相宣 

布‧ 

会议应为非正式的，但必须配备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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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员关于"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进行客观、公正的核査的标准"的报告 

一 、 1 保证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程序应考虑到必须采取迅速行动， 

这一点既适用于公约有关负贲机构对核查要求的行政处理，也适用于前往现场（如 

认为必要的话）.应在报告一事件后的一定时限内到达现场，以利对任何材料进行 

检査，包括可能的受軎者的人体症状的鉴定，而且鉴于对使用的指控的严重性紧迫 

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禁止使用毕竟是本公约的最终目标. 

一、 2 如公约应专门确定时限，这只能是象征的.可参照世界卫生级织内为 

为迅速派出该组织的流病医疗队而建立的程序.可探索是否有可能与世界卫生组 

织合作.对时限问题逬行了争辩，有人认为，尽营时限是象征性的，但一般来说， 

在一个事件报告之后，调查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允许得越长，调査组提出决定性证 

据的可能耽越小.找到决定^证据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的.气侯B素 

和其他环境因素可在两方面对时间因素产生影响.关于调査应予开始的时间的建议 

从事件报告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到四星期不等.有人建议有必要在协商委员会负责的 

指导方针中拟订开始迸竹调査的速度问题. 

二 1 调査得以开展的速度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决于准香措施.可拟订一份 

实验室、设备和合格的"枧察员"的滑单，以供条约的负贲机构在得到逋知后短时 

间内逬付选用.可以指导方针的形式拟订一种标准的方法，P乂收II和分析资嵙和取 

样，其中将包括一种确实无争议的对样品的从取祥到对其逬行科学分析和鉴别的"监 

护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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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准备工作还可臬中于力现场視察的调查小组取得II用的技术设备，包 

括这种小组的防护设备。 

二、 3 最好能预先商定，为保证能够进入假定使用了化学武器的地区作出特 

殊的安排，如该地区即将发生战斗，则应保证安全.有人建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 

起一定作用，因为该组织有在武装冲突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经验。不可能完全排除危 

险，并且需要接受危险. 

二、 4 在打算在战斗条件下进行现场視察的愦况下，公约的负责机构应强烈 

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某种类型的冲突中，在军事行动不停止的情况下进入战斗区 

被认为是行不邇的。 

二、 5可要求参加战斗的武装力量提供4作。在其领土上可能发生使用化学 

武器愔况的国家的当局应尽力协助调查组。 

二、 6 调查应力国际性的。被控使用化学武器的军队当局和第5段提到的国 

家当局可给予^利，在特别的基础上派代表参加调查组。 

二、 7 有人建议，如要求进行上述准备时，可授权一技术筹备委员会拟定必 

要的细节. 

三、 1调査应包括一"法律"程序，在这方面，可菓中确定报告地点的7£围、 

裉告筝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闾、拫告ft事件发生时的M^fK裉告ft物剂的运载方法 

和手段、对植物、动物相人类生命的影响，还有可能需要同时考應一系列的筝件。 

有人指出，这一系列的证据因素与其最弱的因素一样弱，因此应菓中注^所有因素, 

既要单独考應，也要考虑其相互联系. 

三、2 为得出最后结论，能否得到情拫说明审i义中的地区出现军议中的化学 

品的原因是属于非敌对性质的，这可以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也适用于来自敌对性的 

化学品的污染或染毒有关的病理现象，在其领土上发生这种现象的当局可协助提供 

这种有用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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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调 员 的 报 告 -

与在公约范围内纳入禁止使用 

有 关 的 问 题 

讨论集中在公约中禁止使用应涉及的范围.已注意到在下述各方W意见有共同 

之处： 

―禁止 S 4 ^ ~ ^ J国家禁止使用，而不仅是对公约缔约囿； 

―禁止应适用于任何武装冲突（有待进一步加以确定，例如，在一项商 

定的谅觯中）； 

一公约应规定对指称的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 

―公约应規定一项不影响有关国际条约的条款； 

―公约应载有"传统的 "退约条款； 

一公约应在其序言部分提及192碎《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其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方面： 

―使用的禁止是否适用于控暴剂； 

-使用的禁止是否适用于除莠剂； 

注 释 ： 

觯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以参照公约各定义的范围* 

―如何在法律中保持剩下的储存在其销毁前一段时期内的威慑价值； 

注 释 ： 

~¥何国家采取报复行动的权利似乎并不受任何一个拟议中的文本草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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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问题似乎是有关国家如何保留(如杲要保留的话）在这一时期内采取报复行 

动的广泛得多的权利.剩下的问题It是以何种形式来照顾这种担心. 

―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纳入习惯国际法的程度以及如何在公约 

(的序言部分）反映这一情况； 

注 释 ： 

~ Ik普遍承认，关于不使用化学武S问题在习惯国际法有一条规定，但对于这 

条规定的范围却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因此，对在公约中反映这条规定的可取性及反 

映方式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 

协调S力图把上述共罔观点考虑进去，提出了如下载在附件一中的表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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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序言部分 

"承认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荃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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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义务". 

执行部分 

一. 〔请见附件二〕 

二. 本公约各缔约国，既已接受不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赛这项义务的 

约束，根据―条规定，以此接受―，所规定的程序将适用于对上述义务遵守情 

况^核查. 

三. （1)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觯释为会以任何万式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 

1 9 2 5年 6月 1 7日于日内瓦莶署^《禁止在战争中货用窒息生毒 

性或箕他气体和细百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 

(2)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觯释为会W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在《禁止细盲 

(生物）及毒素武^的发袅、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X类武^的公约》 

中所承袒的乂务. 

(3)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觯释为会以任何万式限制或^损在《禁止为军 

事或饪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乂务. 

四. 各缔约国44使各自â*7a家主权时有权在箕认为与公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 

件损窨了该国的最高利益时退出本公约.该国应提前三个月将退约事宜通知公约所 

有其他缔约国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该项通知应包括一项它认为损害它蚤高利益的 

非常事件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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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对于有关不使用化学武器的执行部分的第一段，已建议这种方案，即把排除使 

用化学武器这一明确的承诺置于下列承认的范围内：即此种承诺主要是直申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所规定的禁止，并对该文件是一种补充.这样一个方案是由协 

调员草拟的.内容如下： 

.-"一.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通过执行对1925年《日内瓦议定，》各 

项禁止进，补充的本公约的各条款，排除在任何武^突中使用化学武器. 

已考虑使该方案成为进一步工作基础 f t可能性，然迄今尚未达成协议，有些 

代表团认为这件事情有待逬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有一些代表团倾向于逋过把此种禁止直接纳入（第CD/CW/WP.33 

号又件的）组成部分一中，来觯决将禁止使用纳入公约范围-一间颈.其他代表团 

则颔向于这样一^#决办法，即要,哭映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W及 

非缔约国所承担的，遵守该议订书关于禁止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方面的 

各项规定的义务. 

该间颡应在进一步深入的协商中予以II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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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D 接触小组 

为了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需进一步审查某些定义并拟订一些为了确定某些 

化学品并将其列出清单所必需的标准，这些化学品必须禁止其用于化学武器之生产 

并必须核查其是否遵守^4v这待别包括审议下列领域： 

1. 禁止的范围L 

2. 基本禁止/一般用途标准； 

3. 为公约目的需要下定义的所有术语， 

4. 尚缺乏充分定义的术语； 

5. 如果需要，确定类别，以便为控制和核查其生产而确定该类剁内的化 

学品； 

6. 将化学品归类的标准，包括毒性标准和化学标准； 

7. 渍单的制作， 

8. 核查中类别、标准及漬单的使用； 

9. 核查程序；及 

10. 核查程序对工业的影* 

为了协助工作小组审议上述问题，应设立一接触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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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D接触小组的指示 

为推进工作小组的目标，接触小组应根据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审査与定义、 

标准及前体有关的具体问题并作出报告‧接触小组应具体审议： 

―就化学武器、前体、关键前体这些词的定义达成共同协议； 

―提出商定的#>|以及一份或多份前体清单，这些标准和清单应适用于 

建立监督和核査程序，以确保不能为化学武器用途而生产化学品； 

以及 

―可根据商定的定义和标准制定的各种核查方法和各种限制. 

接触小组在审查这些问题时，应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工作，从所有领域取得所需 

的材科，并将各国的立场作为待审议的备选方案进行考象1982年以来的接蝕小 

组的各个报告应唯为一种有用的出发点.接触小组不应集中注意"技术性问题"本 

身，尽管它应找出现有的技术建议不够充分的地方.接触小组的工作主要是找出可 

使工作小组得以成功地就关于公约中列入有关问题的条款进行谈判所需的政治性决 

组的各个拫告、1983年I月讨论的结果以及1983年协商中fD工作小组工作中已 

获的材料应作为一种有用的出发点，接触小组应审议所需的有关技术情报并找 

出可使工作小组得以叆功地就关于公约中列入有关这些问颈的条款进行谈判的政 

治性和执行方面的决定。 

接触小组协调员应在必要时向工作小组主席作口头汇裉并应于1983年7月13 

日前提出第一份裉告.为协助工倌小组的谈判，接触小组在萁报告中应特剁说明已 

达戍的一致意见以及每个问题方面尚有未觯决的分歧领坡 

接触小组的会议 

接触小组应根据主席的决定举行会议，会议时间必须通过秘书处作出安排和通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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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调 员 的 报 告 

关 于 D 接 触 小 组 的 工 作 

1.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授权本接触小组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化学武器的定 

义；前关键前体；前体的标准， 1或多份前体的清单以及^查生产此种前体 

的程序.后来又让该小组负贲讨论为商定用途的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小型生产 

设 施 ， . 

2. 讨论的基础是以菌提交的资料以及讨论期间所提供的资科，见本裉告所附 

的参考资科清单. 

3. 本拫告分两部分.第^U分包含的是协调员感到出席接触小组讨论的代表 

团并未昃对的一些观点，虽然各代录团不受所引用的具体万案的约束.第二部分记 

录了没有得到充分同意的观点，包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各种备选方案相反对意见. 

笫 一 部 分 

结 构 

4. 本公约应载有化学武器、前体和关键前体的定义，选择关鍵前体的标准， 

以及一份或，如一致同意的话，数份商定的关键前体的凊单. 

定 义 

5. 第CD/334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化学武器的下述概念似继续得到普遍支持: 

(a)定义只应包括这样一些概念，即为公约用途所必需的慨念. 

(t)定义应说明化学武器的典型效应，即其效应是由于利用化学品的有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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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造成的死亡或其他损害。 

(c)"化学武器"这一用语应适用于下述三个不同种类项目的任一种类： 

(1) 符合某种标准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2) 符合某种标准的弹药和装置，这一种类包揞二元或其他多元弹药 

或装置. 

(3) 专门设计供直接按涉及运用这类弹药或装置便用的设蚤. 

第CD/334号中所规足的毒性标准在接触小组内没有进一歩进行讨论，因为看 

来这些标准是大家同意的. 

6. 为公约的目的，应明确制足前体的定义, 

7. 关键前体的定义应表明如下概念: 

一是揞在生产/用于化学武器的有毒化学品/化学战剂/的过程中起最 

重要作用的一种物质。* 

一由于这一原因，生产一种供许可用途的关键前体可能为违^公约创造 

条件，因而在公约中应作出特别^ . 

―一种关键前体通常应符合所有商^的标.隹，以更将其选择列入清单. 

8. 关于关键前体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条款可如下列： 

一 一个标准应该是在决定最后产物的性质时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一另一标准是指非敌对性用途中用处较小. 

当科学和其它发展需要时标准是可予修改. 

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为选择关键前体，以g列出一份渍单，或一致同意的话，数 

份渍单. 

关键前体淸单 

9. 应有一份，或一致同意的话，数份清单，以包括符合所有商定的关键前体 

* 有侍化学武器的最后定义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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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各种化学物质。此外，某种化学物质，尽管它并不符合所有标准，伹如根据 

公约締约国的决定，可以作为一种列外，也可列入关键前体的清单之中.此种决定 

应考虑这种物质用于化学武器的潜在作用以及在商业性化学工业中的作用.这份清 

单应予定期审査，如有必要，应予以修改，以便增加一些化学物质，或把一些不再 

符合所有商定标准或不再需要作为例外而列入的化学物质应从潰单中除去. 

许可的用途 

10 .大家共同认为在第CDZ29《 CD/334和CD/343号文件中以等同的方 

式表达了"许可用途"。不同的表述方案并没有减损这三个文件对《一问题的共同 

理觯.因此，"许可用途"的概念相构成"许可用途"亚类的"保护性用途"的概 

念可以用来作为讨论与"小规模生产设施"有关问题的共同基础.一个初步的表述 

方案如下： 

许可用途是指： 

一非敌对性用途，即工业、农业、研究、医疗或其它相平甩途，执法用 

途或保护性用途； 

一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小规模生产设施 

11 .关于用于保护性/许可用途*的小规模设施的条款，提出了如下观点： 

(a)用于保护性Z许可用途的剧毒致死化学《S的生产，每+締约国应限于 

单个已经公布的小型设施； 

Cb)该设施的能力不应超过商定的限度； 

(c)甩于保护!É/许可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SfO关键前体的总的数量应 

"保护性/许可的用途"的提法反映了下述共同谅觯，即公布的单个小规模 

生产设施的生产，应与"许可的用途"一部分的"保护用途"有关，不管 

代表团是否认为这种生产应与所有许可的用途有关，或仅与保护性用途有 

关。 



CD/416 
Annex II 
Page 29 

尽可能的低，并不应超过商定的限度； 

(d)该单一的小型生产设施应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枧察， 

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用途的关健前体的核査程序 

12 .为核查已公布的为许可用途生产列入潰单的关健前体，大家瞢遍同意，此 

种生产与公约的所有方面一样，应受到根据公约规定的挑战性的核査.大家还同蕙， 

公约中应规定定期交换关于此种生产的憒报. 

上述措施或有待商定的其它措施应与凊单上的每一种或每一类化学品并列. 

第二部分——备选观点 

化学武器的定义 

13 ‧ 一些代袠团主张，化学武器的定义应包括"化学战剂"的概念，正如第 

CD/334号又件也建议作为备逸方茱一样 a为此，向裁至谈判委员会工作小组^接 

触小组书面^口头提出了许多不同建议，或是载入早期又件中（见参考渍单）, 

"化学战剂"的定义 

14 .有人建i义，公约中应包括化学战剂的定义. 

前体的定义 

15 .对"前体"的定义有^下一种建议：为了供么^?之用，前体是这样一种化学 

品，邇过异构化，或同其他化学品的反应，或是上述两者，而导敌形成/化学武器/。 

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前提的定义应建立在化学战剂的概念之上. 

关键前体的定义 

16 ，一些代表团认力，没有必要力包含在化学武器或军事锗存中的关键前体下 

定义，因为对这种定义下的关键前体公约自动地会要求公布相消除，只笮在监督下 

力被准许用途生产的关健前体，才耑要下定义。 

定义应包含下^溉念，即关鍵前体应与下列各点并列： 

(a)构成将其列入滑单理由的标准或其他根据： 

为确保遵守公约，就每一关健前本各别脔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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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关键前体的定义应同所有符合关键前体标准全部要求的 

化学品联系起来，而不管其生产的目的和储存的地点* 

这种定义必须用于拟订关键前体的淸单、公布、销毁或储存的转用的目的，以 

及核査和平用途化学工业的生产限额之用， 

关键前体的定义应作为今后评估标准的一种指导. 

一种《：见主张，关键前体的定义应基于化学战剂的概念. 

标 准 

17 . 一些代袭团认为，选择关键前体的笫三项标准应当是，该前体是参与^产 

用于化学武器的君毒化学品最后阶段, 

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如要接受这小标准，就应明确说明"最后阶段"，备选 

建议见参考渍单。 

有些代表团认为，根本无任何必要列入这小标/1, 

标准一般地说也应指导核査搔施（例如交涣愦报)，应同凊单上选择的关键前 

体列在一起. 

关键前体漬单 

18 .关于关键前体清单a*i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各种各样的早期建议*虽然 

看来所有代表a都能接受把某些化学品列入一份滑单（或数份滑单），但对其他一 

些化学品、对于把这些化学品应列入关键前体的滑单的理由持有不同葸见。 

在监瞀下为被准许用途生产的关鍵前体的一份或，如同君的话，数份漬单可包 

括所有或早期建议的一些化学品或化学品类型（见参考清单），以及包括拟用于滑 

单上每一种化学物质或一类化学品的脔定的核査揞施. 

小规模生产设施 

19 .除就保护性的/许可的用途的小规瑛生产设施蚤款所表达的乒同观点外， 

大家认为下述问題需进一步讨论： 

(a)是否#个缔约国为保护性用途而生产关键前体应局限在一小单一的小 

规模设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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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否为许可的用途而不是保护性用途，而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应 

局限在单一的小规模的设施内？ 

(C)是否为许可的用途，而不是保护性用途，而生产的关键前体应局限在 

一小小规模的设施内？ 

(d) 是否为保护性用途而生产的所有含甲基磷键的化合物应局限在一小小 

规模设施内？ 

(e) 是否为许可的用途而生产的所有含甲基碰键垧化合物应局限在一小小 

规模的设施内？ 

(f) 一小缔约囿可为保护性用途能拥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关键前体的 

能一致同:S的数量S当是多少？ 

(g) —个缔约国所能拥有的包括保护性用途在内的所有许可的用途^剧毒 

致死性化学品^关键前体应当有数量限制吗？如杲君，能^窻妆数量 

应当是多少？ 

w对深护性用途的小规模生产设施，能同‧|：的生产/能力的界限是多少? 

(1)为许可的用途的小规模生产设施，能闳其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 

生产/能力/的界限是多少？ 

(J)如在商用工业中允许生产许可的用途的剧#致死性化学品^关鍵前体, 

是否应有生产/能力 f t界限？ 

W对上述各项可能的生产限制，其稷査目的和指导方针是什么？ 

不生产化学武器用途的关键前体的核査程序 

协调员提出，应对下述冋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一有待交换的憒拫种类的细目，如有关公布生产设施的地点和能力，生 

产水平，民用用途等. 

一在随机或^期蚤础上的现沩視察。 

讨论未涉及如何对不生产化学品或未公布的设施进行核查的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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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清 单 

CD/294 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屦、生产及储存以及销 

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蚤款 

关于 "公布 "、 "核查 "和 "协商委 S会
: 

的提茱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 

s会的工作报告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详 

细观点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前体—关键前体 

建议的关键前体潰单一包括可用于多元 

化学武器系统的关键前体 

防止非法生产神经毒气的关鍵前体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查 

前体一关键前体 

关于组成部分第二条相附件一的备选揞词 

方茶 

组成部分第二条一化学武器的一般定义 

CD/CW/CRP. 76 "关键前体"的定义 

CD/CW/CRP, 78与含有甲基磷键的化学品可II的民用用途 

有关的问题 

CD/CW/CRP. 81/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失能化学品的前体漬 

Rev. 1 单 

CD/CW/CRP. 83化学武器公约中的前体概念 

CD/326 

CD/334 

CD/343 

CD/353 

CD/401 

C D / C W / ¥？ . 46 

CD/CW/T7P. 51 

CD/CW/^P, 52 

CD/CW/WP. 54 

CD//CW//CRP.62 

苏 联 

德意志联 

邦共^国 

美 m 

联合王国 

南斯 s夫 

荷 兰 

美 囿 

美 国 

法 国 

中 国 

南斯拉夫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 荷 兰 

捷 克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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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CRP. 84关键前体渍单的开列 

CD/CW/CTC. 29 

CD/CW/CTC. 34 

CD/CW/CTC. 41 

"前体 "和 "关键前体" 

" 前体 " ^ " 关键前体 "的定义 

二元化学系统说明渍单 

德蕙志联 

邦共^国 

美 国 

中 国 

德蕙志民 

主共和国 

>O< )O< >c< >c< >o<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 ; ` t 1 9 8 3 

CHTTTKSE 

Onginal: EHGLISH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囿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特设工作小组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一 

一 、 导 言 

1. 裁箄谈判委员会于1983年3月2 9日第207次全体^议上，就议程项目 

3通过下述决定（见第CD/358号又件），除其他筝项外，该决定称： 

委员会决定，在委员会1983年整个会议期间，重设下列问题特设工 

作小组：禁止核试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化竽武器、放射性武器 -

经协议：各特设工作小组可在其原来职权范围基础上开始工作.禁止 

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取权范豳可珐委-员会的决定在以后修订，委员会将 

以适当的紧迫性审i义该问题. 

各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1983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 

进 屦 情 况 。 " 

二、工作安排和又件 

2. 裁军谈判委贾会于1983年3月2 9日第207次全体会议上，任命巴基斯 

坦代表阿赫迈镙大使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筝务鄧的S . K .布奥先生 

^OM.卡桑德拉先生分别在198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期闾任特设工作小组秘书. 

3 ‧特设工作小组于 1 9 8 3年 4月 2 6日至 4月 2 9日及 6月 1 6日至8月22 

GE.83-6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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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召开了 9次会议. 

4. 裁军谈判委员会于 1 9 8 3年 3月 3 1日第208次全体会议上，根据其请求， 

决定邀请下列癸员会非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1983年期间的会议：奥地 

利、芬兰、挪威. 

5. 特设工作小组在行便其取权时，考虑了联合国裁军问题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5 9段，该段，"⋯吁请各核武器囿家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用核武器.大会注君到核武器囿家所作的各项宣百，并且促 

请他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在工作期间，工作小组也考虑了《最后文件》的其^君关段落* 

6. 特设工作小组也注蕙到载于笫CD/336号文件中的秘书长函件，该函转交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还特别注蕙到第37/80号决议和第37/ 

8 1号决议。第 3 7 / 8 0号决议的第 3、 4和 5段如下： 

"3.遵裁军谈判委员会1983年会议继续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保证问题进行谈判； 

4 .再次吁请所有参与这些^判的囿家作出努力,以便拟订^缔结一 

项有关这一问題的具有法律约東力的国际又书，例如一项国际公约； 

5 .再次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内容相闳的关于不对不在其领土上 

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囿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作为缔结此种国际公 

约的第一步，并建议安全理爭会应军査这些声明，如果所有这些声明都符 

合上述目标，则应通过一项核可各该声明的适当决仏" 

第 3 7 / 8 1号决议第 3、 4和 5段如下： 

" 3 . ^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囿家表现必要的政治 ; f志，以便就 

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又书的乒同办法，并特别就一项乒同 

公式，达成协议； 

4. 建议继续加紧努力以寻求此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并建议进一 

步探讨各种变通办法，特别包括裁簟谈判委员会审i义的各种办法，以便克 

服各种困难； 

5. 建议裁軍谈判委员会积极继续进行谈判，计及各方对缔结一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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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案，以便早日 

两定并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 排 . " 

7 . 除 了 列 于 î y R e v . 4中的特设小组收到的以往的文件外，又 

向小组散发了 1981年届会期间的两个文件：荷兰提出的工作文件（CD/SA/CRP.6) 

和 巴 基 斯 坦 提 出 的 另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 7 1 秘 书 处 在 1 9 8 3 年 会 议 期 

间拟了一份工作文件，题目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囿家安全保证的声明包 

括涉及无核武器区问题；及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C D/B A/ 

10), J这是对载入第CD/SA/O. 2号文件的核武器国家的声明的更新.2 1 

国集团就此问题向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CD/407)〃秘书处还于1983年4月 

2 0日拟订了 一份文件，题目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特別会议和1982年联合 

国大会第三十七届常会期间就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徘问题的发言汇编." 

实 质 性 谈 判 

8. 在履行所负任务的过程中，工作小组特别考虑了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 的 特 别 联 大 准 备 的 提 交 给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的 特 别 报 告 （ U 在 

该报告里，它回顾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年、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关于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孩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实质性谈判， 

以及1982年第二届特别会议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情I自提交那份报告后一 

直到1983年小组重建，工作小组没举行过会议；对这一问题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前 

景进行了辩 A 

9. 不少代表团对下述事态普遍表示遗fee:工作小组一年前开会以来，在这一 

问^ _ b谈判的进层甚^他们重申包含在筝 C D / 2 8 0号文件中的 2 I国集闭的观点， 

即只要核武器国家对达戍一项令人满,的协定不表示真诚的政治意愿，小组内的迕 

V 见 附 件 一 

〃 頻 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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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谈判不可能取得成果他们认为，孩武器国家有义务以清楚而明确的语言保证决 

不使无孩武器国家成为孩武器威胁或袭击的受害者* 一个孩武器国家强调，这些评 

价应充分考>{S到在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时所发生的运动.许多代表团，包括两 

个核武器囿家同意这一现^即i&治意愿是在这一问^±取样进展的中心要求.Êè^W 

其他代表团指出了谈判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困难，这些困难来自某些核武器相无 

核武器国家对安全利益的不同理觯，在他们看来，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实际上不能脱 

离普遍的更大范围的安全问题来考虑.一些代表团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概念，指出对 

安全利益的各种理觯，不能用来作为不同意给予消极安全保证或对这些声明附以条 

件的借口， 一个核武器国家声称，它作出的永远不对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 

在本土上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承诺，是有效的、可 

靠的，并符合无核武器国家的根本利益.一些无核武器囿家代表团认为，有关核武 

器国家在去除它们的单方声明中的限制、条件相例外憒况所持的僵硬态度，使它们 

声明的信誉扫地，三个孩武器国家拒绝这一论点，表示它们所提供的保证是严肃的， 

是正式提出的，仍然充分有效. 

10 ，一些代表团认为，两个孩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同这两个国家根据《特控 

特洛尔科条约笫二号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不符.这些代表团进一步指出，由 

于对议定书所作的觯释性声明 1 ^一条 | ^ & I É ^了不利的影
0
他们认为声明是 

违反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的强加条件，是来自于本来就是坟视性的多边文书中.它们 

还指出，觯释性声明衮等于保留，因为它们修改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条款， 

并在这方面忆及了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四条的规足.有关的核武器国家不同索说存 

在着这秭不一致性.它们认为，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附加议定书时发表的声 

明』宪全符合议定书和条约的规定. 

11 .对无核武卷国家的有效安全保证的直要意义得到了重申.大家蓍遍认为 

迫切需要就一个共同方案达成协议.该方案可以载入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之中.对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原则上，也没有反对意见；但是，也指出了 

所涉及的困难问题.有些代表团认为，工作小组对这一问题已进行了最充分^讨论， 

12 .主席建议在审议此问题时有三种互不排斥的万法可供工作小组采用,即(1) 

继续谈判达成一项可包括在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的共鬧方案；（2)审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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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核武器对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的关系及其直接含义；（3)采取任何有助于觯 

决某些问題的任何其它万法. 

13 .有些代衰团表示了这种意见，认为工作小组应立即逬行国际公约的具体 

制订工作.但是，有人指出，如杲首*就保证的实质达成协议，将有助于就形式达 

成协议， 

14 .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提供给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关系问题交换了 

了意见.一些代表团认为，不首*使用的保证显然等于明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核武器，囡为这些国家由于不拥有核武器，他们决不能进行报复. 

15 .有些代表团强调了不首先便用这个义务的意义并指出，如杲由所有核武 

器国家毫无例外地作出不首先便用的单:5^面承诺，这种承诺将成为旨在加强无核武 

器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对小组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另外一些代表团 

则指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只要其普遍适用的有效性随时都可能由于另一核 

武器国家的行为而成为问題，就不能对无核武器国家构成有效而可靠的保证，在这 

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16. 在审议过程中为了明确主题，有人提出建议，应根据核武器国家的五项单 

方面宣言所载的无核武器国家的类别审查这一问愚这些类别可以是：（1)属于包含 

核武器国家的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国家；（2)属于军事联盟并在萁领土上部署有核武 

器的无核武器国家；（3)属于军事联盟但在箕领土上并未部署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 

属于军事联盟但与核武器国家有军事安排的无核武器国家，此种安排涉及核武 

器保证；（5PF属于军事联盟，并且由于参加无核武器区而享有非核状态的无核武器 

国裹在^^面，有人指出现有的由核武器国家作出的单方面宣言中有几个宣言专 

门51到已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承担其他在国^上具约束力的义务不获取核爆炸设备的 

无核武器国t许多代表团指出，无核武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给予明确的毫不含 

糊的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某些代表团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即鉴 

于对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洪有效的保证有瞢明显的困难，至少那些不属于任何军事 

联盟的国家应得到这种呆iiL但是，对这一建议中的方法的讨论仍然来作定I 

17. 一些代表团提到在它们看来已被称之为核武器的地理扩散问题时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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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个地区日益增加和部署核武器的趋势应予扭转，因为它已对各有关地区的无 

核武§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别的代表团指出^种地理扩散的概念没有考虑到现 

在存在着的地理上的不对称性. 

18. 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它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19. 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承诺的重要&闳一个 

核 武 S 国 肯 定 了 它 的 单 方 面 承 诺 仍 完 全 有 效 ， 即 - 它 绝 不 对 放 弃 生 

产 或 获 得 核 武 器 并 在 其 领 土 上 没 有 这 类 武 罄 的 国 家 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核 武 器 . 

20. 一个核武器囿家提到了它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听 

表明的立场J_载于第CD/SA"?. 10f文件）已作了很大的扩元. 

21 .i;核武晷国家指出，它们作出的单方面的保证是响应和承认无核武器国 

家对安全的关切，这些保证是可信的、可靠的，是坚定的政策声3凡 

22 .关于这些单方面声明，一些代表团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在受到并未使用核、 

武器的武装浸略时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 1条行使自卫权作为理由面使用或 

咸胁使用核武器.别的代表团则认为，《联合国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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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许多代表团重申，它们相信核裁军是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 

的安全保证，一些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如杲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接受单方面声明作为 

安全的冗分保证，则同样地，核武器S也应接受无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作为 

它们不拥有核武器也无意获取这种武器的X：分保证. 

结 论 和 建 议 

24.特设工作小组重申，在制定有效的裁军措施以前，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 

器囿家作出有效保证，不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然而，就有效安排的实质内容 

所进行的^判表明，具体的困难在于某些核武器国家及无核武卷国家对安全利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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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观点，这种困难一直存在，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万案所涉及的问题非 

常复杂，这种复杂性继续妨碍就此种方案以及U际公约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 

未能取得任何迸屣. 

25.在这种背景下，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应探讨各种方法和手段， 

克服谈判中遇到的困难，以便达成一项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II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适当协议，因此，在1984年会议开始时，应重建工作小组， 

并应进行协商，以确定最适当的行动方针，包括恢复工作小组本身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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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五个核武器国家对非孩武器国家的 

安全保证所作的声明（包括引用关于非孩武 

器区及拉丁美洲禁止孩武器条约笫二号附加i乂定书） 

一、对安全保证的声明 

中囿:"在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孩武器之前，所有核国家必须无条件承担 

义务，不对无核国家和无孩区便用或威胁使用孩武器，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早已主动单方面宣布，中国在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决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承担义务，不对无孩国家相无核区便用或威胁便用孩武 

中囿政府 1 9 8 2年 4月 2 8日:^防止核 

战争问题致联合囿秘书长的信 

A/S~ 12X1 L 198 2年 5月 4日 

法国：宣布"葳法国而言⋯它不对一个没有核武器并保证不寻求核武器的国 

家使用核武器，除非他同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或结黽，对法国或法S与之有安全义 

务的国家进行侵略活动"。 

外交部长谢松先生1982年6月1 1日 

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SSOD 

n )上的讲话 

A/S-12^PV. 9,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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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仍准备"闳无核区参加者谈判，以便于适当时订立有效而有拘束力的义务， 

防止对无核区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CD/SA/WP. 2 

1 9 8 0年 6月 2 5日 

絲:"在这个特别会议的讲坛上，我国宣布，苏联决不对那些放弃生产和取 

得核武器并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我们意识到由于这一义务而落在我们身上的贲任，但我们相信，这一步骤符合 

非核国家要有更为安全保证的愿望，从广义来讲是有利于和平的，我们期望，我国 

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良好愿望将导致多数国家更积极地参加巩固不扩散体系. 

苏联准备同任何非核国家订立适当的双边协定.我们呼吁所有其他核国家也这 

样 作 . "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78年5月26 

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S S 0 DI ) 

上的讲话，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 

正式记录，第5次会议逐字记录，第84— 

86段，第78页 

联合王国:"联舍王 S现在准蚤正式做出这样的保证""向《不扩散条约》的 

无核武卷的缔约a ,或作出不制造或取得核爆炸装置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之无 

核武卷u家，保证英国承诺不对这些n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样一个国家同一个核 

武 s国家联合或结成联盟对联合王囪.其附属领土.军队或盟国迓行逬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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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的工作文件 

1981#4月10B CD/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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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S不对任何《不扩散条约》的无孩武器締约国，或作出不取得核,暴 

炸装置的任何类似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的国家，便用孩武器，除非这个国家逬 

攻美国、美国领土或军队或其盟国，而这个国家在进行或支援进攻时是相一个孩武 

器国家结盟或合作。" 

美囿军蚤控制相裁军署署长罗斯托最近 

在1982年2月9日裁军谈判娄g会笫12 

次 ^ 会 议 上 重 申 （ 1 5 2 , 第 1 6 

页） 

二、椬丁美洲禁止孩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 

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下列签字的全衩代表，持有本国政苻发给的全权证书， 

深信按照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大会第19U (XVIII)号决议谈 

判签订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保证孩武器不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 

认识到孩武器不扩散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以后实现全面^底裁军的一个方法， 

愿隶为终止军备竟赛，特别是在孩武器方面的竟赛，并为加强以各国相互尊重相 

相主权平等为基础的相平世界，尽力作出贡献， 

兹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以本文件作为咐件的^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所阐明、划分相记载的^丁美洲 

关于战争目的方面非孩化的规则，其全部明示目的和蚤款应得到本i乂^书各苍字国 

的充分萆重. 

第 二 条 

因此，下列荃字的全衩代表所代表的各国敌苻承诺不以^何万式帮助在该条约 

^其'第四条规定所适用的领土上作出涉^违反^条约第一条观^的义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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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条 

下列答字的全衩代衰所代表的各国政府还承诺不对拉丁美洲絷止孩武器条约的 

缔约各国使用或威胁便用^武器。 

第 四 条 

本》乂定书的有效期与以本议足书作为附件的拉丁美洲禁止稷武器条约相同，该 

条约第三、第五两条所载的关于领土^孩武器的定义，以及该条约笫二十六、第二 

十七、第三十^笫三十一各条关于批准、保^、退约、有效文本相登记等现定，都 

适用于本议^书， 

笫 五 条 

本i义定书^于己批准的国家，应自各自的批准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为此，下列签字的全衩代表经交验全衩证书认为妥善后，代录本囿政府在议定 

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摘目关于军备管制相教军的多边协定的 

现况 

" ^国裁军年鉴特剁补绻 

第二卷：1977年第80~81页， 

出售品编号： 7 a 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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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囯菓团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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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声 明 

1. 2 1囿集团在 1 9 8 2年 4月 1 4日的声明中（CD/280 )指出，"只要核 

武器国家不表现出达成满葸协议的真正的政治愿望，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的进 

一步谈判^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 2 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囿家重新审査它 

们的政策，充分考虑不结盟的、中立的^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立场，向第二届裁^ 

特别联大提出它们对这一问题的條正立场。 

2.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核武器囿家并没有觯除2 1国集团在这方面的忧 

虑， 

3. 在工作小组以后^多次讨论中，核武器囿家一贯坚持反映其主观态度的、 

现有的单方面声明，结果使关于这小项目的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4. 2 1国集团对这一形势深麦遗憾. 

5 . 2 1国集团重申其信念，认为关于不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 

全保证就是核裁军和禁止便用核武器.2 1国菓团重申它坚持本集团于1982年4 

月 1 4日声明（CD/280 )中所载的关于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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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问题达成协议的各项原则， 

6.核武器国家君义务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对无核武 

器国家进行威胁或攻击.有关^核武器国家在消除其皁方面声明中所包含的限剁、 

条件^例外方面的不灵活态度迁反了它们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或威^使用核 

武器的可信的保证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由此而产生的僵局使得工作小组无法制订一 

项各囿都能接受的共同方茱或共同方法，以便按照联合国各有关决议所要求的那样, 

将其纳入一项国际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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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21国集团再次敦促有关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出必要的谅觯相 

政治意愿，从而使工作小组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得以继续进行工作， 

^ ^ d % A d * ̂  j k^k^ ^ ^ ^ ^ 
^ r ^ r ^y*y ^>^^ •»网 r l 9t 
r ^ r ^ ^^^^ ^^^^ r ^ r ^ ' ，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D/418 
23 Auér 
CHOES: 
Origin 

2 1 国 集 团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声明 

2 1国集团希望就项目7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 

明其观点， 

在整个 1 9 8 2年和 1 9 8 3年会议期间， 2 1国集团一贯认为，设立这样一小具 

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是 使委员会履行根据该项目所承担的职责的唯一切 

实可行的途径，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1982年会议期间，2 1囿集团在第CD/329 

号工作文件中为拟议中的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如下职权范围草茱： 

"重申外层空间一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完全留作和平用途的原则， 

并为了防止将军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和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敌对用途； 

裁簟谈判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进行谈判，以締结一项/或 

数项一如适宜的话一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各个方面的协定。该特 

设工作小组将考虑到现有的全部提茱和今后的倡议并将向裁軍谈判委员会 

报告其工作进展的情况." 

在第三十七届会i义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37/83号和37/98号决议。 

在这些决议中，大会特别要求委员会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一项或多项旨在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协定。 

从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投票方式可以看出，没有一小会员国投票反对设立具有 

此种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这是符合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该 

文件在其第8 0段中指出： 

"80.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 

包括月球^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 

一步抝搢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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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1983年会议期间，在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多次协商，以期就特设工 

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达成一致葸见，在这些协商过程中，2 1国集团始终面对著西方 

集团成员所坚持的立场，他们力求把拟议中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限于"通过 

实质性的审査，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虽然21国集团表示 

愿！:同S这种任务，作为特设工作小组工作中必要的开始阶段，但它认为职权范围 

必须明确说明特设工作小组的最终目标，即象大会专门要求的那样，达成一项或多 

项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协定.2 1国集团仍然表现灵活态度，并袭示愿承 

与有关国家进行调^。 

为此目的，它对在非正式协商期间提交的职权范围草衆提出了各种备选草茱和 

建议的修正茱.例如，1983年8月1日它提出下列职权范围草茱： 

"裁箪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箪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最后文件》第120段倌为唯一的多边裁箄谈判机构的职责，决定在其 

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ÔH义程项目7下设立一小特设工作小组。 

在执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应考虑所有现有的提茱和未来的倡议, 

并一首先一通过实质性,査，确定与締结一项或多项旨在防止外层空 

间军蚤竟赛协定有关的事项，并且向裁軍谈判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在最后一轮协商中，载入第CD/413号文件的职权范围草茱由拟订者提出将其 

加以审议。 2 1囿集团为了进一步努力以达成一小一致同蕙的取权范围，建议对拟 

议中的职权范围的第二段倐正如下： 

"委员会要求该特设工作小组，在1984年第一期会议期间，V通过 

实质性审査，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有关的爭项"。 

这样一种方茱如被接受，就会导致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并使该小组可以在第 

一期会议期间执行其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筝项的任务。在此之后， 

委员会将能够对这一情况进行审査，并有希望能就该特设工作小组的实质性职权范 

围达成一致蕙见。使2 1国集团深感遗憾的是，这一提茱尽管很温和，但仍没有被 

第CD/413号又件的各提出国所接受.它们仍然正式提出它们的提茱作为特设工作 

lJ划线的词句是2 1国集团提出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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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职权范围草茱， 

2 1国集团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爭态发展记录在茱，并希望表达其对这种发展的 

深为不满的态度. 2 1囯集团认为第CD/413号文件所载的取权范围是不充分的， 

因为它没有能够规定出特设工作小组应实现的目标，即谈判一项或多项旨在防止外 

层空间军蚤竟赛的协定。 

2 1国集团认为，由于第CD/413号文件提出的职权范围没有时间限伽，这就 

可能使拟议中的特设工作小组陷入就一些不具体的问题进行不必要的拖延的讨论中 

去， 

然而，鉴于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方面迫切需要著手釆取行动，2 1国集 

团已决定，如果所有其他集团愿意接受第CD/413号文件，它将不阻止该文件的 

通选 

在这种情况下， 2 1国集团各成B国将参加有待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但有一 

项谅觯，即这小职权范围只是初步阶段的。因此，2 1国集团将保留它根据特设工 

作小组讨论进程，在任何时侯以它认为适谱的任何方式提出问题的权利，然后它将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其职责，为特设工作小组规定一小充分的取权范H。 

' ， , , ， 、 r^F^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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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对化学武器储存销毁进行核査的 

专題讨论会 

美国代表团十分重视裁军^判委员会为寻求共同途径以核查化学武器储存的 

销毁而作的努力.为促进在1984年if满地完成此项工作，美国将为裁军谈判委 

员会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团在美国犹,州图埃勒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举办"^专 

邇讨论会.SyHt论会定于1983年1 1月中举行，目的是要让各国代表团能直 

接看到美国为销毁化学武器所使用的实际程序，并提供一个讲坛以讨论核査销毁 

化学武碁的各种方法.其意图是通过这^论会为广泛讨论关于核査销毁的所有 

观点提供一个机会. 

具体情况如下： 

地点:讨论会将在图埃勒军用仓库范围内#化学弹药处理系统没施举行.地址 

大约"Ï1他州盐湖械西南4 5芙里（公路里程），设施本身在1983年7月5日 

的第CD/387号文件中已有详尽介绍. 

活动计划:参加者将： 

―听取有关美国化学武器销毁计划、化学弹药处理系统设施，以及对 

化学弹药处理系统运转情况可能进行的核査程序的简要介绍； 

-参观该化学弹药处理系统设施； 

―以该化学弹药处理系统设施为实例，讨论有关核査化学武器储存销 

毁各种观点，以及 

GE.83-6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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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看一次模拟的现场视察演习，使用安装在化学弹药处理系统里真实 

设蚤‧ 

时间和期限:讨论会于1 1月 1 4日起的一周内举行‧ 10月初确定准确日期。 

讨论会活动进行两整天,此外，从纽约市来的参加者须计划箕旅途用半天工作日时 

间抵达讨论会，并用一个工作B时间返回.（时间差别是由于时区不同.） 

参加:由于设施的容量有限，最好一个代表团不多于两人. 

? ï :将于最近提供进一步情况. 

参加者将住于盐湖械旅馆，由美国政府预订旅馆房间，午餐在图埃勒军 

用仓餐，讨论会结束时设宴招待 . 

费甩:超àth述规定的旅馆费用和交通饮食费用，由参加者本人负担. 

ï i安排：有关曰期、交通、旅馆等最后安排的细节，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参 

加者T 

联系问题:请各代表团于 9月 2 3日星期五以前将其参加的意图以及代表的姓 

名相所属单位通知美国代表团,通知书及有关讨论会的问题请交： 

(a) R .霍恩先生 

美 国 ^ 团 ， 曰 内 瓦 

(电话： 9 9 . 02. 11，分机485 ) 

a . M r , R i c h a r d H o m e 

U. S, M i s s i o n G e n e v a 

( t e l e p h o n e ; 99. 02. 11， e x t e n s i o n 485 ) 

o r 

或 

(b) H . L.布朗上校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房号5499,新国家楼 

华盛顿特区20451 

( 电 话 ： ( 2 0 2 )632-2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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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Col. Harold L. Brown, I I 

U. S. Arms C o n t r o 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Room 5499, Hew s t a t e B u i l d i n g 

Washington, D. C. 20451 

( t e l e p l i o n e : (202)632-2069 ) 

签证：按通常方式申请签证.1 0月初将把参加者姓名通知有关的美国外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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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年 8月 2 3日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交塔斯社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囿联盟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会见 

一些美囯参议员的公报摘录 

兹ilh塔斯社公报裯录一件，其内容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5会总书记、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v.安德罗波夫接见一些美囿参议员。公裉谈到苏联对裁 

军委员会日赛_L^TO颗所持的立场。 

请将此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又件散发. 

裁军谈判委员会苏联代表 

L .伊斯拉耶利安（签字） 

Œ . 83-6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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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德罗^夫 

接 见 美 国 参 议 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尤里.安德罗波夫今夭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美国参议 S C .佩尔、 R .朗、 P .萨 

班斯、 D .邦珀斯、 P .荚希、 J .萨塞、 D .里格尔、 H .梅岑鲍姆和 D . ^ 康 

西尼。他们应苏联议会人士邀请抵达苏联 a 

在与他们的^话中，尤里.安德罗波夫揞出，目前苏联^美国之间关系的特」乾 

是几乎在每一领域都呈现紧张状态.其所以戍为如此情况，并不是苏联^面想要_ 

这样.苏联愿与美国保持一定的协^，以确保正常的、稳定的^艮好的关系，既对 

双方有利又对世界和平^:笮妤处. 

但是，如杲有人希望在紧张中、在一场没有规则的竟赛中谋取对苏联的优势， 

那就危险地打错了算盘. 

在谈到欧洲核军备问题时，尤里‧安德罗波夫强调说，包括未耒美苏关系的发 

展在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日内瓦谈判中找到芨万都詎接受的#^这一冋 

题的办法，是否有可能在该地区停止具君致命性危险的新的一轮军备竟赛.部署美 

国"潘兴"导弹^巡航导弹将产生深远的后杲，这种后果也必将钐^到美国，美囿 

人也将会^到郁署前的形势相部著后形成的形势将是不同的. 

在*述苏联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出的许多关于限制欧洲核军备竟赛的建设性提茱 

的主要内容时，尤里*安德罗波夬说，如果这些提某詎付锗实施，不管是苏联:^面 

还是北约万面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系统的忘数都将减少约三分之二.而且，北约万 

面只要减少它的空军，苏联则要减少它的导弹，包括大量现代化的SS—20导弹。 

这样，苏联的导弹^导弹所带弹头数将比1976年的数目小得多，当时西方并没有 

人^论苏联在这一类武器万面的优势. 

只要美国对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真诚的协i义表示兴建，限制欧洲^军蚤的日内 

瓦谈判仍有可能成功，这一点也得到了强调.然而，^们劝告任何人不要指望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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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釆取危及其本身安全的单方面让步， 

讨论到限剁战略武器时，參i义们被告知，如美政府正在做的那样，企图说服 

或迫使对方打破其战略力量结构并减少其碁本组成郁分，而自己方面却保持完全行 

动自由的做法是绝对不现实的，这小问题也只有在均势的基础上才能觯决。如果不 

t f â ^ S ! *，那就战略军备竟赛继续进行下去，核战争的威胁升级.这是苏联所 

反对的. 

参议员们还被要求注葸苏联关于"冻结"苏联^美国战略核武库的建议。安德 

罗波夫说，我们建议不仅不应增加现有导弹的数目，而且还应放弃研制^试验新类 

型^新品种的战略武器，应尽量限锎便现有的系统现代化.芴们同意一个更为厂泛 

的方案，即，冻结苏联^美国核武库^所有组成^分.这样做，可以为其他囿家树 

立一小榜样.在冻结上取得协议可以立即停止如脱缰之马的核？备竟赛^危险进程. 

从而实现各国人民的梦想.这样莆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致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中 

要削减这种武器的储存就比茇容易达成协议了. 

安德罗波夫对于将军蚤竟赛扩餍到外层空间的严重^、真正威胁，特别强调了 

这小问题具有高度重要性.他回顾了他以前发表过的关于从总的^面禁止在空 ; 1 ]以 

及从空间向蚋球使用武力的主张，提出了苏联在这小领域的主要新倡议。 

首先，安德罗波夫说，苏联认力有必要达成协i义，彻^条止试验^^署任何以 

空间为基地的武器，此种武器可打击地球上、大气层中或外层空间中的目标， 

此外，苏联准蚤裉本觯决反卫星武器问題一就消除现有^反卫星系统以及禁 

止研制新系统达成协i)L 

苏联将向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这小问題^详细丧茱以^军议. 

除了^些建议外，安德罗汲夫说，苏^^导已作出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 

苏联承担义务不首先向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反卫星武器，这,,是 

说，承担在其他囿家，其中包括美!S,不向外层空间攻置任何种类的反卫 

星武器的整个期间，皁万面暂停犮射这种武器， 

这一决定又一次具体表现了苏联的善君，以及它决心以实际行动争取各国人民 

更巩固的^平^安全，人们希望美国将^效这小榜样.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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