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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9日至 10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3 
任何附属机构的报告 

  关于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报告及第 4 条
通用电子模板 

  负责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协调员1 和第 4 条通用
电子模板 

 A. 导言 

1.  根据《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四
次会议的决定(CCW/P.V/CONF/2010/11)，专家会议经授权： 

(a) 在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上继续审议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爆
炸物的问题； 

(b) 鉴于有效清除和第 4 条之下有关记录和保留资料的义务两者之间的密
切关系，将这两项议题予以合并，由负责清除问题的协调员实行总负责； 

(c) 审议可否对通用电子模板予以改进，以便更准确地记录使用爆炸性弹
药的资料； 

(d) 继续进一步审议确定清除活动优先事项以及审查清除活动计划执行情
况等议题；及 

(e) 继续审查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1 根据载于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最后文件 (CCW/ 
P.V/CONF/2010/11)第 44(a)段中所载的相关决定，根据议定书第 3 条就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
遗留爆炸物问题开展的讨论由德国的彼德拉·德雷克斯勒女士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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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筹备 2011年专家会议期间，鼓励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为讨论提供如下资料： 

• 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提供关于其清除爆炸物方案的最新情

况，说明战争遗留爆炸物清除工作的本国体制结构和程序，包括质量

管理，并分享在战争遗留爆炸物清除工作中环境管理政策方面的经

验； 

• 所有缔约方均提供资料说明其为建立国家制度、条例和程序以便执行

第 4 条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为分享有关这些体制、条例和程序适当性
的意见。 

 B. 交流关于清除和销毁工作的信息 

3.  专家会议首先交流了有关清除和销毁工作方面的信息。白俄罗斯、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提供了各自清除方案的最新资料。 

 C. 设定清除方案的要务 

4.  关于制定工作要务的会议首先由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微拉·博勒
女士和 Asa Gilbert 女士作有关“在战争遗留爆炸物清除方案中设定要务方面的
质量管理”的讲话。其中强调指出，对各项要务设定轻重缓急有助于：(一) 确
保最重要的任务能最先得到执行，(二) 在清除方案中实现最高的费用效率。在
确定这项轻重缓急中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关于能取得的效益方面的数据质量，以及

如何衡量不同效益的价值所持有的不同意见。评估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方案的通

常标准包括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费用；对生命和人体四肢存在的风险；经

济效益，其中包含从安全使用土地和资源中得到的潜在利益；人们的生计；以及

在制定国际准则和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5.  从国家各项要务轻重缓急的制定角度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
工业化国家并非将这项任务留给技术专家来进行；这些专家仅提供技术方面的咨

询。但是，许多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都是脆弱的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

者低收入国家，它们需要短至中期的援助。这经常要求技术专家或捐助方来制定

优先的要务。如果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不能在短至中期的阶段里解决，各国就需

要建立一个确定这方面要务的国家制度。这既需要“由上而下”、也需要“由下

而上”的两种方式。由上而下方面的步骤包括划拨资源和制定政策。由下而上的

方式则能确保地方的知识和社区的价值观能得到兼顾。排雷行动中的不同方面确

定了不同要素的优先性质。例如，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视对人的生命和人

体四肢的风险，而内部安全方面的工作优先考虑排除对人员流动所存在的障碍。 

6.  质量管理的最初阶段就是认证某一组织有资格评估某一作业运作方是否能够
安全有效地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这一程序是在将人员部属到排雷实地之前进行

的，这一程序包含的内容有测试设备、实地评估以及核查每日报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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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雷行动的质量管理旨在确保作业人员是根据商定的程序来行事的，土地的
开放对当地社区的使用是安全的，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所有的决定和作业都是

透明的。要实现这些目标，有必要采取“质量保障”措施(评估程序)，以及“质
量控制”措施(核查产品)。清除爆炸物后的评估对作业的质量提供回馈意见，其
中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意见。这一数据应当能帮助改善各项要务轻重缓急的设

定。 

8.  请与会者提供有关其本国在确定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要务的体制结构和
程序的情况，其中包括质量管理方面的资料，从而为讨论献计献策。白俄罗斯和

俄罗斯联邦提供了在其各自清除爆炸物方案中设定要务和质量管理方面的信息。 

 D. 清除和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9.  协调员谈及《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关于“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环境”的第
10.70 条，据此提请会议注意国家主管当局和作业人员有责任确保清除、排除和
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工作是以尽量避免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方式而开展的。

会议促请国家主管当局确保在制定国家排雷行动的标准与政策时，能考虑到其环

境管理政策。从 2011 年提交的国家报告中看，仅有少数缔约方具体提及了环境
管理政策。这类政策或许已经设置，但有可能只是缔约方并没有报告这一情况，

因为在报告的格式规定中没有具体要求提供这方面的情况。 

10.  没有任何代表团根据这一议程项目发言。 

 E. 第 4条通用电子模板 

11.  协调委员会在介绍有关第 4 条的讨论时，对缔约方在 2011 年国家报告表格
B 中所提交的资料进行了评估。这方面的报告中三分之二提供了关于执行第 4 条
各项步骤的资料，只有少数国家提到了通用电子模板。那些提供有关第 4条的国
家执行程序方面资料的国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表示是自愿这样做的。有些

未提供资料的缔约方指出，它们并非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最后，有一

个缔约方指出，该国并没有要求遵循第 4条的规定，因为该国从未生产、储存或
使用爆炸性弹药。 

12.  在介绍之后，爱尔兰就其根据第 4 条制定记录程序的情况作了发言。作为
一个有着小规模军队及弹药库存和运载系统的国家，爱尔兰在克服执行第 4条所
面临的困难方面仅有少量的资源。 

13.  在制定和执行有关第 4 条的程序中，爱尔兰作出了两项关键性决定。首
先，所有作战和作战支助连队的下层指挥人员都需要了解记录所有爆炸性弹药使

用情况的要求。其次，记录模板将超越第五号议定书的范围，以确保综合的方

式，在整个军队里培养一种进行记录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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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尽管爱尔兰的运载系统储存并不多，但这种系统的储存涉及到许多不同种
类的系统及相关的弹药种类。为此，爱尔兰很难制定一项总括性的可统一适用的

记录模板来处理多种不同的运载系统和弹药种类。 

15.  在爱尔兰的记录模板最上方载有基本的辨认细节的资料，例如阵营、连
队、日期和时间。模板包含三个部分，就是：(一) 运载系统的具体地理位置，
据此可以列入全球定位系统以及地图参考数据；(二) 从发射点所看到的开火目
标的特征，以及所使用的爆炸性弹药的种类；和(三) 弹药平均弹着点的详情，
运载的弹药数量，如果适当，并包含弹药预计扩散的范围。还有一项记录未爆炸

弹药(UXO)或怀疑为未爆炸弹药的栏目“备注”。 

16.  电子格式的表格将通过作战行动的指挥链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所有关于
爆炸性弹药使用情况的记录都将送交联合作业中心，中心的作业人员将来自各实

地连队的报告进行整合。 

17.  爱尔兰的这一系统于 2011年 1月 1 日开始运作。随着爱尔兰武装部队对相
关程序取得更多经验，并考虑到今后对武器系统和弹药的备置，爱尔兰武装部队

预计将修改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模板。这一系统是通过保安的内部电子邮件来运作

的。希望能够在不影响信息安全以及爱尔兰部队总部管制职能的情况下改善这一

体制的速度和交互性。 

18.  在上述讨论之后，一些代表团提供了其本国关于记录和保留信息方面的做
法。尽管有一个代表团建议争取创建一种统一的国际数据库，但是会上没有提议

对一般的电子模板作出改动。 

 F. 建议 

19.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缔约方会议第五次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a) 在专家会议和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上继续审议清除、排除或销毁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 

(b) 在以前关于设定要务的轻重缓急方面以及质量管理方面的讨论基础
上，进而探索提高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方案的效率和效果的切实办法； 

(c) 鼓励缔约方在报告的表格 B 中提供有关执行第 4 条的规定以及“技术
附件”而采取步骤的详情，其中包括通过使用第 4 条通用电子模板而采取的步
骤，并继续审议本国对记录爆炸性弹药资料方面的做法； 

(d) 此外，并鼓励所有国家群策群力帮助推动有关记录和保留使用或放弃
爆炸性弹药方面资料办法的信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