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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

海洋资源研委会（粮农组织） 海洋资源研究咨询委员会

南极和南部海洋联会 南极和南部海洋联合会

南极海系和种群调查 南极海洋系统和种群的生物调查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

气候和海洋会酶洋学委员会-海洋研气候变化和海洋委员会

空间研委会（科联理事会） 空间研究委员会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海洋污染调查 海洋环境污染全球调查

火山和球内化学协会 国际火山学和地球内部化学协会

民航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科联理事会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环境和发展研究所 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

海洋服务网 全球联合海洋服务网

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海洋学委员会（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海洋数据交换 国际海洋学数据和资料交换

电信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

生物科联( 科联理事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保护自然联会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国

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会(科联理事会）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生理科联 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

捕鲸委员会 国际捕鲸委员会

南极研究科委（科联理事会）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海洋研究科委（科联理事会） 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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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

射 电科联（科联理事会） 

气象组织 

海洋循环实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国际射电科学联盟 

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海洋循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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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1 9 8 6 年 1 2 月4 日，大会通过关于南极洲问题的第4 1 / 8 8 A 号决议  ̂

在该决议的第1段中，大会请《南极条约》协商国充分通知秘书长有关南极洲问题 

的一切方面，使联合国可以作为所有这类资料的中央资料库。 在该决议第2 段中， 

大会还请秘书长继续留意南极洲问题的一切方面，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 

出最新报告。_

2 .  1 9 8 7 年 2 月 1 0 曰，秘书长按照第4 I / 8 8 A 号决议向《南极条约》协 

商各国提交了一份普通照会1 , 要求它们尽快、但不迟于1 9 8 7 年 4 月 3 0 日递 

交它们希望表达的意见及按照第4 1 / 8 8 A 号决议第1段提供的资料^巳经收到的 

各国对该普通照会的复文载于本报告第二节。

3 . 为了编写第4 1 / 8 8  A 号决议第2 段所要求的报告内容， 1 9 8 7 年 2 月 

5 日向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和机关以及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发出信函，

请它们在1 9 8 7 年 5 月 1 5 日之前递交它们愿提供的关于南极洲的最新资料。本 

报告第三节就是根据这些组织和机构提供的资料編写的。

4 . 应当指出，由于 1 9 8 2 年 2 月 2 0 日的 S T / A I / 1 8 9 / A d d *  2 0 /R e v , l  

号文件制定了控制和限制文件的严格规定，本研究报告对于某些组织和机构提供的、 

公众都能获得的关于南极洲情况的报告只作简短摘要和提及。

5 . 秘书长关于南极洲问题的前几次报告载于文件A / 3 9 / 5 8 3 , 第一部分相 

C o r r  1一 3 ,第二部分（第一至三卷）和 d o r r .  I , A / 4  1 / 6 8 8  和 A d ^  I  和A /  

4 1 /7 2 2 .

二、《南极条约》协商国的来文

6.  1 9 8 7 年4 月 2 8 日，收到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南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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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协商国，就本报告第2 段中提及的秘书长的普通照会提交的复文  ̂ I 9 8 7 年4 
月 2 8 日的该复文内容如下：

“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南极条约》各协商国向联合国秘书长 

致意，并谨提及秘书长1 9 8 7 年2 月 1 0 日关f 南极洲问题的照会。

“ 澳大利亚常驻代表谨回顾，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第一委员会就第 

4 1 / 8 8 A 号决议表决之前，他曾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了《南极条约》缔约国的 

意见„ 声明指出，为了表示《条约》缔约国对大会在审议南极问题时缺乏协商 

一致仍然感到失望，大多数缔约国决定不参加表决。 声明指出，《条约》缔 

约国认为，大会对南极问题的审议只有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才是有用和现 

实的。 现在，《南极条约》协商国仍然坚信这点，因此它们无法对第4 1 /  
8  8A号决议作出响应。

“ 然而，正如协商国已多次表明的，秘书长可以相信，它们将继续向国际 

社会提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 它们对大会关于这一项目的前几次决议(这些 

决议都是协商一致通过的) 所作的响应，以及它们多次提供关于南极洲和关于 

《南极条约》体系业务的资料的行动，都突出地说明了这点a 这种资料多年 

来一直在不断地提供，为响应秘书长按照第3 8 / 7 7 号决议发出的照会而提供 

的资料就是例证。协商国指出,秘书长1 9 8 6 年 1 1月 1 7 日的报告（A / 4 1 /  
7 2 2 )承认它们提供了这些资料，包括根据长期协议向有关联合囯机构提供的 

资料。

“ 协商国认识到国际社会对南极洲的兴趣增加，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 

动，以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获得关于《南极条约》体系的运转和成就的资料。澳 

大利亚常驻代表在给秘书长的第3 1 / 8 6 号照会中指出， 《南极条约》协商国 

在第十二次协商会议上决定向秘书长递送各次定期协商会议最后报告的副本。 

最近一次报告，即 1 9 8 5 年 I 0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三次协商会议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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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已于1 9 8 5 年 1 I 月递送给秘书长（A / c. 1 / 4 0 / 1 2  )a

“ 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协商会议上，协商国还就以下问题做出了决定： 

在协商会议的报告中载入更多的资料；设立国家接触站，以散发协商会议的报 

告和《南极条约手册》，进行年度资料交流，及提供关于南极洲的数据库地点 

和资料来源的最新情况；公布早期协商会议的文件；以及制定程序以便提请联 

合国专门机构或其它国际组织注意科学或技术方面的有关问题。

“ 此外，常驻代表还提请注意1 9 8 6 年 1 0 月 2 7 曰至I I 月 1 2 日在 

东京举行的第九届南极矿物资源特别协商会议的主席声明（_  A/C. 1 /  

4 1 / 1 1 号文件分发），并提请注意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及该委员会下设的科技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可向保护南极海 

洋生物资源委员会索取。 将于1 9 8 7 年 1 0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十四 

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将通过国家接触站提供，并将递送给秘书长。

“ 毫无疑问，《南极条约》协商国已经表明它们愿意对国际社会更加关于 

南极洲的迹象作出积极响应。 事实上，它们巳大大促进南极资料的散发。它 

们也向秘书长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将继续这样做。 它们赞赏为扩大传播这 

种资料而做的一切努力。 它们还相信，秘书长会公布以下事实，即除了向他 

提供的资料之外，还有大量的南极资料可通过各个缔约国的国家接触站、图书 

馆以及国际数据收集中心莸取。 ”

三、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和 

机关、及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 

关于南极洲问题的最新资料

7 . 本报告的以下部分是根据各组织和机构应第3 段中提及的秘书长的要求而 

提供的最新资料编写的。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某些组织没有对提供资料的要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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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响应。

A . 世界气象组织

8 . 气象组织的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问题工作缉于1 9 8 6 年 9 月 1 日至5 日 

在曰内瓦举行了第四届会议。 会议就南极的气象观测、电信安排和气候学等方面 

的问题通过了九项建议和四项结论。 这些建议和结论已提交1 9 8 7 年 6 月 1 日 

至 5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和批准。

9 . 气象组织第十届大会于1 9 8 7 年 5 月 4 日至2 9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在议程项目21 7. 2 “ 南极气象” 下，也审议了气象组织在南极气象领域里的活动。

1 0 . 第二次南半球气象问题国际会议（1 9 8 6 年 1 2 月 1 日至5 日，惠灵顿) 

也就南极和高纬度气象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 会上宣读了几篇科学论文。

B.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 1 . 粮农组织的一位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 1 9 8 6 年9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 

特举行的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及其科学委员会的第五届会议。 会上科学 

委员会表示赞赏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和粮农组织在共同编制物种鉴别表方面所进行 

的成功合作。 粮农组织的代表在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的会议上被邀请定期参加科 

学委员会鱼类种群评估特设工作组的会议。

1 2 .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一直经常收到关于世界渔业资源状况的通报，包括南 

部海洋的种群状况（粮农组织第48L 5 8 和 8 8 号统计区）。 关于上述状况的最新 

文件题为“ 世界渔业资源状况审查” （CO：F l / 8 7 / 工n f .  4 )。 该文件将提交1 9 

8 7 年 5 月 1 8 日至2 2 日在罗马召开的渔业委员会届会。 《粮农组织渔业统计 

年鉴》也载有关于南极洲周围水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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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1 3 . 民航组织随时监测雨极洲地区民用航空状况，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以确保该地区民用龐空的安全.

1 4 . 目前正在审査是否正式确定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负责提供雨极洲一大部分 

地区的航空服务.

1 5 . 民航组织的一位代表出席了于1 9 8 6 年 6 月在美国圣迭戈举行的甬极研 

究科学委员会后勤工作组会议，会上讨论了航空事务• 各国在舍上提供了它们在 

兩极洲进行航空活动的情况•

1 6 . 会议提洪的情况概括如下.

1 7 » 甬极洲可能有的空中活动可划分的苘业飞行、作为科学努力一部分的各种 

飞行以及私人飞行.

1 8 . 就蔺业飞行来说，目前没有这种业务，最近的将来也没有开展业务的计划: 

飞往甬极洲的后勤飞行主要是往返于新西兰的克赖澌特彻奇和羑克默多海峡之间的 

军事飞行.这些由新西兰和美国从事的飞行从1 1月到2 月间活动頻繁• 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作的飞行往返于马普托和南极• 其他往返于南美洲和格 

雷厄姆地的飞行是由阿根廷1 智利和联合王国逬行的，每年飞行1 0 0 到 1 2 0 次.

1 9 . 多数的后勤支援飞行都使用轻型飞机相直升飞机，不过美国也用c 1 3 0  

型飞机往返于麦克默多海峡相甬极• 联合王国和基地之间的飞行多数都用双獭式 

飞机，其他国家则主要依靠从陆上基地式船上超飞的直升飞机• 其他固定翼飞机 

湘直升飞机的飞行是田私人考察队和非政府机构进行的•

2 0 . 后勤工作组对南极航空活动缺乏全面管理最示担心.国家为支援科学项 

目而开展的飞行不会造成冋题而且也得到很好的管理，但是工作组认为其他飞行可 

能会超过该地区航空服务和遐讯方面的现有能力• 此外，这些飞行可能会干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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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科学考察的正常业务飞行和超过甬极搜寻和营救设备的能力•

2 1 . 对于是否需要民航组织插手制定向该地区提供航空服务的规定，各方意见 

分歧 . 如果该地区航空活动的种芙和数学仍保持在目前水平，似乎没有什么理田 

要民航组织采取行动. 苏联巳与澳大利亚就经田澳大利亚飞行情报区前往苏联基 

地的飞行订有双边协议并.感到满意• 美国不支持改变目前的状况.但是联合王 

国则主张在雨极地区建立附带相应设施和服务的飞行情报区.智利目前已与阿根 

廷就兩美洲与格鲁厄姆地之间的飞行订有协议，智利认为有必要建立协调程序、执 

行设施、建立服务方面的基础设施和设立一个航空组织；而作为国际航空协调组织 

的民航组织在考虑到南极洲的特殊性质和法律地位的情况下可以促逬这一切的实现.

2 2 . 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起草一项建议，提交甬极研究科委供甬极 

条约协苘国下一次会议研究. 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此事结果的资科.

D . 国际海事组织

2 3 . 海事组织认为，就它参与甬极洲事务来说，应对秘书长关于甬极洲冋题

1 9 8 6 年报告（A /4  1 /7 2 2  ) 的第1 2 9 段逬行补充，增列《防止倾倒废物及 

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增补后，有关保护甬部海洋环境的一段全文如下： —

“ 1 2 9 . 在全球一级上，在国际海事组织和环境规划署等机构主持下核准 

了若干适用于南部海洋的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措施和规章.海事 

组织制订的措施和规章特别包话裁于1 9 7 3 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并经议定书（海洋污染公约7 3 /7 8  )修订的措施和规则以及海事组织通 

过的有关文件和标准• 在此方面，还提请注意1 9 7 2 年 《防止倾倒废 

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伦敦倾弃公约）条款• 缔约国决定指定 

海事组织为主管组织，祆第十四条第3 款规定负责执行与《公约》有关的 

秘书处职责. 在区域一级上，在 《南极条约》的范围内拟订了这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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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看A / 3 9 / 5 8 3  ( 第一部分）第 3 段，第三节) , 这些规则和条例 

一般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符. ”

E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政府间渙洋学委员会

2 4 . 自 1 9 7 0 年起，海洋学委员会一直参与对甬部海洋科学考察的协调工作, 

起初是通过海洋学委员会甬部海洋区域委员会来进行协调，

2 5 . 南部海洋区域委员会田海洋学委员会中对南极海洋研究感兴趣的成员国组 

成，还有来自甬极研究科委、海洋研究科委、海洋资源委会（稂农组织）、气象组 

织和其他有兴趣的国际机构的观察员•

2 6 . 小组关心南部海洋的所有方面，最近几年特别重视研究南部海洋总的洋流 

南部海洋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海洋观测系统的建立和海 

洋学数据及资料的交流. 在这些活动中，区域委员会与南极研究科委和海洋研究 

科委（科联理事会 >、海洋资源研委会（粮农组织)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捕 

委员会，环境规划署以及气候和海洋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

2 7 . 海洋学委员会南部海洋方案小组主办了一次有关南极生态系统动态的海洋 

学专家会议（1 9 8 4 年 5 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尔举行) , 海洋研究科委和 

南极研究科委的工作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2 8 . 海洋学委员会（与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南极研究科委和海洋研究科委一 

起 ）于 1 9 8 7 年 6 月 2 日至6 日在巴黎举办了南极海洋变异性及其对海洋生物资 

源牿别是碟的影响冋题科学讨论会，

2 9 . 在世界气候研究方案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其主要的海洋学部分，即气候和 

海洋会区在规划的世界海洋循环实验（海洋循环实验) 方面，特别重视对雨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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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例如海洋循环实验2 号核心项目K 雨部海洋实验该项目是关于甬极  

绕级海流及其与北方各海洋之间的相互关届5

3 0 . 应海洋学委员会南部海洋区域委员会的要求，海洋研究科委7 4 国工作组 

编写了一份关于“ 南部海洋总循环：现状和研究建议” 的报告（WCP-108JWMO/ 

TD 第8 6 号， 1 9 8 5 年 1 0 月 ）•

3 1 . 海洋学委员会的其他几个机构负责研究甬部海洋的各个方面，即海洋学委 

员会海洋环境污染全球调査科学委员会C海洋污染调查）、海洋学委员会一气象组 

织合办全球联合海洋服务网工作委员会（海洋服务网）和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海洋学 

数据资料交换技术委员会（海洋数据交换）， 南部海洋区域委员会向这几个委员 

会开展的有关雨部海洋的活动提供协调•

3 2 . 在南部海洋方案小组第四届会议的建议下， 1 9 8 6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海 

洋学委员会海洋数据交换技术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建议在阿根廷设立南部海洋国家 

海洋学数据中心，

3 3 .  1 9 8 7 年 6 月 9 日至1 2 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五届海洋学委员会南部海洋 

区域委员会会议. 在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a) 根据南极海洋变异性及其对海洋生物资源特动是赛杯的影嘀问题讨论 

会的建议、海洋研究科委7 4 国工作组的报告：雨部海洋总循环：现 

状和研究建议” 中所载的各项建议、海洋循环买验科学指导小组的提 

议，特别是与海洋循环实验第2 号核心项目“ 南部海洋实验”以及南 

极海系和种群调査方案的后续活动有关的提饭，确H 域委员会今后 

的科学活动；

㈨ 建立海洋观测系统区域站，包括海洋学委员会全球验潮系统区域站； 

海洋服务网投效式海深水温自亿仪顺路观测船方案；在该区域的漂流 

浮漂活动以及卫星观测活动；



( C ) 海洋学数据管理相情报交流；

( d ) 与南部海洋其他一些观测和研究方案，在世界气候研究方案、海洋污 

染调査，海洋数据交换、海洋服务网，以及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捕 

鲸委员会、海洋研究科委、南极研究科委和气象组织等其他组织活动 

进行协调与合作. v

3 4 . 区域委员会审査了成国和国际组织自委员会第四届会议（1 9 8 4 年 ） 

以来在南太平洋从事的科学研究，并制订了会议闭会期间的方案》

E ^国际捕鲸委员会

3 5 . 捕鲸委员会与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合作，探讨利用鲸来观察南极生态系统, 

特别是赛虾资源的可能性.:捕鲸委员会相保护雨极海洋生物会计划建立了一个摄 

食生态为讲习班，作为联合主办的活动• 据捕鲸委员会说,该讲习班将在今后的 

一年至半年内举行# 预期该讲习班发挥宝贵作用，汇集现有的有关情报•

3 6 . 如过去一样，代表捕鲸委员会的一位观察员出席了 1 9 8 6 年 9 月 8 日至 

1 9 日在澳大利亚的霍巴特举行的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第五届会议•

3 7 .  1 9  8 7 年初，捕鲸委员会结束了对南极的第九次巡航，通过观察来估计 

高臂鲸资源。 来自捕鲸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巡航， 曰本和苏 

联政府提供巡航的船只。

Q.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

A/42/586
dx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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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1 9 8 6 年 9 月 8 日至1 9 日，在溴大利亚的霍巴特召开了保护南极海洋

生物会笫五次年会。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常会之前召开了一次 

特别会议，以便能在《公约》第七条2 ( d )款所规定的两个月期限过期之前审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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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巴西1 9 8 6 年 8 月 1 日提出的要求成为委员会成员的来文。 自保护南极海 

洋生物会1 9 8 5 年的第四次会议以来，大韩民国和印度已成为委员会的新成员。 

总共有1 9 个成员参加了委员会笫五次会议。 按照惯例遨请了加入国作为观察员 

出席会议，以这种身分出席会议的有西班牙、瑞典和鸟拉圭。 以观察员身分出席 

会议的还有以下国际组织：粮农组织、诲洋学委员会、保护自然资源联会、捕鲸委 

员会、南极研究科委和海洋研究科委。

3 S L 委员会确认其保护和合理使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责任，并重申在《公约》 

所涉区域内的一切捕鱼或有关活动均须遵守《公约》的规定。• 委员会注意到对南 

极生态系统的现有知识很有限，并注意到科学委员会在收集、交流和研究关于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的资料方面作为咨询和合作中心的作用。 委员会强调，需要确保在 

进一步拟订全面保护措施期间不会对这些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长期损害。 委员会 

在这方面认识到，重要的是要制订一个程序，以拟订逐步实现《公约》第二条所规 

定的各项目标的战略，委员会并通过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某些措施。

4 C L 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根据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决定使其第1 / 工工I 第 2 /

I I 工和第3 / I V 号保护措施继续有效。 委员会还通过了下列进一步的保护措施： 

“ 管制网眼尺寸的条例” （4 / V ) ;  “ 禁止在半岛海域特意捕捞HototHen ia  r o -  

s s i i  ” ( 5 / V )； “ 禁止在南奥克尼群岛附近特意捕榜I f o to tn e n ia  r o s s i i ” 

( 6 / V ) ; 和 “ 管制在南乔治亚岛附近捕鱼的条例” （7 / V )。

4 L 由于通过了第5 / 彿 第 6 / V号保护措施，委员会决定，在这些措施生效之 

前，应避免在半岛海域（48 •；!统计分区）和在南奥克尼群岛附近（4 8 ,  2 统计分 

区）捕 E. r o s s i i 。

4 Z 委员会未能就限制在4 8 统计分区捕鱼的补充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特别 

是对于 48  • 3 分区内捕捞量限制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在这个分区内进行捕鱼的成 

员们认为，对 1 9 8 6 / 8 7 年渔季捕捞量所作的任何此类限制应定为与1985 / S 6 年 

渔季的捕捞量相同。 它们并表示不打算超过这些隈度。 另一些成员认为,这科 

捕捞量不符合科学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釆取步骤，确保巳减少的鱼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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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恢复。 它们指出，继续按1 9 8 5 / 8 6 年的程度捕捞会超出科学委员会1 9 

8 6 年所估计的鱼群更生数量。 但是，委员会同意，应在1 9 8 7 年的第六届年 

会上为1 9 8 7 / 8 8 年渔季制定补充限制或相应措施，到那时应可取得计划进行的 

48 • 3 分区捕鱼调查得出的数据。

4 a 委员会指出，重要的是制定定期f 报捕榜量的有效程序，以便在议定捕捞 

限制后，能够实时决定是否达到了这种限制量。 委员会要求各缔约国在委员会下 

一届会议之前和在该届会议上集中精力，进行这项工作。

4 4 委员会进一步批准科学委员会的建议，这些建议鼓励进行协调一致的调查， 

以提供关于鱼类资源的独立佐计。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科学委员会强调要 

保证调查的方法、时间和地点适合评价鱼类资源的要求。

4 5 . 关于评价和避免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偶发性死亡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成 

员们提供的资料表明，诲洋生物资源的偶发性和意外死亡看来不是《公约》所涉区 

域内的一个迫切问题。 与此同时，委员会承认，捕鱼时无意的附带捕捞和鱼类、 

鸟类、海洋哺乳动物及其他生物资源意外受困于或摄入船韵废物也会有碍为实现 

《公约》目标所做的努力。

4 & 委员会审查了科学研究豁免条款，并同意除其他外编辑一份可能在《公约》 

所涉区域为研究目的进行捕鱼的缔约国长期研究船只登记册。 委员会还同意，各 

成员国在计划为研究目的使用商用渔船或捕鱼辅助船在禁渔区域或季节进行捕鱼，

或有可能捕捞受保护物种或来达准捕尺寸的鱼群，或便用被禁的渔具或捕捞技术时， 

应通知其他成员国，并提供机会让它们审查和评论其研究计划。 除非常情况之外，

这种研究计划应在预定开始之日前至少六个月提交秘书处以便分发给各成员。

4 7 . 关于观察和视察制度，委员会根据《公约》第十四条讨论了美国提交的一 

份文件和秘书处早些时候编制的一份背景文件。 大家一致同意，应当尽快制订并 

执订观察和视察制度。 委员会随后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委员会1 9 8 7 年的下 

一届年会上审议该制度。 美国作为该工作鉬的召集人，同意征求和整理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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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于应纳入观察及视察制度的各部分内容的意见，并对这些意见做出摘要，提供 

各位成员在工作组会议上使用。

4 a 关于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问题，委员会同意，最好能改进保护南极诲洋 

生物会同南极条约协商国之间的联系。 委员会决定，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主席应 

接受邀请，参加第十四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应按照笫十三次协商会议的第 

X I；[工-2号建议，在会上提出一份关于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活动的报告。

49. 委员会还审议了南极和南部海洋联合会要求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保护南极诲 

洋生物会会议的请求。 对该问题的讨论表明，委员会内广泛认为，如果该联合会 

能对它同其各成员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出某些澄清，则有基础着手同该联合会缔结一 

份协议。 虽然存在这种看法，但对于缔结这样一份协议也有反对意见，因此不能 

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委员会建议，南极和南都海洋联合会参加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的问题可在会前临时做出决定。 因此，委员会指示执行秘书请该联合会全面答复 

委员舍以前的函件中提出的问题。 一些委员会成员觉得，该联合会进一步提供的 

任何此类资料都会有助于他们对遨请该联合会参加下一次年会的提案釆取立场。

5 0 1 已经公开发表的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报告中载有保护南极海洋 

生物会在南极附近水域活动的最新详细资料。

H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的空间研究委员会

5 L 空间研究会的一名科学家被任命为空间研委会—— 南极研究科委联络代表，

他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在美国圣迭戈举行的南极研究科委第十九次会议。

5 a 空间研委会就与南极有关的空间研究以及由空间研委会和南极研究科委的 

科学家所确定的共同关心领域提供了下列资料。

5 a 空间研委会和南极研究科委的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领域之一是，使用在几百 

公里高度的极地轨道卫星的问题：使用宽电磁频谱的被动技术和主动技术对地.球表 

面和大气进行遥感，是双方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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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事例。 为了探矿的目的，已从地球轨道研究了南极 

地表岩石的地质状况，这类岩石只有1 % 外露可以直接看见。 大地测量学是使用

’ 卫星的另一领域：用雷达测高术测量了大地水准面。 这些研究还发现了极地周围 

海洋中的诲床地形，既有洋中的海脊也有深沟。 在制图学领域中，卫星提供了宝 

贵的数据。 绘出了山地地形和冰川。 确定了冰的边缘位置并可跟踪冰山的浮动。 

在冰川学方面，靠每十年一次的陆地卫星连续图象可以确定冰川流动线。 可以测 

出冰川的线性速度和转动速度。 如果能发射带有雷达测高仪的卫星进行测量，并 

每 1 0 年重复进行这种测量，就可以为“ 南极冰盖是在增加或在减少？ ”这个重要 

问题找出答案。 南极冰融增快会给在近海平面高度生活和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人造 

成严重的问题。

55. 卫星数据对海洋学的物理和生物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可以查明海冰的范围 

和特性目前正在从遥感数据研究海冰在海潮和海涌的作用下破裂的情况。还可从空 

间探明南部海洋中一种重要资源，虾状磷虾所食的浮游植物高度集中之处，也可探 

明企鹅栖居之处。

5 & 人们使用送入空间的仪器测量全球海水的表层温度，该温度可以指示生物 

的生长力以及洋流的情况。 散射仪雷达和1 9 7 8 年成功装载在海洋卫星上的那 

种合成孔径雷达提供了关于资料稀少的南部海洋的风和洋流的情况。

5 7 . 在气象学方面，用光谱的可见或红外部分从空间拍摄的图象清楚显示了南 

极天气情况的变化。 然而，区分陆地和云层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两者的反

照率都很高。 决定天气格局的地球辐射量也是使用从空间得到的观察资料加紧进 

行研究的一个问题。 南极大气的特色是没有当地的污染。 冬天从南极上方的空 

间常常可以看见珠母云，即同温层中的云层。 这种云层对地球天气的影响还很少 

为人所知。

s a 地球磁场也是从空间进行大量研究的一个领域，不仅研究地売的磁力异常 

现象，而且研究在磁层/ 电离层双层系统中流动的电流效应。 这些电流在极光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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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甚为显著。 电离层和磁层物理以及太阳—— 地球物理（日地物理科委的主管领 

域 ）也使用卫星装载的仪器就地进行了精密的研究。 在圣迭戈举行的南极研究科 

委第十九次会议的全体会议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美国的动力学勘探者 

I 号卫星提供了南极和北极的椭圆极光图象。 1 9 8 6 年2 月成功发射的瑞典的 

海盗卫星得到了北极椭圆极光局部高分辨率图象。 、

工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5 a  1 9 8 7 年 6 月 2 3 日至2 7 日在美国圣迭戈举行了雨极研究科委第十九 

次会议。 下列1 8个国冢的科学代表以正式成员身分参加了会议：阿根廷、澳大 

利亚，比利时、巴西、智利、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日本、新西兰、挪威、波兰、甬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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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8个国冢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会议：芬 

兰，意大利、荷兰，秘鲁、大韩民国、西班牙、瑞典和鸟拉圭。 按照雨极研究科 

委章程的规定，经常参加南极研究科委工作的科联理事会庾员，例如生物科联、大 

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会、生理科联和射电科联，可以科联埋事会成员的资格参加会 

议。 此外，有一些组织以观察负身分参加了会议，包括保护雨极海洋生物会、空 

间研委会、海洋学委员会、保护自然联合会和气象组织。

6 a 代表们词意最妤由南极研究科委为无法申请庇为正式戚员但又希望同南极 

研究科委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冢设一个联系庇员类别。 这一类别适合于那些计划制 

定独立的国别方案的国冢和有少数科学冢对甬极研究感兴趣的国冢。 要设立这一 

类别就必须修改南极研究科委的章程和议筝规则。 韋桎的吏改必须取得科职埋畢 

会核可，会议已就拟议的草程修订本这庇协议，并提芡科联理畢会核可。 甬极研 

究科委议畢规则的修订也得到讨论。 经狭:定，在以逋信方式进一步讨论后，将把 

一套新的议華规则分发给各国别委员会，以征求息见和通过。 会议希望与会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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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察员国冢能够继续开展其雨极研究方業，并在科联理畢会核可草程修订本以后 

加入南极研究科委为联系成员。 此外可能邀请其他感兴趣的国冢例如加挲大、丹 

麦和瑞士加入南极研究科委为这一类成员。

a i . 雨极研究科委第十九次会议还讨论了不断i r大的遥感活动对南极研究工作 

的广泛影响• 按最广泛的定义来说，大冢公认遥感茯术是对各种学科都有帮助的

一种工具，已经有许多工作组正在处理遥感问题。 改善各工作组与个别科学冢之 

间的通信在全面利用遥感活动和它带衆的新机会方面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 大家 

已同意采用两种办法以期改进通信。

6 2 . 关于生物学，雨极研究科委确认应当把南极海系和种群调查延长至1989  

年，以便完成数据分柝和归纳的工作。 南极研究科委原则上赞成发展一项甬极陆 

地系统生物调查协作方案( 南极陆系生物调查。 会议还核可了设立一•个小型的额 

外保护安排特设小组的建议，负责编写有关南极条约第十三次协商会议建议X I I I -  

5 第一部分的反应意见。 会议还核可了设立一个环境数据资科管理特设小组的建 

议以便组织召开废物处理专家小组会议。 雨极研究科委执行委员会还同蒽成立一 

个新的南极研究科委南部海洋生态专冢组。 海洋研究科委应邀共同主持这个专家 

组。

6 a 会议赞戚请各国别委员会，除其他外，转达其本国政府：雨极研究科委建 

议南极条约协商国在雨极洲设立四个新的特别科学研究站，并打算再次提出未被雨 

极蚤约第十三次会议接受的设立两个特别科学研究站的建议。

6 4 应当指出，兩极研究科委南极气象组已被解散。 会议指出，关于天气图 

的日常工作目前由气象组织执行理畢会甬极气象工作组逬行适当处理，至于气象科 

学邵份则由国际极地气象委员会及其他组织主持工作。 但走，如所周知，有夫对 

流层的物垤和化宇的现代研究日益增多，孢夭界面对流妨程的研究越来越望要，



a/ 42/586 
CMneae 
Page 19

这些研究也许需要由雨极研究科委的一个新的正式工作组来逬打，这个工作组可能 

在下次会议麻立。

6 5 . 夫于高层穴气物埋学，雨极研究科委特别鼓励戚立一个研究雨极臭氧损耗 

专冢工作组，要求它同科联理畢会其他有关的小组进行令作。

6 & 会议厌定甬极研究科委后勤小组应安排在1 9 8 7 年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讨论各项有关甬极空运业务和非政府活动的问题。

6 7 . 关于甬极研究科委的出版物，代表们鼓励科委执行委员会争取更多的出版 

机会，逬一步间公众传播笮矢雨极的资料。 会议请各国别委负会为此提芡吊夫资 

料，包括有吸引力的资料性照片。

6& 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满足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就“雨极探险和工作站活 

动：废物处置” ( V I I - 4  ) ， “ 人对甬极环境产生的影响：额外保护安排”

( X工工工一 5 ) 和 “ 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站的位置” （X I I I — 6 )等问题向甬极 

研究科委提出的要求。

6 S L 第十九次会议还讨论了甬极研究科委同保护雨极海洋生物会、环境规划署， 

海洋学委员会、气象组织和保护自然联会逬行合作各个不同方面^

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

70L 1 9 8 6 年 6 月环境和发展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关于“雨极科学管理的未来

方向 ” 的会议。 该次会议的报告于1 9 8 7 年 1 月出版。 会议的目的在审查变 

化中的南极科学和政治方向，讨论这些变化对保持甬极条约体系的有效性产生的影 

哬。 与会者讨论了与雨极窄夫的一系列问趑，会议推告载列了一些窄关未来雨极 

袄策工作的具体建议• 1 9 8 7 年 6 月，环填和发展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甬 

极洲推告 ” 的文鞏，其中报导了目从1 9 8 5 年 1 1 月该岍究所提出窄夭同一主题 

的上一次报告以来的发展情■况， 除其他外，这次报告还分执了大会窄夭南极洲问 

趔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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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7 1 . 保护自然联会/ 甬极研究科委长期休护雨极联合工作组于1 9 8 6 年发最 

了一份題为“ 雨极的保护工作” 的初步报告9 目前该报告正由保护自然联会的成 

员及其理畢会审议中。 上述的联甘工作组排定在1 9 8 7 年 6 月再举行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报告的定本将于1 9 8 8 年底前.发表。 应当回顾，拟议的保护方案原打

算苘同甬极条约协苘国，雨极研究科委、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和保护目然联会的戚 

员合作执行。 ^

7 2 . 据报保护自然联会的一名代录曾应邀参加1 9 8 7 年 1 0 月在匕西里约热 

内卢举行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讨论南极环境冋题* 同以往

( 自从公约生效以来）一样，保护目然联会的一位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 1986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的保护南极海洋生物会第五次会议。

’注

1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智利，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日本、新西兰、挪威、波兰、南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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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和鸟拉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