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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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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  

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日内瓦  

专家会议  

2004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6 

加强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及 

可疑突发疫情调查和应对的国际能力 

中国代表团提交  

 

1.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安全的不可预测性进一步上升，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两大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加强包括《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下称“公约”）在内的国际军控条约的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这种

形势下，本次会议讨论加强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及可疑突发疫情调查和应对的国际能力，

很有必要，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看法和建议如下： 

2.  彻底消除生物武器是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也是国际社会早已达成的共识。公约第

六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如发现其他缔约国有违约行为，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指控，被指

控国应配合安理会发起的调查。1987 年联大第 42/37 号决议及 1989 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对可能使用生化武器进行调查的指导原则和程序的报告（A/44/561）也对调查如何进行提

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各国可根据公约的规定，就上述建议交流看法。 

3.  可疑突发疫情是指在病原学、病因学、流行病学等方面具有异乎寻常的表

现特征的突发疫情，由于各国发生的可疑突发疫情具有不同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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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而难以界定普遍适用于各国的可疑突发疫情标准。因此，某一缔约国如对发

生的可疑突发疫情有疑问，并向安理会提出调查请求时，应有确凿的证据和详细的

资料证明有关疫情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公约禁止活动直接相关。此外，在启动调

查前，缔约国宜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以明确事实真相。 

4.  无论是指称使用生物武器调查，还是可疑突发疫情调查，既要保证严格履

约，又要公正、合理、有效，以切实保护被查国正当、合理的权利，避免浪费调查

资源及给被查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5.  为提高应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和可疑突发疫情的能力，各缔约国和国际社

会可在以下几方面多做工作： 

一、加强国内立法，建立严格的法律体系；培养专业队伍，重视资源投入，在

人力和物力上予以保障；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疾病监测、预防与控制

体系；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增强民众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防范意识。 

二、有能力的缔约国可应疫情受害国的请求，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相关国际组织也可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 

三、相关国际组织和缔约国可举办一些相应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探讨在新形势

下如何消除和避免突发疫情暴发造成的不良后果。 

6.  在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突发疫情不仅危害本国人民，也具有跨国传播的

危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发现可疑突发疫情时，应与他国分享相关信息，

并积极查明原因，迅速控制疫情。如果一国疫情的发展超过了该国的控制能力，疫

情发生国应寻求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应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此外，如果出现了可疑

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按照公约建立信任措施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联合国有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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