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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会议 
2013年 12月 2日至 5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审议根据第 5条提出的请求 

  根据《公约》第 5条请求延长完成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期限 

  内容提要 

  苏丹提交∗ 

1.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多次冲突使苏丹受到了杀伤人员地雷、反坦克地雷和
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污染。苏丹自 1956 年独立以来经历了数次内战，而在这
些战争中，作为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地雷被交战各方所使用。第一次内战自

1955 年持续至 1972 年，第二次内战始于 1983 年，随着 2005 年 1 月 9 日签署
《全面和平协议》而正式结束。在这些冲突中，苏丹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和苏丹
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使用了大量地雷来保卫各自阵地并破坏对方的活动和行动。
此外，自 2011 年 7 月南苏丹分离之后，南科尔多凡省和青尼罗省的新冲突使这
些地区受到更多反坦克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污染。 

2.  苏丹的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对平民构成了威胁，也阻碍了经济发展和
复苏。受污染土地削减了农业活动和产量，从而影响了农村社区的可持续生计。

重要物流路线上的地雷继续妨碍安全和自由的行动、贸易和人道主义干预，并危

及当地社区人民、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援助界工作人员的生命。地雷/战争
遗留爆炸物的存在和/或可预见的威胁阻碍并延缓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家
园，从而制约了受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战争影响地区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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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地雷造成的上述社会经济影响，苏丹共和国实施排雷行动方案以来，地
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登记人数达 1,866 人。虽然事故总发生率自 2005 年以
来有所下降，但 2011年和 2012年发生的事故数量是进行登记以来最高的。这是
青尼罗省和南科尔多凡省的新冲突造成的。 

4.  苏丹政府于 1997年 12月 4日签署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并于 2003
年 10 月 13 日批准了该公约。该国于 2004年 4 月 1 日加入了《渥太华公约》。
苏丹的排雷工作始于 1990 年代初，2001 年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人
解)间的《努巴山脉停火协定》签署后得到了加强。苏丹政府、苏人解和联合国
排雷行动处于 2002年 9月 19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三方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
了将在全苏丹开展的排雷行动活动的框架。此外，《全面和平协议》和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第 1590号决议进一步加强了联合国在苏丹进行排雷的授权和作用。 

5.  2005 年 12 月 24 日第 299 号总统令规定设立国家排雷行动管理局，随后， 
2006 年 3 月 7 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高级别仪式正式启动了国家排雷行动管理局，
苏丹总统出席了仪式。在总统令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排雷行动政策框架”，该框
架获得了国家排雷行动高级委员会的批准，并于 2006 年 8 月 6 日由当时的民族
团结政府部长理事会通过。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其他职能部委作为成员的国家

排雷行动管理局每年举行会议，审查国内排雷行动的进展，并在必要时就排雷行

动作业提出具体建议。国家排雷行动中心设立于 2005 年，与联合国地雷行动办
事处进行合作。国家排雷行动中心一直在关注苏丹政府落实《渥太华公约》和其

他关于排雷行动的相关公约所规定义务的情况。它的任务还包括批准排雷行动战

略并通过国内的分办事处进行国家一级的规划。国家排雷行动中心总部设在喀土

穆，在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区域设立了 6个分办事处。 

6.  苏丹的冲突性质使得记录很少被保存，而保存下来的记录常常不准确和/或已
过时。苏丹地雷问题的真正程度和影响仍然未知。苏丹政府与苏人解达成和平协

议后，开展了数次调查，包括调查行动中心和瑞士排雷联盟为查明污染程度而在

2002-2007 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混合调查小组第一次被部署到该国的苏丹政府控
制地区和苏人解控制地区。 

7.  虽然进行了上述调查，但开展地雷影响调查时才使实际基线得以确定，该调
查对此前所有调查和其他现有信息进行了审查和重新审议。地雷影响调查是

2007年 7月至 2009年 2月进行的，涵盖青尼罗州、南科尔多凡州、红海州、卡
萨拉州和加达里夫州。地雷影响调查最终确定了共 221处地点疑似被地雷和战争
遗留爆炸物污染。目前约有 300 处地点被登记为受到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
响。 

8.  自进行地雷影响调查以来，有关方提供了危险区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污
染情况特别报告，报告被录入数据库。自从地雷影响调查完成后，危险区

1
、雷

  

 1 危险区：指地雷危险教育小组、当地居民或军事人员对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事故进行调查
后，报告疑似含有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区域。危险区可以是雷区、战场或者有未爆炸弹药
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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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2
和疑似危险区

3
的数量大幅增长。这包括地雷调查影响未关注的地区。考虑到

这一点，国家数据库中受到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的总体情况包括总面积超过 289平
方公里的 362 个危险区、总面积约为 23 平方公里的 240 个雷场以及总面积超过
27平方公里的 136个疑似危险区。所有三类区域总数为 738个，总面积超过 340
平方公里。应指出的是，遗憾的是，出于安全考虑，未能完成对疑似受到地雷污

染的五个州的调查。进行地雷影响调查期间，武装部队与贝贾人部队在红海州、

卡萨拉州和加达里夫州的冲突仍在进行。尽管如此，完成了对青尼罗州和南科尔

多凡州的调查。 

9.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苏丹的排雷行动方案仍成功地将已知危险区总数减少了
87%。但由于每个危险区大小不同，剩余 13%的已知危险区占总污染面积的
47%。自排雷行动开始以来，苏丹已处理了总面积为 273 平方公里的 324 个危险
区、总面积超过 20,273 平方公里的 182 个雷场和总面积超过 21,273 平方公里的
108 个疑似危险区。应指出的是，如果地雷影响调查原有基线能维持不变，本可
有把握地说，苏丹已履行了第 5条的义务。遗憾的是，根据新的调查结果，第一
部分所述基线已大幅提高。为了提高数据库所采集数据的质量，正在进行数据清

理。这项工作包括桌面清理工作，要求手工查阅地雷影响调查和档案中的其他危

险情况记录。数据清理正在进行中，而实地核查尚未进行。 

10.  虽然过去几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共 27 平方公里有待处理，包括以
下：总面积超过 17 平方公里的 38 个危险区、总面积约 3 平方公里的 58 个雷场
和总面积超过 6.5平方公里的 28个疑似危险区。总面积约 27平方公里。 

11.  有一些情况使得苏丹未能履行第 5 条义务：(a) 进行中的冲突：苏丹于
2004年 3月加入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但 2005年 1月签署苏丹北南方
《全面和平协议》以及 2006 年签署东部和平协议之前，该国一些地区仍处于冲
突中。因而十年期的任务损失了一些时间。(b) 北部初期行动有限：出于安全考
虑，2004年 3月至 2007年 1月期间在苏丹北部的调查和排雷行动十分有限。因
此，苏丹从履行第 5 条义务 10 年期之初即损失了 3 年。(c) 再次爆发的和持续
已久的冲突：2011 年 6 月，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爆发了新的冲突，导致这
两个州的地雷行动作业中止。冲突仍在继续，2011 年 6 月至今，未在上述两州
开展地雷行动调查/排雷作业，这意味着丧失了 2 年的作业季。应注意到，南科
尔多凡州是受杀伤人员地雷污染最严重的州。一些报告称，由于近期冲突，南科

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受到了再次污染。(d) 发现新的危险：由于进行了调查，并
且 2009 年完成的地雷影响调查得出了结论，发现了新的危险，已被加入了地雷
行动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e) 气候因素：每年有三个月苏丹大部分地区普降大

  

 2 雷场：雷场是含有杀伤人员地雷或反坦克地雷的明确多边形区域。多边形雷场是经技术调查
行动发现的。 

 3 疑似危险区：指怀疑有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危险的区域。疑似危险区可由影响调查、其他形
式的国家调查或声称存在爆炸危险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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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因而无法开展排雷行动。缺少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使工作队无法在雨季开展

作业并达到危险区域。 

12.  鉴于上述，苏丹政府请求将第 5 条最后期限延长五年(延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以处理卡萨拉州、加达里夫州、红海州、青尼罗州、南科尔多凡州和达尔
富尔地区受杀伤人员地雷以及反坦克地雷和未爆弹药污染的所有已知和疑似区

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安全状况和排雷工作队通行状

况的好转，将视资金充足情况全面恢复人道主义排雷行动。尽管如此，已制定了

一个计划，在安全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在这些州开展必要的调查和排雷活动。苏

丹国家排雷行动中心正在为具备这种能力提供保障。 

13.  苏丹履行第 5 条义务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调查和清理已知的总面积为 38 平方
公里的含有地雷及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279个尚未处理区域(150个危险区、58
个雷场和 71 个疑似危险区)。50%的已知受影响区域位于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
州，由于 2011 年 6 月以来的持续冲突，这两个州现阶段被认为不安全，无法开
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尽管如此，苏丹已设计并批准了“2013-2019 年国家排雷行
动计划(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以便在安全状况允许时解决该
问题。2013-2019年多年期工作计划旨在： 

(a) 通过检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信息管理、宣传和资源调动确保排
雷方案的协调工作。 

(b) 开展调查，以更明确地确定危险区和疑似危险区剩余挑战的程度。 

(c) 清理所有已知雷场，进行调查并清理所有新发现的疑似区域。 

(d) 合并各机制，以有效开展旨在预防受影响社区发生地雷和未爆弹药事
故的所有活动，并更新国家的地雷受害者数据库。 

(e) 整合将排雷行动纳入社会和经济计划的努力，并确保从州到区各级主
要发展部门预算编制的有效性。 

(f) 确保国家有可持续的能力处理地雷和未爆弹药遗留问题。 

14.  在起草本报告时，只有国家排雷股和技术发展倡议两个组织在排雷行动调
查和清除领域从事作业。技术发展倡议被部署到达尔富尔，以爆炸物处理作业活

动为重点。这使国家排雷股成为在苏丹执行非技术和技术调查和清除行动的唯一

有经验的排雷行动作业方。 

15.  除了上述能力，苏丹清除地雷协会以及和平与发展之友组织在 2012 年表示
有兴趣开发它们的能力并涉足非技术和技术调查和清除行动。两组织都申请了资

格认证。经过充分审查后，苏丹清除地雷协会以及和平与发展之友组织获得了国

家排雷行动中心的认证，并在答复项目厅近期的征求建议书时申请了资金。国家

排雷股和这两个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承诺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参与苏丹方

案，直至苏丹履行第 5条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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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了增强国家排雷股、和平与发展之友组织以及苏丹清除地雷协会的业务
能力，利用通过设在纽约的项目厅提供的来自联合王国的基金与Mine Wolf和技
术发展倡议签订了合约，对三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 Mine Wolf 排雷机培
训、领导能力培训和爆炸物处理二级培训。首先进行的 Mine wolf 排雷机培训从
2013年 2月开始，有望于 3月底结束，技术发展倡议于 2013年 3月中旬开始领
导能力和爆炸物处理培训，有望于 2013年 5月初结束。 

17.  自 2011年 6月以来，苏丹排雷行动方案很难进入大部分受地雷/战争遗留爆
炸物污染的地区。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南科尔多凡州的污染程度

最严重。现阶段最大的未知因素是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部分地区的安全状况

不知何时才能稳定下来，可以开始排雷行动。因此，3 个操作方将暂时被部署到
东部各州和青尼罗州。 

18.  总之，今后五年将主要在东部各州和青尼罗州北部开展非技术调查、技术
调查和排雷行动。在安全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将考虑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其

他地区进行技术调查和排雷。有必要在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对地雷行动信息

管理系统数据库中以往登记的危险进行一般性调查行动和地雷影响评估。 

19.  有望实现的重要里程碑如下： 

   待处理的危险    待处理的区域 

年 危险区 疑似危险区 雷场 

通过非技术 
调查取消 
(平方公里) 

通过技术调查和

清除予以解禁 
(平方公里) 

2012-2013 6 4 3 1.6 0.4 

2013-2014 60 25 20 7 6 

2014-2015 30 16 15 3 5 

2015-2016 20 10 8 1 5 

2016-2017 15 8 6 0.7 3.3 

2017-2018 10 5 4 0.6 2.4 

2018-2019 9 3 2 0.4 1.6 

总和 150 71 58 14.3 23.7 

20.  2014-2019 年的总预算为 9030 万美元：7070 万美元用于土地解禁活动，
1880万美元用于地雷危险教育活动，650万美元用于受害者援助活动。苏丹政府
承诺为排雷行动方案捐资，以履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规定的义务，但尚

未确认具体数额。 

21.  在延长期内，苏丹将向缔约国通报因可能出现新确定的危险区而对多年期
工作计划做出的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