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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一 条 

另 一 " 

[定义' 

[第一类: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 ^ 

[1·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3是指 

旨在使人、动物或植物受到伤害的、以生物剂及毒素的特性为其伤害作用原理 

的一类武器。 

"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一词应合指或单指: 

(1)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耍的含有生物 

剂或毒素的物质，无论其来源或生产万法如何; 

(2)为了将此种物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并装有此种物 

剂或毒素或具有可装填和使用此种物剂或毒素的设计特性的武器、任 

何器具、设备、装置或运载工具。它还指为了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 

蓄意受到微生物剂感染的病媒(昆虫或任何活生物体)。] 

。各代表团对任何议定定义的适当位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任 

何议定定义均应构成 后文件中的一条。另一种意见认为，任何议定定义均应载入适当 

的附件。 

2有一种意见认为，还需审议其他类别。 

3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本节第且至第5款中提出的为第一条用语下定义的任何提 

案，都会导致在第十一条的法定范围之外对公约加以修正，而这是与小组的任务授权不 

相符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为这些术语下定义，对于核查机制的目的是不可或缺的，不 

会导致对公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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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物剂是指 

可使人和动物致死、致病和/或致残或者也可使植物致死、致病或受到伤害的 

天然或经过修饰的干任何生物体毛 

七为了执行本议定书，一份: ̂ ^宣布相关均:生物剂;及其潮值:的清单载于蛙 

件 A 。 ^ ^ ] 

[3·毒素是指 

可使人、动物或植物致死、致病或受到其他伤害的源于干任何生物体包括干微 

生物、动物或植物的天然或经过修饰干或化学合成干的任何化合物，无论其生产 

万法如何。 

乓为了执行本议定书，一份:与宣布相关均:毒素:及其阂值:的清单载于附件 

A。干] 

4·敌对目的是指 

，-，国:使用或威，使用细菌仁生物)或毒素武器以造成军事、经湃、精神或其 

^lh ^^^ ^t^^ h^ 4 ^ ^ 生 ^ 

^ L i J 。 」 " 只 " ^ l ^ ^ 。 " 

「 " 十 一 页 目 右 秆 陆 / ^ ^ ^ ^ ^ R r 扁 许 R ^ 索 ^ ^ ^ 卡 ^ l ^ t 「 甘 休 「 ^ ^ 亚 「 「 ^ 7 ^ 再 林 ^ ^ l ^ ^ f t 「 菩 柯 ^ ^ ^ 仕 

" ~ 一 " ^ ^ ^ ^ J J ^ l K / J ^ l/lb 4/ r ^ l l̂  l ^ J J l ^ i ^ y l / u L ^ J w J J 7 ^ l L J ^ ^ l r ^ l J l ^ " l ^ ^ ^ ^ u ^ . l l . ^ J 」 ^c14^^ ^3^1 H J 卜 

^ 可 口 由 自 门 

^ " J l ^ 1 口 ， 。 」 

[4之三·(a):一国:使用或威胁使用细菌(生物)或毒素武器以造成军事、经济、精 

神或其他种类的损害; 

(b)不具有预防、保护或七包括研究在内的士其他叼^平JL 1受禁止的^意图的 

任亻奸其他阳的。] 

[5·《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是指 

(^)涉及生物剂及毒素所引起疾病的鉴定、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b) 与防备生物及毒素武器有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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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和平目的，包括工业、农业、兽医学、研究、医学和制药目 

的 。 ] 

[5之二·具有预防、保护或;包括研究在内驹:其他和平意图的任何目的。] 

6 · 设 施 4 是 指 

用于七或可用于于进行斗与《公约》有关的干活动的任何斗位于固定地点或移动 

式的士七房间、干实验室、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或其他结构物。此一设施甘可能干 

有明显的边界和/或统一的作业管理。 

7· [场区是指 

位于可能具有明显边界的、以地理办法^/或物理办法确定的区域内的一个或 

一个以上设施的所在地。(场区不得小于一座建筑物。门 

[8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和所在缔约国·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是指建议在、正在或曾经在其领土上或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万逆行调查或访查的缔约国。如果建议在、正在或曾经 

在一缔约国/国家的领土上进行调查或访查，但进行调查或访查的地万是在另一缔 

约国/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则在此特定情况下，前一缔约国/国家不应是"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而应是"调查或访查的所在缔约国/所在国"。] 

4有一种意见认为，第6至第8款中的定义及其位置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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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第三条关于宣布的D节和宣布格式的目的的定义^ ] 

[9·(针对生物及毒素武器的)防御性生物战方案和/或活动5是指 

为了检测和/或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物剂或其他生 

物剂或毒素的影响并/或预防、减少和/或消除生物及毒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的 

影响而设计的万案和/或活动。] 

[9之二·为了检测、评估、预防、减少或消除生物或毒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 

的影响而设计的符合国家立法法律规定的方案或活动。] 

[10·生物战防御设施6是指 

从事(针对生物及毒素武器的)防御性生物战万案和/或活动的工作的设施。] 

[11·高度生物封闭斗^BL3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士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 

(a)按其设计能够处理或用于处理可致病而且已知或被怀疑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生物剂以及从事涉及此种生物剂的工作: 

(1)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 

册》中的第3危险类别人类病原体的分类标准;或 

(2)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8年国际兽疫局国际委员会第六十六届 

大会通过的对《国际动物健康准则》的修正中的第3类动物病原 

体的分类标准; [或者因而且] 

(b)在对环境保持空气负压、对出入实行控制并使用高效率微粒空气 

(HEPA)过滤、蒸汽消毒、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废气及受污 

有一种意见认为，无须在此为这一术语下定义，因为有关的概念应在适当的触 

发宣布的标准中阐明。 

6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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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材料和废物(包括废水)进行安全处理方面，其特性与1993年世 

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规定的准则相符。] 

[11之二·高度生物封闭斗(BL3-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办法)士是指 

在对环境保持空气负压、对出入实行控制并使用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 

滤、蒸汽消毒、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万法对废气及受污染的材料和废物(包括废 

水)进行安全处理方面符合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规定的 

要求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设物或结构物。] 

[12· 严密生物封闭斗(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乒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 

(a)按其设计能够处理或用于处理可致病而且已知或被怀疑符合下列标准 

之一的生物剂以及从事涉及此种生物剂的工作: 

(1)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 

册》中的第4危险类别人类病原体的分类标准;或 

(2)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8年国际兽疫局国际委员会第六十六届 

大会通过的对《国际动物健康准则》的修正中的第4类动物病原 

体的分类标准^ f或者，而且: 

(b)符合为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办法)规定的准则并符 

合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为BL4规定的下 

列逃一步耍求: 

(1)有一个气密系统，人员须全部更换衣服，离 之前须淋浴; 

(2)有一个分隔通道式高压灭菌系统; 

(3)对于涉及人类病原体或传人动物病病原体的工作，须使用三级生 

物安全橱和/或自持式正压通风工作服，还须在离 封闭区域之 

前经过特别的化学消染淋浴; 

(4)收集洗手和淋浴用水并予以消染; 

(5)进来的空气经过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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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涉及动物病原体的工作，须使用一级、二级或三级生物安全 

橱 。 ] 

[12之二· 严密生物封闭斗^BL4"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办法)士是指 

除了具有为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办法)规定的特性以外还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设物或结构物: 

(a)对出入实行控制。人员和物品在出入时必须经过一个气密系统或分隔 

通道系统。人员进入后，须立即全部更换衣服;离 前，须先经过淋 

浴再穿上普通衣服; 

(b)空气控制系统。必须用机械式、专用型、流向朝内、经过高效率微粒 

空气(HEPA)过滤装置过滤的供气设备在设施内保持负压而在其排气系统 

中，排气口以及必要时迸气口装有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装置; 

(c)废水消染。设施流出的所有废液，包括淋浴产生的废水，在 后排放 

前须经过处理，以做到安全; 

(^)废物和材料予以消毒。必须装有两门分隔通道式高压灭菌器; 

(e)必须备有高效基本封闭系统。对于涉及人类病原体或传人动物病病原 

体的工作，必须使用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物件来实现基本封闭^ (1) 

三级生物安全橱;或(2)正压通风工作服。在后一情况下，工作人员 

在离 更衣室之前，必须经过特别的化学消染淋浴。对于涉及动物病 

原体的工作，必须使用一级、二级或三级生物安全橱来实现基本封 

闭; 

彻样品私材料的传递使用气密式进口。] 

[13·植物病原体封闭是指 

经过特别设计并用于处理符合如下标准的植物病原体和害虫以及从事涉及此种 

植物病原体和害虫的工作的任何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此种植物病原体 

和害虫对特定区域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而该区域虽然尚无此种植物病原体和害 

虫，但己受到其威胁，或该区域虽然有此种植物病原体和害虫，但分布不广泛而 

且正受到官方管制措施的控制。此种设计包括:通过带门廊的进口门对出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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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有洗手设施;能够对环境具有负压;排出的废气经过高效率微粒空气 

(HEPA)过滤、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消毒;以及能够控制内部温度。所有废 

物均经过适当的化学或物理处理予以消染后才排入公用或共用系统。] 

7 

[ 1 4·诊断设施是指 

只对样品进行检验以便诊断人、动物或植物的无明显临床征候、有明显临床征 

候或潜伏的感染或中毒或通过检测、分离和/或鉴定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 

及血清学研究而分析食物、水、土壤和空气中的微生物污染或毒素污染的设 

施 。 ] 

， ， 甘 回 ^ ^ X ^ 肚 。 。 · ^ ^ 

" " " 全 口 馋 " 枉 ' " 

圳 ， ^ 7 , ^ ^ ^ ^ ^ 己 ^ \ A t - 偏 ^ 4 - ^ n n 'A^r ^ + ^ 4 ^ 斤 / ^ ^ l + l 片 A r -1^7P而^^ 1 ^ 石 ^ ^ ^ / + ^ 赶 ^ ^ ^ 7 ^ 百 t > ^ ^ -^^f^ ̂ ^ - ^ - ^ ^ - 1 证 灶 M ^ 口 ^ 7 ^ ^ 

' " " 刀 。 。 麻 " 』 " r ' " 。 " 1 ^ ^ ^ J ^ " ' ， " ' " ' 怅 " " ^ ^ ^ ^ / u y l / J J 抉 ^ 人 大 ^ - 口 ^ J ^ " " ^ J ^ 职 以 

六 店 书 ^ l d ^ , W ^ rV^ ^^t^ : ^ ^ 

人 " / b L " 匹 " 丛 ^ 1 ^ ^ ^ 

9 

[冉15·基本生产封闭是指 

用于生产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设备系统所具有的一些物理特 

性，其目的在于防止释放以免损害工作人员健康或造成其他损害，另一目的则在 

于将生产过程与环境隔离 来。采集样品、添加材料、转移到另一系统以及 后 

排放废气、废水和废物可以做到防止此种释放。] 

^ ^ ^ · 疫 苗 是 指 

经由任何途径引入人体或动物体后会引起特定免疫反应的制剂，其中包括经过 

减活、灭活或其他改变的从生物体获得的微生物或其一部分，包括失去活性的毒 

素私核酸，用于预防传染病或中毒或保护人或动物不受传染病或申毒之害十而且 

一般对人和/或动物安全千。 

、 、 、 ， 、 、 、 

在有无必要为该词下定义这一点上，各代表团有分歧。 
日 卜 

^ J ^ J —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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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士 冉 日 ^ 1 5 

^ ^ ^ ^ l ^ ^ ^ g ^ ^ 

后 ^ ^ . r l ^̂ ^̂ ^ A t ^ A ^ n女 l I rw^ /^r. ̂ F r ^^^^ ^ 4 ^ r V ^ 4 ^ ^ r 兰 式 - ^ k ^̂ =「 ^k^^ ^ m ^ At- ^ h I 女 ^ ^ ^ ^ ^ ^ ^ ^ 扛 幸 妻 ^ h ^ ^ ^ ^ ^ ^ ^ ^ ^ 怖 

父 r p ^ 3 = ^ ^ J ^ l x U ， ， ， 。 ， 仕 " / J ^ - V l 。 ， ^ ^ ^ ^ ^ ^ ^ 非 又 ^ l J L J 3 ^ J ^ v z U ， · 「 ( D ] 口 碑 尔 ) " 口 ^ 叭 ^ ^ ^ 似 

人 r + V ^ ^ ^ ^ ^ 而 

l=l ^ ^ 1 职 收 ^ ^ t ^ o 

^ r l 六 与 斗 物 奎 旦 ^ ^ 

" " L 。 上 " ^ J ^ 4 ^ 4 ^ 

十 皿 计 r + I 光 壶 ^ c ^ r ^ ^ ^ ^ ^ ^ ^ 古 小 林 女 1 l T z ^ 幸 幸 光 - F ^ 「 ^ ^ ' 饰 协 胁 苗 ^ ^ 1 ^ 件 研 后 蕾 ^ ^ w ^ ^ rVT ^^t六 

T ^ L 丛 刀 u 3 " ' " 抉 蹿 / ^ b ^ ^ 口 口 工 " " " 丛 可 乐 功 」 穴 ^ ^ ^ " 。 " " ^ ^ ^ l V l / ^ y ^ ^ 1 " 。 ^ ^ ^ q ^ r " " l y ^ / ^ 

^HH^ ^ u ^ 7 7 . , ^ . 4 ^ r r l 后 蕾 斩 丁 止 

^^^^^y八^^^。""。方^^^L卜。 

r On^ ̂ ·生物剂及毒素的模拟物是指 

由于其特性而用于或可能用于进行生物剂或毒素特性研究的生物来源、化学来 

源或其他来源的物质。士 

[2118·植物接不·p剂是指 

木 ^ ^ ^ ^ ^ ^ ^ rV^ W , 生 儿 析 叫 t ^ r+^ ^ l L 菇 ^ + - . 7 ^ ^ ^ 亡 ^ ^ ^ ^ ^ 生 怖 ^ 1 ^ 人 胁 斗 7 「 + ^ 古 小 ^ ^^^ ^i^^ ^ ^ 1 岸 ^ ^ 

臼 " " " " " ^ J ^ 仍 墩 ^ J ^ ^ / J 」 " 。 ^ ^¨。 "足 " ' U l̂ ^̂ ^ ̂ L ^ l Z u " 。 口 T X u ^^ l ^ u 」 u^C l 口 」 1 本 ^ t 3 / J " " 。 ' 。 。 " " 

^ b 帖 蕾 ^ ^ t t + ^ ^ rVT / ^ t 生 l 1 ^ll ^17 ^ ^ 7 ^ 可 「 ^ 七 ^ 4 ^ /^nn Z ^ ? r 库 ] 士 女 廿 " + 再 3 ^ ^ 7^^^ ^ ^ ^^^^ ;^+^ ^ ^ ^ 

^ ^ ^ ^ ^ ^ ^ 个 日 门 t 3 ^ ^ 」 口 J ^JL ^「·^LJ ^ l U o L J a l ; n ^ L lJb^'l-^^^么^ 3^^b / ^ 」 秘 T l ^ 米 ^ 1 i 3 / ^ 叫 k ^ ^ ^ L ' l ^ ^ ^ 似 ^ 职 ^ 尸 

; ^ ^ r V ^ ^ k t " ， " " 「 " ^ ^ t ^ t ^ ^ 4̂ l̂̂ ^ ̂ / ^ n ^ ^ 「 「 

W ^ J l ' J l X L ^ ^ A^^L /J^^ ̂  l l ^ l 4 J w 。 ' " " 。 ' 

、 一 ， 、 、 ， 、 、 、 、 

怕:散一·含有纯的微生物或成分预先确定的微生物混合物并可改进植物或作物 

的特性的任何制剂。士 

11 

[ 2 2 1 9·生物控制剂是指 

、 、 、 、 、 、 ， 、 、 -

--种活的生物体或源于此种生物体的生物活性物质，用于预防、消除或减少植 

、 、 

物疾病和害虫或不希望有的植物。干 

^^ 1^一申习七大洪%甘^止米叫^^，&，^ A^生库全文帖^^ n̂ ^ w 二 七 弘 性 ^ ^ 、 去 毛 娄 
" - " t " V 一 " r V " ^ 。 、 二 个 " " ' " " 一 。 u 。 。 " 大 工 ? 1 ^ n v l / ^ ^ ^ U ^ 叫 ' " " 一 门 " " " " " 、 " " 、 个 

子士 
^ ^ ^ l o 

1 1 ^ A ^ - ^ - ^ ^ ^ ^ x F ^ ^ L ^ ^ ^ ^ n —r^ ^^P tr ^^^ 

在有无必要为该词下定义这一点上，各代表团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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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 A ^ vr^r 4 t t ^ h ^^ 

^ - [ 2 3 2 0 植 物 隔 离 检 疫 能 力 是 指 
< ^ u ^ ^ ^ ^ ^ h F ^ 7 7 r r _ L + d ^ ^ r L A n m ^ ^ p 4 ^ A ^ l ^ p 一 " 一 & 

在进行涉及对植物种群构成向度感染或曼延危险的植物病原体和害虫的植物检 
" " " " " 一 " 

疫活动时为防止向环境中释放生物体或其一部分和活性物质而米用的安全做法、 
竹 " " ^ 压 ^ ^ ^ + l r + ^ ^ I ^ 7^11 ̂ ^ ^̂ ^̂  ^k^h 」 r - w 欣 工 

建巩物设计和叹各。此种驼力由下列条件构成:建巩物各自独且或一个结构的各 
" " " - ^ ^ ^ ^ ^ L ^ ^ + ^ ^ 」l ^ ^ l ^ I ^ ^ A A ^ ^ ^ u ^ 1 — ^ 」 l ^ 

个部分可明确划分 来，并具有一些特性，其中至少包括:通过市门廊的进口门 
^̂ ^̂  ̂ ^^ ̂ t^l ^7EE^ t u E ̂ ^ ̂ ^ ^^bb ^ g ^ o ^ ^ ^ r 4 ^ ^ ^ A ̂  ^HEE Ll」l I v t ^kk ̂ ^^ ̂ ^ ^tJ^ ̂ ^^ ̂ A ^ T^7 Î 

对出入实行控制;有洗手汉施;能够对环境具有负压;排出的废气经过司效率微 
l^^ ^ ^^ ^ ^ U ^ C ^ n A ^ ^ t ^ ^ ^ ^ ^ ̂ ^^ F^^; ̂ ^^ ̂ ^ M m ̂ ^̂ ^ F ^ ̂ l / ̂ P -̂ -̂ , k L ̂ ^ ̂  」 G ^ ^7^r n ^ ^ ̂ ^ n 4 4 h 4 ^ ̂ d ^ y p ̂ ^ 

粒空气(HEPA)过滤、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万法消母。所有废物均经过适当的化 
学或物理处理予以消染后才排入公用或共用系统。士 
^ / t 倍 虎 兹 旦 ^ ^ 

di^4 ̂  ^ ^ ^ ^ ^ ^ l ^ u — ^ ^ ^ l ^ J ^ 

舀 拢 沈 ^ ^ 厅 7 k — 胁 R ^ ^ ̂ ^ 「dh「韩「芒斗^^fl鹿^^^r^rr ^^ ^ n 尚 料 ^ ^ f ^ U ^ 女 

入 ^ u ^ ^ ^ l ^ ^ ^Ll l^^ ^ ^ 卜 。 " 川 「 " ' " " " 丛 L " " " " " 私 " " r — ^ ^ L L p 玖 " " 十 。 

n ^ 儿 七 沈 台 ^ ^ 9 ^ 兰 

山 J " " 芥 ^ J L ^ ^ ^ J · 牡 J R 

/仁 w L庐 J ^ R ^ h 煞 七 

^ ^^ ^1^^ ^ ^ ^ ^ ^ " ^ H ^ u ， ^ ^ ^ o 

^ ^ - k k「 ^能立生旦^兰 

4 ^ v ^ ^ " 」 仙 " ^ L ^ ^ L 八 J R 

^^ ^^^ T ^ I 能 n ^ 矢 ^ ^ h 3 ^ ^ 4 ^ ^ 

'^/ u lt·- ^ y J ， ， L 4 叫 口 ^ ^^ L^^ / L o 

^ ^ 可 ^ 1 ^ 羡 旦 ^ ^ 

叫 " ^ ^ 1 ^ ^ 1 ^ 足 " " 

离 咸 ^ ^ ^ + 4 f l厅 i r .—阻 ^ h d ^ ^ R HHh瓦^L^^^ A ^ f r 迁 ^ n ^^ ^rr ̂ h ̂ ^ 亥 

人 ^ L : l ^ 介 ^ 口 臣 卜 ^ 人 " … ^ J / ^_l l ^ ^ " " 私 " " 一 U 私 " e ^ 4 ^ ^ —^—^ o 

13 

入 " 斤 一 刘 ， 

[ 弟 二 犬 ] 
^ ̂ Jh ^ ^^^ ̂ tit ̂ ^ ̂ ^=^ ^ v ^ r w ^ ̂ ^ 7;1I ^ J ^ :^^ ^ ^ r w 「 ^ T ^ ^ r ^̂ ^̂ ^ J ^ ^ v 」 r ^ ^ g Z ^ 4 N v ^ ^ r ̂ H ^ r w ^ ̂ ^ P i l i ^ ^ E ^ ̂ ^; 

与其他具体措施有关的下列术语定义可在讨论之后移至议定书的适日早下内。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21和第22款所载的定义应列入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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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kzr准^^ ^ ^^ ^. î 兰 

4Jl^^^ 14^^ 1 卜 " " ^ ^ P p u ^ ^ 4 F J ^ 

反 ^ ^ ^ t 4 ^ ^ r 同 ^ 1 - 入 廿 卢 入 " ^ z ^ 廿 二 ^ ^ ^ 入 " 钵 ^ c ^ 17/4^ ^Al^ T ^ t 均 · ^ P 枝 ^ ^ l̂ 3 ^ r r 妆 " ^ ^ ^ ^ A t +^7^ 

一 习 " ^ ^ J l ^ ^ ^ ^ b 44^1 ^ ? 1 ^ P ^ 4 ^ ^ O y ^ L ^ ^ ^ b ^ ^t / ̂ ^4 H 4 4 ^ ^ K^t^ 4 ̂ ^ 4 t \ \ 川 · 。 一 小 1 ^ ^ w 斗 ^ ^ ^ " ， 卜 ^ 1 ^ v^ v ^ u ^ 、 叩 ， ^ ^ 

^^r 4r-^ v^^ r ^ ^ 虫 拈 狂 ^ ^ ^ ^ r 7 ^ ^ 4 ^ ^ ^ ^ ^ ^ ^ ^ ^^^ zr^ 」r^^ / ^ ^ ^ r GGc"蚕rw^址里a:^"" 

^ c ^ ^ ^ l F E u u / v ^ ^ ^ ^ ^ " " y J ^ E L 租 环 " ^ ^ ^ ^ L u u u u l ^ L z 7 ^ ) ^ 1 扣 ^ 「 m ^ ' u ^ ^ ^ ^ ^ ^ ^ T H l人咱 F r o 

^9^^·周界，在设施调查的情况下，是指 

通过地理坐标或在地图上描述而界定的围设施一周的边界: 

(a)请求周界是指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按照附件D第三节第1款(^)项 

的规定在请求中指明的周界; 

(b)替代周界是指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附件D第三节C部分的规 

定提出的用以替代请求周界的周界; 

(C) 终周界是指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之间按照附件D第三 

节C部分的规定进行的谈判所产生的周界。 

捣22·入境点/出境点是指 

经缔约国恨掂本议定书指定的供调查组和访查组抵达该国或于任务完成后离  

该 国 的 一 地 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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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遵约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第三条 

D · 宣 布 

一、宣布的提交 

1·每一缔约国应向本组织宣布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存 

在或在指明的时期内曾经存在的以下所列的所有活动或设施，无论其所有权或控 

制权的形式如何。 

3·所有按照以上第卫款提交的宣布均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180天按附录中的适当格式提交本组织，年度宣布则应至迟于其后每年4月30日 

提交。 

[4. ̂ 4 ^行理事会可定期审查宣布格式的结构和内容，以确保第三条D节的 

有效执行和实施。任何缔约国均可对宣布格式提出修改案，而执行理事会应对此 

种修改案加以审查。在审查宣布格式时，执行理事会除其他外应考虑到可能会影 

响宣布格式的实际结构和内容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初 始 宣 布 

(A)在本议定书对每一缔约国生效前进行的进攻性生物及毒素战万案 

和/或活动 

6·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不至第3款宣布它是否在[ 1 9 2 5年 6月1 7 

日][1946年五月1日][1975年3月26日]以后的任何时间 

[进行过任何逃攻性生物及毒素战方案和/或活动。] 

^4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款应从此处删去，因为关于修正的第十四条已对宣布格式 

的修改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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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发展、生产、储存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或保有过以及是否在同一时期内使用过: 

(a)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物剂 

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 

(b)为了将此种物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 

或运载工具。 

[宣布中应概述任何研究与发展活动，并应概述下列领域的任何工作:出于敌对目 

的或为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而生产、[试验、评价、]武器化、储存或获取微生物 

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以及此种物剂、武器、设各或运载工具的销毁。[宣布 

中还应 列已在以后转用/拆除或销毁的所有参与设施和试验场。皿 

(B)在本议定书对"每一缔约国生效前进行的防御性生物及毒素战方案 

和/或活动 

7·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卫至第3款宣布它是否在[1946年1月1日以 

后的任何时间] [ 1 9 7 5年 3月 2 6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对于1 9 7 5年 3月 2 6日 

以后加入《公约》的缔约国，则是否在《公约》对其生效以后的任何时间] 

[1991年12月3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 [从该缔约国提交首次年度宣布的5年前算起 

的任何时间] [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前的任何时间]作为任何努力的一部分而进 

行过旨在[直接]保护或[直接]防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 

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的以T(b)项所指万案和/或活动。 

[如果进行过此种万案和/或活动，缔约国应在宣布中概述: 

(a)作为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一部分的活动的总的目标; 

(b)作为此种万案和/或活动的一部分而避行的与预防、致病力/毒力、诊 

断技术、检测、空气生物学、治疗、毒素学、人身防护、消染有关的 

任何研究与发展[、试验或评价和生产]。] 

8·每一缔约国若后来发现任何当初末予以宣布但按以上第6和第7款倘若原 

先知悉须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1年内予以宣布的情况，应至迟于发现此种情况 

后180天宣布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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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年内进行的防御性生物及毒素战方案和/或活动 

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 

[(a)所有从事旨在检测和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 

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影响并/或预防、减少和消除生物及毒素 

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的影响的研究与/或发展、试验和评价、生产 

和储存的防御性生物及毒素战方案和/或活动的存在/不存在; 

(b)参与此种方案和/或活动[并进行涉及微生物或毒素以及仿效其性质 

的物质的工作]的所有设施。] 

或 

[(a)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作为旨在[直接]保护或[直接]防 

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 

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的方案和/或活动的一部分而进行过任何[研 

究与发展] [试验和评价、生产]活动。[如果进行过此种活动，缔 

约国应宣布: 

[(1)所有此种活动; ] 

(2)此种[研究与发展] [试验和评价、生产]方案和/或活动的总 

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及供资安排; 

(3)概述作为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一部分而进行的关于预防、致病 

力/毒力、诊断技术、检测、空气生物学、医疗或毒素学、人身 

防护、消染的研究与发展[、试验和评价] [以及生产发酵能 

力^ J 

^̂ ^̂  「n三种设施中的一种设施: 

(^)专门从事以-L(a)项所指方案和/或活动的技术人员和科学人员工 

作量为5个或5个以上人工年的所有设施;或 

(^)从事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此种人员有5名或5名以上的所有设 

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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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缔约国专门拨给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资金总额中各占? %以上 

的所有设施。 

如果根据本项须宣布的设施少于5个，还应在同样基础上宣布在缔约国[专门从事 

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科学人员和技术人员[人工年]总数中占10%]^[专门拨给此种方 

案和/或活动的资金总额中占…沟以上的所有设施; 

(^)之二 列超过…但少于…的末按以?(b)项宣布的所有设施，并按附 

录D提供与此种设施有关的一般资料^ ] 

或 

[(b)按下列规定宣布从事以?(a)项所指的关于致病力/毒力、空气生物学 

或毒素学的研究与发展的设施: 

(1)宣布专门从事本项 头部分所指活动的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员工作 

量 高的至多5个场区的所有此种设施;以及 

(2)如果专门从事本项 头部分所指活动的技术人员和科学人员的工 

作量超过人工年的场区多于5个，则宣布所有此种场区的设 

施; ) 

[(c) 列专门从事以?(a)项所指方案和/或活动的科学人员或技术人员工 

作量超过[2]个人工年但少于[5]个人工年的末按以上(b)项宣布 

的[场区内]所有设施，并按附录D提供与此种设施有关的一般资 

料 。 ] ] 

或 

[(a)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作为专门为了检测或保护人、动物或 

植物不受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 

毒素之害或评估使用此种物剂的影响的方案和/或活动的一部分而进 

行过任何研究与/或发展、试验和/或评价或生产; 

(b)参加此种方案和/或活动并从事下列^作: 

(1)研究与发展; 

(^)试验和/或评价; 

(3)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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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作涉及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领域的所有设施; 

(1)预防以及治疗人、动物和植物; 

(2)空气生物学; 

(3)检测; 

(4)消染; 

(5)致病力和毒力; 

(6)毒素学。] 

1 0为以上第9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1 5 

(D)疫苗生产设施 

11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在基本生产封 

闭[或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发酵器和/或生物反应器、含胚卵或其他手段生产过 

或使用发酵器和/或生物反应器、含胚卵或其他手段生产并使用浓缩法或分离法回 

收过可引起特定保护性免疫反应并且用作下列物品的成分的微生物或物质: 

(a)供公众使用或供武装部队使用的或经缔约国政府主管部^门特许、登记 

或以其他方式核准其分发或销售的任何人类疫苗; 

(b) [供公 销售的] [公众可获得的或]经缔约国政府主管部门特许、登记 

或以其他方式核准其分发或销售的任何动物疫苗。 

(E) 严密生物封闭[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设 

施 

12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被定为第二条第12/12之二款 

申界定的 严密生物封闭[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的所有设 

施 。 

^5需进一步审议:触发标准的用语定义究竟应列入关于宣布的一节的此处，还是 

应列入关于定义的一条内。此处虽列入这一款，但不影响这个问题的 后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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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设 

施 

13·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被定为第二条第11/11之二款 

中界定的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 [并且工作 

涉及所列物剂或毒素]的所有设施，但不包括纯粹诊断和医疗设施。] 

[(G)植物病原体封闭 

14·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被定为第二条第13款中界定的 

植物病原体封闭的所有设施。] 

(H)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15·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了涉及附 

件A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下列任何活动的每一设施; 

[(a)在高度生物封闭(BL3)保护区内进行研究与发展; ] 

(b)生产[并旨在回收]附件A所列[一种或一种以±] ^任何一种] 

物剂和/或毒素并在其过程中使用了: 

(1)合计内部容积为[1o] [25] [50] [Io0]升或[1o] [25] 

[50] [Io0]升以上的任何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或 

(2)流率可大于每小时[2]升的连续式或灌注式发酵器/生物反应器; 

或 

(3)合计内部容积为[1o] [50] [1o0]升或[1o] [50] [1oo] 

升以上的化学反应罐或回收设各;或 

(4)每年超过[1,ooo] [2,0o0]个含胚卵;或 

(5)每年超过1，000升组织培养基或其他介质; 

[(c)将核酸序列加入附件A所列的某一物剂; ] 

[(c)将任何可增强致病力/毒力或促进毒素或其毒性亚单位的产生的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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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加入附件A所列的某一物剂; ] 

[或] 

[(c)修饰与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有关的核酸序列，从而造成或 

导致抗原性或免疫原性改变或耐抗生素性、稳定性或毒性或致病性增 

强或易于生产; ] 

[(d)将附件A所列某一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核酸序列密 

码或此种毒素的亚单位的核酸序列密码加入任何微生物体，从而产生 

一种具有致病性或毒性的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体(包括促进毒素或其 

毒性亚单位的产生卜] 

或 

[(d)将附件A所列某一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核酸序列密 

码或此种毒素的亚单位的核酸序列密码加入任何微生物体，从而产生 

一种致病性或毒性得到增强的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体^ J 

[(e)有意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或从事任何涉及已气 

雾化的附件A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彻通过呼吸道对动物施用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 

或 

[(e+f)在下列气雾试验室申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 

化: 

(1)静态型气雾试验室;或 

(2)爆炸型气雾试验室;或 

(3)合计内部容积为5立方米或5立方米以上的动态型气雾试验 

室。]·6 

[(9)在 严密或高度生物封闭[BL3或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医局 

分类办法]装置中维持培养物收藏。]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一案文应与设备清单中的用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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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设施有以下情况的，不应按以上第15款宣布:设施的工作涉及所列物 

剂和/或毒素完全是为了[检测、鉴定或]诊断人类疾病、动物疾病或植物疾病， 

或为了进行医疗或预防活动，或为了作食品或水的卫生检验，或为了检验抗微生 

物制剂、疫苗、类毒素或免疫球蛋白制剂[、杀虫制剂]的效用[，或为了作关 

于农用杀虫剂安全性的非临床研究]。] 

[(1)其他生产设施 

17·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符合下列情况 

的每一设施: [在高度生物封闭(BL3)条件T] [在基本生产封闭条件下] 

(^)生产过，或 

(2)生产并使用浓缩法或分离法回收过; 

直接或经化学修饰后用作下列物品的活性成分的任何微生物[或其他物质]= 

(1)用于预防或治疗人类疾病和动物疾病的、除供人类和动物用的疫苗或 

食品利饮料以外的任何制剂;或 

(2)诊断试剂;或 

(3)生物控制剂或植物接种剂; 

并在其过程中使用了下列物件之一: 

(a)容积大于[300]升的任何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或 

(b)流率大于每小时[2] [50]升的任何连续式或灌注式发酵器/生物反 

应器;或 

(c)每年超过15,000个含胚卵;或 

(^)每年超过10,000升组织培养基;或 

(e)每年超过10,000升生长介质。 

[18·如果设施完全是为了下列目的而生产微生物剂或生物剂或毒素，则不 

应按以上第17款宣布: 

(a)生物法治疗或废物处理;或 

(b)制造供销售或使用的肥皂、化妆品、洗涤剂、肥料[、药品非活性成 

分] [、药品]或供人或动物用的食品或饮料;或 

(c)以?(b)项所列产品的研究与发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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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项所列产品的制造法传授。]] 

[(J)其他设施 

19·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过涉及任 

何生物剂和/或毒素的活动并且符合下列情况的每一设施: 

[(a)拥有容积为[0.I] [I0]立方米或[0.l] [I0]立方米以上可从事 

涉及微生物或毒素的工作的气雾试验室] ; 

[(b)拥有容积为升或升以上、气雾微粒质量中值直径不超过 

[10]微米的露天气雾撒布设备，但不包括属于农业、卫生保健或 

环境、畜牧业或林业用途的设备^ ] 

[(c)在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内进行过旨在增强致病力、毒力、稳定性 

或耐抗生素性或化学或物理消毒手段或旨在改变宿主范围、感染途 

径或鉴定或诊断的容易程度的基因修饰。]] 

祈廿三 "上 T 

20·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的附件A 

所列物剂和/或毒素、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所有国际转让。]·7 

[(^)宣布《公约》第十条及本议定书第七条的执行，请况18 

21·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为执行《公 

约》第十条及本议定书第七条而个别采取的或与其他缔约国、本组织和其他国际 

组织一起采取的所有措施。 

17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主席之友为转让及转让请求数据拟订的格式可能需作适当修 

改，以顾及可能载入议定书的旨在加强执行第三条的准则中的规定。需进一步审议是否 

需要此种准则。 

^8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该节移至第七条。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该节应保留在原 

处，以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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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每一缔约国应[有权]宣布任何违反第十条下的义务对用于和平目的的 

生物材料、设各和技术的转让施加的限制。] 

[ 通知 ] 

[(M)国家立法和规章19 

23·每一缔约国[应在本组织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于[10]天内] [可在自愿的 

基础±]按照以上第1至第3款提交一项宣布，其中列明管理、规范、指导或以 

其他方式管制下列准入的立法、规章、指示、命令或其他行政和法律措施的编 

号、日期和标题: 

(a)对生产、处理或储存病原体或毒素的建筑物或其他结构物的准入; 

[(b)对被怀疑或已知发生了对人、动物或植物有影响的传染病的建筑物 

或其他结构物或区域的准入。] 

如果所列的法律措施有任何修改，缔约国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此种修改生效后 

[90天]内或此种修改在其国内颁布后[90]天内通知所作的修改。 

2 4 · 如 果 一 缔 约 国 : 

(a)被请求按照本条E节的规定作出澄清;或 

(b)对按照本条D节第二小节选定加以访查的某一设施或区域具有管辖 

权或控制权; 

本组织可请有关缔约国提供与有待澄清的问题或有待访查的设施直接有关的、其 

标题己按第23款宣布的特定文件的副本。该缔约国[应] [可]在收到此一请求 

后天内提供此种副本，如果有可能，应以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提供。本组 

织应只在对履行其职能有必要的情况下才提出任何此种请求。] 

19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节应移至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附件G，或在本议定书关于国 

家执行措施的第十条内作出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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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疾病的突发 

25·每一缔约国应按照附录……于天内向本组织提供在其领土上发生的 

[与《公约》相关] [并且不属于地方病]的疾病突发情况的有关资料。 

26·如果一缔约国己向某一有关国际机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和 

粮农组织提交了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该国际机构已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本组织， 

应视为该缔约国履行了本小节第25款所规定的义务。] 

[(^)超过现量阂值的情况 

27·每一缔约国应按照第三条c节第5款尽快向本组织提供任何须宣布的设 

施现时(或计划)储存的任何所列物剂或毒素的数量超过A附件中规定的现量阅值的 

情况。所提供的情况应包括:设施的具体情况、物剂(毒素)名称、其 大数量、有 

关活动的总的目的和活动时期。如果本组织提出要求，还应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情 

况，以便在遵守本议定书的规定上做到必要的透明。] 

20 一些代表团对纳入此节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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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宣布之后采取的行动 

1·技术秘书处应接收、处理、分析和储存各缔约国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提交 

的宣布。 

2·如果收到己经提交了自己的宣布的一缔约国的请求，总千事应按照本议定 

书第四条及附件E所载的保密规定向该缔约国提供其请求中指明的其他缔约国的 

初始宣布和/或年度宣布的副本。总干事应同时告知有关缔约国其宣布的副本已提 

供给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3·为了促进履行本议定书下的宣布义务，技术秘书处应; 

(a)处理并分析所提交的宣布; 

[(b)按以T A部分中载明的程序，每年对[宣布的设施^ 「生物战防御 

设施和B^^设施按比例原则]进行限定次数的访查; l 

(c)在按以上第3款(a)项所作的分析中发现任何只与宣布的内容有关的 

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况时，按以T B部分中载明的程序， 

请有关缔约国作出澄清; 

(^)向各缔约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其编写个别设施宣布和国家宣布， 

包括按以TC部分中载明的程序，根据请求访查一缔约国。 

4·一缔约国若发现另一缔约国的宣布中有任何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 

况，可按照本条E节的规定请有关缔约国作出澄清，或可启动以T R部分中载明 

的澄清程序。 

访查时间表 

5·根据本条进行的所有访查的总次数每日历年不得超过^75] 「 ̂ 40]次。 

5之二·根据第3款(b)项进行的访查的次数应占第5款所指访查总次数的至 

少一半。根据第3款(^)项和C节递行的访查的次数应占第5款所指访查总次数的 

至少四分之一。任何一年内因第3款(c)项或第4款所指程序引起的第一次访查应 

从第3款(b)项所指访查的配额中扣除。其后根据第3款(^)项或第4款进行的任何 

访查应轮流从第3款(d)项和C节所指访查的配额以及第3款(b)项所指访查的配额 

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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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第十三条举行的首次审议会议可视资源的多寡及本议定书的执行情况 

修改本节第3和第5款所指各类访查的次数。其后的缔约国大会每届会议可修改 

分配给第5款和第5款之二所指各类访查的次数。 

年度计划 

6之二·每年年底，总干事应拟订下一年的访查时间表。各缔约国应尽可能 

至迟于每年12月1日提出自愿援助访查邀请和已知的自愿澄清访查邀请，以便总 

干事能够拟订下一年的访查时间表。一旦收到此种访查邀请，总干事即应将其列 

入下一年的访查时间表。 

7·总干事应将载有自愿援助访查和已知的自愿澄清访查的详细时间的时间表 

提交执行理事会每年的第一届会议。如果邀请的数量超过上述 高限额，总干事 

应向执行理事会每年的第一届会议报告此一事实"如果该年的自愿援助访查邀请 

数量超过按第5款初步安排的次数，总千事应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此一事实。总干 

事还应根据缔约国提交的资料和可供利用的资源多寡，就每一访查的优先次序提 

出建议。 

8·执行理事会应就该年的计划作出决定，包括必要时在邀请的数量超过本节 

所规定的总的限额的情况下就如何行事作出决定。 

9·总干事应至迟于执行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结束后7天将该年计划进行的自愿 

援助访查私任何尚未进行的第3款00)项和第4款所指访查的时间表告知所有缔约 

国 。 

年度计划的审查 

10·总干事应每隔三个月或必要时不到三个月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每 

类访查执行情况及关于尚未付诸执行的自愿援助访查和自愿澄清访查邀请的报 

告。执行理事会若认为有必要，可决定调整第5款所指各类访查的初步分配比 

例。总干事应向执行理事会下一届会议通报对访查时间表所作的任何修改。 

10之二·如果有任何一类访查的次数因以上第5款之二中载明的程序而小于 

为该类访查分配的 低次数，执行理事会应就任何扣除或重新分配作出决定，并 

视必要重新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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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访查 

目 的 2 1 

13·技术秘书处应按照本小节第5、第7和第10款的规定，进行属于建立建 

立信任性质的、本小节第3款(b)项所指的访查。此种访查应在与被访查缔约国合 

作的情况下通过下列途径促进本议定书的总的目标: 

[(a)提高适用本节的规定的设施的透明度; 

(b)检查缔约国提交的宣布中有无不一致之处; 

(c)帮助技术秘书处根据本节的规定对全球宣布的设施和活动的 新情况 

具有和保持全面的了解。] 

14·此外，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知时如此请求的话，应将访 

查期予以延长，但至多延长2个工作天，使访查组得以尽可能就第七条第款 

所列的任何事项向被访查缔约国和/或被访查设施人员提供技术咨询或信息或进行 

第七条D节第19款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此种援助访 

查所需的资源应从本组织预算关于技术援助的部分中拨付。 

设施的选择22 

15·在每一日历年内，技术秘书处应以随机万式选出本小节第3款(b)项所指 

的一些设施加以访查。选择机制应确保: 

(a)按设施的科学和技术特性在适用本节的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各类设施 

之间分配此种访查的次数; 

[(b)按比例原则选择进行此种访查; ] 

或 

2，需进一步审议访查的总的目的，即:具体而言，究竟是为了核证和查对宣布的内 

容，还是为了提高宣布的活动的透明度，或者是两者兼有。 

22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还需对这个问题进行概念方面的工作，然后才能 后确定具 

体的选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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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提交宣布的各缔约国之间尽可能广泛和公平地分配此种访查的次 

数; ] 

(c)在每五年期内对任一设施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不超过2次; 

(^)对任一缔约国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每年不超过2次; 

(e)使人无法预测对任一设施进行此种访查的确切时间。 

缔约国大会可根据本款的实施经验，在任何时间修改选择机制。 

期 限 

16·根据本部分迸行的访查可长达连续2个工作天。此一时间不包括检查核 

准的设各的时间。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一致同意，访查期可予以延长。 

17·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知时请求延长访查期，则访查期应 

根据本节第14款予以延长，但至多延长2天。 

设 各 

18·访查组应仅将核准的设备清单所列的即时成像相机、磁带录音机、个人 

计算机和防护设备带入被访查设施。任何其他核准的设备须经被访查缔约国事先 

同意方可带入设施。将另外的核准的设各带入设施的任何请求均应保持在必要的 

低限度内，并应在通知中载明。被访查缔约国应在确认收到通知时对此种请求 

作出答复。 

19·即时成像相机和磁带录音机应仅用于为编写访查报告收集事实性资料。 

相机的使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情决定，而且即时成像相机和磁带录音机应仅由 

被访查缔约国代表操作。在宣布的设施使用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应征得被访查缔约 

国的同意。 

行政安排 

20·被访查缔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访查组必需的便利，如:通讯手段、为 

完成询问和其他任务所必需的口译服务、国内交通、工作区、住宿、膳食和医 

疗。被访查缔约国可尽其所能提供访查组所请求使用的核准的设备。被访查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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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根据本款提供任何协助所涉的费用应由本组织在收到被访查缔约国的经过核证 

的明细偿付要求后30天内偿付。 

访查前的活动 

任务授权 

21·总干事应为访查下达标准的任务授权。此一访查任务应限于实现本节第 

13款中载明的目的。任务授权中应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e)根据以上第18款提议带入设施的核准的设备;和根据第18款征得被 

访查缔约国同意的任何另外的设备; 

彻为访查组履行其任务所必要的对访查组的作业指令。 

22·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知时要求访查组提供技术咨询或信 

息或进行第七条D节第19款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则 

访查任务授权中应酌情补列此种活动，并应在访查活动结束后进行此种活动。应 

在访查 始前尽快将访查任务授权中补列的活动告知被访查缔约国。 

23·每次访查的任务授权应由总干事向访查组组长下达。 

通 知 

24·在访查组抵达入境点前10个工作天，总干事应将打算对某一宣布的设施 

逆行访查一事通知被访查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同时应将访查任务 

授权告知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应在收到此一通知后24小时内确认收到此 

一通知。通知申应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皂称; 

(b)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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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查组将抵达的入境点以及抵达的方式; 

(e)访查组抵达入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彻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9)访查组根据以上第18款请求带入被访查设施的另外的核准的设备; 

(^)关于技术秘书处认为可能适于在所要访查的设施进行的、对设施可能 

有益的任何现有的合作及援助活动或方案的资料。 

25·缔约国在确认收到此一通知时，应对带入另外的核准的设备的请求作出 

答复。被访查缔约国还可表明它是否需要访查组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以及指明它 

请访查组进行第七条D节第19款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哪些技术援助及合作活 

动，但这不妨害该缔约国在避行访查的任何时间请求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的权 

利，而此种技术咨询和信息应尽可能在访查结束后提供。 

访查组的任命 

26·总干事应考虑到所要访查的设施的特性，只从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1至 

第10款所指派的技术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中任命访查组的成员。应充分考虑到在 

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地域基础上选择访查组的成员。总干事应将访查组的规模限 

制为适当履行任务所必要的 小规模。在任何情况下，访查组的成员不得超过4 

宅。被访查缔约国国民或(如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访查组的成员。 

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的指派 

27·被访查缔约国可指派人员协助被访查设施的人员、为访查组作准备和接 

待访查组。被访查缔约国应指派被访查设施的人员在访查期间陪同访查组。 

访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检查核准的设各 

28·设各应由技术秘书处加以密封，以表明设备经过适当认证，确属核准的 

设各。被访查缔约国有权检查访查组的设备，包括被访查缔约国同意的另外的设 

备，以确保设备密封恰当、列于核准的设备的清单内并且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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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申规定的标准。被访查缔约国可剔除不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40款及以上第18 

款的规定的设备，并可在调查期内一直将此种设备留置在入境点。 

29·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应彼此合作，以履行任务并保护被访查缔约国的 

利益。 

30·在这方面，被访查缔约国应: 

(a)在被访查设施内按以下第32至第35款向访查组提供足可使访查组履 

行其任务的准入。设施内一切准入的性质和程度，包括对设施内资料 

的准入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定; 

(b)允许访查组进行其提议逆行的与履行其任务相关的本节第36款所指 

活动; 

(c)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商业所有权资料; 

(^)尽力提供所必需的资料，使访查组能够按照第13款实现访查的总的 

目的。 

3 1 ·访查组应 : 

(a)仅收集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并将访查过程中获得的含有商业 

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含有此种资料的 

任何资料、文件和数据视为机密并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此种资 

料、文件和数据; 

(b)安排其活动，以确保能够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按照访查任务授权及 

时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并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避兔麻烦被访查缔约国以 

及打扰被访查设施; 

(c)尽量避免妨碍或延误设施的运转。特别是，访查组不应操作设施的任 

何设备; 

(^)严格遵守设施的既定安全规程和工作规程，无论此种规程是为保护人 

员、动物、植物、环境还是为保护工序或其产品而实施的; 

(e)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访查过程中获得的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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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访查组在抵达被访查设施后，应由设施代表向其介绍设施及在设施进行 

的活动的情况，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也可酌情介绍情况。设施代表可视需要由任何 

其他设施人员从旁协助。 

33·情况介绍不得超过3小时。介绍内容除其他外应包括:23 

(a)说明设施目前进行的宣布的活动的范围和一般情况，包括说明与宣布 

的活动有关的主要科学和技术资料，其中酌情包括相片、小册子、图 

样等书面和图像材料，如果有此种材料的话; 

(b)简述宣布的设施的背景，包括建成日期、目前的所有者、经营宣布的 

设施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或实体的组织结构，并尽可能概述宣布的设施 

在此一总的结构中的作用;设施的组织结构; 

(c)概述被访查设施的布局，包括实验室、设备及其他有关特性，包括提 

供一份地图或概图，图中绘出所有结构物和重要地理特征; 

(^)参与宣布的活动的工作人员人数和类别，并说明他们是军职人员还是 

文职人员，科学人员还是行政人员; 

(e)概述现行的安全规章，包括观察规则和检疫规则及防疫接种政策，并 

概述可能适用的任何其他管制机制; 

彻概述自 近一次提交宣布以来设施的活动或设备的任何有关变动情 

况; 

(9)说明任何封闭级别以及在或不在此种封闭条件下作业的理由，并说明 

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宣布的工作，包括主耍的目标和进行此不。p 

工作的理由; 

(^)说明被访查缔约国根据以上第25款请求进行的技术援助及合作活 

动; 

御概述处理或处置从宣布的设施排出的任何废物或废水所使用的方法; 

份概述与宣布的活动有关的任何实验动物使用情况; 

需进一步审议情况介绍的内容。对本部分的秉文，可能需根据关于触发宣布的标 

准的 后工作结果重新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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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访查所必要的行政和后勤安排。 

34·被访查设施应向访查组提供情况介绍要点的书面摘要。此外，它可酌情 

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诸如与情况介绍或巡视有关的资料。被访查设施还可酌情以 

书面方式提供情况介绍中涉及的任何进一步情况。访查组可同被访查缔约国和被 

访查设施人员讨论情况介绍的内容以及被访查缔约国和被访查设施人员提供的任 

何其他情况。 

巡视宣布的设施 

35·作为对情况介绍的补充，被访查缔约国应邀请访查组巡视宣布的设施内 

与访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区域。巡视的范围和性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斟酌决定。巡 

视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访查活动 

36·情况介绍和巡视结束后，访查组可提议进行下列活动中的一项或一项以 

上活动: 

(a)评估并与设施人员讨论被访查设施所作的情况介绍的内容和宣布的活 

动 

" 归 

(b)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与能够说明宣布的设施的活动中某一具体实情 

的设施人员进行讨论。被访查缔约国可委派国家代表答复有关国家卫 

生保健和安金立法及其他规章事项的问题，或就此种事项提供资料。 

所有讨论均应在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避行。访查组应仅要 

求获得为履行访查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C)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查阅与任务授权相关的文件，而这样做的唯一 

目的是帮助访查组了解在宣布的设施进行的活动; 

(^)再度访查与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相关的设施部分并察看设备; 

(e)被访查缔约国和/或被访查设施可酌情提供对宣布的设施内的其他区 

域的准入; 

彻被访查缔约国可在进行访查的任何时间允许访查组进行被访查缔约国 

认为可能有助于访查组履行其任务的任何其他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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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之二·调查组应以书面方式将其提议进行的活动告知被访查缔约国。 

37·如果访查组在进行以上第36款所指的讨论和活动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任何 

技术细节不一致之处，它可告知被访查缔约国。此种不一致之处不应载入 后访 

查报告。 

情况汇报 

38·在议定的活动结束时，访查组、设施人员和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应 会讨 

论访查的结果，并在必要时确认拟纳入初步报告的任何事实细节，而此一初步报 

告应对访查作事实性的描述。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则 

不应举行此一会议。 

访查后的活动 

合作及援助活动 

39·如果收到根据第14款提出的请求，访查组在完成与访查有关的其他活动 

之后，应按以上第22款或访查期间提出的请求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以及进行访查 

任务授权中补列的方案所包含的任何合作及援助活动。 

初步报告 

40·访查组应在访查结束后24小时内以书面方式向被访查缔约国代表提供一 

份初步报告。初步报告应仅载述访查组的访查活动[和实情访查结果]。访查组 

组长应在初步报告上签字。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也应在初步报告上签字，以表示其 

注意到初步报告的内容。 

41·如果在访查期间被访查缔约国向访查组提供了任何经被访查缔约国指明 

属于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末包含在宣布申的资料，则被访查缔约 

国可耍求在报告草案或 后报告中不纳入任何此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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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境 

42·情况汇报和^如果适用的话)相关的合作及援助活动完成后，访查组应尽 

快离 被访查缔约国领土。 

报 告 

报告草案 

43·访查组应至迟于访查结束后14天拟订一份报告草案，其申应收入初步报 

告的内容，并说明访查组在访查期间进行的合作及援助活动。如果被访查缔约国 

提出请求，报告草案中可载列技术性建议及本组织可进行的后续合作及援助活 

动。报告还可载列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对访查期间提供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有 

助于实现本小节第13款所规定的访查目的这一点提出的意见。 

44·报告草案完稿后，应立即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可对报告草 

案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以确保在实情说明和技术细节上做到准确，并使任何商 

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资料受到充分保护。被访查缔约国可指出报告中含有的 

任何被它认为属于机密因而应作为机密处理的资料。被访查缔约国还可指出任何 

由于其机密性质或由于被访查缔约国认为与访查任务授权无关而不应纳入 后报 

告的资料。任何此种意见均应至迟于收到报告草案后7天送交访查组。 

45·访查组应考虑被访查缔约国提出的意见。在拟订 后报告时，访查组一 

般应对报告草案加以调整，以反映此种意见。如果被访查缔约国指出有任何资料 

属于机密，调查组应从报告中删去此种资料。除非被访查缔约国另有请求，否则 

应将被访查缔约国对报告草案的所有意见作为附件纳入 后报告。 

后报告 

46·经访查组按第45款调整后的报告草案应成为 后报告。访查组应至迟于 

收到被访查缔约国的任何意见后7天将 后报告提交总干事和被访查缔约国。总 

干事[可] [应]按照第45款的规定，删去所有被指出属于机密的资料。[在一般 

情况下，总干事应根据请求，将 后报告的副本提供给任何其他缔约国，但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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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第四条第5款(^)项的规定，除非被访查缔约国另有表示。]或[总干事在征 

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后，可根据请求，将 后报告的副本提供给任何其他缔约 

国 。 ] 

[47·如果总干事认为被访查缔约国有必要通过修订或增补对宣布加以纠正或 

提交新的宣布，则总干事应在 后报告之后附上有关宣布申应纠正的事项的细节 

并说明理由，并应将其提交被访查缔约国。刀 

(B)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 

48·与一缔约国的宣布有关的关注应通过本条E节第1款(a)项和第3款中规 

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或通过本节中载明的程序加以解决。与此一关注有关 

的缔约国可主动请技术秘书处按照本节的规定对有关设施进行访查，以解决此一 

关注。 

请求作出澄清 

49·如果一缔约国认为另一缔约国的宣布中存在与任何宣布的设施或活动有 

关的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况，[或发现任何它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 

的宣布标准的设施而该设施未见于有关的宣布，]它应或者通过本条E节第1款 

(a)项和第3款中规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请该另一缔约国(下称"被请求的 

缔约国")作出澄清，或者可以书面万式请总干事为它启动本节中载明的澄清程 

序。请求应随附所依据的一切有关资料[，而在提交的宣布可能遗漏某一设施的 

情况下，此种资料应包括该设施被认为可能需予以宣布的理由及设施位置的界 

M ] o 

[50·如果一缔约国发现任何它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宣布标准的位于另 

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在另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而该设施未见于有关的宣 

布，它应通过本条E节中规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请该另一缔约国作出澄 

] 七
弓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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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任何末按本节第三部分所指的执行理事会的决定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缔 

约国，在其采取本小节第100和第101款所要求的任何措施之前均无权根据本节 

请另一缔约国作出澄清。 

52·在收到按以上第49款提出的请求后，或如果总干事根据以上第3款(a)项 

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存在只与一缔约国提交的宣布的内容有关的纯属技术性质的 

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况[或发现任何其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宣布标 

准的设施而该设施未见于有关的宣布]，总千事应以书面方式请有关缔约国(T称 

"被请求的缔约国")作出澄清。请求应随附所依据的一切有关资料[，而在提交 

的宣布可能遗漏某一设施的情况下，此种资料应包括该设施被认为可能需予以宣 

布的理由及设施位置的界划]。 

[53·如果澄清请求所涉及的设施被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的宣布标准而 

该设施未见于缔约国的宣布，被请求作出澄清的缔约国可斟酌决定使用本条E节 

第1和第3款中载明的程序或使用以下第54至第74款中载明的程序作出反 

应 . ] 2^ 

磋商，包括磋商会议 

54·被请求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此一请求后20天以书面方式向总千事作出 

澄清。如果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是一缔约国启动的，此一答复应至迟于总干事收 

到答复后24小时由总千事转交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55·在收到书面答复后14天内，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基于它应以书面方式 

向总干事说明的理由而认为此一书面答复并不解决问题，或如果总干事自己认为 

此一书面答复并不解决问题，则总干事应以书面方式请被请求的缔约国举行一次 

磋商会议，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可包括有关设施代表在内的被请求的缔约国 

的代表参加，以解决此一间题。 

56·被请求的缔约国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应为此一磋商会议作出安排。磋商 

会议应在总干事与被请求的缔约国议定的任何地点举行。只要有可能，磋商会议 

本款由主席之友提出，作为供进一步审议的处理未宣布设施问题的一种备选办 

法。特设小组第十七届、第十八届和第十九届会议期间未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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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被请求的缔约国的首都或其领土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举行。此一会议应至迟于 

收到举行会议的请求后10天 始，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57·如果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是一缔约国启动的，总干事应至迟于磋商会议 

结束后24 ̂ h时将会议结果告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58·与按照本小节第49至57款正在进行的或己完成的澄清程序(磋商)有关 

的资料，其中包括与磋商请求有关的资料以及此种程序所产生的资料，其分发范 

围应只限于技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 

非被请求的缔约国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但这不妨害提出请求的缔约 

国将问题提交执行理事会处理的权利。 

59·如果[请求] [邀请]进行[自愿澄清访查]，总干事应将此种资料作 

为机密提供给执行理事会成员。在进行访查的情况下，与此有关的资料的分发范 

围应只限于执行理事会成员、技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提出 

请求的缔约国，除非被请求的缔约国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如果根据 

本节进行了现场活动，访奄的 后报告的分发范围应只限于执行理事会成员、技 

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非被请求的缔 

约国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被请求的缔约国认为属于商业所有权资料 

或国家安全资料的资料不得纳入 后报告。 

自愿澄清访查 

60·此一访查应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并且应尽可能不以任何方式影 

响或打断设施正在进行的活动。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和访查组应彼此合作，以 

实现任务授权的目标。 

邀请进行自愿澄清访查 

61·被请求的缔约国可酌情在澄清程序中的任何时间，或在通过第49、第 

54、第55和第56款所指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未能解决此一关注的情况下， 

邀请技术秘书处按照[第79至第98]款的规定对有关的设施迸行[自愿澄清访 

查]，以求令人满意地迅速解决根据以上第49和第50款提出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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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访查有关设施的邀请应在以上第49至第56款所指的磋商过程中的任何 

时间或在以上第55款所指的磋商会议结束后尽快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此一会议结 

束后7天以书面方式送交总干事。此一邀请应附有邀请的原由、建议进行的访查 

的目的、所要澄清的具体问题和所要访查的设施的位置，并提供一份简图，图中 

标出并描述所要访查的具体地点和设施。 

63·总千事应确保此一访查请求得到接受，必要时可为此而对该年的总的访 

查方案加以调整。总干事若在执行本款的规定时受到资源方面的限制，应通报执 

行理事会，由其决定如何行事。 

64·总干事应按照本节第5至第10款的规定处理此一邀请。总千事和邀请进 

行访查的缔约国应考虑到总的访查时间表，共同决定访查的时间。如果无法就访 

查日期达成一致意见，则总干事和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使访查 

得以尽早进行。 

65·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既然表示愿意接受访查，就应确保访查组可获得 

对设施的必要准入，使访查组得以完成其任务。自愿访查应按照本小节第79至 

108款申载明的程序进行。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可酌情给予访查组更进一步的准 

入和权利。 

66·如果提交给总干事的一项调查请求所针对的问题与自愿澄清访查邀请所 

针对的问题相同，则在执行理事会就该调查请求作出决定之前，总干事应继续为 

自愿访查做准备但不得迸行此一自愿访查。如果执行理事会不批准该调查请求， 

即应进行此一自愿澄清访查。 

磋商会议之后的行动 

67·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磋商会议没有解决此一间题，则总干事应向 

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 

68·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如果适用的话)若认为磋商会议没有解决此一问题， 

应在磋商会议结束后7天内以书面万式通知总干事。任何此种通知中均应说明提 

出请求的缔约国为何认为先前实行的澄清程序末解决此一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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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如果以上第67款所指的条件成立，总于事应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在规定 

的时限内自愿接受澄清访查。总干事还应以书面万式就此一间题向执行理事会提 

交一份全面的报告，其中载列与本节所指澄清程序的实行情况相关的一切资料。 

执行理事会的审查 

72·如果被请求的缔约国末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总干事应通报执行 

理事会，而执行理事会应在其下一届常会上审议此一间题，并可除其他外: 

(a)决定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b)决定建议与被请求的缔约国进一步磋商; 

(c)决定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和/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避一步的资料; 

(^)决定请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协助解决此一问题; 

(e)决定将此一问题提交缔约国大会特别会议处理; 

彻考虑到个别的具体情况，决定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在规定的时限内主动 

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 

(9)以所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过半数决定启动澄清访查，此一访查 

应按本小节中载明的程序进行; 

(^)确定一缔约国启动的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是否遭到了滥用，而在遭到 

滥用的情况下，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是否应为此一滥用负责。如果确定 

属于此种情况，执行理事会应就适当的措施作出决定。 

74·在执行理事会审议此一间题的过程中，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 

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有权参加讨论，但无权参加就进一步行动作出任何决定。] 

期 限 

75·访查期的长短应由邀请递行访查的缔约国和总干事决定，但在任何情况 

下访查期不得超过2天。"访查期"是指从访查组抵达被访查设施到完成本节中 

规定的访查活动为止这段连续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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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76·访查组应仅将核准的设备清单所列的即时成像相机、磁带录音机、个人 

计算机和防护设备带入被访查设施。任何其他核准的设备须经被访查缔约国事先 

同意万可带入设施。将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带入设施的任何请求均应保持在必要的 

低限度内，并应在通知中载明。被访查缔约国应在确认收到通知时对此种请求 

作出答复。 

77·即时成像相机和磁带录音机应仅用于为编写访查报告收集事实性资料。 

相机的使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情决定，而且此种相机应仅由被访查缔约国代表 

操作。在宣布的设施使用另外的核准的设各应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 

行政安排 

78·被访查缔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访查组必需的便利，如:通讯手段、为 

完成询问和其他任务所必需的口译服务、国内交通、工作区、住宿、膳食和医 

疗。被访查缔约国可尽其所能提供访查组所请求使用的核准的设备。被访查缔约 

国根据本款提供任何协助所涉的费用应由本组织在收到被访查缔约国的经过核证 

的明细偿付要求后30天内偿付。 

访查前的活动 

任务授权 

79·总干事应为访查下达任务授权，而此一任务授权应限于澄清被请求的缔 

约国的宣布申作为按本节第49、第54、第55和第56款举行的事前磋商的主题的 

具体问题。任务授权应在总干事发出的访查通知中载明。此一任务授权应在访查 

组抵达入境点后立即告知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任务授权中应至少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尽可能精确的位置; 

(^)访查的目的以及与被请求的缔约国的宣布有关的、作为以上第55至 

第56款所指磋商会议的主题的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法;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1 ( P a r 

p a g e 4 1 

(e)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茗; 

彻将在访查期间按照以上第76和第77款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设施提交的宣布。 

通 知 

80·总干事应至迟于访查组计划抵达入境点前7天通知被访查缔约国和(如果 

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确认将进行访查一事。除其他外，通知中应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访查的目的以及所要澄清的具体问题; 

(e)入境点; 

彻抵达万式; 

(9)访查组抵达入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00)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彻访查任务授权。 

81·被访查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此一通知后48小时确认收到此一通知。该缔 

约国应确认接受建议的访查日期，或者建议另外的日期，但此一另外的日期距总 

千事建议的访查日期不得超过7天。如果总干事不能按被访查缔约国建议的日期 

行事，原先的日期应定为访查日期。 

访查组的任命 

82·总千事应考虑到所要访查的设施的特性，只从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 

款所指派的技术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中任命访查组的成员。应在尽可能广泛和公 

平的地域基础上选择访查组的成员。总干事应将访查组的规模限制为适当履行任 

务所必耍的 小规模。在任何情况下，访查组的成员不得超过4名。提出请求的 

缔约国国民、被访查缔约国国民或^^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访查组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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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的指派 

83·被访查缔约国应指派人员协助被访查设施的人员为访查组作准备和接待 

访查组，并在访查期间陪同访查组。 

访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检查核准的设备 

84·被访查缔约国有权检查访查组的设各，以确保设各密封恰当、列于核准 

的设备的清单内并且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40款中规定的标准。被访查缔约国可剔 

除不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39款及以上第91款的规定的设备，并可在访查期内一 

直将此种设备留置在入境点。 

访查的进行 

85·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应彼此合作，以履行任务并保护被访查缔约国的 

利益。 

86·在这方面，被访查缔约国应: 

(a)向访查组提供对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准入并在被访查设施内提供足可使 

访查组履行其任务的准入。设施内准入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访查组与 

被访查缔约国谈判议定] [被访查缔约国酌定] ; 

(b)允许访查组进行其提议进行的为履行其任务所必要的本小节第92款 

所指活动; 

(c)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商业所有权资料; 

(^)有权驳回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它认为此种问题与访查任务授 

权的目标无关或者会泄露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的话; 

(e)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提供替代办法以使访查组能够履行其任务，如果无 

法进行访查组按第91和第92款提议进行的任何活动的话。 

8 7 ·访查组应 : 

(a)仅收集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并将访查过程中获得的含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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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含有此种资料的 

任何资料、文件和数据视为机密并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此种资 

料、文件和数据; 

(b)安排其活动，以确保能够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按照访查任务授权及 

时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并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避免麻烦被访查缔约国以 

及打扰被访查设施; 

(C)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或延误设施的运转。特别是，访查组不应操作设施 

的任何设备; 

(^)严格遵守设施的既定安全规程和工作规程; 

(e)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访查过程申获得的所有文件和电子资料和数据的 

副本; 

彻有权说明访查组提出的但被被访查缔约国驳回的问题的相关性。访查 

组组长可要求被访查缔约国重新考虑其驳回此种问题的做法。访查组 

可在其 后报告中记述被访查缔约国不加任何解释地拒不准许询间或 

不准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 

情况介绍 

88·访查组在抵达被访查设施后，应由设施代表和/或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向其 

介绍情况。介绍内容应包括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问题相关的设施 

活动的范围及一般说明、设施布局细节和其他有关特性，包括提供一份地图或概 

图，图中绘出相关结构和重要地理特征。此一介绍应包括说明现行的安全规章， 

包括观察规则和检疫规则。在介绍过程申，还可指出被访查缔约国认为敏感的或 

与访查任务授权无关的区域。情况介绍不得超过^^时。 

89·被访查设施应向访查组提供情况介绍要点的书面摘要。被访查设施还可 

酌情以书面方式提供情况介绍中涉及的任何进一步情况。访查组可同被访查缔约 

国和被访查设施人员讨论情况介绍的内容以及被访查缔约国和被访查设施人员提 

供的任何其他情况。 

90·被访查缔约国可主动请访查组对设施内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 

清的问题相关的区域作一次巡视，而访查组也可请求作这样的巡视。访查组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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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查缔约国应讨论巡视的安排。巡视的范围和性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斟酌决定。 

巡视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91·情况介绍和任何巡视结束后，访查组应与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磋商，拟订 

一项初步访查计划，并立即将该计划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访查计划应订明访查组 

提议进行的活动，包括将访查的设施特定区域，并订明访查组是否有分为小组的 

任何打算。访查组可在任何时间向被访查缔约国建议对访查计划进行修改。访查 

过程中对访查计划的任何修改和访查组分为小组的任何打算均应征得被访查缔约 

国的同意。 

92·可逆行下列活动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活动: 

(a)就与设施相关的宣布以及就所要澄清的问题提问; 

(b)经本人同意，就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问题相关的科 

学、技术、医学、会计或管理活动询问负责的个人或其代表或其他了 

解情况的人。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访查组可询问也许能够有助于澄 

清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问题的其他设施人员。所有询问均应在被访 

查缔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避行，以查明有关的事实。访查组应仅要 

求获得为履行访查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C)目视观察与任务授权相关的设施部分及设备。 

92之二·被访查缔约国可在进行访查的任何时^间根据访查组的建议允许访查 

组逃行被访查缔约国认为可能有助于访查组履行其任务的任何其他现场活动。 

92之三·被访查缔约国应根据访查组的请求，提供经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 

判定可能有助于澄清任务授权中指明的问题的文件。对此种文件进行任何查阅的 

性质和程度，应由被访查缔约国与访查组议定。 

访查后的活动 

情况汇报和初步访奄结果 

93·访查结束后，访查组应在被访查设施会晤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和被访查设 

施代表，以审查访查组的初步访查结果并澄清任何尚未解决的不明情况。访查组 

应以书面万式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初步访查结果，并随附所获得的而且访查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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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后带出设施的文件及其他材料的清单和副本。文件 

中不得载有任何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问题无关的资料或数据。其 

中一般不得载有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属于机密性质而且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 

所要澄清的问题无关、的资料或数据。访查组组长应在文件上签字。被访查缔约 

国代表应在文件上副签，以表示被访查缔约国己审阅过文件的内容。此一会晤应 

至迟于访查结束后24小时结束。 

离 境 

94·访查完成后，访查组应尽快离 被访查缔约国领土。 

报 告 

访查报告 

95·访查组应拟订和处理一份报告草案。报告草案应视为机密。报告草案应 

总结访查期间进行的一般活动情况和访查组的实情访查结果。报告草案应仅载述 

与澄清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耍澄清的问题相关的事实。报告草案应至迟于访 

查结束后14天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可至迟于收到报告草案后21天 

将其对报告草案的任何书面意见送交访查组。特别是，被访查缔约国可指出任何 

它认为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问题无关或由于其机密性质而不应纳 

入报告定本的资料和数据。 

96·访查组应考虑和采纳被访查缔约国根据以上第95款提出的任何意见，并 

在一般情况下依照请求删去此种资料和数据，随后至迟于收到此种意见后7天将 

后报告草案提交总干事和被访查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 

国 ] 。 

97·被访查缔约国可在收到 后报告草案后14天内将其对 后报告草案的进 

一步意见提交总千事。总千事应将任何此种意见附于 后报告草案之后，二者的 

合订本即应成为 后报告。总干事应将 后报告副本提供给被访查缔约国和(如果 

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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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总干事应仅在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所要澄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 

况下才将 后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 

或 

[99·总干事应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将 后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 

(a)总千事或(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所要澄清的问题没有 

解决;或 

(b)澄清访查是按照以上第87款的规定进行的。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执行理事会进行审查并就任何后续行动作出决定 

100·执行理事会应根据其权力和职能，审查访查组的 后报告，并审议和决 

定所要澄清的问题是否己得到解决。如果执行理事会断定问题未得到解决并根据 

其权力和职能断定可能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它应采取适当措施纠正此一情 

况，其中可包括要求被访查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诸如修证或增补有关宣布 

或提交新的宣布，并为此种措施规定一个时限。 

I01·总干事应将根据第100款对报告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就任何后续措施所 

作的任何决定尽快告知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应采取执行理事会要求其采 

取的必要措施。如果适用的话，总干事还应将根据第^^0款对报告进行审查的结 

果以及就任何后续措施所作的任何决定告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C)自愿援助访查 

102·每一缔约国可通过总干事邀请技术秘书处对位于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设施进行访查。缔约国在邀请进行访查时，应说明访查目 

的，而访查目的应是提高透明度和增进各缔约国之间的信任以及下列目的中的一 

项或一项以上目的: 

(a)获得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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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进行第七条D节第19款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 

活动; 

(c)在履行与特定设施有关的本议定书宣布义务方面获得技术秘书处的技 

术咨询或信息。 

访查邀请· 

103·所有自愿援助访查的邀请均应送交总干事，其中应说明邀请的原由和建 

议进行的访查的目的。总千事应按照本小节第5至第10款的规定处理这些邀请。 

104·总干事应为每次访查下达任务授权，此一任务授权应与被访查缔约国合 

作拟订。 

105·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应彼此合作，以实现任务授权的目标。 

106·自愿访查的详细安排和内容，诸如访查组的规模和组成、访查期的长短 

和访查组抵达入境点后的程序等，应由总干事与被访查缔约国事先议定。 

107·技术秘书处避行排定的自愿援助访查的费用应由技术秘书处负担。进行 

第5款所指的初步时间表中所列的自愿援助访查以外的自愿援助访查的费用应由 

被访查缔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分担。 

108·访查组应与被访查缔约国磋商和合作，共同拟订一份访查报告。该报告 

应至迟于访查结束后14天提交总千事。总干事应将该报告提交合作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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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保提交宣布的措施 

1·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3款所规定的提交初始宣布或年度宣布的截止日期 

一过，总干事即应向没有按照本条D节第一小节的要求提交所有宣布的缔约国发 

出书面请求，请其提交所要求的宣布并/或以书面方式说明不按时提交宣布的理 

由。此种宣布和/或书面说明应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尽快提交。 

2·在收到此一说明后，总干事可表示愿按照第三条D节第二小节第108款 

和第七条第18款在编制宣布方面提供援助。 

3·总干事应向缔约国大会每届常会和执行理事会每届常会并酌情向执行理事 

会任何特别会议提交关于本条D节第一小节中载明的宣布义务的履行情况的报 

告。总干事应在此一报告中载列与以上第1和第2款有关的资料。 

4·尽管总干事采取了以上第1至第3款所规定的行动，但如果有任何缔约国 

在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3款所规定的提交宣布的有关截止日期过了1年后仍未提 

交初始宣布或过了6个月后仍未提交年度宣布，则该缔约国不得查阅其他缔约国 

所作的宣布。执行理事会应审议该缔约国所作的任何说明，并可在对此一说明不 

满意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实行下列措施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措施，直到总干事确认 

收到有关宣布为止: 

(a)该缔约国不得根据本条D节第二小节请求实行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 

或请求迸行设施调查; 

(b)除编制宣布方面以及国家主管部门的建立和运作方面的援助外，该缔 

约国不得根据第七条请求技术秘书处提供其他技术援助; 

(c)该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E节中直接涉及本组织的关于磋商、澄清和 

合作的规定。 

5·执行理事会可在任何时间根据有关缔约国所作的说明而决定暂停实行第4 

款所述的任何措施，并为补救行动规定一个时限。执行理事会应随时审查上述规 

定的实施情况。 

6·有关缔约国可参加执行理事会对这些措施的实行所进行的任何审议或审 

查，但不得参加就此一问题进行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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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一缔约国在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3款所规定的提交宣布的有关截止 

日期过了2年后仍未提交初始宣布或过了12个月后仍未提交年度宣布，则应适用 

下列规定，直到总干事确认收到有关宣布为止: 

(a)该缔约国在缔约国大会中无表决权; 

(b)该缔约国无权被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而如果己经是执行理事会成 

员，则应暂停其成员资格。 

8·缔约国大会应审议上述规定的实施情况。缔约国大会可根据有关缔约国所 

作的说明而决定暂停实行第7款所述的任何措施，并为补救行动规定一个时限。 

9·有关缔约国可参加缔约国大会对这些措施的实行所进行的任何审议或审 

查，但不得参加就此一间题逆行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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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磋商、澄清和合作 

1·在不妨害《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缔约国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妨害其请求 

进行调查的权利]的前提下，各缔约国[应][可]直接在相互之间或通过本组织或其他 

适当的国际程序，包括联合国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就可能提出的与《公 

约》的宗旨和目标或本议定书条款的执行有关的任何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并澄 

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本议定书或《公约》的义务或许末得到遵守产生关注的问 

题。为此目的，除其他外，各缔约国[应] [在提出任何调查请求之前首先尽一 

切努力^ [可][在不妨害缔约国请求进行调查的权利的前提下，]按下列程序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程序行事。 

(a)直接或通过第三缔约国的斡旋或其他适当国际程序请另一缔约国作出 

澄清。如果以书面万式提出澄清请求，被请求的缔约国应尽快而且无 

论如何至迟于收到请求后20天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作出澄清。提出 

请求的缔约国和被请求的缔约国若一致同意，可将请求和答复告知执 

行理事会和总干事; 

(b)以书面方式向总干事提出涉及另一缔约国的澄清请求，并提供据以提 

出此一请求的资料。总干事应立即将此一请求转达所涉及的缔约国。 

被请求的缔约国应尽快而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收到请求后20天向总干 

事作出澄清。总干事应立即将此一澄清转达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如果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被请求的缔约国一致同意，总千事应将请求和提 

出请求的依据以及答复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或所有其他缔约国; 

(c)在情况特别严重时，以书面方式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涉及另一缔约国的 

澄清请求并提供据以提出此一请求的资料，而执行理事会应至迟于收 

到请求后24 /J^时通过总千事向被请求的缔约国转达此一请求。被请 

求的缔约国应尽快而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收到请求后20天向执行理事 

会作出答复。执行理事会应至迟于收到答复后24小时注意到此一答 

复，并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转达此一答复。执行理事会应毫不迟延地 

将任何此种澄清请求及其根据以及被请求的缔约国所作的任何答复告 

知所有其他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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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进一步的澄清，执行理事会可请总干事与科学咨询委员会磋商并/或 

尽可能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从按照附件D第一节所载的程序指派并核准的调 

查人员的名单中遂选人员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科学咨询委员会和/或专家小组应 

审查与引起此一关注的情况有关的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和数据。科学咨询委员会 

和/或专家小组应尽快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的事实性报告。 

3·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在收到根据第1款取得的澄清之后认为所作的答复 

末解决此一关注，并认为需要寻求进一步的澄清，或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末在 

第1款规定的时限内收到澄清，或如果被请求的缔约国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表明 

它不会依照请求作出澄清，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以书面方式说明为何它认为收到 

的澄清末解决此一关注，并请: 

(a)执行理事会从被请求的缔约国取得进一步的澄清或请被请求的缔约国 

说明为何它末在第1款规定的时限内作出本条所要求的澄清或为何被 

请求的缔约国不会依照请求作出澄清;和/或 

(b)执行理事会召 特别会议，而非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有关缔约国应有权 

参加会议。在此一特别会议上，执行理事会应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 

各有关缔约国采取执行理事会认为适当的措施来解决此一情况，包括 

按照本条D节第二小节第79至第97款中载明的程序进行澄清访 

查 。 

4·如果一缔约国对可能末遵约的关注末于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澄清请求后60 

天内得到解决，而且该缔约国认为它的关注需要紧急审议，则它可按照第九条第 

12款(c)项的规定以书面方式请求召 缔约国大会特别会议。在此一特别会议上， 

大会应审议该问题，并可根据第五条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解决此一 

情况。 

5·被请求的缔约国可在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中的任何时间或在按第1款作 

出答复的同时: 

(a)请执行理事会依据请求中提供的资料和被请求的缔约国提供的资料， 

以及适当时也依据技术秘书处在各缔约国提交的宣布的基础上提供的 

资料以及技术秘书处在按照第七和第九条的规定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 

获得的任何其他有关资料，审议此一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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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邀请总干事派遣访查组对被认为应予以宣布的设施进行一次自愿澄清 

访查，以解决此一关注。此一访查应按照第三条D节第二小节第76 

至第97款中载明的自愿澄清访查程序进行。 

6·如果所有有关缔约国如此要求，其他缔约国或有关国际组织可协助澄清或 

解决与作为磋商、澄清和合作的一项主题而提出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有关的问题。 

7·上述安排不得妨害各缔约国经相互同意而在它们之间安排任何程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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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加强第三条的执行的措施] 

[(A)转让] 

[^·为进一步确保本款所列物品的转让[不违反][符合]《公约》第三条的规 

定，除非缔约国针对具体情况而确信此种物品将只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 

的，否则该缔约国不得批准向任何接受者转让下列物品: 

[(a)合计内部容积为100升或100升以上的为防止气雾释放而设计的发酵 

器或生物反应器; 

(b)为用于撒布微生物气雾或毒素气雾而设计的气雾室; 

(c)为用于进行空气生物学实验研究以产生微生物气雾或毒素气雾而设计 

的设备; 

(^)为确定直径20微米以下的含有微生物或毒素的气雾微粒大小而设计 

的气雾分析设备^ J 

^(e)双重用途微生物剂及其他生物剂和毒素。]] 

卜·根据第1款，并鉴于有关物剂、毒素、设备和技术大多属于双重用途性 

质，为了防止双重用途物品用于《公约》所禁止的目的，应按下列准则行事; 

(a)缔约国在提出任何获取特定物剂/毒素试剂的请求时，应附有以下资 

料:目的、所需数量、与拟议用途有关的场区或设施、场区或设施的 

预定生产量、预定储存地点和 终用途证明书25? 

(b)按照建立信任措施应予以宣布的、供缔约国在^^4设施中使用的任 

何设备的转让或获取，均应向本组织提出请求，请求中应载明拟议用 

途及与拟议用途有关的场区/设施的详细情况; 

(c)与运载工具、毒素和病原体的喷雾式传播、物剂/毒素在环境压力下 

保持稳定有关的任何技术的转让，均应向本组织提出请求; 

(^)末经本组织事先同意，不得向非缔约国转让物剂、设备和材料。] 

^̂  B W C / A D H O C GROUP/39号文件第197至第198页所载的建立信任措施主席之 

友就《关于转让和转让请求的数据和关于生产的数据"拟订的转让表格需联系此处加以 

修改。可考虑将以上第2款移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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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履行以上第卫款所规定的义务，每一缔约国应酌情考虑所声称的转让 

终用途以及任何证明资料;请求转让的缔约国所制定的本节第10款所指措施的 

性质及其执行情况;以及此种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切实有助于履行《公约》第三和 

第四条所规定的义务。] 

[4·不得向非《公约》缔约国和非本议定书缔约国转让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 

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万法如何，或转让能够将此种物剂或毒素用于违反 

《公约》第一条的目的的设各或材料。] 2̂  

[(B)通知] 

[5·为了提高透明度并有助于在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每一缔约国应按附 

录G中的国际转让标准报告格式每年通知技术秘书处它在前一日历年内为预防、 

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而完成的下列设备的任何进口或出口: 

(a)请求转让的缔约国表明 终供 严密生物封闭实验室或设施使用的、 

为防止气雾释放而设计的、合计内部容积为100升或100升以上的发 

酵器或生物反应器; 

(b)为递行微生物或毒素气雾剂免疫性试验而设计的、容积为1立方米或 

1立方米以上的气雾室。] 

[6在按照以上第5款提交国家报告之后，各缔约国若认为适当，可在临时 

基础上磋商和交换进一步的资料，以提高清晰度并防止所报告的数据和资料有不 

一 致 之 处 。 ] 

[v·按照第5款提交的资料应根据请求，提供给各缔约国。] 

[(C)国家立法和转让] 

[8·每一缔约国应在本国宪法和/或立法的范围内并按照本国宪法和/或立法程 

序，制定各项监督立法、条例和/或行政法规，以便按照其在《公约》之下承担的 

义务，对与《公约》相关的物剂、毒素、设备和技术的转让加以管制。] 

应进一步审议此一禁止规定可能涉及的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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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为确保《公约》第三条得到遵守，每一缔约国应只[在其确定物剂、 

毒素或设备将完全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千目的的情况下才]批准 

[完全为了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而]向任何接受者转让微生物 

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或转让能够使 

用此种物剂或毒素的设备。 

(b) (1)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天向本组织 

报告其为执行《公约》第三条而制定的本国法律和规章，任何时 

候若对此种法律和规章作出修正，也应报告本组织。 

(2)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天向本组织 

报告其为执行《公约》第三条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和其他本国措 

施，任何时候若对此种措施作出修正，也应报告本组织。 

[(c)在执行上述措施时，每一缔约国应确保此种措施不致阻碍各国的和平 

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l 

[10·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180天将其为执行《公 

约》第三和第四条而制定的本国法律、规章和行政措施通知技术秘书处。每一缔 

约国应每年向技术秘书处通报前一日历年内对此种本国法律、规章和行政措施所 

作的任何修改或补充。] 

[(D) [转让准则和 终用户证明书] 

ll. (a) [不得利用本议定书的规定约束和/或限制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转让科学知识、技术、设备和材料] [，而各缔约国之间也不得实行 

此种约束和/或限制]。 

(b)为了提高生物材料贸易的透明度，各缔约国可商定关于交换生物材料 

出口 终用户证明书的安排，但此种安排不得对各缔约国获得生物材 

料、设各或技术信息造成任何限制或阻碍。此种安排将在本议定书对 

各缔约国生效之时取代一切现行的生物材料贸易临时规则。 

(c)可要求接受转让者提供 终用户证明书，其中载明与转让的(被特设 

小组认为相关的)生物剂或毒素和设备有关的下列资料: 

(1)将仅供非《公约》缔约国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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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经供货方授权，不会再次转让; 

(3)类别和数量; 

(4) 终用途;和 

(5) 终用户的名称和地址。 

(^)各缔约国应按照《公约》第五条的规定，通过磋商和澄清程序消除此 

种转让所引起的怀疑。] 

[(E)磋商] 
27 

[(F)审查^28 

27小标题是主席之友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此处对F节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进行审议。列入该小标题并不影响这些问题应否纳入议定书，也不影响这些问题 

在议定书中的位置。这里列出该小标题，是为了便于审议这些问题。 

2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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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的主席之友提出的供避一步审议的建议 

G · 调 查 

(A)调查的类型 

1·每一缔约国有权请求进行调查，而逆行调查的唯一目的应是为了确定与一 

项对任何其他缔约国可能不遵守《公约》的具体关注有关的事实。 

2·每一缔约国有义务使一切请求不超出《公约》的范围并且不提出毫无根据 

或滥用权利的请求。 

3·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在每项请求中具体说明希望进行下列类别的调查中的 

哪一类调查: 

(a)在发生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和/或毒素释放或侵袭人、动物或植物 

从而对《公约》第一条可能末得到遵守或对生物武器可能被使用产生 

关注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调查，下称"实地调查"; 

(b)在有切实理由对特定设施可能从事《公约》第一条禁止的活动感到关 

注的情况下在该设施的周界内对《公约》第一条下的义务据称受到违 

反进行的调查，下称"设施调查"。 

(B)疾病突发 

排除自然原因引起的所有疾病突发 

4·自然原因引起的所有疾病突发对《公约》不构成遵约万面的关注，因而不 

得作为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理由。 

5·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妨碍一缔约国有权根据其本国条例调查在其领土上 

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发生的疾病突发，也不妨碍其有权自己请其他 

国家和/或有关国际组织协助逆行调查。 



B ^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 r t I^^ 

p a g e 5 8 

调查与对《公约》可能未得到遵守的具体关注有关的疾病突发 

6·如果一缔约国认为疾病突发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则它有权请 

求进行实地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按照附件D第二部分第1和第2款的 

规定，此种请求中应附有详细的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以说明为何它认为疾病 

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来自大众传媒或来自私人的 

资料不得作为可据以提出请求的证据。来自直接知悉指称的事件或先前对事件进 

行的任何国家调查或国际调查的结果和/或详情的私人的有关资料可作为证据。 

7·除非执行理事会断定，从所提供的详细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来看，有理 

由认为疾病突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否则执行理 

事会不得[审议][批准]对此一疾病突发进行实地调查[的请求]。执行理事会若认为 

对其[审议][批准]±述请求而言适当的话，还应请 相关的国际组织(包括但不仅仅 

限于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粮农组织)提供其所拥有的与此一突发可能相关的一 

切可以获得的资料。如果一缔约国请求对另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 

任何地万的疾病突发进行实地调查，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提供可表明此 

一疾病突发乃自然发生或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无关的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 

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第九条第30款作为一项程序性问题认为适当，其他缔约国也 

可就此一疾病突发是否为自然发生以及/或者是否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有关提供 

相关的资料。执行理事会在按照第三条本节第13至第27款中载明的请求程序审 

议该调查请求时，应考虑到所有提交的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 

[疾病的异常突发 

8·如果疾病属于地万病而且表现出通常的流行病特性，则不应视为疾病的异 

常突友。对看来属于异常的疾病突发，应由受影响的缔约国按照附件D第五节申 

载明的准则加以调查并尽快完成此一调查。] 2̂  

此款暂予保留。需联系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集团提交的BWC/AD H O C 

GR^^亚爪甲·369号文件重新审议此款的小标题、内容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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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指称使用生物武器 

9·如果一缔约国认为在其管辖和控制下的领土上对其使用了生物武器，则害 

有权请求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进行实地调查。 

(^)磋商、澄清和合作 

10·缔约国在提出任何调查请求前，[应][可]在不妨害其请求进行调查的权利 

的前提下利用本条关于磋商、澄清和合作的E节中载明的有关程序并按此种程序 

行事，以令人满意地澄清和解决也许会对《公约》义务可能末得到遵守产生关注 

的任何问题。 

(E)调查的启动 

11·可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请求在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 

何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无论须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的所有权形式如何。 

12·还可请求在位于一非缔约国领土上并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万进行 

调查，如果有任何缔约国认为请求中指明的另一缔约国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 

的话。总千事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应立即与该非缔约国联系，请其: 

(a)同意进行调查;而且，在同意进行调查的前提下请其 

(b)同意本议定书关于调查的进行的规定适用于此一调查，或者同意实行 

不同的进行调查的程序，但总干事须确信此一程序能够确定与请求中 

提出的对不遵约的具体关注有关的事实。 

总干事应将上述磋商的结果尽快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13·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以书面万式将此一按本议定书进行调查的请求提交 

执行理事会并同时提交总干事，以便按本节第19至第27款所载的程序处理。 

14·如果调查组在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因递行附件D第二节D小节中规 

定的活动而)获得的资料表明位于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 

方的一设施与实地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对指称不遵约的关注直接相关，调查组 

组长应将其对此一资料所作的事实性陈述和对如何获得此一资料所作的事实性说 

明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在24小时内提出其对事实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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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意见。然后，调查组组长应通过总千事将所作的事实性陈述、对如何获得此 

一资料所作的说明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意见提交执行理事会。 

15·执行理事会收到此一资料后，应将该资料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 

出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有关设施位于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其他地方的缔约国。只有这些缔约国才可提出与此一资料有关的设施调查请求。 

应按照本节第10至第13款以及第18至第20款的规定审议此一请求。 

16·执行理事会应按照本节第19至第27款的规定审议所收到的资料或审议 

根据以上第15款收到此一资料的缔约国提出的任何设施调查请求并就此一请求作 

出决定。 

17·如果执行理事会决定必须进行设施调查，此一调查应按照本节及附件D 

第一和第三节关于设施调查的规定进行。实地调查报告和设施调查报告应由执行 

理事会根据有关具体情况而决定分别或同时予以审议。 

(F)请求进行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时须提交的资料 

18·提出调查请求的缔约国应按附件D的规定提供所要求的佐证和其他资 

料。所有此种证据和其他资料应尽可能明确。 

(G)调查请求提交后的步骤和执行理事会决定的作出 

19·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2小时内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确认收到此一 

请求，并应在收到此一请求后6小时内将此一请求的副本送交被请求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 

20·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6 /^时内查明此一调查请求是否符合附件D 

第二节第卫款中为实地调查规定的要求或附件D第三节第1款中为设施调查规定 

的要求。总干事若认为调查请求符合要求，应立即通报执行理事会，并应在6小 

时内告知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可能的所在缔约国/所在 

国。总千事若认为调查请求不符合要求，应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提出请求的缔约 

国，并应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说明如此认为的理由。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提交经 

过修改的请求，其提交和处理方式应与 初的请求相同。 

21·如果调查请求符合要求，总干事即可 始为进行调查作适当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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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总干事在收到针对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调查区域提出的调查请求 

后，可建议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立即设法从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取得澄清，以 

澄清和解决请求中提出的关注。一缔约国若收到根据本款提出的澄清请求，应尽 

快而且至迟于收到此一澄清请求后24 /J^时向总干事作出说明和提供其他相关资 

料，但这不妨害其在执行理事会审议调查请求的整个过程中提供进一步的相关资 

料的权利。除非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调查请求中提出的关注巴得到解决并撤回 

此一请求，否则执行理事会应按照第24款就此一请求作出决定。 

23·在总干事按照第20款通报执行理事会调查请求符合要求后，执行理事会 

应立即 始审议此一请求，并应至迟于收到此一通报后36小时就此一请求达成结 

论。一旦执行理事会结束对调查请求的审议，总干事即应在24小时内将此一请求 

的副本和所作的决定送交所有缔约国。 

24 [在请求进行设施调查的情况下，][如果执行理事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成员的]至少[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多数正式批准此一请求，则应着手进行调查][除 

非执行理事会以[所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决定不进行调查， 

否则应着手进行此一调查][，而在请求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如果执行理事会以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正式批准此一请求，则应着手进行调查]。 

25·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将调查请求中指明的设施或区域的性质告 

知执行理事会，并提供资料以说明为何它认为此种设施与《公约》无关。它若认 

为有必要，还可说明为何它认为此一调查请求毫无根据或滥用了权利。[它还可通 

知执行理事会:基于与《公约》无关的国家安全理由，不能提供对此一设施或区 

域的准入。] 

26·执行理事会在审查调查请求时，应考虑到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被请求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以及[任亻可]先前的磋商或澄清程 

序所产生的[任亻可]资料，并可考虑到可以获得的其他相关资料。在这样做时，执行 

理事会还可在不影响第23款所规定的时限的前提下决定请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被 

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料。如果其他有关国际 

组织不能在第23款所规定的时限内提供此种资料，总干事应酌情通报执行理事 

会。如果执行理事会不批准调查请求，它可建议采取其他行动，诸如双边或多边 

磋商，以解决此一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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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以及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在请 

求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在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缔约国可参 

加执行理事会对调查请求的审议，但无权参加就此一请求进行的表决，无论这些 

缔约国是否为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28·总干事应至迟于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前12小时向调查组下达调查任务授 

权，随后应立即将此一任务授权告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H^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的准入和防止滥用的措施 

一般原则 

29·应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调查。 

30·调查期间，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附件D所规定的相关时限内按下列规 

定向调查组提供准入，同时有权按照本节的规定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护 

其国家安全利益和/或保护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所有权资料): 

(a)所有此种准入均应符合本议定书的规定，其唯一目的应是为了确定与 

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各项事实; 

(b)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将其认为敏感和/或与《公约》无关的区域、 

设施或建筑物告知调查组; 

(c)对任务授权中指明的、以下第38和第44款所指区域内的具体设施、 

地点或资料的准入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谈判 

议定; 

(^)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还应谈判调查过程中将进行的活动;所有 

活动均应按照附件D第二和第三节中有关这些活动的规定进行; 

(e)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考虑到其在本议定书下的权利和义务，就[此 

种准入的性质和程度][任何准入]作出 后决定; 

彻在满足提供准入的要求时，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考虑到其在所有权权 

利或搜查和扣押万面可能具有的任何宪法义务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可 

能提供 大程度的准入;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证明其遵守了《公约》，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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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的使调查组能够完成其任务。 

3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按照本节的规定并考虑到其在本议定书下的义 

务，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和/或保护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 

所有权资料)。此种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a)就第30款中规定的此种准入的性质和程度作出 后决定，包括拒绝 

给予对第38款所指设施或区域内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特别敏感的 

地点或房间的准入; 

(b)将敏感文件移出办公地点和直接视线所及的范围; 

(c)遮盖敏感显示资料、存储资料和设备; 

(^)遮盖敏感设备，诸如计算机或电子系统; 

(e)切断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并关闭数据显示装置; 

彻使用随机选择准入技术，由调查组选定一定比例或数目的建筑物加以 

调查;同一原则可适用于敏感建筑物的内部和内容或文件; 

(^)限制准入第38和第44款所指区域内的某些建筑物、结构物或地点的 

调查组成员人数; 

(^)限制视角; 

仙限制调查组成员在任何区域或建筑物内停留的时间; 

(!)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通知调查组哪些产品和工序涉及国家安全和/ 

或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所有权资料)的保护而且它有权保护此种 

资料。它可要求对提供给调查组的某一资料实行与保密规定相符的  

严格的保护措施。 

32·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对地点、活动或资料的准入不够充分，它 

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提供替代办法，以证明其遵守了《公约》，并澄清引起调查 

的对可能末遵约的关注。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准入的性质和程度，包括任 

何证明遵约的替代办法，以及对此种准入在多大程度上使调查组得以履行其任 

务，应在调查报告中作事实性的记述。 

3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得援引上述规定来掩饰其规避不从事《公约》所禁 

止活动的义务的任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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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调查组在根据调查任务授权进行调查时，应只使用为提供充分的有关事 

实以澄清对可能不遵守《公约》条款的关注所必要的方法，并且不得从事与此无 

关的活动。调查组应只请求获得、收集和/或记录与调查任务授权有关的事实，不 

得索取或记录显然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资料，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明确请其 

这样做。所收集的任何材料若随后发现无关，一律不得保留。 

35·调查组应以尽可能少侵扰而又无碍于有效及时执行其任务的方式进行调 

查。在一般情况下，调查组应先采用其认为侵扰性 小的程序，并只在为履行其 

任务而有此必要时才进而来用侵扰性较大的程序。 

36·调查组应在调查的任何阶段，包括在调查前情况介绍的过程中，考虑到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能提出的关于修改调查计划的意见和建议，以便除其他外确 

保敏感的设备、资料或地点得到保护。对调查计划，应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17款 

和第三节第30款的规定行事。 

37·如果调查组认为为履行其任务而有此必耍，则调查组有权请求对调查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可疑情况作出澄清。此种请求应立即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 

提出或通过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提出。该代表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向调查组 

作出消除疑点可能需耍的澄清。 

实地调查 

38·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后[48]小时内提供对调查区域 

的准入，以便在附件D第二节第10款规定的调查期内根据本条及附件D第一和第 

二节 展活动。 

39·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提供对调查区域内建筑物外部或其他结构物外部地 

点的准入，此种准入的唯一目的是使调查组能够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21至第50 

款逆行其中所指的具体现场活动。对调查区域内某一具体地点的准入程度和性质 

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本节第29至第37款谈判议定。此种按照本 

节第29至第37款谈判议定的准入应包括对所有可能受到与所调查的对不遵约的 

关注直接有关的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影响的人、动物和/或植物的准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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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允许调查组在建筑物、医院或其他结构物内或在其 

他地方只进行附件D第二节第21至第50款所指的下列现场活动: 

(a)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21至第29款进行询间; 

(b)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31至第37款进行与疾病/中毒有关的检查; 

(c)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48至第50款收集和察看背景资料和数据; 

(^)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33款和第38至第47款分析所采集的样品。 

41·以上各款中规定的准入不得干扰或妨碍为应付疾病突发而采取的任何国 

家措施。 

42·调查组可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对位于指定的 

调查区域以内的作为调查对象的设施、建筑物或其他结构物的准入，如果为履行 

实地调查任务而需要此种准入的话。调查组在提出此一准入请求时，应将此一请 

求所依据的资料一并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43·如果调查组的请求被接受，则在任何设施、建筑物或结构物内进行活动 

所应遵守的规则应是本节及附件D第三节第33至第58款中载明的规则。如果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拒绝调查组的请求，调查组可将此一请求提交总干事，由其提交 

执行理事会审议。 

设施调查 

44·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附件D第三节第5款所指的通知后[108] 

小时为在附件D第三节第8款所规定的调查期内根据本条及附件D第一和第三节 

展活动而提供请求周界内的准入和在 终周界与请求周界不同的情况下提供  

终周界内的准入。 

^1) 后报告 

45·应按照附件D的规定拟订和处理 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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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审查和审议 后报告 

46·执行理事会应在调查组的 后报告提交后立即根据第九条C节中规定的 

执行理事会权力和职能审查和审议该报告，并处理下列任何关注[以及就此种关注 

作出决定]^ 

(a)是否发生了任何不遵约的情况; 

(b)所提请求是否符合本议定书的规定; 

(c)请求进行调查的权利是否被滥用。 

47·对于在第46款(c)项之下提出的任何关注，可酌情考虑下列各项因素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因素: 

(a)在调查请求提出前可以获得的与调查现场有关的资料(需仔细评估任 

何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卜 

(b)作为调查请求的一部分而提交的资料是否证明有任何不实之处; 

(c)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所产生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果，如果 

适用的话; 

(^)同一缔约国是否先前曾经请求对同一调查现场进行过任何调查(包括 

恨掘《公约》第六条发起的任何调查)，而如果进行过，则此种调查 

的次数、频率和结果如何(包括有无任何后续行动)。 

48·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权利己被滥用，则除其他外，它 

应审议并决定是否: 

(a)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负担与调查有关的部分或全部费用，其中包括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己支出的费用; 

(b)在执行理事会确定的一段时间内中止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请求进行调查 

的权利; 

(c)在一段时间内申止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权利。 

49·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可能有必要就第46款采取进一步 

的行动，则它应采取适当措施纠正此一情况和确保遵守，包括酌情向大会提出具 

体建议，大会应按照第九条审议此种建议，并应按照第五条采取适当的措施。 

50·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可能有必要就第46款(a)项采取避 

一步的行动，则它应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之前将调查报告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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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调查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 

不遵约的关注的任何其他缔约国有权参加执行理事会的审查过程，但无表决权。 

52·执行理事会应将此一审查过程的结果告知各缔约国私缔约国大会下届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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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遵约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H·附加规定 

1·在本条中规定的宣布、访查或调查涉及一个以上缔约国/国家的特定情况 

下，应适用以下的规定。 

( A ) 宣 布 

2·如果须按照本条的规定宣布的方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地点虽在一缔约国 

的领土上，但在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另一国管辖或控制下，则本条D节第1款的 

规定对该缔约国不适用。该缔约国应向管辖或控制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国 

家查证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1款的规定是否适用于此种万案和/或活动或设施。如 

果适用，该缔约国应在其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中通知技术秘书处其领土上存在此 

种万案和/或活动或设施。 

3·如果须按照本条的规定宣布的万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地点虽在一缔约国 

的领土上，但在另一缔约国的管辖或控制下，则本条D节第1款的规定应仅对后 

一缔约国适用。后一缔约国应向前一缔约国提供关于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 

存在的资料，并应在向本组织提交宣布的同时向其提供与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或设 

施有关的宣布的副本。领土上有/曾有上述地点的缔约国若知悉此种方案和/或活动 

或设施的存在，应将此一事实告知本组织。 

4·如果须按照本条的规定宣布的方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地点虽在一缔约国 

的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但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系由 

另一缔约国进行或管理，则前一缔约国有权接触后一缔约国的资料和/或从后一缔 

约国收到为履行本节之下的义务而需要的资料。领土上存在此种须宣布的方案和/ 

或活动或设施的缔约国应向负责此种万案和/或活动或设施的缔约国查证其是否履 

行了本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并在自己的宣布申报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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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查 

在所在缔约国的领土上避行访查 

6·如果被访查缔约国的设施位于一所在缔约国的领土上，则被访查缔约国和 

所在缔约国应合作并作出安排，使访查能够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 

7·如果是在一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领土上进行访查，则总干事应按通知被 

访查缔约国的同样万式通知所在缔约国，并应以适当方式通知所在国。在此情况 

下，访查任务授权和通知中应载明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 

( C ) 调 查 

涉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以外的国家时的准入和调查的进行 

9·如果一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设施或区域位于所在缔约国领土上，或如果从 

入境点到须接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需经过另一缔约国领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 

按照本议定书就此种调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在缔约国应为调查该设施或区 

域提供方便，并应给予必耍支助，使调查组能够及时有效地执行任务。需经过其 

领土才能调查一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设施或区域的各缔约国，应为此种过境提供 

方便。 

^0·如果一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设施或区域位于一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所在 

国领土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对该设施或区域的调 

查能按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如果一缔约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设施或区域位于一 

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所在国领土上，则该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所 

在国接受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2至第16款被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接受的指派的调 

查人员。如果一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能确保准入，它应证明它己为确保准入采取 

了一切必要措施。 

I 1·如果打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虽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上，但位于一非本议定 

书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万，则该缔约国应采取以上第9款中规定的一所在缔 

约国所须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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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果调查与第9至第11款有关，则总干事应按通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 

同样方式通知所在缔约国，并应以适当方式通知所在国。在此情况下，调查任务 

授权和通知中应载明所在缔约国/所在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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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密问题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第四条 

保密规定 

1·本组织应以尽可能少侵扰而又无碍于及时有效实现其目标的方式进行本议 

定书所规定的活动。它应仅要求提供履行本议定书为其规定的责任所必需的资料 

和数据，并应仅为本议定书的目的使用此种数据和资料。它应尽可能避免接触任 

何与本议定书的目标无关的资料和数据。它应在执行本议定书的过程中采取一切 

预防措施为关于民事和军事活动及设施的资料保守机密，尤其应遵守本议定书中 

载明的保密规定。 

2·每一缔约国有权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保护机密资料的措 

施 。 

3·总干事应在确保技术秘书处获得的所有机密资料得到保护方面负首耍责 

任。总千事应根据本议定书中规定的准则，为技术秘书处处理机密资料建立和实 

行一个严格的制度(下称"保密制度")，包括保护现场活动过程中获得的或因现场 

活动而获得的机密资料的各项措施，并制定和实行发生泄密或指控发生泄密时适 

用的必要程序，以确保有效防范未经授权泄露机密。此一制度应由缔约国大会予 

以核准并定期审查。 

建议在第三条及附件D申就报告的内容和处理作出规定: 

4·各缔约国有权按照本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得到下列资料:30 

(a)各缔约国按照第三条D节第二小节第2款和第三小节第4款提交的 

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但此种资料的提供须以对等为基础; 

(b)总干事汇编和分发的关于技术秘书处活动的报告; 

(C)按照附件D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对这些报告的任何 

看法和意见;。必要时，应对报告中所裁驹资料加以编辑，以确保其 



B ^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 r t I^^ 

p a g e 7 2 

r h 大 合 右 ^ ^ ^ ^ T ^ ^ ^ n 忠 ^ ^ ^^1「· 

^ ^ ^—^ 」1 4 仕 ^ J '^/ u l _ u ^ y ^ ^ ^ ^ ^ ^ ^ 」 ， 

(^)按照第三条D节第二小节提交的访查报告;。必要时，应对报告申所 

斡 ^ h 次 i ' ^ l h ^ u r ^ 馆 ， ^ ^ 磕 / ^ . ^ ^ r h ^ 公 右 ^ 1 ^^^ ̂ k ^ 兹 次 ^ ^ t ̂  

於 ^ ^V ^ * … ， ， 卜 · 厂 、 r 7 ^ · 。 · 。 「 ， ^ ^ 、 「 ， " ， ， · 、 广 、 ， 1 1 ? 4 ， ， · ^ L ^ 1 · ， … 山 ^ y 八 ， ， ^ J ^ 

(e)第七条所要求的年度宣布; 

彻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应提供给各缔约国的其他资料和数据。 

每一缔约国对其从本组织收到的资料和数据，应按该资料和数据的规定机密级别 

处理，并应只在本议定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处理该 

资料和数据。 

5·本组织各有关机构和附属机构有权从技术秘书处收到为履行本议定书有关 

条款所赋予该机构的职能所必要的资料和数据。任何机密资料和数据的提供均应 

严格限制在为履行此种职能所必要的 小程度上，并应符合保密制度的程序。 

建议删去第6款并将该款的案文与附件E第三节第8款合并: 

^; ^ ^ r ^ e ^ ^ r点 ^ 7 ^ ^ ^ ^ ^ ^ ^ / 口 内 t v ^^ 」h^ + 4 - 丰 ^ n ^ + ^ ^^^ ^ r 炉 ^ ^^^ ^ s 7 而 ; ^ p ^ 立 陆 4 ^ 浊 ^ u t 洗 ¦ f l n 

^ ^ ^1^l^t l ^ = ^ ^ ^ ^ ^ ^ ^ / ^ J ^ u ^ ^ ^ " 山 入 " " 」 人 " 仙 ^ ^^ / ^ 4 ^ 1 ^ ^ 「 " 卜 " ^ ^ ^ ^ 坦 」 " ^ l ^ l l^I^ J 口 ^ J l ^ l o P ^ ^ 

^ r l l ^ l ^ " " 南 百 坤 ^ ^ p ^Ar^ ̂ ^lv' ^ ^ r 片 均 丰 ^ ^ ^ v ^ ̂ ^ ^kktt 4-T7 =F n ^^Axl ̂ ^ 4^ +^7T f ^ ^ ^7r ^t^^ ̂ 5 ^ 铀 ^ l n 卦 ^ ^ ^ ^ ^ l V ^ 

小 ^ ^ x l ^ ̂ 1 i 4 ^ u J ^ P J J 只 " ^ ^ ^ 休 尺 。 " ^ ^ J " 。 " / L J " 卜 " " ^ ^ " " 凡 丛 e ^ ^ ^v^^ ^ w J " " " " ' " ^ J ^ ^ 1 。 " 

U ^ ^1^ - M 「 去 「 ^ ^ r 击 ^ n 「 扦 ^ ^ ^ ^ ^ ^ + ^ ^ ^ ^ r l ^ ^ 」 ^ S r V ^ 抑 ^ 1 「 " ^ 7 , ^Ar^ A^P 4 ^ r ^ ^ ^ t A 「 

^ 汇 哄 ^ 7 T " 心 ' 亨 " 」 " J ^ x P " 仙 ' " 足 J ^ l ^ / L y ^ l u u ^ W ^ W / ^ L ^^^丛^^^^ ^ ^ ^ ^ / ^ 。 " " ^ ^ " 。 

^^·本议定书任何缔约国若认为其受到泄密行为的影响或认为其自然人或法 

人因泄密行为而受到损害，可按照第十二条中载明的规定寻求解决此一争端。如 

果与保密有关的争端无法直接在缔约国之间或缔约国与本组织之间得到解决，一 

个按照第九条第22款彻项作为大会附属机构而设立的解决保密争端委员会(^称 

"保密委员会")应审理此一案件。保密委员会应具有本议定书中规定的权力和职 

能。该委员会应由大会任命。关于该委员会组成和作业程序的规则应由大会予以 

通过。 

需根据第三条有关章节及附件D的进展情况重新审议这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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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第七条 

为和平目的进行科学和 

技术交流及技术合作 3竹 

(A) 

1·每一缔约国承诺执行各项旨在促进本议定书各缔约国遵守并确保有效和充 

分落实《公约》第十条的具体措施，包括本条所载的各项具体措施。执行此种措 

施应是为了: 

(a)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并酌情推动在多边、区域或双边基础上直接或通 

过本组织在关于细菌(生物)和毒素的和平活动领域内进行国际合作; 

(b)促进为和乎目的进行生物剂、毒素、设备和材料的自由贸易和尽可能 

充分的交换，以增进各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并确保各缔约国参加 

此种尽可能充分的交换的权利; 

(c) C不违反《公约》之下所承担的义务而对为了符合《公约》宗旨和条 

款的目的转让科学知识、技术、设备和材料施加任何约束和/或限 

制，以]避免妨碍各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违反《公约》之下 

所承担的义务而对为了符合《公约》宗旨和条款的目的转让科学知 

识、技术、设备和材料施加并实行任何约束和/或限^^^J^ Q 

2·本组织应提供一个论坛，以便在与促进关于细菌(生物)及毒素的和平活动 

领域内的科学和技术交流有关的事项上进行磋商和创造合作机会，并审查本议定 

书各缔约国落实《公约》第十条援助规定的情况32。本组织还应制订一个活动框 

架，以促进科学和技术合作与交流，并根据请求为各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 

31必要时，可根据本条内容的讨论情况重新审议本条的标题。 

32审查过程的范围和目标需结合E节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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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援助，包括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此一框架可包括与有关国际组织和 

机构合作 展的活动。 

(B)旨在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的措施 

3·每一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于和平目的方面的 

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并且在执行这些措施时确保根据本 

条进行的材料、设各、技术和任何资料的一切转让或交换均符合《公约》第三和 

第十条的规定。 

4·每一缔约国为促进与《公约》相关并按照《公约》逆行的任何现有努力， 

应[酌情]个别地、联合地、通过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其中包括但不仅仅限于 

粮农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国际疫苗学会、国际兽疫局、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之^的 

安排或通过本条D节中规定的体制机制促进私支持: 

(a)发表、交流和传播关于微生物剂及毒素的和平使用、生物安全、[生 

物战防御、]生物技术、实验室程序规范和现行制造程序规范以及诊 

断、监测、检测、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 

疾病的目前和 近发展情况以及研究与发展信息，包括举办讲习班、 

实施培训方案和召 会议; 

(b)现有实验室 展生物剂或毒素所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预 

防、监测、检测和诊断方面的工作，以提高这些实验室的能力和效 

用，途径包括提供培训和技术咨询、设备和试剂; 

(c)改进缔约国的能力[，包括根据有关缔约国的具体请求而视必要建立 

新的[实验室^[能力]并使其运作]，以监测、预防、检测、诊断和治 

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作为改进对新出现 

的和重新出现的人类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的监测的全球努力的 

一个组成部分; 

(^)改进相关的和平目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能力[，包括根 

据有关缔约国的具体请求而视必要建立新的研究[机构 [̂能力]并使其 

运作]，特别是在微生物和毒素用于医学、农业、兽医学和工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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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e)建立生物学数据库，包括由技术秘书处维持的专门收存与《公约》目 

标相关的信息的数据库，并促进和支持其运作和更新以及对此种数据 

库的准入; 

彻对疾病突发进行监测、诊断、检测、预防和控制以及在疫苗的研究、 

发展和生产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在各缔约国之间转让和平利用遗传工程方面的技术、预防、诊断和治 

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技术以及其他相 

关的和平目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 

(̂) 「在[公正和平等的] 「无歧视]基础±] [和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 

参与双边一级、区域一级或多边一级旨在预防、监测、检测、诊断和 

治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生物技术的应用以 

及科学研究与发展; 

御制定和实行关于诊断、监测、检测、预防和治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 

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培训万案; 

「 î̂ 制订合作活动的框架，以改邀利加强各缔约国在生物战防御方面的能 

±J，包括尽可能充分地交换仪器、设备和技术、对人员进行培训以及 

在各缔约国之间 展合作研究与发展项目; 1 33 

^^^^缔约国大会按照第九条第款建议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公约》第十 

条及本条的落实的任何其他具体措施。] 

(C)旨在避免妨碍缔约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措施 

5·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得妨害各缔各约国为和平目的单独或集体研究、发 

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生物剂及毒素的权利。 

6 · 每 一 缔 约 国 应 : 

\(â) [在履行其在第十条下承担的义务时，]不单独或集体建立或实行 

33目前也正在第六条(援助和防备生物及毒素武器)之下对第4款份项所处理的问题 

进行探讨。建议作仔细考虑，以免可能发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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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约》第十条相抵触的制度^ 「与《公约》之下承担的义务不 

相符的^ 「限制性措施，包括载于任何国际协定中的此种措施，或] 

任何歧视性措施，以免此种措施限制或阻碍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于 

和平目的方面的[贸易和科技知识的发展及促进^ 「设备、材料和科 

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特别是^ 「包括]在生物学研究 

[ 、 ^ 「领域，包括]微生物学、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及其在工业、 

农业、医学、制药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和平应用等领域; 

[(b)不利用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来实现与《公约》不相符的目的，也 

不以《公约》或本议定书为借口而实行《公约》或本议定书所规定或 

准许的措施以外的任何措施^ l 

(c)承诺[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天内^ 「定期]审查并视必要修正 

[或制定]关于细菌(生物)剂和毒素及与此种物剂和毒素的使用有关的 

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国际交换和转让的国家条例，以确保此种条 

例与《公约》及本议定书的目标和有关规定相符。[第一次审查应至 

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180天完成。^ r总干事应按年汇编一份报告， 

其中载有关于本项的执行情况的资料。]^4 「缔约国大会应审议总干 

事的报告并可向缔约国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可包括供参加任何其他 

国际协定或安排的缔约国采取的措施，以确保其符合《公约》及本条 

的目标和规定。]] 

[7·一缔约国若认为其他缔约国采取或实行的与《公约》第十条及本条和普 

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不相符的限制或措施妨碍了它的和平经济和技术发展，则有 

权按照第五条的规定，要求采取措施纠正此一情况并确保《公约》第十条及本条 

得到遵守。] 

34有一种意见认为，报告问题已在本条第30款中得到反映。另一种意见认为，在 

本款下采取的行动有别于第30款下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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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国际合作及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的体制机制 
合作委员会 

8·缔约国大会按照第九条第款设立的合作委员会(T称"委员会")应作 

为一个逆行磋商的论坛，其目的是促进本议定书各缔约国有效和充分地实施《公 

约》第十条及本条的规定。为此，;考虐到各缔约国在第十条下所作筑承诺，+委员 

会应磋商卜监督林口审查各项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及援助以及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 

于和平目的方面的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转让和]交换的活动。 

f委员会还应对本组织为促进和平目的的科学和技术交流以及和平目的的技术合作 

而制订一个活动框架的努力作出贡献。斗 

9·委员会应按照本条B节审查各项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并就此种措施向缔约国大会提出建议。 

10·委员会应审查下列事项并就这些事项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 

(a)本条F节所指的本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关系; 

(b)本节第铭16、第冉^7、第^a^^和第^441^款所指的技术秘书处万案 

和活动; 

(c)与本条相关的活动中使用自愿[基金][捐款]的情况以及经常预算中与 

本组织为执行本条而 展的活动有关的部分的实施情况。 

^1^·委员会应编写年度活动报告，其中应载有委员会对本组织有关机构议定 

或采取的措施邀行审查的结果以及按照以上第^^、第捣9和第^4-^0款提出的建 

议。应将该报告送交执行理事会，而执行理事会可将其供其下一届常会审议是否 

有任何进一步建议或意见要附于报告之后。执行理事会可酌情就委员会根据第10 

款提出的任何建议采取行动。随后应将该报告委员会的报告连同执行理事会所附 

的任何建议、意见或决定提交缔约国大会。子 

。 「 ^ ^ — 天 吕 公 而 臼 抹 坊 ^ ^ ^ ^ ^ ^ ^ ^ ^ 六 杠 曲 江 斗 ¦ ^ 口 生 甘 C b 南 盐 右 未 早 入 础 ^ Y ^ 

' " " ~ 一 " ^ ^ l t y ^ ^ 口 性 " " ^ ^ J 口 / Y 4^ 4 ^ c 人 " ^ ^ 人 ^ H Py^ J 卜 l ^ l ^ 7 ^ ^ ^ l 卜 W ^ ^ ^ 4 ^ ^ ^ 口 … " ' " 

^ ^ 4 ^ P 右 壬 ^ ^ ^ ^ " 由 司 十 五 ^ ^ 7 ^^?^^^讫^^-^乍击本^^F^硅田^ R^垃脾h^卜笛。芋n笛l"卦^^^，J， 

^ t u ^ " ' " ^ L … 」 " 个 大 叫 " % 。 " 」 口 ^ J L^l ^ 4 4 l J ^ ^ ^ ^ ^ ^ H J ^ ^ ^ ^ l L ^ y ^ 休 ^ 二 " y ^ — t ? ^ ^ J " 」 " 扑 " " ^ / ^ ^ 4 ^ ^ 

^V^ z^^ ,Nv ^ ^ ^ 肚 天 吕 入 ^ ^ 南 ^ ^ ^ ^ ^ l̂̂ r ̂ ^ ^ 江 卦 硅 ^ a 花 儿 ^ ^ ^ r 而 协 z ^ ^Nv i ^ . 六 廿 杆 ^ ^ 萤 ^ 

。 " 延 吟 。 H " 二 y ^ ^ 全 ^ ^ ^ ^ ^^^L^ A L ^ " " 。 ^ v ^ ^ " 叫 " 丛 1 ^ . " " H " 社 休 匹 人 " 。 ^ 上 ， 个 " 

。 " ^ ^ ^ ^ 钻 乍 ^ ^ ^ ^ ^ ^ 人 ^ ^ ^^^ ̂ ^ ^ " 刊 ^ ^ ^ ^ ^ ^ 古 人 l Q ^ F ^ 南 r ^ J 魄 坊 厨 - 4 - 入 ^ e G 生 甘 ^ ^ ^^^ ̂ rr ^yh由 

y ^ ^ " " " " 江 寸 口 ^ ^ b " ， 休 。 " 。 在 寸 伞 阻 J 1 ^ 4 ^?1^ 1 『 " P ^ ^J l = l ^ ^ i ^ ^ 」 卜 ^ ^ 1 卜 " " 。 " " ^ v ^ ^ 

计 ^ ^ r ^山 ^ r ^ I v ^ I 生 生 ^ ^ n ^ ^ 庇 矢 里 入 「 

" " 。 ^ P l ^ 4 " ¨ " 厂 1 ? 1 " " u " 兰 y ^ ^ 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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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应接收和审议各缔约国按照本条H节及附录巨提交的年度宣布。 

「̂ 0 天 吕 入 「 南 ^ 「 南 本 ^ r i ^ ^ \ 肝 ^ 「 ^ ^ r ^ ^ ^ ^^姥仿面垃昭笛卦¦tt^. 

" " ~ " J ^ ^ ^ ^ ^ ^ 4^^ l_ / ? 1 ^ _ l ^_ l ^ l^^? _ ^ l ^ 4 ^ ^ ^ L ^ ^ _ l L ^ ^l l ^ ^ ^ / ^ _ l H ^ l l ^ r ^ J l = l J ^ ^ n ^ ' ^ w v ^ u ^ ^ ^ 4 ^ c 

六 6 6 r ^ ^ ^ ^ 甘 平 菠 寸 / / /^坊vh笛^4^ ^ L lR 7lr ̂ L ̂ ^ ̂ ^ 由 ^ p ; 垂 而 ^ ^ 「 目 ^ ^ 性 讫 ^ h ^ 仁 

^ x ^ ^ H J L ^ 卜 " " " " A ^ 4 ^ ^ 7^^ 4 ^^ ^ w v l ^ 4 J ^ ^ ^ ^ ' l ^^4^^ F ^ l v ^ ^ U ^ ^ v ? / / l ^ l ^ ^ ^ L^pb ^ v l_ ^ ^ ^ T 」 4 F = l ^ v = i H J 」 l 

古 兰 文 「 ^ ^ 本 ^ ^ ^ G ^^^ ̂ ^ r . 墨 ^ ^ ^ ^ 丰 ^ ^ 仕 协 臭 ^ ^ ± h 让 ^ ^ 

床 1 — ^ . " " 7 r^^^ ^ = L " " ^ 卜 … ' " 」 人 " ^ ^ l^l l r " 廿 l ^ J ^ 1 休 ^ 卜 " 。 " 

r ^ O ^ 7 — ¦ 天 里 入 南 椽 ^ ^ r 平 出 " ^ ^ 馆 坊 同 位 脾 I _ r 幸 笛 " 卦 p z ^ 础 其 ^ ^ ^ t ^ 六 佑 仁 

" " 。 一 一 " ^ p ^ t ^ / ^ b 4 ^ ^ ^ ? 1 ^ 4 ^ b L / ^ / l ^ ^ 个 1 ? 1 ^^41^4 ^ r ^ ^ ^ l ^ l J ^ ^ ^ " " 「 祁 " 卜 " " 4 ^ J ^ ^ ^ L ^ ^ ^ " ¨ 

古 白 女 ^ 

床 旦 " 。 " 

[13·[委员会应向所有缔约国 放^ r委员会成员应按照本议定书第九条 

第款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士。] 

斗13之二·[委员会应是一个可供所有缔约国参加的多学科机构，并应由具有 

相关领域专长的政府代表组成。]委员会可设立临时工作组。乒 

斗14·委员会应拟订其议事规则，并:在下违反第……款的前提下;交由丰缔 

约国大会^ 「执行理事会]核准。乒 

斗14之二·委员会应每年举行至少两次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应在缔约国大会 

即将召 之前举行。可按照以上第抬14款所指的议事规则举行另外的会议。乒 

15·委员会主席一职应每年由第九条第款中界定的并在委员会中有代表 

的每一区域集团轮流担任。[委员会的决定建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 [与[缔 

约国大会] C执行理事会]按照第九条第款作决定的同样万式]作埋·商 

定 。 ^ 「委员会的建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 

rl ̂ ·委员会可设立科学专家临时工作组，负责审查合作委员会交付给它均与 

7 h ^ ^ ^ ^ 钵 · - · - 韩 ^ g t 茁 + ^ ^ ^ r h ^ + l ^ ^ ^^^ ̂ f^^^ + 口 半 r v ^ 日 ^ ^ ^ + ^ ^ 尘 n _ ^ t 日 百 斗 片 手 ^ ^ L + ^ Irl + ^ 生 ' 

^ ^ ^ ^ 。 卯 。 。 ^ T ^ ^^y^ / y ^ 足 " 」 / N u U J 3 ^ ̂ K l̂ H / L " 米 ^ ^ J ^ " " 腔 / 1 " 玉 y ^ 百 收 山 ^ p L 口 。 ' 

技术秘书处的作用 

井16·总干事应在技术秘书处的协助下促进和便利各缔约国之间的科，学和技 

术合作和交流，并应按照第九条第款的规定，制订一个方案和活动框架，以 

执行本组织有关机构的决定。技术秘书处应按照第款的规定，酌情: 

[(a)促进建立疫苗生产设施并为此筹供资金，特别是在发展中[缔约]国 

[家] ; ] 

[(a)之二就疫苗合作研究与发展方案的制定和运作以及就符合现行制造程 

序规范的疫苗生产设施所需具各的条件提供咨询意见，并指出财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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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技术援助的可能来源; ] 

[(a)之三促进疫苗合作研究与发展方案，包括指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的 

来源，以探讨符合现行制造程序规范的疫苗生产设施所需具备的条 

件; ] 

(b)建立和维持一个网络，以便利各缔约国、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技术秘 

书处利用现有的电子系统为 展和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和交 

流而相互联系和通信; 

(c)举办区域或国际讨论会，以优化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方面的 

合作; [并制定关于科学发展的长期交流方案，包括生物战防御活 

动，以及实习万案] ; 

(^)建立一个捐助国援助框架，包括[通过] [-个]自愿[基金] [捐 

款] [，以]支持一个对新出现的人类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进行 

全球监测的国际系统，并支持其他旨在改进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疾病 

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面的国家努力和国际努力的 

效用的具体方案; 

(e)在培训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万面向各缔约国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以帮 

助培养和提高其国民在技术秘书处任职所需具有的专长和技能，从而 

促进在广泛和公平地域基础上雇用人员这一目标的实现; 

彻在公平地域分配基础上为具有适当资历的人员 展实习万案，以优化 

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万面的合作和各缔约国之间的技术合 

作; 

(9)促进交流、传播和发表关于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 

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研究中心、现有研究和培训方案及会议万面 

的信息; 

(^)提供有关的信息，说明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获取有关出版物和其他形式 

的公 资料，以便利了解关于为工业、制药、医学和农业目的使用细 

菌(生物)7PU及毒素的 近和现行研究万案的成果[以及生物战防御活 

动万面的发展情况] ; 

[(i)根据请求，在各缔约国之间实施[向缔约国介绍]与[和平使用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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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剂及毒素] [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诊 

断、治疗和预防J ^关的设备和技术交流方案; ] 

0)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实施为改进被提名的供按照附件D第一节B部 

分第25款予以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的质量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方案; 

(^)实施为按照附件D第一节B部分第25款进行指定和核证提供支持和 

援助的方案。 

在访查时提供合作及援助 

4^^17·如果一缔约国根据第三条第14款和第102款(a)和(b)项以及本条第2 

款在访查时提出具体请求，则访查组除其他外应提供下列万面的信息和咨询意 

见，并酌情进行本组织关于下列方面的万案中所包含的任何合作及援助活动: 

(a)生物安全，包括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间题; 

(b)实验室程序规范和现行制造程序规范的原则; 

[(c) [物剂鉴定、]诊断和[新疫苗的研制] [是否目前己经有疫苗，以 

及 始采用新疫苗的可能时间表] ; ) 

[(c)之二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技术以及是否有疫苗^ ] 

(^)关于生产、核证、推销和出售供预防、诊断和治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 

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用的生物制品以及药品和疫苗的本国和国际 

管制机制的原则和要求; 

(e) (指出)设施和国家管制部门人员所需的培训及此种培训的提供者; 

彻评价缔约国的宣布或设施的宣布的编制万法，并视必要就如何改进末 

来宣布的编制万法提出建议; 

(9)在有效生物安全、职业卫生和安全做法以及与设施相关的环境保护万 

面提供信息或指导或指出设施人员接受培训的任何具体机会。其中可 

包括促避与有关国际机构的联系; 

(^)提供出版物和其他形式的公 资料的有关信息，以便利了解访查组认 

为与《公约》和设施相关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现有研究方 

案、会议、研究中心、数据库及其他科技发展和活动的情况; 

彻提供信息和指导以及指出设施人员接受培训的任何具体机会，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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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 发、评价或许可证发放; 

^i^为上述万面更细致的后续查询和专门援助指出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 

国际一级的信息源。 

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R^ 

冉^^·技术秘书处若收到一缔约国的具体请求，应自行或与其他缔约国合作 

在下列方面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 

â) 「国家主管部^]的建立和运作; 

(b)本议定书第三条所要求的宣布的编制; 

^^^本议定书条款之下所必需的国内立法的拟订; 

(^)为[国家主管部门]及宣布的设施的人员举办的关于编制宣布和关于安 

排及接待访查的培训班和讨论会的内容和方式。 

^O^^·缔约国的所有援助请求均应向总干事提出，并应附有详细资料和希望 

获得援助的理由。在请求的援助超出可供技术秘书处动用的资源时，总干事，6应 

考虑下列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因素: 

(a)本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b)个别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的相对能力和需要; 

(C)每项请求的具体细节; 

(d)请求援助的缔约国在过去两年内是否己从技术秘书处实施的技术及援 

助万案申受益，而如果己受益的话，金额有多大; 

^e)请求的援助将在多大程度上政逆在希望获得援助的领域内的现有国家 

一级、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努力的进行及效用。 

(E) 「审查《公约》第十条及木条的执行情况 [̂审议对《公约》第十条 

及本条执行情况的关注 

3LL4^ n·执行理事会应按照本议定书第九条第款审议一缔约国提出的对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审议本节在滚动案文中的位置。 

需联系本条第10款(^)项审议本款的内容。本款的位置可能需重新考虑。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 r t I^^ 

p a g e 8 2 

《公约》第十条及本条执行情况的关注。 

纂2^·对《公约》第十条及本条的执行情况提出关注的缔约国应向执行理事 

会提供可说明其有理由提出关注的佐证和其他资料。任何其他缔约国均可提供相 

关的资料，以支持或澄清此一关注。 

22·执行理事会可就解决此一情况的方法向有关缔约国提出建议。如果执行 

理事会认为该问题具有一般性并/或值得所有缔约国关注，它可决定提请缔约国大 

会注意该问题。 

^ O ^ ^h^ ^ ^ ^ ^ ^ ^ ^ 么 可 讲 「 憾 洗 「 「 ^ ^ l n「 r r ^ ^ ^ ^ ^ 1 山 一 小 圭 y ^ ^^h ̂ ^^^ v ^ ^ 向 右 ^ ^ ^ 4 ^ 坊 同 坦 4 J ^ ^ 

^ ^ ^ ^ " " 。 。 色 寸 公 " " " ' " 。 。 " ' " ^ ll . " 厂 " ^ E J ^^^Ll l ^ t / u " " ^ 4 ^ ^ J ^ ^ L ^ l 1 4 ^ J 弓 4 a c ^ l ^ u 延 

" 「 ^ h ^ ^ ; ̂ ^ 茧 入 ^ ; 7 ; 可 坦 挂 姥 坊 同 - L - 入 汁 菩 ^ ; z ^ 门 所 「 u ^ 庙 ^ ^ ^ ^ ^ 占 士 一 非 协 乍 斗 " ^ r 庙 

公 。 ' " 。 t J ^ 寸 公 一 ' " 肛 ^ ^ ^^'14 ^ J l ^ l ^ v 伞 ^ ^ l ^ ^ ^ 4 ^ 公 … ^ ^ ^ L ^ ^ q L ^ ^ ^ l t q ^ ^ ^ ^ r ^ ^ ^ 。 " 。 ^ ^ 」 」 ^ ^ t l人 

册 捆 - ^ ^ " 由 J ^ 笛 J ^ ^L^Z^Fn l ^ ^ A币白山^^ ^ 丰 佯 斗 「 " 

"^ l^^ 4^1^l ^ ^ ^ ^ b ^ ^ ^ l ^ 」l ^^ ^ w J ^ L ^ l ^ ^ J ^ / l L ^ L / v ^ ^ l J ^ H J ^ K 4 r y l Ĵ ^ y ^ 」 O 」 」 

r l ， ^ ^ ^ 抖 乍 ^ ^ 重 人 ^ ^ 拼 巳 r A 召 洗 " ^ ^ ^ ^ 「 「 4 ^ ^ I T I ^ ^ ^ 山 一 ^ 洼 v 0 6 h ^^^^ ̂ ^^ ̂ ^ ^^^ ^ ^ ? ^ g ^ M ^ 

^ 4 ^ ^ ^ — 一 " " 乞 寸 公 ' " " " ' " 「 " " " 片 " ^ ^ ^ ^ ^ l ^ l ^ ^ ^ L l l ^ y ^ " " ^ ^ ] / ^ L H J ^ 丛 ^ ^ 1 ^ 

门甲TT^ r̂ n ^ 1 ^ 方 右 兰 姨 的 同 休 牛 一 木 救 ^ ^ ^ ^ ±^ ^̂ t」 z^ ^v^^ ih ^^ ^^茧入^r^; n T i^^^ ^ 娄 馆 的 南 ^ ^ 入 

l' J ^ ^ ^ ^ ^ " " 。 " 八 " ^ J 吕 ¨ " ' 止 ' 「 扎 叫 足 休 。 " " 往 寸 一 ' " 4 ^ G ^ ^ —l^u ^ J 口 / L 么 

冲 菩 ^7^^ ^Vn Emm ^ 

^ ^ L ^ ^cLl^ l ^ ^ ^ 1 『 坞 。 ' 

^ 1 ^ ^ ^ ^ ^^^ ^ ^ ^ ^ ^ ^ 茁 本 内 ^ ^ 洼 姨 的 同 ^ 入 汁 菩 ^ T ^ 门 斯 姥 的 厨 ^ 入 ^ ^ ^ 拼 憾 ^ 1甲 

' 。 " ~ 一 " " 伍 寸 公 ^ ^ : 4 ^ 4 ^ 4 r ^ ^ u 4 ^ J 芦 / L 么 ^ ^ l ^ ^ c ^ l K y ^ 1 『 烂 。 " ^ ^ J l ^ l / L 全 ' " 。 " 。 ' " 「 " P P ^ ^ 

一，「^^乒vn h h 弓 了 让 而 右 斗 ， ^ 再 夕 毛 雨 ^ ^ u ^ ^ ^ l W / ^ 

" ' 。 。 " " ^ 少 … " " " " " ' " " 口 肛 叫 延 体 。 ' 

、 广 广 

(F)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和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2423·本组织可根据第九条第22款彻项、第32款(^)项和第36款(^)项， 

[考虑到各自的职能和现有的协定，]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包括但不仅仅 

限于粮农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国际疫苗学会、国际兽疫局、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缔 

结协定和安排[，以加强遵守并确保有效和充分地落实《公约》第十条及本 

条]，从而除其他外: 

(a)在下列万面获得尽可能大的协同效益和收益: 

(1)收集和传播关于和平使用生物剂及毒素的资料[，包括生物战防 

御活动万面的发展情况] ; 

(2)交流关于经过基因修饰的微生物向环境中释放的信息; 

(^)现行制造程序规范、实验室程序规范、生物封闭措施和其他生物 

安全规章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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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便利使用有关数据库，以检索其中关于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 

毒素、生物安全以及与《公约》特别相关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 

成果的资料; 

(5)收集和传播关于诊断、监测、检测、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 

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资料; 

(6)关于处理、运输、使用和释放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的规章; 

(b)与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方面以及在诊 

断、检测、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方 

面协调进行活动，并使本议定书各缔约国更加了解和便于参与这些活 

动 

动^ 

[(c)支持各缔约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框架，包括在科学和技术人员之间交流 

信息，以便除其他外: 

(1)利用缔约国的科学却技术能力、经验和专门知识; 

(2)促进相关的现有国家管制和行政程序的协调统一; 

(3)协助发展中缔约国加强其他生物科学、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万面 

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 

(^)便利提供关于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的和平使用的有关现行管制程序方 

面的信息和咨询意见。 

鉴24·缔约国大会可为以上第23款中载列的目的审议和决定可能与有关非政 

府组织建立订立的临时协作关系协定或安排。+在缔约国大会进行审议之前，执行 

理事会应考虑到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资格、职能、公正性和经费来源，详细审查拟 

议的协定或安排的条件和规定，必要时可由技术秘书处协助其进行此一审查。 

2625·技术秘书处应保有一份记录，其申登录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根 

据第23款进行的合作活动，并应将此种记录提供给合作委员会以及根据请求提供 

给缔约国。 

并26·执行秘书处可在征求与本组织根据第23款存在合作关系的其他有关国 

际组织和机构的意见之后，包括在执行理事会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就如何采取进 

一步实际步骤有效落实本节所设想的合作关系而酌情向合作委员会、执行理事会 

或缔约国大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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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8^27·本组织应设有一个专门处理[《公约》第十条^ r及^ 「本条]执 

行事宜的部门。] 

[ ( G ) 保 障 3 7 

[2928·本条所载的义务不得妨害每一缔约国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 

全的权利，并应受此一权利的限制。[此种义务还须以本国具备有关的资源为前 

提 。 ] ] 

[捣29·在执行本条的规定时，各缔约国和总干事应考虑到现有的协定和其 

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职能以及缔约国的活动，从而避免发生重叠并确保有效 

和协调地利用资源，以切实执行本条所载列的各项措施。] l 38 

( H ) 宣 布 

34-30·每一缔约国应每年按附录E中的格式向总千事提交宣布，其中综述它 

为落实《公约》第十条及本条的规定而个别地或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和机构一 

起采取的措施。如果合作委员会提出建议，总干事应审议此种宣布，以期为更有 

效和更好地落实《公约》第十条及本条而建议具体的实际步骤。合作委员会应接 

收此种宣布及任何其他建议，包括总干事的建议，并应在编写本条第^^款所指的 

提交缔约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时考虑到这些宣布和建议。 

13^31·每一缔约国有权宣布任何违反第十条下的义务对用于和平目的的生 

物材料、设各和技术的转让施加的限制。] 

37有人建议删去本节或将其移至议定书中可能涉及与《公约》第三条有关的事项的 

另一部分。不过，也有人指出，本节与《公约》第三条无关。 

配对(G)节的案文应置于第一条(^般规定)内还是应置于本条内，存在意见分歧。 



B ^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t I^^ 

p a g e 8 5 

主席就组织/执行安排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第九条 

组 织 

(E)特权和豁免 

51·本组织不应为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任何泄密行为负责，除非按照本议 

定书的规定另有决定。本组织豁免的放弃应由大会作决定。放弃民事诉讼或行政 

诉讼上的管辖豁免不应视为也放弃判决执行上的豁免，判决执行上的豁免须另行 

放弃。大会应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的建议，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一致同意这 

一方式就放弃本组织的管辖豁兔和判决执行上的豁免作出决定。放弃豁免绝对须 

明示。本组织在任何具体案件中承担的任何财务赔偿数额不得超过本组织为泄密 

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财政年度的本组织年度预算的5%，而本组织在任何财政年度 

承担的财务赔偿总额不得超过该年度的本组织年度预算的10%。本款的规定应于 

第款中规定的时间 始实施，除非当时举行的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 

国
 
一致同意这一方式另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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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附 件 A · 宣 布 

一、清单和标准(物剂及毒素^ 39 

1·以下的物剂及毒素清单系供仁按照第三条采取特定措施特别是供，第三 

条，第三条 r t节第一个节第……款=耙F节]使用。 

[ 2 大 y ^ Y ^ 怖 黄 ^ 厄 喜 丢 ^ 1 ^ 尚 ^ ^ ^ 五 田 ^ 1 ^ 7 ; ^ ^ 捍 淮 「 下 「 尤 击 " 旦 不 南 怕 甘 一 怖 

· 上 ， 刀 叫 … ， · ， 丛 廿 ， 。 · 。 广 丁 。 」 ， ， ， 、 ， 。 ， ， 。 ， ' ， … · 中 ， 」 ， ， · 」 」 土 T 终 尺 卜 ， 工 " 1 、 ， 尸 。 L … 

^ ^ 就 姜 丢 7 ^ ^ ^ ^ ^ ^ R^^ 4 ^ ^ 内 半 老 刊 ^ ^ ^ ^ t ^ 停 谁 -

" 叫 4 ^ ^ ^ ^ " " " " ^ 口 丁 。 ' u ^ 上 " " 柑 F ^ ^ ^ 4 一 一 " ^ ^ . 

在拟订物剂及毒素清单时，考虑到了以下 (̂a)项所列的+标准壬及(b)和(c)项所列 

的其他因素扎而在审查对清单提出的任何修改案时，除其他外，也应考虑到这些 

标准乓及因素扣 

(a)个别物剂及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 

-已知该物剂或毒素曾作为武器而发展、生产或使用过; 

-该物剂或毒素对公众健康邪/或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发病率、机能丧失率和/或死亡率高; 

-感染/中毒剂量低; 

-传染率和/或传染能力高; 

-没有什么有效或符合成本效益的预防、保护或治疗方法; 

-易于生产和/或传播; 

- 在 环 境 中 稳 定 ; 

-潜伏期短而且/或者在早期阶段难以诊断/鉴定。] 

39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所含核酸序列的编码与所列物剂和毒素病原性 

质的核酸序列密码相同的微生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还需进一步审议毒素的核酸序列密码。 

有一种意见认为，诸如已登记的或国际公认的疫苗品系等减活微生物不应列入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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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大 训 扦 物 女 1 l R^喜丢洼尚础半占刊了n^丁「/。、而百芹7;1^佑「拄胜「n几丫丰n 

^ ^ d 』 一 " 山 " … " " 幻 7 ^ ^ 4 ^^ ? ^ ^^ ^ ? ? ^4 ^ ^^ ^ ^ L ^ 4 ^ - " " - ^ L l ^ ^ ^ '^ l ^ ^4 ^ v 」 l ^ t 卜 ' 卜 ^ ^ ' ^ l ^ 

， 、 而 掂 刮 仿 甘 灿 田 手 「 而 大 击 本 叫 洼 尚 坦 山 竹 仕 扁 做 站 去 H 哈 甘 从 f 7 ^ 出 点 本 

k ^ ^ v ^ ^ / l / v H 4 ^ ^ l t ^ ^ 4 F — l ^ ^ ^ ^ ^ 」 ^ ^ ^ u J 1 ^ 4 ^ ^ 一 ' ? ^4 ^ l l̂ l v ^ F 4^4?1 l^^ ^4 l ̂ ^^ 」l ^ 1 了 个 水 ^ ^ J ^ l A v ^ ^ ^ l u J ^ l 7 L l L t ^ :L l ^ 

毛 利 ^ 1 ^ 此 悼 帖 「 屈 同 妻 「 -

^ 4 L : ^ ^ J ^ ^ r A 4 _ ^ ^ ? ^ ^ J l l 1-4^ L 从 烂 " ' " 

价 大 叫 ^ 胁 女 1 1 7R^善弄田仕井里协可雏^w^. 

t b w ^ ^ l / ^ ^ … ， ， ， 殊 廿 ^ ^ ^ ^ ^ l̂ J L T 4 ^ ^ v w ^ H … ， · ， 口 ， 上 ， 

r/^^^七^ . 旦 不 口 上 门 甘 曲 加 平 守 奥 下 僵 屁 止 立 烛 方 击 ^ 占 田 H 人 科 

^ l/ ^l ^ ^ ^ 卜 ? / ^ L ^ 1 ? 1 1 ? 1 ^ ' ^ ^ 卜 口 。 。 " 片 v " … 。 个 ^ l^^^^ ^ 一 ^ ^̂  l r p 4 l J F ^ 7 V 1 人 ^ l^i ^ ^ ^ ^ ^ ^ / l ^ J 

让 入 炽 坟 壬 ^ ， 就 八 ^ b 肋 宙 立 斗 舌 士 灭 壬 r I 影 几 向 - 椎 ^ 冰 掂 斯 体 亡 洪 体 

^ ^ 4 ^ 4 ^ ^ 一 … … ^ ^ 7 ^ v 一 心 片 卜 ' 一 一 卜 ' … 杉 … ' " " 卜 之 v ^ ^ ^ ^ 4 ^ y … 。 正 大 ? 1 口 " 

胡 镐 下 冉 舍 硅 亥 女 ^ 红 土 生 亥 芋 ^ ， 就 瓦 十 亥 亩 - 诞 右 就 口 右 右 n 日 佑 右 

" / 甚 " 一 终 " 丁 " 1 / u 叩 b ^ ^ ^ ^ ^ ^ ^ r ^ 」 。 / ^ 7 q 4 / A^L l^ ^ T ^ 1 ^ 4 ^ 1 本 门 叫 介 口 门 「 卜 。 " " 

赫 石 尔 坟 协 新 陆 丰 臼 午 n / 就 拾 片 七 让 · 俞 洗 就 伟 害 划 具 ^ 丘 日 工 斗 立 

^ 卜 " 乱 " " ' … " " ] 入 * 1 ^ ' r 7 v l H ^ 4 ^ ^ ^ 片 ^ ^ L L l ^ 个 刊 ^ 4^L^^ ^ l ^J ^ ^ = ^ l ̂ ^ 1 ? ^ v 4 l - ^ 

丢^ / 就 仕 挟 - 大 盯 瞎 士 毡 由 - 却 ， 乱 杜 洗 链 士 童 就 巨 毛 仕 沉 · ] 

」 " ' 叫 " 」 冉 ' 丛 " ¨ " " … " 厂 ' 」 " 弘 " 介 叩 刀 " 弘 勿 " 怅 ^ 1 ^ ^ J 

主 ^ 兰 产 入 ' " " ' 

[在审查物剂及母素渭单时，执行理事石除其他外，应考虑到上述标准及下列 
因素^ ] 

(b)可能会影响个别物剂或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 、 J 

主 ^ ^ 巳 ^ 主 " ^ 圭 " " 

(C)因某一物剂或母素可旺列入捕单或不列入渭单而对科学和技术研究与 
发展产生的影响 - 1 40 

影 。 

、 ， 、 

[清单的修改] 
3·任何缔约国均可对清单提出修改案。执行理事会应审查此种对物剂及毒素 

、 - 、 " 、 - 、 、 - 一 ， 一 4 1 

清单提出的修改案。对清单作任何修改，应按[第: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计丁事。 
4·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也不表示末列入清单但有可能用作武器的微生物剂或 

直他生物剂或主妻或病媒「「:妄+ "圭而幸仕斗物靳橇十坐「弓本议定书不相关 
卜 u d 母 乐 博 丙 」 」 v 口 之 卜 口 出 、 「 ^ 卜 7 J " v " 出 " 」 一 t 。 

待 ^ 主 / 日 ' " 立 " " 

^^·按照第十一条，渭单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思义上修改或修正《公约》。壬 
rc ^米硅店片斗偷庆庙佑靳括怖娃店片洼尚廿广州仿撕斗物下片锌社由拉 

' " " " 卜 " 松 了 " ^ y ^ 仙 " 炒 " 」 。 阻 " " " 「 ^ 「 1 门 ^ 1 ^ " " " v 外 上 妆 ¨ L ^ J 4 ^ ^ 片 厂 ^ ^ 

兰 物 ^ ^ ^ 蕊 而 延 扫 半 职 冲 油 江 竹 ^ 巨 玄 就 同 仟 卜 八 圳 半 尔 ^ ^ ^ 油 许 白 心 且 玄 由 七 褂 斗 物 ] 

" " " ^ 卜 松 。 且 ^ 1 ^ ^ ^ " 扎 & v 牧 ^ ^ " " " 呐 月 " 上 ^ " " 4 & v 凶 ^ ^ " " " " 必 工 切 。 " 

7·清单某一部分载列的可引起传人动物病的病原体也应适用于清单的其他部 
分。 

4 0 同 上 。 

4。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单的审查和修改问题应在第三条A节和第十四条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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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主席之友提出本案文这一目的，以下只载列置于方括号中的病原体。 

A·人类病原体和传人动物病病原体 

细 菌 

2·[牛布鲁氏菌] 

4·(猪布鲁氏菌] 

[原生生物 

1·福氏耐格原虫 

2·南万耐格原虫] 

B·动物病原体 

牛病原体 

1·[牛肺疫(牛传染性胸膜肺炎)/董状文原体真菌变种] 

2·[口蹄疫病毒] 4^ 

4·[水疤性口炎病毒] 

羊病原体 

5·[小反鱼动物瘟疫病毒] 

6·[蓝舌病病毒] 

猪病原体 

8·[经典猪瘟病毒(猪霍乱病毒)] 

9·[捷申病病毒(1型猪肠道病病毒)] 

禽病原体 

10·[禽流感病毒] 

该病原体也包括在羊病原体和猪病原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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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城疫病毒] 

马病原体 

12·[非洲马瘟病毒] 

C·植物病原体 

谷类病原体 

1·[禾柄锈菌] 

3·[麦角菌] 

甘茂病原体 

4·[甘蔗裴济病毒] 

经济作物病原体 

7·[解淀粉欧文氏菌] 

8·[茄罗尔斯顿氏菌] 

9·[甘桔溃疡病单胞菌] 

10·[核盘菌] 

11·[烟草霜霉病菌] 

森林病原体 

12·[松座囊菌] 

[棕黄蓟  

木稽蓟 ] 
43 

有人认为，这两种病原体既非物剂也非毒素，因而应置于适当的一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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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的主席之友提出的 

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附 件 D · 调 查 

一 、 一 般 规 定 

(A)调查人员的指派 

1·调查组人员应由调查员和必要的调查助理组成。总干事应只从技术秘书处 

聘任的专职工作人员或各缔约国按照本节第10至第15款提名的临时专家中指派 

完全合格的调查人员进行实地调查。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时，应充分考 

虑到确保工作人员具有合乎 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格的必要性以及在尽可能 

广泛的公平地域基础上遥选调查人员的重要性。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国民或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调查组成员。 

专职调查人员的指派 

2·编为技术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的调查人员职位应由候选人提出申请，其聘 

任应以其所具有的与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这一目的相关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作为依 

据 。 

3·技术秘书处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30]天，以书面万式将一份列明技 

术秘书处建议指派为调查人员的人的姓名、国籍、出生日期和地点、性别、护照 

号码和级别的初始名单以及关于他们的资格和专业经验的说明送交所有缔约国。 

4·每一缔约国应在收到建议指派的调查人员的初始名单后[24]小时内确认 

收到此一名单。除非一缔约国至迟于确认收到名单后30天以书面万式宣布不予接 

受，否则此一名单所列的任何调查员或调查助理应视为获得接受。缔约国可说明 

反对理由。若末获接受，建议的调查员或调查助理(1)不得在宣布不接受的缔约 

国的领土上参加调查活动，(2)也不得在宣布不接受的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其他地万参加调查活动。技术秘书处应立即确认收到关于不予接受的通知。必要 

时，技术秘书处应在初始名单之外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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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查人员名单的增补或修改应按照以上第3和第4款中规定的程序行事。 

6·技术秘书处应随时更新调查人员名单，并将名单的任何增补、删减或修改 

通知所有缔约国。 

7·收到调查通知的缔约国不得要求将调查任务授权中列明的任何调查人员从 

调查组中除名。一缔约国有权在任何其他时间反对己获得接受的任何调查人员。 

该缔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此一反对通知总干事并可说明反对理由。总干事应在收 

到此一反对后12小时内确认收到此一反对。此一反对应自该缔约国收到总干事的 

确认之时起生效。 

8·被一缔约国接受的指派的调查人员的人数应当足够，以便随时有适当数目 

的调查人员可供调派。 

9·如果总千事认为因建议的调查人员不获一缔约国接受而妨碍指派足够数目 

的调查人员或有碍于有效完成技术秘书处在调查方面的任务，总干事应与有关缔 

约国商议此一间题。如果问题仍不能解决，总干事即应将此一问题提交执行理事 

会 。 

临时专家被指派担任调查人员 

^0·技术秘书处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30]天，通报拟列入供进行实地 

调查时作为临时调查员使用的调查人员名单的每一类专家的必要资格、专业经验 

和大致的 低人数。 

11·符合按第10款通报的各项要求的临时专家应由各缔约国提名。各缔约国 

应在收到此一通报后30天内将此种提名送交总干事，其中应列明它提议指派为调 

查人员的临时专家的姓名、国籍、出生日期和地点、性别、护照号码、资格和专 

业经验。总干事可随时再征求提名，各缔约国也可随时再提名。此种提名应按照 

以上第3至第9款的规定告知各缔约国。 

12·总干事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120天，按照本节第3至第9款所载的 

关于调查人员名单的规定，将一份临时人员的名单送交每一缔约国。 

^^·如果因技术秘书处内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而需要有临时专家参加实地调 

查，总干事应按照本节第42款的规定从指派的临时人员的名单中遂选此种专家。 

被提名的临时专家不得担任调查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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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临时人员名单上的人一旦被指派参加实地调查组，即应被视为技术秘书 

处的工作人员，并因而须遵守本议定书所载的适用于此种人员的一切规定。收到 

调查通知的缔约国不得要求将调查任务授权中列明的任何调查人员从调查组中除 

名 。 

15如果一缔约国所提名的一名临时专家不再能履行调查人员的职责，该缔 

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指派的调查人员的名单上的任何临时专家均可以书 

面方式通知总干事将其从名单中除名。 

培 训 

16技术秘书处应确保所有指派的调查人员均受到进行调查的适当培训。技 

术秘书处应进行此种培训，并可在与愿意提供培训的各缔约国商议后协调此种培 

训的时间表。 

(B)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 

17总于事应只利用经过适当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现场外分析。 

18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所需耍的标准(包括熟练标准)和程序应由缔约国大 

会首届会议予以核准。 

19技术秘书处应至迟于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结束后30天或一缔约国加入本 

议定书后30天向各缔约国通报经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核准的、实验室的指定和核 

证所需要的标准(包括熟练标准)邪程序。 

20愿意这样做的缔约国应在收到关于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所需要的标准(包 

括熟练标准)和程序的通报后60天内提出被提名的供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的初始名 

单。 

21被提名的实验室应由总千事按照以上第18至第^^款的规定加以指定和 

核证。总干事应至迟于完成指定和核证工作后^^天将一份列明所有得到指定和核 

证的实验室的名单送交所有缔约国。 

22总于事可根据提名缔约国的请求或在一实验室不再符合所需达到的熟练 

标准的情况下取消对此一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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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必要时，可按照以上第18至第20款所指的程序对更多的实验室加以指 

定和核证。每一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应每3年重新接受一次指定和核证。 

24·在指定和核定实验室时，总千事应充分考虑到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 

指定实验室的必要性。如果一缔约国提出请求，技术秘书处应协助改进被提名的 

供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的质量。改进被提名实验室质量的费用应由有关缔约国和/ 

或在可能的情况下由技术秘书处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负担。 

25·为了确保所分析的样品的安全和机密性，总干事应在指定和核证每一实 

验室后尽快与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缔结具体的协定。在与一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 

缔结此一协定之前，不得利用该实验室进行样品分析。 

(C)常规安排 

入境点 

26·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30天指定入境点并向技术秘书 

处提供所需的资料。这些入境点的指定应保证调查组至少能从其中一个入境点在 

[24]小时内抵达任何调查区域。总干事应将入境点的位置告知所有缔约国。 

27·每一缔约国可向总干事发出通知，改变其入境点。此一改变应自总干事 

收到该通知后第30天起生效，以适当通知所有缔约国。 

28·总干事若认为入境点的数目不足以及时进行调查，或认为一缔约国提出 

改变入境点有碍于及时进行调查，应与有关缔约国磋商解决此一问题。 

关于使用非定班飞机的安排 

29·如果无法搭乘商业班机及时前往入境点，调查组也可利用非定班飞机。 

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30天将运送调查组及调查所需设各的非 

定班飞机的外交放行号码或旨在便利非定班飞机的抵达和照管的适当程序和措施 

告知技术秘书处。飞行路线应沿既定的国际航线，并由缔约国与总干事议定，作 

为此种程序的基础。 

30·在使用非定班飞机时，技术秘书处应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拟议的飞 

行计划，以便安排飞机从进入被调查现场所在国空域前的 后一个机场飞往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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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供此种计划不得迟于预定飞离该机场前6小时。此种计划应按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适用于民用飞机的程序提出。技术秘书处应在每一飞行计划的各注栏内注 

明外交放行号码或与旨在便利非定班飞机抵达的适当程序和措施的细节并适当说 

明该飞机为运送调查组及调查所需设备的飞机。 

31·在调查组预定离 进入被调查现场所在国空域前的 后一个机场的至少 

3小时前，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所在缔约国/所在国应确保按第30款提交的飞行计 

划获得核准，使调查组能在估计抵达时间抵达入境点。 

32·如果调查组的飞机是技术秘书处拥有或包租的，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 

入境点为此种飞机提供技术秘书处所需要的停机处、安全保卫、维修保养及燃 

料。此种飞机应免付着陆费、起飞费和类似费用。燃料、停放、安全保卫和维修 

保养费用应由技术秘书处负担。 

行政安排 

3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调查组必需的便利，如:交通、通 

讯手段、口译、工作区、住宿、膳食和急救医疗。在这一万面，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向调查组提供此种便利所涉的所有费用应由本组织在收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关 

于要求偿付此种费用的详细通知后30天内偿付。 

核准的调查设备 

34·供现场调查期间使用的[本议定书所有缔约国应、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取 

的]核准的调查设各以及此种设备的规格应由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予以核准。这些 

规格应顾及安全和保密因素，同时考虑到可能在何种地方使用此种设备。 

35·技术秘书处应酌情更新设备清单。经过更新的清单应由大会予以审议和 

核准。 

36·技术秘书处应确保所有类型的该准设各在现场调查需要时均可付诸使 

用。在现场调查需要时，技术秘书处应对设备的校准、维护和保护提出正式核 

证。为便利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入境点检查设备，技术秘书处应提供书面材料并 

加设封印，以证明所作核证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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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所有常备设备应由技术秘书处保管。技术秘书处应负责此种设备的维护 

和校准。 

38·在不违反第39款的前提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得对调查组将技术秘书 

处己确定为满足调查需要所必需的设各清单上的设各带入调查现场施加任何限 

制。调查组在调查期间使用特定设备时应考虑到适用于此种设备的使用的当地规 

章。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过程中详细说明此种规章。 

39·在不影响规定时限的前提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入境点当着调查 

组成员的面前检查设备，即核对带入或带出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所在国领土的设 

备是否属实。为便利此种识别，技术秘书处应附有可证明设备所指用途和所作核 

证属实的证书和装置。对设备进行检查，还应使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确信设备符合 

关于供特定类别的调查任务授权规定的核准设各的说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 

剔除与此一说明不符的设各或不具备上述证书和装置的设备。检查调查设备不得 

超 过 ^ ^h时。 

40·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技术秘书处的请求而同意提供调查设备或如 

果调查组认为必需使用现场所各有但不属于技术秘书处的设各并请求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安排使其能使用此种设各，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力满足此一请求。调查 

组应有权观察和核实此种设各的校准。应偿付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此种设备和 

进行调查组所要求的任何校准的费用。 

41·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现场所各有的设各，调查组可 

予以接受。调查组应有权观察和核实此种设各的校准。进行调查组所要求的任何 

校准和使用此种设备的费用应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负担。 

(^)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组的指派 

42·总干事应考虑到具体请求的情况，确定调查组的规模，并在尽可能广泛 

的公平地域基础上遂选完全合格的调查组成员进行调查请求中请求逆行的特定类 

别的调查。应从按照以上第2至第15款指派的调查人员中遂选调查组成员。调查 

组的规模应为适当履行调查任务所必要的 小规模，但在实地调查的情况下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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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得超过30人，在设施调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得超过20人。总干事可酌 

情在收到调查请求后尽快通知可能被选入调查组的成员有可能需要他们进行调 

查。 

43·总干事在征得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同意后，可扩大调查组的规模。 

观察员 

44·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的情况下，可派遣一名代表 

观察调查的进行，该代表可以是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国民，也可以是第三缔约国 

的国民。 

45·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通知总干事它是否接受拟指派的观察员。 

46·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一般情况下应接受拟指派的观察员，但如果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拒绝接受，则应在 后报告申载明此一事实。 

47·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与总干事联络，通过协调，使观察员在调查组抵达 

入境点后的合理时间内抵达同一入境点。 

48·观察员在整个调查期间有权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设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的使馆或其他正式代表团通讯，若无使馆或其他正式代表团，则直接与提出请求 

的缔约国通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为观察员提供通讯手段。 

49观察员有权随调查组到调查区域/替代周界或 终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 

在先者为准，并可观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准许其观察的调查区域/替代周界或 终 

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在先者为准。 

50·观察员有权就调查的邀行提出建议。 

51·在整个调查期间，调查组应让观察员充分了解调查的进行和实情调查结 

果 。 

52·在整个调查期间，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为观察员提供或安排提供与第33 

款所述的给予调查组的便利相似的必要便利。观察员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内 

停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应由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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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的派出/抵达 

53·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并按照第三条G节第19至第27款处理此一请 

求之后尽快派出调查组。调查组应按照第三条G节及本附件中的规定，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到达请求中所指的入境点。 

54·在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完成全组成员的部署，则在 

特殊情况下，总干事在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事先磋商后，可派按照以上第42款指 

派的由临时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的部分成员在其余成员出发之后才出发。 

(E)调查的进行 

通 讯 

55·调查组成员在整个调查期间有权相互通讯。为此，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电信设备，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他们可使用经正式 

核准和核证的自备设各，但须充分遵守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有关规章。如果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不能为其提供符合类似的经核准和核证的设备的同样规格的所需的 

电信设备，则调查组成员有权使用经正式核准和核证的自各设备与技术秘书处随 

时通讯。在这样做时，调查组成员有义务不传送任何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资料 

或数据。 

56·除非得到总干事授权，否则调查组成员在任何时候不得就任何与调查有 

关的事项同调查组成员或技术秘书处以外的任何个人或机构直接或间接通讯。 

旨在了解方位的飞越 

57·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提供便利，对调查区域或在 

调查期间拟加以调查的设施作一次飞越， 

以调查的设施方位 

越， 后报告中不应记录或评论此事 

使调查组能够大致了解调查区域或拟加 

口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能或不同意作旨在了解方位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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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调查后的活动 

初步调查结果 

58·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会晤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以审查调查组的 

初步调查结果并澄清任何尚未解决的不明情况。调查组应考虑到附件E的规定， 

以书面形式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初步调查结果，并随附打算带出现场的所收 

集的书面资料和数据及其他材料的清单和副本以及提议移出现场的任何样品。调 

查组组长应在文件上签字。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应在文件上副签，以表示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己注意到初步调查结果的内容。此一会晤和程序应至迟于调查结 

束后[24]小时结束。 

59·按照第三条G节(G)小节关于准入的规定，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若为了保护 

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认为有此必要，可对特定样品、文件或其他材 

料的移出现场要求施加限制。 

6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还可提请调查组注意它认为初步调查结果中有哪些资 

料与调查无关。在此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要求将此种资料删除如果调 

查组不同意删除此种资料，应将此种资料作为机密处理。 

61·除了以上第59款的规定外，调查组还应根据请求，将调查期间记录的所 

有资料和数据的副本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离 境 

62·调查后的活动一经完成，调查组和观察员即应尽快离 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领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力提供协助并确保将调查组、设备和行李安全送 

至出境点。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与调查组另有协议，否则所用出境点应是原入 

士竞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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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调查过程中防止滥用的措施 

63·调查组在根据调查任务授权进行调查时，应只使用为提供充分的有关事 

实以澄清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所必要的、在本议定书中载 

明的方法，并且不应从事与此无关的活动。 

64·调查组应收集和记录与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有关 

的事实，但不得索取或记录显然与此无关的资料，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明确请 

其这样做。所收集的任何材料若随后发现无关，一律不得保留。 

65·按照国际法中载明的有关规则，调查员应为其不法活动包括泄漏其在进 

行调查工作的过程中知悉的机密所有意或无意造成的任何损害对自然人或法人负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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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调查 

(A)调查请求 

请求进行调查时须提交的证据，包括资料和分析 

1·如果根据第三条G节第3款(a)项针对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事件请求进 

行调查，则请求中应附有下列资料: 

(a)指称的事件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缔约 

国/国家的名称; 

(b)叙述此一指称的事件，包括提供所有可以获得的关于以下四项的资 

料: 

(1)出于非和平目的使用或释放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情 

况;和/或 

(2)在指称的事件中使用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情况; 

(3)指称的事件发生的情况; 

(4)所怀疑的此一指称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或肇事者; 

(C)尽可能列明指称的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或者被提出请求的缔 

约国察觉的日期和时间，若有可能则列明指称的事件的持续时间; 

(^)以尽可能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秒的地理坐标或其他替代手段尽可能精 

确地指明请求加以调查的区域，并以地图标出所指明的区域及其地理 

特征; 

(e)受害者是否为人、动物或植物，并注明受影响数量和叙述受侵袭的后 

果，而且列出: 

(1)疾病的症状和/或体征; 

(2)所有可以获得的与疾病突发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 

彻对于涉及疾病突发的请求，应提供可说明为何它认为疾病突发(a) 

并非自然发生而是(b)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的详细证据 

和其他资料及分析，包括关于事件和/或活动的详细资料; 

(吕) 与请求相关的任何先前的磋商/澄清所得到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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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根据第1款随请求一并提供的资料以外，还可酌情尽可能提交其他类 

别的资料，其中除其他外包括: 

^^^任何内部调查报告，包括任何实验室调查结果; 

^h^疾病的初步治疗情况和初步治疗结果; 

(C.^^叙述所采取的旨在防止疾病突发蔓延和消除指称的事件的后果的措施 

及其在受影响区域的成效，如果有此种资料的话; 

^7n)按照第六条第9款的规定另外提出的任何具体援助请求; 

^P^^任何其他佐证资料，包括在内部调查过程中被认定与指称的事件有关 

的目击者宣誓口述、照片、样品或其他物证。 

3·以上第]款(^)项所指的调查区域应: 

(a)被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足以完成调查任务; 

(b)与引起调查请求的对不遵约的关注相符合; 

(c)不跨越任何国际边界。 

4·总千事应以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秒的地理坐标在地图上指定调查区域，以 

供列入调查任务授权。调查区域的指定应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在调查请求中指明 

的调查区域作为恨掘，并应符合执行理事会下达的任何指示。指定的调查区域的 

面积不得超过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请求加以调查的区域的面积。 

(B)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的通知 

5·总干事应在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前至少12小时将即将进行调查一事通知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如果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进入其他缔约国领土，总干事也应通知 

该其他缔约国。 

己总干事按照第5款发出的通知除其他外应包括以下资料， 

(a)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国家的名称; 

(b)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名称，如果不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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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据调查请求确定的所要调查的指称的事件的性质; 

(^)调查组将抵达的入境点以及抵达的方式; 

(e)调查组抵达入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 

彻如果使用非定班飞机，应提供适用的外交放行号码或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为便利非定班飞机的抵达和照管而要求提供的适当资料; 

(9)指称发生不遵约事件的区域的位置及特征; 

(^)叙述对人、动物或植物的任何影响; 

彻将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0)总千事根据本附件第一节第41款请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考虑为调查组 

提供的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在相关情况下，总干事请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为调查组提供的在调查期 

^间使用的实验室设施和其他艾助的清单，如果有可能提供此种设施和 

艾助的话; 

U)调查任务授权; 

(^)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关于即将进行调查的通知后1小时复文确 

认收到此一通知。 

8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此一通知后6小时表明它将提供哪些请求 

其提供的设备、实验室设施和其他支助。 

9·按照第三条G节第28款下达的调查任务授权应至少载明: 

(a)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名称; 

(b)根据调查请求确定的所要调查的指称的事件的性质，包括对人、动物 

或植物的任何影响; 

(c)按照本节第4款指定的调查区域; 

(^)调查组须达成的具体调查目标; 

(e)调查组计划逆行的活动类别、作业指令及任何其他可确定的任务; 

彻调查组将酌情使用的任何过境点或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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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将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各的清单; 

0)进行调查所需要的时间的估计。 

调查期 

10·调查期不得超过30天，除非经执行理事会授权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 

后延长。估计的调查期应在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并应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结束 

后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充分磋商予以修订，但不得超过上述期限。调查 

组应尽一切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调查。调查期是指从入境点程序结束到 

调查组离 出境点为止这段期间。 

(^)调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从入境点运送 

1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快将调查组及其设备运送到调查区域内经调查组 

指明作为调查起点的地点，并且无论如何应确保调查组至迟于抵达入境点后48小 

时抵达该地点。 

12·所在缔约国/所在国应在必要时协助运送调查组及其设备。 

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1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文件资料向调查组介绍 

情况。情况介绍除其他外应包括有关自然地形特征、安全事项、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认为与情况介绍相关的调查区域主要疾病概况、进入该区域可用的通路和交通 

工具、调查的后勤安排、根据总干事的请求提供的设备私/或实验室设施的细节以 

及任何其他有关资料。 

14·在有理由这样做的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中或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向调查组指出它认为敏感或与《公约》无关因而适用 

第三条G节(^)小节关于准入的规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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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提供在请求提出后获得的或末见于调查任务授权中 

的补充资料。 

16·调查前的情况介绍不得超过3小时。 

调查计划 

17·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结束后，调查组应拟订一项初步调查计划，该计划除 

其他外应作为后勤和安全安排的依据。该计划应至少订明调查组将进行的活动、 

调查组的后勤要求以及各项活动和耍求的暂定时间安排。调查组应考虑到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的任何意见，酌情修改调查计划。该计划应在调查 始前提供给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拟订调查计划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调查的进行 

情况报告 

18·调查组应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磋商，至迟于抵达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 

后24小时向总干事发送一份情况报告。它应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磋商，视必要发 

送进一步的调查进度报告。 

19·情况报告可说明与所调查的事项相关的任何迫切需要的技术、医疗、兽医 

或农艺方面的协助以及任何其他有关情况。迸度报告可说明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任 

何进一步协助。 

调查组进行具体的现场活动 

20·所有现场活动均应按照第三条G节(G)小节关于准入的规定进行。 

询 问 

询问目击者 

21·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问曾目睹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 

可提供关于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可能与调查相关的情况的人。进行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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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由其提供协 

助，除非有关个人表示不希望如此。 

^^·调查组可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如 

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或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植物 

或动物的所有人 

^^·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以 

查明他们受到何种影响。在动物或植物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情况下，调 

查组经本人同意后，可询问这些动物或植物的照管人，以查明这些动物或植物受 

到何种影响。进行询问时，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 

的情况下由其提供协助，除非有关个人表示不希望如此。 

94·调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 

如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询间其他人员 

^^·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间其他人员，诸如国家/地方政府官员、 

任何有关医疗、兽医、制药、农业机构或设施的人员等，以获得与调查相关的资 

料，但进行询问时，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 

下由其提供协助，除非有关个人表示不希望如此。 

^^·调查组应仅耍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如 

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9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接受询问的人员有权驳回其认为与调查不相关或触 

及敏感的国家安全资料或商业所有权资料的问题。调查组组长若仍认为这些问题 

是相关的并且应得到答复，可以书面万式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这些问题请其 

答复，并解释这些问题为何与调查相关。调查组可在其报告中注明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不准许询问或不允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以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这万面所 

作的任何解释。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1 ( P a r t 

p a g e l 0 6 

28·进行询问时，应避免对接受询问的人员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妨碍。调查 

组应在相关情况下事先通知拟对特定的个人进行所要求的任何询问的时间。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可就进行此种询问的时间提出建议。 

询问不在调查区域内的人员 

29·如果调查组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认定，为了履行其任务，需要对符合以 

上第21、第23和第25款中载明的询问标准但在进行调查时不在调查区域内的任 

何人员进行询问，调查组可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通常居住于调查区域内 

的]此种人员。调查组应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可表明为了履行其任务而有必 

要进行此种询问的病原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合理的 

努力，使调查组能够尽快进行此种询问。此种询问应按照以上第21至第28款的 

规定进行。 

目视观察-

30·调查组可目视观察在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区域，以便获得与调查相关 

的资料。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确保调查组的健康和安全。调查组应由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陪同。摄像或照相设各的使用应符合第三条G节(G)/J^节关于 

准入的规定。 

与疾病冲毒有关的检查 

31·调查组的适当合格医务成员可在说明情况并征得受影响或受侵袭的人或 

其家人或法律代表的书面同意后，对受影响或受侵袭的人进行医学检查。此种检 

查的目的应是使调查组能够作出诊断和/或确定是否发生了侵袭。 

32·调查组的适当合格成员可对受影响或受侵袭的动物和/或植物进行与疾病/ 

中毒有关的检查，在可能和相关的情况下此种检查须先征得此种动物和/或植物的 

法定所有人的明示同意。此种检查的目的应是使调查组能够作出诊断和/或确定是 

否发生了侵袭。 

33·在必要和相关的情况下，调查组可从受影响的人或动物的身上取样以及 

采集受影响或受侵袭的植物的样品，以便作出诊断或确认对疾病的临床诊断或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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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发生了侵袭。如果受影响的是人，应先说明情况并征得受影响的人或其家 

人或法律代表的书面同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 

34·在相关的情况下，调查组在说明情况并征得死者家人或法律代表的书面 

同意后，可观察、参与或进行死后检查。 

35·调查组在必要时可在征得法定所有人的同意后检查实验室动物或取自实 

验室动物的现有样品或从此种动物的身上取样。 

36·调查组和所有参与调查的实验室应对所有医学资料，包括取自人体的样 

品和其他材料，实行 严格的保护措施。 

37·如果调查组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认定，为了履行其任务，需要对不在调 

查区域内的任何受影响或受侵袭的人或动物进行医学检查或兽医学检查或从此种 

人或动物的身上取样，调查组可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此种人或动物。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应使调查组能够进行此种医学检查或兽医学检查和/或从此种人或动物 

的身上取样。此种活动应按照以上第31至36款的规定进行。调查组应向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提供可表明有必耍进行此种活动的病原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 

取样和鉴定 

38·调查组可在适当和它认为必要时采集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环境样品、 

弹药和装置的样品或弹药和装置残余物的样品。任何此种样品均应加以分析，以 

查明是否存在特定的生物剂或毒素。 

39·应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的面前取样。调查组可请求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在调查组成员的监督下协助取样。在必耍和适当的情况下，调查组还可请求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从被调查区域的邻近区域采集相关的对照样品。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 

40·调查组可使用可供调查组使用的任何专为用于此种调查而设计或批准的 

万法分析样品。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利用当地可利 

用的资源协助分析样品。如果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自己逆行分析，调查组或经调 

查组组长特别指派的某些成员应在所有分析过程中在场。所有取样均应按有关的 

程序和万法进行，以确保所希望采集的样品不受污染而且样品的采集充分照顾到 

卫生保健和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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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应尽可能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领土上对[第39款所指的一种密封复样] 

进行分析，而且应有调查组的代表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 

42·如果无法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上进行分析，调查组可将样品移至经 

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逆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有权与所有样品随行 

并观察任何分析和以后的销毁。分析完成后余下的任何末用样品或样品的末用部 

分均应归还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43·总干事应对样品的安全、完整性和保存以及对确保移送场外作分析的样 

品的机密性负首要责任。无论如何，总千事应: 

(a)建立样品采集、处理、储存、运输和分析的严格制度; 

(b)从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中为特定的调查选定负责执行分析任务或 

其他任务的实验室; 

(c)确保订有安全存放密封复样并保持其完整性的程序，以供必要时作进 

一步澄清用; 

(^)确保迅速迸行样品分析; 

(e)为所有样品的安全负责。 

44·作现场外分析时，应由位于不同缔约国的不同的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 

室对样品进行分析。总干事应确保分析得以迅速进行。 

45·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和调查组还应收到密封的复样并予以安全存放，以供必要时作进一步澄清用。 

46·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分析结果，则应将密封的复样用于此一目的。应 

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对这些样品进行拆封。这些样品的分析 

也应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进行。 

47·调查完成后余下的任何末用样品或样品的末用部分若末销毁，均应归还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收集和察看背景资料和数据 

48·调查组可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协助下: 

(a)获得和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此种数据可 

包括关于疾病、流行病或其他疾病突发的流行率的数据，并可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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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调查的事件所作的任何初步识别和诊断以及关于防疫接种方案的 

数据; 

(b)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所有医疗、公共卫生和职业卫生记 

录和数据。接触个人的医疗记录应先说明情况并征得有关个人或其家 

人或法律代表的书面同意; 

(c)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其他文件和记录，诸如兽医或农业 

方面的文件和记录。 

49·调查组可要求获得任何与调查请求相关的文件或数据的副本，以便纳入 

后报告或用以协助其编写 后报告。任何反对的理由均应以书面方式说明，以 

列入调查报告。调查组要求获得的文件或数据若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属于机 

密性质，应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 

50·收集到的任何文件或数据若随后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与调查任务授 

权不相关，均应由调查组归还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为与调查 

任务授权不相关的任何文件或数据均应在 后报告中予以注明。 

调查区域的延伸 

51·如果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将调查区域予以延伸，它可请求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此一延伸。调查组应在其请求中以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秒的 

地理坐标在地图上指明请求延伸的区域。调查组还应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说明提 

出此一请求的理由。[如果没有在[24]小时内达成协议，调查组组长应通过总干 

事将此一问题提交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应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延伸调查区域的书面 

请求，此一请求应附有可作为提出此一请求的实质性根据的证据，包括资料及科 

学和技术分析，并附有原先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的请求中的所有资料。总干 

事应在向执行理事会提出请求的同时，将请求副本分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提出 

请求的缔约国。] 

52·如果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将调查区域延伸至一相邻的缔约国/ 

国家，则调查组应通知总干事。总干事应向执行理事会汇报。任何缔约国均可根 

据此一情况和/或任何其他情况而按第三条G节第6至第18款请求在总干事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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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事会所作的汇报中指明的缔约国的领土上另外逆行调查。在非缔约国的情况 

下，总干事应按照第三条G节第12款中载明的程序，立即与该非缔约国联系。 

调查期的延长 

53·如果调查组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发现估计的调查时间不够充分，则调 

查组可向总干事申请延长调查期。总干事可按照本节第10款延长调查期。 

初步调查结果和离境 

54·与调查组的初步调查结果和离境有关的调查后的活动应按照本附件第一 

节第58至第62款进行。 

( E )报告 

临时调查报告 

55·应至迟于调查工作完成后30天将一份临时调查报告送交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 

56·临时调查报告应总结实情调查结果。此外，报告中还应说明调查过程， 

叙述其各个阶段，特别是载明: 

(a)调查组进行的活动及实情调查结果，尤其应针对第1款(b)项中表示 

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作出说明; 

(b)任何取样和现场分析的地点和时间; 

(c)各种佐证，例如询问记录、与疾病/中毒有关的检查及流行病学和科 

学分析结果、调查组察看过的文件等; 

(^)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也许有助于查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任 

何生物剂或毒素的来源的任何资料，例如:在可能的毒素武器的情况 

下，惰性物质的化学组成和实际存在;在传染性物剂的情况下，血清 

或分子序列证据; 

(e)报告还应载有可以获得的与该区域先前存在过指称的物剂有关的环境 

资料和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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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所在缔约国/所在国提供的协助及其及时性; 

(^)任何己完成的实验室调查及取样和鉴定的结果; 

(̂ )调查组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所给予的准入和合作的程度与性质及此种 

准入和合作对调查组履行任务所起的作用等所作的事实性说明。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提出下列意见，并应在收到调查组的临时报告后 

^^n^ ^^^^天内将这些意见送交调查组: 

(al)指出任何它认为属于机密性质因而不应载入报告定本的与调查任务授 

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无关的资料和数据。调查组应考虑此种意 

见，并应在一般情况下依照请求删去此种资料和数据; 

(b)对临时报告的内容提出意见。调查组应在报告的定本中提到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的意见并尽可能予以采纳，然后将 后报告提交总干事。 

58·实验室应报告其对生物剂和/或毒素进行分析和鉴定的结果，此种报告一 

共有下列几类: 

(a)初步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收到样品后尽快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 

初步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初步调查结果，载有鉴别诊断结果， 

对迸一步工作所需的时间作出估计，并说明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验的 

计划。 

(b)中期实验室报告。实验室若末在提交初步报告后30天内完成其工 

作，则应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中期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工作 

进展的详细情况以及未来工作的 后计划。 

(c) 后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完成其工作后尽快并且至迟于收到样品 

后6个月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载有其调查结果的 后报告。 后实 

验室报告中应说明所进行的工作，并应载有完整的物剂诊断或鉴定结 

果。如果不能作出确定的诊断或鉴定，则报告中应陈述此一事实并说 

明为何不能作出 后的诊断或鉴定。 

59·如果实验室的报告有任何不一致之处，调查组应将一份复样送请另一经 

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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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应尽快并且至迟于现场调查结束后6个月完成实验室报告，以便纳入  

后报告草案。 

后报告 

61· 后报告草案应包含临时调查报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意见和实验室 

报告，并应由调查组组长至迟于收到 后实验室报告后10天送交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就 后报告草案提出书面意见，并应在收到 后报告草 

案后[4] [30]天内将这些意见送交调查组组长。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对 后报告 

草案的内容和调查结果可能提出的任何书面意见均应作为附件列于报告草案定本 

之后。 后报告草案及其附件应构成 后报告。 

62· 后报告应至迟于调查结束后[14]天送交总干事，以便按照第三条G 

节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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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设 施 调 查 

(A)调查请求 

请求进行调查时须提交的资料 

1·如果根据第三条G节第4款(b)项针对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事件请求邀 

则请求中应至少附有下列资料: 

指称的不遵约活动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 

的缔约国的名称; 

叙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特定事件或活动，包括关于发展、生产、 

储存、获取或保有下列物剂或毒素或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具体资 

料: 

(1)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 

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万法如何; 

(2)为了将这类物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 

设备或运载工具; 

发生指称的不遵约活动的设施的名称(如果知悉的话)或其他形式的称 

号和位置。其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详细资料，包括一份现场图，其中 

标出边界及请求周界，标明参考点并注有尽可能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 

秒或其他尺度的地理坐标; 

指称的不遵约事件或活动的大致起止时间; 

与请求相关的任何先前的磋商/澄清或任何其他先前的调查所得到的 

资料和/或成果或结果。 

2·除了根据第1款随请求一并提供的资料以外，还应酌情尽可能提交其他相 

关的资料，其中除其他外包括: 

(a)说明有关设施是否已在本议定书之下宣布，并说明与指称相关的宣布 

中含有或缺少的任何资料;如无上述资料，则提供任何表明有关设施 

本应在本议定书之下宣布的资料; 

(b)有关设施的所有着和/或经营者的详细情况。 

行设施调查 

(a) 

(̂ )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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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周界 

3·以上第1款(^)项所指的请求周界应: 

(a)在可能的情况下，位于任何建筑或其他结构以外至少10米; 

(b)不穿过现有的安全围界;而且 

(c)在可能的情况下，位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希望划入请求周界之内的任 

何现有安全围界以外至少10米。 

4·如果请求周界不符合第3款的规定，则应由调查组在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磋商后予以重划，以确保其符合此一规定。 

(B)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的通知 

5·总千事应在调查组计划抵达入境点前至少12小时将即将进行调查一事通 

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此一通知除其他外应包括以下资料: 

(a)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名称; 

(b)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名称; 

(c)所要调查的设施的名称(如果知悉的话)和位置; 

(d)调查组将抵达的入境点以及抵达的方式; 

(e)调查组抵达入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彻如果使用非定班飞机，应提供适用的外交放行号码或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为便利非定班飞机的抵达和照管而耍求提供的适当资料; 

(8)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调查任务授权。 

6·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关于即将进行调查一事的通知后1小时复 

文确认收到此一通知。 

调查任务授权 

7·按照第三条G节第28款下达的调查任务授权应至少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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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名称; 

(b)引起调查请求的对不遵约的关注; 

(c)以地图标明的调查现场的位置和请求周界，但应考虑到据以提出请求 

的所有资料; 

(^)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e)将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旧作业指令及任何其他可确定的任务; 

(9)调查组计划进行的活动类别; 

(^)调查组须达成的目标; 

Q)调查组将使用的入境点; 

(j)进行调查所需要的时间的估计。 

调查期 

8·调查期不得超过连续84小时，除非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后予以延 

长。调查期应从向调查组提供请求周界内的准入或在 终周界与请求周界不同的 

情况下提供 终周界内的准入 始，而提出初步调查结果所用的时间不包括在 

内。 

对周界的监视 

9·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本节第5款所指的通知后12 /^时 始收 

集供所有陆运、空运和水运工具离 按本节第3和第4款确定的周界用的所有出 

口的所有交通工具实际外出情况。可通过收集下列形式的实际情况来履行此一义 

务:交通记录、照片或录像。 

10·调查组一抵达替代周界或 终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在先者为准，即有 

权 始实行出口监视程序，以封闭替代周界或 终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在先者 

为准。此种程序应包括查明交通工具的各个出口并进行交通记录。 

11·调查组可按照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入的规定检查离 周界的交通工 

具。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使调查组确信，末给予调查组充分准 

入的任何须接受检查的交通工具并未用于与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可能不遵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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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有关的目的。迸入周界的人员和交通工具以及离 周界的人员和个人用交 

通工具无须接受检查。 

12·调查组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或设施代表的监督下，可对调查组认为与 

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离 的交通工具进行拍照和录像。照片和录像应由调查组和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加以保护，并在调查结束时由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就其 

是否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这一点联合作出决定。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所有照片 

和录像应留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其他出口监视程序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议定。调查组有权在陪同下前往周界的任何其他部分，以核实确无其他离  

活动。 

13·所有封闭周界和监视出口的活动均应在周界外侧向外测量不超过45米宽 

的环形地带内进行。 

14·上述程序可在整个调查期间一直实行，但实行时应确保尽可能不妨碍或 

延误设施的正常作业。 

(C)调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终周界的替代确定 

15·在入境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若不能接受请求周界，则应尽快并且无论 

如何至迟于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后[24]小时提出一替代周界。如果意见有分歧，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私调查组应邀行谈判，以期就 终周界达成协议。 

16·应按照第3款的规定尽可能具体地指明替代周界。替代周界应包含整个 

请求周界，而且一般应与请求周界十分相近，并将自然地形和人为边界考虑在 

内。替代周界一般应距周围的安全屏障不远，如果存在此种屏障的话。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应通过下列办法中的至少两种办法使两个周界之间具有此种相近关系: 

(a)替代周界所围的面积不远远超出请求周界所围的面积; 

(b)替代周界尽可能与请求周界保持不远的等距离; 

(c)可从替代周界看到至少一部分请求周界。 

17·如果替代周界可为调查组所接受，则替代周界应成为 终周界，并应按 

照本节第23和第24款将调查组从入境点运送到此一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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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末在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后[3]小时内达成协议，应将替代周界指 

定为 终周界，并应按照本节第23和第24款将调查组从入境点运送到此一周 

界 。 ] 

或 

[19·如果末就 终周界达成协议，则应尽早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调查组抵达 

入境点后[3] [24]小时结束周界谈判。如果末达成协议，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 

将调查组运送到替代周界上的某一地点。 

20·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为有必要，可在第19款为周界谈判规定的时限 

截止前 始此一运送。运送过程应无论如何至迟于调查组抵达入境点后小时 

完成。 

2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使调查组能够立即察看替代周界，以便就 终周界 

却在 终周界内准入的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 

22·如果末在调查组抵达替代周界后小时内达成协议，应将替代周界指 

定为 终周界。] 

从入境点运送 

2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快把调查组及其设各运送到[替代周界或 终周 

界，以周界产生时间在先者为准^ [请求周界或在 终周界与请求周界不同的情况 

下运送到 终周界]，并且无论如何应确保调查组至迟于抵达入境点后24小时抵达 

该周界。 

24·所在缔约国/所在国应在必要时协助运送调查组及其设备。 

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25·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提供调查组准入前对调查组作调查前的情况介 

绍。介绍内容应包括被调查设施进行的活动的范围及一般说明以及周界以内区域 

的布局细节和其他有关特征，包括提供一份地图或概图(^者之中有何者即提供何 

者)，图中绘出一切结构和重要地理特征。还应向调查组说明能否接触可能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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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授权相关的人员和记录。介绍过程中还应说明设施的现行安全规章或其他有 

关规章，包括酌情说明观察规则和检疫规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自行斟酌，在 

情况介绍过程中允许调查组巡视周界以内的区域。调查组应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中说明调查组成员接受防疫接种的情况。除非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一致同 

意，否则情况介绍不得超过^^时。 

26·在有理由这样做的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中或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向调查组指出它认为敏感或与《公约》无关因而适用 

第三条G节(G)小节关于准入的规定的区域、设施或建筑物。 

初步调查计划 

27·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结束后，调查组应根据可以获得的适当资料为调查的 

逆行拟订一项初步计划，其中应订明调查组计划避行的具体活动以及希望准入的 

周界内特定区域及文件和希望接触的人员。还可在计划中列入其他资料，诸如活 

动的大致时间和顺序等。 

28·在拟订调查计划时，调查组应考虑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以上第26款 

认为敏感或与《公约》无关的区域、设施、建筑物或文件。调查组还应按照第三 

条G节(G)/^节的规定，考虑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的任何措施，并可就这些措 

施的执行提出建议。 

29·调查组应在初步计划中指明负责周界活动的人员的人数。调查组还应在 

初步计划申订明它是否打算分为小组。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否则调查组 

不得分为两个以上小组。 

30·初步计划应在调查 始前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调查组应酌情修改 

计划并考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任何意见。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可考虑到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的任何意见和调查过程中所需的资料而视必要修改初步计划。对初 

步调查计划所作的任何修改均应告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31·拟订初步调查计划的时间，其中包括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审查此一计划的 

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B ^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 r t I^^ 

p a g e l ^ 9 

(D)调查的进行 

调查组进行具体的现场活动 

32·所有现场活动均应按照第三条G节(G)/^节关于准入的规定进行。 

询 问 

33·调查组可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经本人明示同意而询 

问设施的任何有关人员，以查明有关的事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可包括一 

名法律顾问和/或设施的一名高级别工作人员。调查组应仅耍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 

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34·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为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与调查不相关或触及 

敏感的国家安全资料或商业所有权资料，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驳回此种问 

题。调查组组长若仍认为这些问题是相关的并且应得到答复，可以书面方式向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这些问题请其答复，并解释这些问题为何与调查相关。调查 

组可在其报告申注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准许询问或不允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 

以及所给予的任何解释。 

35·进行询问时，应避免对设施作业造成不必耍的妨碍。调查组应事先发出 

耍求询问的通知。 

目视观察 

36·调查组可目视观察被调查设施内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建筑物和结构物 

的内部和外部。 

鉴定和检查设备 

37·调查组只可鉴定和检查被调查设施内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设备。鉴定 

和检查设各时，调查组可借助附件B申的设备清单，但不仅仅限于此一清单。 

38·调查组还可注意设施设备的尺寸和数量或是否没有某种设备，并酌情与 

设施宣布中提供的情况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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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文件和记录 

39·调查组只有在为履行任务而有此需要的情况下才可察看设施现有的与调 

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文件和记录，其中可包括但不仅仅限于介质的供应和消耗情 

况、设备的设计或操作情况以及生物剂及毒素的接收和转让情况。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可向调查组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以协助调查组按照调查任务授权履行其 

任务。 

4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按照第三条G节(G)小节保护文件和记录。 

41·调查组可请求提供文件复制件或记录打印件。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要 

求下，调查组和技术秘书处应将因获准接触文件和记录而得到的一切文件、记录 

打印件和任何其他资料视为机密，并应作为机密处理。只有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准许的情况下才可将文件和打印件带出设施。 

42·察看文件和记录时，应尽量避免对设施的正常作业造成妨碍。 

43·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调查组可获得相关的卫生保健、安全或其他 

管理程序或财务条例的资料，作为背景资料，以协助调查组了解所察看的文件和 

记录。 

44·如果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特定问题而调查组认为可通过察看不在被调查 

设施的特定文件和记录来加以解决，则调查组可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第三 

条G节^^^^节的规定准许其在被调查设施接触这些特定文件和记录，以便在被调 

查设施内察看这些文件和记录。 

察看医疗记录 

45·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调查组可在履行任务的过程中接触设施的医 

学和职业卫生记录和数据或设施实行的此种条例。是否准许接触此种数据，应由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酌情决定。但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 大程度地准许 

接触此种数据。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为数据来源保密。如果需要察看个人医疗记 

录从而有可能泄露该人的身分，须经该人在知情后以书面方式表示同意。如果接 

触医学和职业卫生数据的请求被拒绝，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向调查组组长提出一 

份书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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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临床和病理样品 

^^·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准许，调查组可检查设施先前采集的与调查任务授 

权相关的临床和病理样品的有关分析数据。 

取样私鉴定 

47·为了解决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具体关注，经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准许，调查组可进行取样和检验，以查明是否存在特定的生物剂或毒素。 

48·只有在调查组于调查过程中根据情况介绍中获得的和/或采用本节所述的 

其他措施获得的资料断定取样也许可为履行调查任务提供所必需的重要信息的情 

况下，才应使用取样这一手段。如果有可能，应使用特定的检验方法鉴定特定的 

物剂、品系或基因。 

49·根据第三条G节(G)/^节关于准入的规定，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采取措 

施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机密所有权资料，例如要求使用特定的检验或现场分析万 

法，或在必耍时拒绝取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义务作出一切 

合理的努力，以证明所要求的样品与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无 

关 。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应根据调查组的请求在调查组的面前取样。经 

议定，调查组也可自行取样。如果有可能，应在现场分析样品。调查组可使用任 

何为用于此种调查而经技术秘书处批准的方法检验样品。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利用当地可利用的资源协助在现场分析样品。如果调 

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商定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自己邀行分析，则在进行分析 

时应有调查组的成员在场。 

^^·如果无法在现场进行分析，调查组可请求将样品移至按以下第52款(b) 

项选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如果有可能，还应在位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上的 

一个经过资格检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分析样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采取必要的 

措施，以确保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不会因样品运至现场外进行分析而 

有可能泄露。如果同意移走样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派代表与样品随行并观 

察任何分析和以后的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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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总干事应对样品的安全、完整性和保存以及对确保移送现场外作分析的 

样品的机密性负首要责任。无论如何，总干事应: 

(a)建立样品采集、处理、储存、运输和分析的严格制度; 

(b)从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中为特定的调查选定负责执行分析任务的 

实验室; 

(C)确保订有安全存放密封复样并保持其完整性的程序，以供必要时作进 

一步澄清用。 

53·作现场外分析时，应由至少两个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分 

析。技术秘书处应确保分析得以迅速进行。技术秘书处应对样品的衡算和去向负 

」 一 

-

^ 

贝 。 

54·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和调查组还应收到密封的复样并予以安全存放，以供必要时作进一步澄清用。 

55·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分析结果，则应将密封的复样用于此一目的。应 

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对这些样品进行拆封。这些样品的分析 

也应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进行。 

56·调查完成后余下的任何末用样品或样品的末用部分若末销毁，均应归还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5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任何时候提供样品，以便按照本节第50至第 

58款的规定加以分析，以协助解决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 

58·任何现场取样和分析的进行均应避免对设施的正常作业造成任何不利影 

响，从而防止生产受到任何损失。 

(E)调查后的活动 

初步调查结果和离境 

59·与调查组的初步调查结果和离境有关的调查后的活动应按照本附件第一 

节第58至第62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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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60·应至迟于调查工作的现场部分完成后14天将一份临时调查报告送交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临时调查报告应总结实情调查结果。此外，报告中还应说明调查 

过程，叙述其各个阶段，特别是载明: 

(a)调查组进行的活动及实情调查结果，尤其应针对第1款^>)项中表示 

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作出说明; 

(b)任何取样和现场分析的地点和时^B]; 

(c)各种佐证，例如周界监视活动记录、调查组进行现场活动的记录等; 

(^)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也许有助于查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任 

何生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资料，例如:在可能的毒素武器的情况下，惰 

性物质的化学组成和实际存在;在传染性物剂的情况下，血清或分子 

序列证据; 

(e)任何己完成的实验室调查及取样和鉴定的结果; 

彻调查组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所给予的准入和合作的程度与性质及此种 

准入和合作对调查组履行任务所起的作用等所作的事实性说明; 

(9)叙述所在缔约国/所在国提供的协助以及是否及时提供此种协助，如 

果适用的话。 

6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提出下列意见，并应在收到调查组的临时报告后 

[10] [30]天内将这些意见送交调查组: 

(a)指出任何它认为属于机密性质因而不应载入报告定本的与调查任务授 

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无关的资料和数据。调查组应考虑此种意 

见，并应在一般情况下依照请求删去此种资料和数据; 

(b)对临时报告的内容提出意见。调查组应在报告的定本中提到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的意见并尽可能予以采纳，然后将 后报告提交总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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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报告 

62·实验室应报告其对生物剂和/或毒素进行分析和鉴定的结果，此种报告一 

共有下列几类: 

(a)初步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收到样品后尽快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 

初步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初步调查结果，对进一步工作所需的 

时间作出估计，并说明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验的计划。 

(b)中期实验室报告。实验室若末在提交初步报告后30天内完成其工 

作，则应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中期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工作 

进展的详细情况以及末来工作的 后计划。 

(c) 后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完成其工作后尽快并且至迟于收到样品 

后6个月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载有其调查结果的 后报告。 后实 

验室报告中应说明所递行的工作，并应载有物剂鉴定结果。如果不能 

作出确定的鉴定，则报告中应陈述此一事实并说明为何不能作出确定 

的鉴定。 

63·如果实验室的报告有任何不一致之处，调查组应将一份复样送请另一经 

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64·应尽快并且至迟于现场调查结束后6个月完成实验室报告，以便纳入  

后报告草案。 

后报告 

65· 后报告草案应包含临时调查报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意见和实验室 

报告，并应由调查组组长至迟于收到 后实验室报告后10天送交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就 后报告草案提出书面意见，并应在收到 后报告草 

案后[4] [30]天内将这些意见送交调查组组长。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对 后报告 

草案的内容和调查结果可能提出的任何书面意见均应作为附件列于报告草案定本 

之后。 后报告草案及其附件应构成 后报告。 

66· 后报告应至迟于收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书面意见后14天送交总干 

事，以便按照第三条G节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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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密问题的主席之友提出的 

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附件E，保密规定 

一、处理机密资料的一般原则 

(A)保密制度 

1·为了根据第四条建立和实行处理机密资料的保密制度:下称"保密制 

度":，技术秘书处的一个由总于事直接负责的适当单位(T称"保密单位")应负 

责对保密规定的实施进行全面监督。 

建议在下款中提到第九条，使其案文与下面关于保密制度的各组成部分吵归。分级制度)的 

其他各款保持一致: 

2·保密制度应由大会根据第九条第22款川项予以审议和核准。在大会核准 

此一制度之前，本组织不得处理、处置或散发各缔约国以机密万式提供给本组织的 

资料或数据。 

建议在下款中明确规定向缔约国大会提出建议: 

3·执行理事会应按照其议事规则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以监督技术秘书处所 

实行的保密制度并就此一制度向大会提出建议。 

4·其后，总干事应每年向大会报告技术秘书处实行保密制度的情况。 

(B)分级制度的建立 

5·应采用分级制度，此一制度应规定明确的标准，确保资料归入适当的机密 

类别并为资料的机密性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分级制度既应在执行万面具有必要 

的灵活性，又应保护提供机密资料的缔约国的权利。分级制度应由大会根据第九 

条第22款(0项予以审议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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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资料或资料涉及的每一缔约国有权在其认为适当时与保密单位协商， 

按照分级制度将此种资料予以分级。·任何此种分级均应对本组织具有约束力。 

(C)列为机密的标准 

7·在确定某一资料的机密级别时，须考虑下列基本因素: 

(a)其泄露可能对一缔约国、对一缔约国的一自然人或法人或对本议定书 

或本组织造成多大的潜在损害;和 

(b)其泄露可能为一国或为一自然人或法人带来多大的潜在好处。 

(D)机密资料的接触 

8·应按资料的机密级别对接触机密资料加以管制，并应按"有无必要知道" 

的原则准许接触机密资料。 

9·在批准一雇员接触与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进 

行的活动有关的机密资料前至少30天，应将拟批准一事通知有关缔约国。除非该 

缔约国在30天内以书面方式宣布不予接受，否则拟议的批准应视为获得接受。列 

于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1至第16款指派的人员的名单上的人员在获得各缔约国接 

受后，应视为满足此一要求。 

10·隅，果为履行其在本议定扔下的义男而有此必要，技术秘书处可准许技术 

刮 心 " " ^ h ^ ^t^卡^4- ^^f^ ^ L A 忱 ^ ^ l 干 r t ? 7;1l ^^^t ̂ ^ 成 r v ^ 次 ^ k t l ^ ^ 骆 冉 ^ 山 ^ r ^ ^ ^ ^ : A A l ^ 「 7 . r h ^ 引 出 4 - ^ 肃 1 ^ ^ 

' l ^ ^ l v ^^4r l^^^ / 1 。 ， 二 1 ' ^ r 功 ^ ^ ^ ^ ^ y ^ ^uJ4 lx^^ 4 ^ ^ ^ ' 1 / 。 山 ^ J J ^ ^ ^ 1 ^ 川 ， 弘 V 口 。 ^ ^ ^ ^ l l J y b 川 r l ^ J ^ " 队 ^ v / v ^l/ L l 山 口 丁 

资料和数据应只供本组织内，使用。应只在"确有必要知道"的情况下才准许非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但被任命为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设立的特定机关或机构的成 

员的获得授权的专家接触被列为机密的资料和数据。如果要求接触此种资料和数 

据，则此种接触]应严格限制在所必要的 小程度上，而且须经总干事特别核准并 

征得有关缔约国的明示同意，还须特别订有保密约定并符合保密制度的程序。 

;主:上款只涉及准许获得授权的专家接触机密资料的问题。它不适用于担任调查人员的 

临时专家此种专家一经指定，即被视为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对其应适用以上第9款 

及附件D第一节第11至第16款。上款适用于保密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或总干事设 

立的科学专家工作组的专家。还须指出的是，上款不适用于在公约组织以外和缔约国政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 ( P a r t I^^ 

p a g e 1 2 7 

府以外发表机密资料的问题，此一问题包含在以下(E)小节《与有意发表机密资料有关的 

义 务 " 之 下 。 

^1·每次在技术秘书处接触机密资料，均应在接触和停止接触之时予以记录 

在案。此一记录应保存10年。 

^^·在尽可能无碍于有效执行本议定书规定的前提下，技术秘书处处理和储 

存机密资料的形式应使人无法直接识别出资料所涉的设施。 

(E)与有意发表机密资料有关的义务 

^3·技术秘书处在执行本议定书的过程中获得的机密资料不得公布或以其他 

方式发表，除非属于下列情况: 

(a)任何得到提供资料的缔约国和资料所涉的缔约国明示同意的资料均可 

予以发表; 

(b)被列为机密的资料只能由本组织通过可确保资料的发表严格符合本议 

定书的需耍的程序予以发表。此种程序应由大会根据第九条第22款 

仙项予以审议和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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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机密资料有关的工作人员雇用条件 

未建议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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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生泄密或指控发生泄密时适用的程序 

> ^ u ^ / 一 、 、 

(A)进行查询的义务 

建议删去第1款，因为该款的内容已完全包含在第四条第3款及本附件第一节中: 

· 尚 ^ ^ 重 而 制 由 仑 止 洲 念 F ^ ^ ^ ^ 扶 牡 斗 洲 忠 ^ h h ^ ^ 田 协 袒 宝 六 卡 - 4 - 入 相 倪 铀 丰 

4^ ? 4 1 ^ 4 ^ l ^ ^ 7 ^ ^ ^ ^ 4 4 ^ ^ 4 — 一 一 ^ 耳 一 一 ^ l u 4 _ 4 ^ 4 ^ ^ ^ 一 ^ p 一 " 』 ^ 1 4 ^ ^ ^ I ^ 1 ^ ^ 7 ^ ^ ^ ^ l—L—l ^ ^ ^ 4 ^ ^ l p ^ ^ 4 ^ 1 ^ l ^ l ^ / u 

4 9 L 笛 ^ ^ 卦 " 而 羊 r ^ 出 - r v v ^ ^ 0「淮尚「e茧-1爪而舟^^姑坊同-+-入^^^A^^韭E^汕嗽韩^b^^ 

刁 、 儿 夕 ^ ， ， 尖 、 人 ， 广 " 尸 、 。 ^ ^ ^ " ， " 个 " ， ' " l ^ ^ ^ ^ P ^ 。 ， 巴 ¨ 丁 一 ， 一 ， ， 。 · ， ^ … 广 ， 1 ^ l ^ ^^ j l ^ ^ ^ ^ 4 l j ^ ^ 小 ， 。 L ^ ^ u 4 叫 ， 口 

椽 洲 志 门 所 右 兰 ^ ^ f ^ 靶 童 ^ ^ h h y h 由 

J ^ L ^ ^ l i i 口 " w " 本 " 叮 " " " 肛 。 

21·如果有迹象表明保护机密资料的义务受到违反，总干事应立即着手进行 

查询。如果一缔约国指控发生了泄密，总干事也应立即着手进行查询。 

3-2·在指控发生泄密的情况下，应将此一指控立即告知指控中所指明的缔约 

国和/或工作人员或所指控的泄密事件可能涉及的缔约国和/或工作人员。在查询过 

程中，总干事应与有关缔约国进行磋商。 

43·缔约国应尽可能配合和支持总干事对任何泄密或指控泄密的事件进行查 

询并在确定发生泄密后按照适用的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行动。 

各4·在进行了查询之后，应提出一份书面报告，而该报告应列为机密文件， 

按"有无必要知道"的原则处理。总千事应根据请求，将该报告提供给有关缔约 

国。应向缔约国大会报告查询结果，但须先删除具体的机密材料，以确保与泄密 

事件有关的机密资料不至于在批准接触的范围以外进一步泄露，并尊重与该案件 

不相关的个别工作人员的隐私权。 

(B)临时措施 

^^·总干事可在 始进行查询后的任何时间采取临时措施，以防止造成进一 

步损害。此种措施可包括在本节所载的程序完成前:停止有关人员的特定职务; 

不准接触某些资料;以及在情节严重时暂时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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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发生泄密或指控发生泄密时采取的措施 

午6·在一缔约国的代表或官员或技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泄密或被指控泄密的 

情况下，各有关缔约国之间或本组织与有关缔约国之间应进行磋商，以便对该案 

件作出处理。如果此种磋商未能在60天内以令有关各方满意的方式结束，则每一 

缔约国有权向保密委员会提起程序，由其审理该案件。委员会应谋求通过调解、 

查询、和解、仲裁或其他和平方式解决该案件。委员会可请总干事提供根据第] 

款进行查询的结果。 

建议将第四条第6款移至此处并与下款合并。还建议将其范围限制为总干事在技术秘书 

处工作人员泄密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放弃总干事豁免或公约组织豁免的可能性问题 

尚未达成切、议，此一问题已包含在第九条中，此处无需重复有关的案文或提到该案文: 

^7·如果根据第纽款进行的查询确定技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泄密，则应适用 

第四务第5款和第九复^7 J^^节。总干事应对违反保密义男均技术秘节处工作人员采 

取适当的纪律措施。如果发生泄密，可总干事有权按照本议定书第九条关于特权 

和豁免的规定及该条第49款所指的协定放弃:总下事私: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 

豁免;以及本组织饱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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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遵约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宣布格式 

初始宣布 

附 录 A 

宣布在本议定书对每一缔约国生效前进行的进攻性 

和/或防御性生物及毒素战万案和/或活动 

B 部 分 44 

宣布在本议定书对每一缔约国生效前进行的 

防御性生物及毒素战万案和/或活动 

[本议定书对贵缔约国生效前进行的(针对生物及毒素武器的)防御性生物战方 

案和/或活动。 

(a)是否避行过此种万案和/或活动? 

是/否 

(b)方案和/或活动的时间段: 

(c)请概述研究与发展方案和/或活动，说明是否在下列领域进行过工 

作:预防、致病力和毒力研究、诊断技术、空气生物学、检测、治 

疗、毒素学(毒素研究)、人身防护、消染及其他有关研究，可能时请 

说明地点。] 

或 

44 各方认识到，本宣布格式应详细到何种程度才适当，将取决于 后议定的宣布期长 
共" 
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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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在以后但在本议定书对贵缔约国生效前的任何时间进行过第三条D 

节第一小节第7款所指的方案和/或活动? 

是/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填写本表格。 

2·请列明在宣布期内进行任何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时间段: 

3·请概述任何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总的目标: 

4·45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以表示是否在下列领域进行过任何工作 

工作领域 

检测或诊断 

消染 

预防疾病 

[人身防护] 

病
 

疾
 

疗
 

治
 
致病力或毒力 

[基因修饰] 

[物剂的其他特性] 

研究与发展[(包 
括试验和评价门 

[试验或评价] [生产(研究、发展、试验 
或评价中的生产除外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5有一种意见认为，试验和评价乃研究与发展的一部分月而应一并宣布。另一种意 

见认为，试验和评价有别于研究与发展月而应分别宣布。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请作此宣布 

的缔约国说明其研究与发展工作是与试验和评价一并宣布还是分别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并于试验和评价的问题应只涉及获取的或购置的设备。另一种意见 

认为，此一关于获取的或购置的设备的问题应只限于为保护或防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 

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而设计的设备。 

另一种意见认为，试验和评价根本不应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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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毒素学， 

[毒性(与毒素有关的毒性 
除ft)] 

空气生物学 

[病媒^^^昆虫)生态学] 

[发酵] 

[其他有关活动] 

研究与发展[(包 
括试验和评价门 

[试验或评价] [生产(研究、发展、试验 

或评价中的生产除外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毒素学即毒素研究 

请概述在以上问题4申注明的方案和/或活动的主要目标和进行的工作46 「， 

包括说明宣布期内工作万向的任何重大改变及改变理由。(方向改变的例子包 

括 始/结束问题4所列领域的工作)]: 4̂  

6请在以上问题4中的适用的方框内打星号，以注明在本议定书对贵缔约国生效 

后进行的万案和/或活动中仍继续进行间题4中注明的方案和/或活动的哪类工 

作。 

7对于以上问题4中注明的方案和/或活动，请注明:· 

(a) 1作涉及的病原体和/或毒素类别(请在所有适用的空格内打勾卜 

人类病原体或传人动物病病原体: 

细 菌 病 毒 真 菌 其 他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如附录B中的类似问题那样，增列"包括特别提到在。物剂的 

其他特性'或'其他有关问题"下注明的工作"一语。 

4，有一种意见认为，一旦就宣布期达成协议，即应进一步审议此问题。有人认为，可 

能须根据宣布期的长短来审查这些概述需详细到何种程度。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些概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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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病原体 

细菌 

植物病原体: 

细菌 

毒素: 

毒
 

病
 

毒
 

病
 

[(b) X作涉及的附件A所列^切物剂和/或 

真菌 

真菌 

毒素: 

其他 

其他 

(c)是否在下列任何类别的组织中进行过涉及任何此种物剂和/或毒素的 

工作(请在所有适用的空格内打勾): 

作此宣布的缔约国境内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V/机构 

另一国或另--缔约国境内以合同方式或合作方式进行此种工作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1/机构 

(^)宣布期内任何时间的有关资金来源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 

勾): 

口 

口
 

口
 

口
 

国防部/部1/机构 

政府其他部/部1/机构 

非政府 

国际组织 

口全部 

口全部 

口全部 

口全部 

口
 

口
 

口
 

口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8·48请列明对此种万案和/或活动作出重耍贡献的所有设施的名称和通信地址，并 

注明其中是否有任何设施仍参与现有的方案: 

许 好主要集中于所宣布的 近的方案和/或活动。 

48有一种意见认为，本问题中要求提供的细节并无必要。另一种意见认为另有那些 

曾在1991年的建立信任措施下宣布过但已不再从事生物战防御活动的设施才应宣布此一 

细节。第三种意见认为，曾参与以往的方案并在本议定书下也作为现有的生物战防御设施 

宣布的设施，应在本问题下宣布。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5 1 ( P a r t I I 

p a g e 1 3 5 

名 称 通信地址 是否仍参与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是/否) 

[9请注明此种万案和/或活动是否由生物气雾剂或其模拟物的户外研究提供支 

持: 

是/否] 

[10请注明是否曾为武装部队或公众使用或储存而生产过疫苗或可引起特定保护性 

免疫反应的疫苗成分: 

是/否] 

[11请简述宣布期内在下列方面发生的任何重大改变及政变理由: 

(a)资金来源: 

(b)组织结构: 

(c)人员人数和类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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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宣布 

附 录 B 

宣布在前一年内进行的防御性生物 

及毒素战方案和/或活动 

1·缔约国名称: 

2·本宣布涵盖的日历年: 

3是否在所宣布的年份内的任何时间进行过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第9款所指的 

任何方案和/或活动? 

是/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填写本表格][填写有关的生物战防御设施表格]。 

[4·是否到所宣布的年份的年底仍在继续进行其中的任何方案和/或活动: 

是/否] 

[5·请叙述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第9款所指的任何此种方案和/或活动的总的目标 

( 多50行)^ 

6·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以表示是否在下列领域进行过任何工作 

49有一种意见认为，试验和评价乃研究与发展的一部分月而应一并宣布。另一种意 

见认为，试验和评价有别于研究与发展月而应分别宣布。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请作此宣布 

的缔约国说明其研究与发展工作是与试验和评价一并宣布还是分别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屯并于试验和评价的问题应只涉及获取的或购置的设备。另一种意见 

认为，此一关于获取的或购置的设备的问题应只限于为保护或防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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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检测或诊断 

消染 

预防疾病 

[人身防护] 

病
 

疾
 

疗
 

治
 
致病力或毒力 

[基因修饰] 

[物剂的其他特性] 

毒素学， 

[毒性(与毒素有关的毒性 
除外门 

空气生物学 

[病媒(例如昆虫)生态学] 

[发酵] 

[其他有关活动] 

研究与发展[(包 
括试验和评价门 

[试验或评价] [生产(研究、发展、试验 
或评价中的生产除外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毒素学即毒素研究 

请概述在以上问题6中注明的领域的方案和/或活动的主要目标和进行的工作 

[，包括特别提到在"物剂的其他特性"或"其他有关活动"下注明的工作]: 

关于在以上问题6中注明的领域的所有方案和/或活动(作为一个总体)，请列明 

报告期内的: 

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而设计的设备。 

另一种意见认为，试验和评价根本不应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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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 

[(^)供资总 

] 

口
 

口
 

口
 

口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b)资金来源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卜 

口 国 防 部 / 部 n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部 V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国 际 组 织 口 全 部 

(c)是否有任何工作以合同方式交由下列任何类别的组织进行或与它们合 

作进行(请在所有适用的空格内打勾: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门/机构 

如果答"是"，请注明资金总额中有多大比例在此种组织中用于此一 

目的(所估计的百分数应四舍五入到 接近的整数卜 

小于5 % 

0 % - 2 5 % 

5 % - 2 5 % 

5 1 % - 7 5 % 

或
 

2 6 % - 5 0 % 

2 6 % - 5 0 % 

7 6 % - 1 0 0 % 

5 1 % - 7 5 % 

7 6 % - 1 0 0 % ] 

请概述任何此种工作的目标: 

9关于雇员，包括合同期超过6个月的雇员: 

[(a)请注明雇员总人数: 

[ 1 - I 0 1 1 - 2 5 26 - l00 I0I - 5 0 0 

500以±] 

或 

[ 1 - 5 0 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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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请估计工作量的人工年总数(如果所涉人工年为分数，应四舍五入到 接 

近的整数) ; 

[ I - l 0 1 1 - 2 5 ·26- 1 0 0 10I - 5 0 0 

500以±] 

或 

[ 1 - 5 0 50以±]] 

[(c)请详列参与此种活动和/或万案的以下各类人员的人数: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合同人员" 

科学人员，包括工程人员 技术助理人员 

，在报告期内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的合同雇员 

或 

[(c)请估计专职现役军职人工年所占的百分比(所估计的百分数应四舍五入到 

接近的整数卜 

零 1 % p 2 5 % 2 6 % P 5 0 % 

5 1 % - 7 5 % 7 6 % - 1 0 0 % 

(c)之二请估计国防部/部门/机构中包括现场承包人在内的专职文职雇员的人 

工年所占的百分比(所估计的百分数应四舍五入到 接近的整数卜 

零 1 % - 2 5 % 2 6 % P 5 0 % 

5 1 % - 7 5 % 7 6 % - 1 0 0 % ] 

1 0 · 请 注 明 : 

[(a) X作涉及的一切生物剂和/或毒素; 

[(a)之二为了增强致病力、毒力、稳定性或耐抗生素性或化学或物理消毒 

手段或为了改变宿主范围、感染途径或鉴定或诊断的容易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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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内进行了基因修饰的所有生物剂; 

或 

[(a)工作涉及的病原体和/或毒素类别(请在所有适用的空格内打勾卜 

人类病原体或传人动物病病原体: 

细 菌 病 毒 真 菌 其 他 

除传人动物病病原体以外的动物病原体: 

细 菌 病 毒 真 菌 其 他 

植物病原体 

细 菌 病 毒 真 菌 其 他 

毒 素 ] 

K(b)工作涉及的附件A所列一切物剂和/或毒素，而对每一物剂和/或毒 

素，请注明是否进行了任何基因修饰: 

物 剂 进 行 了 基 因 修 饰 

(是/否) 

对任何此种1作，请注明在下列任何类别的组织中进行的工作所涉及 

的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邪/或毒素: 

作此宣布的缔约国境内的组织: 

工业界:物剂: 

学术界:物剂: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门/机构; 

物 剂 : ] 

另一国或另一缔约国境内以合同方式或合作方式进行此种工作的组 

细 ， 

外 · 

^ 

工业界:物剂: 

学术界:物剂: 

非国防部或非军万的政府其他部/部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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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剂 : ] 

(C)是否使用容积大于[25]升的发酵器/生物反应器生产病原体、毒素或模 

拟物: 

是/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产品类别和用途; 

产 品 类 别 用 途 

是否有任何此种发酵器/生物反应器位于下列任何类别的组织中(请在 

所有适用的空格内打勾卜 

作此宣布的缔约国境内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n/机构 

另一国或另一缔约国境内以合同或合作方式进行此种工作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n/机构] 

(^)是否曾为公众或为武装部队生产过疫苗或可引起特定保护性免疫反应 

的疫茁成分: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所涉设施的名称: 

(e)此种方案和/或活动是否由生物气雾剂或其模拟物的户外研究提供支 

持: 

是/否 

[是否有任何此种户研究在下列任何类别的组织中进行(请在所有适用 

的空格内打勾卜 

作此宣布的缔约国境内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V/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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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国或另一缔约国境内以合同或合作方式进行此种工作的组织: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非国防部或非军方的政府其他部/部n/机构] 

11请 列[己提供宣布表格(附录C)或清单表格(附录D)的]所有生物战防御设施 

[(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 

生物战防御设施名称 己提供宣布表格 

(附录C) 
己提供清单表格 

(附录D) 

12请图示宣布的万案和/或活动的组织结构并说明其报告关系，包括以上问题11 

中所指的所有设施: 

13请说明宣布的方案和/或活动的国家出版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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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设 施 

宣布表格填写准则50 

1·需在宣布表格中填明符合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或一项以上触发宣布的标 

准的设施的有关情况。在整个表格中，此种设施称为"宣布的设施"。宣布的设 

施需用(适当的) 5，表格报告符合每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的活动。 

2·表格的设计考虑到了符合一项或一项以上议定书触发宣布的标准的设施的 

不同规模、复杂程度和范围。应指出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因符合触发标准而须 

作为设施予以宣布的房间等52可能只涉及某个建筑物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根 

据本议定书须予以宣布的设施以外，同一场地内可能还有所从事的活动无须宫布 

的许多其他设施。 

3·设施宣布表格的设计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可能性。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进行 

的活动符合某一触发宣布的标准的房间等的组合即构成须予以宣布的设施。如果 

房间等的完全相同的组合也符合另一触发标准，则此一组合应作为同一设施(即作 

为单一设施)宣布。如果符合另一触发标准的房间等的组合不完金相同，该组合应 

视为不同的须予以宣布的设施。53 

4·如果根据某一触发标准可能须予以宣布的科学/技术活动是在场地的不同 

部分进行的，例如在一大学校园或由单一公司管理的一商业设施的不同建筑物和/ 

或院系/部门内避行，而且共用一个或一个以上房间等，则就确定是否应予以宣布 

而言，它们应视为单一设施。如果符合一项或一项以上触发宣布的标准的科学/技 

在关于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的主席之友主持的小组商定了"设施"的定义之后， 

需重新审议这些准则。 

5^只有在采用备选案文一的情况下才需要使用"适当的"一词，因为作为生物战防 

御设施宣布的设施有专用的表格。 

52"设施"定义的有关部分一旦商定，卯插入准则中的此处。 

53这不影响目前就符合两项或两项以上触发宣布的标准的须予以宣布的设施需填写 

几份表格的问题进行的讨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已反映在以下的备选案文一至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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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活动是在同一场地进行但不共用一个或一个以上房间等，则就宣布而言，它们 

应视为不同的设施。 

5·每一宣布的设施应回答(A)(B)两节中的问题，并应按所涉触发标准回答(C) 

节中的下列问题: 

所 符 合 的 触 发 标 准 ( C ) 节 中 需 回 答 的 问 题 

生 物 战 防 御 设 施 [ 所 有 ] [34] [ l 

疫 苗 生 产 设 施 3 5 ^^ 38和39] [ ] 

严密生物封闭(BL4- ) 设 施 3 6 [ ) 

高度生物封闭(BL3- ) 设 施 3 7 [^ 38 ̂ ^ 39] [ ] 

工 作 涉 及 所 列 物 剂 和 / 或 毒 素 3 8 和 3 9 [ ] 

其 他 生 产 设 施 4 0 [^^^7] lL、 38和39] [ ] 

其 他 触 发 设 施 宣 布 的 标 准 4 1 [^^^7] [̂ ^̂ 40] [ ] 

B W C / A D H O C GR叭见/5l(Part^)中的备选案文一、备选案文二和备选案文三的案文不变 

备选案文四 

如果宣布的设施所从事的活动符合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所载列的一项以上宣 

布耍求，它应针对每项宣布要求回答(B)(C)两节中的问题。 

共同案文 

(A)节一般性资料 

[16. 54宣布的设施的活动领域 
^ ^ 肚 旦 不 片 悼 ^ ^ ^ 7;tl /rc ̂ GGn"朽^^l^ lV^ K n 尔 巨 仑 ^ 5 ^ :Jr IIA ̂ ^ 4 亚 休 就 「 斗 立 ^ 「 制 造 ^ 

? 4 ^ l r ^4^^ ^^^ 1 ? 1 4 ^ l / ^v l^^L l J ^ / ^ ^ ^ 7 q u 4 v l / u v ^ ^ 4 ^ / F ^ ^ ^ v v 4 ^ l ^ ? r l l/ 1 % " 一 ' " " 怅 一 " 

:请在所有适甩的方框内打勾沪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以表示是否在下列领 

主席之友推断，脚注45中反映的意见也适用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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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过任何工作。完全为了制定和实行例行程序或为了维持宣布的设施的安 

全而进行的工作，不应宣布。 

工作领域 

检测、鉴定和诊断 

消染、消毒和害虫控制 

预 防 

人身防护 

人类疾病或动物疾病治疗 

基因修饰 

「训社士廿乒士立二拿言叶七叮1\̂了丐托谆/木扣苛击门 
^ ^^^」"^，"叫^ l ^^J"l卜、川歹仁^ l^^^l 1^十八口 

农业/园艺用 

昆虫/害虫控制技术 

生物剂及或毒素特，̂生 

致病 Ĵl毒力 

@丫
上
 

奸
厂
·
 

三

十
 

仁
·
 

毒 素 学 " 

环境稳定性 

斗生产士 

耐抗微生物性 

空 仁 生 物 塔 沉 内 包 肛 熏 
] · 」 川 / u ， " ^ u 丛 日 

下辞亡^ r 
^ ^ ^ ^ ^ ， " ， ' 卜 

病媒(昆虫)生态学 

植物病理学 

研究与发展 

[(包括试验和评价川 

[试验和 

评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生产H制造+(为研究、发展、 

试验或评价进行的生产除外刀 

下 汪 田 ? 
' 也 ' 1 ' " 

不适用仁 

下 汪 田 ? 
… ^ 4 t ^ J l ^ t 

不适用仁 

不适用仁 

不适用仁 

不适用仁 

不适用仁 

不适用 

不适用 

，毒素学即毒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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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如果设施从事的工作涉及附件A所列的物剂和/或毒素，则无论设施是否符 

合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料: 

叮
 齐

 
物
 

估计产量(培养物升数或物剂有效浮液升数)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毒 素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或 

[26·如果设施从事的工作涉及附件A所列的物剂和/或毒素，则无论设施是否符 

合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料: 

(^)请列明所涉及的物剂: 

(b)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人类病原体、动物病原体或植物病原体物剂的总量， 

以培养物升数或物剂有效浮液升数的范围表示: 

x 以 T X 至 y y以上 

(c)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毒素的总量，以单位为克的干重或密装湿重的范围表 

不 : 

x 以 T X至y y以±] 

或 

55只有将表格一作为生物战防御设施所需填写的表格的代表团希望在本处保留此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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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56请注明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使用了下列毒素或物剂[的致病 

品系] 

是/否 

是/否] 

26之二·请注明是否曾为下列任何目的将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移出宣布 

的设施: 

为了在研究与发展、试验或 

评 价 方 面 作 进 一 步 考 察 ? 是 / 否 

为 了 更 大 规 模 的 生 产 ? 是 / 否 

为 了 下 游 加 ^ ? 是 / 否 

为 了 动 物 研 究 ? 是 / 否 

为 了 空 气 生 物 学 研 究 ? 是 / 否 

30·宣布的设施所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由位于同一场地或不同场地的下列场区或 

设施提供支持: 

一个为进行生物气雾剂的户外研究 

而设计、准备和使用的固定户外 

场 区 或 网 格 区 ? 是 / 否 士 

一个动物实验设施或一个动物 

畜 养 设 施 ? 是 / 否 

一 个 废 物 消 染 设 施 ? 是 / 否 

一个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或 

进 行 下 游 加 工 的 设 施 ? 是 / 否 

56 附件A中的物剂及毒素清单议定后，将在此处列入清单上的物剂及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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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7寸，兰亡由心乌丛亡佑巨/击工后^^^一^+乙扫朽吕于^^店^丰乙士儿^^吉叶干口口/可年)山局元工/可七"/儿^可十七-十个田 

^ ^ ^ 4^ . l ^ L ^ ^ ? 4 ^ 1 4 H J 妒 v / v L = l J u - ^4 l tl ^y^^ ^u^l r^r^ 1 ¨ 「 " 刀 r ^ L ^ l L r ^ J 1 」 ^ /^4 l 4 l^l / H ^ l ^ i ^ 1 ^ ^ ^ ^ l L u K; ^. ^^^^' ^ 一 ¨ ^ ^ ^ 

-巳^^=七士壬夕:斗刚斗/比A百广而^^1心九工^可从析女^^壬n / 田 于 善 丢 7 

足 H r ¨ l ^ P ^ 木 羊 「 " ， 。 " 、 ' " ' ， ， H ^ J l_L^ l J u^^ / l ^J 'J r̂ t l r ^ ^ ~ ^ 廿 " A " 

店^—一- + 乙 士 坍 旦 ， / ^ 石 

· 口 " 纠 文 巴 尸 一 ^ 1^4 

7壬^言^ ^ 乙 士 儿 旦 ， / 刁 三 

" l ll ^4 ^ y ^ 7 ^ ^ L u 个 口 一 ' 1 ? 1 

山 n 围 饮 ^ - 旦 ， 刀 i 圭 ， ^ ^ 门 门 / 舌 工 后 ^ ^ — 一 ^ + 乙 士 井 亡 由 ^ 山 壬 卡 七 " / 拈 反 □ 就 : 旦 ， 7 亏 ^ ^ " 丁 瓦 1 / 工 / 可 ^ 可 七 什 -

乃 ^ ^ l L 口 A ^ ^ ^ r门^^L^ / 4 」l^I^ 4̂ 1 口 " 判 文 ^ ^ J ^ ^ ^ l ^ ^ l 7 ^ ^ l l u " 』 " " 7 ^ ' A ^ ? L ^ l / v l / ^ ^ ^ l-A- l ^ ^ 1 ^ ^ ^ q 夕 ~ " 

十 肚 尝 旦 ， / ^ 石 

^ ^ ^ ^ 3 4 4 ^ J ^ ^ a 4 F 一 1 1 ? 1 

引 『 ， 竹 刀 玄 乌 拿 弓 手 旦 ， / ; 不 

7 " " 四 旧 刀 " 工 厂 一 ' 卜 

片 亡 己 乙 ^ 可 持 什 旦 ， / 刁 三 

一 L ， L 』 ， " 乡 ^ ' ^ ^ 一 ^ 1 ? 1 

， 止 。 早 " 丁 。 沽 十 门 不 甘 和 生 ^ ^ ^ ^ 于 后 ^ 片 七 亡 朽 厅 铺 旦 ， ^ 7 r 亏 

^44^ l J l w ， / ^ ^ ? 1 ^一 ^ H ^ l^^^ ^ ^ ^ ^ l^J' dPx^ W J l ^ ^ ^ ^十^^ ^ 1 ^ ^ ^^l 

啦 肘 ^ T A ^ ^ ^ 丁 田 厅 + 肃 旦 - 杉 庐 

^ ^ ^ ^ " ' 刀 卜 士 " 工 仁 二 " 宁 。 ' " 。 二 ' 口 

占 光 夕 午 付 ^ 士 卧 4 寸 ^ ^ 村 于 : 巫 / 公 心 七 厅 " + 带 旦 ， / ^ r 亏 ] 

^ ^ 4 L l J ^ ^ • ^ ^ 出 件 1 1 ^ u ^ F ^ ^ ^ ^ l l/ l H ^ 4 ^ ^ ^ ^ ^ 7 ^ 。 ' A l ^ ; ^ F^l J 

35·疫苗生产 

如果宣布的设施符合关于疫苗生产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就所生产的任何疫苗 

成分和/或疫苗提供下列资料: 

l ^ ^ 3 收 … 八 " ^ 二 ^ ^ w v ^ 小 一 『 ^ 1 ^ ^ " " ' " ^ 1 ^ ^ 4 L^ ^ u y ^ , ^ ? 4 . 4 1 ^ H ^ 卜 刀 凹 上 " " 叫 烂 ' " 门 厂 ' " ' 

洼 坦 州 兰 工 垃 笛 二 欠 n 书 笛 一 八 幸 笛 ^ n 卦 告 六 研 把 计 斗 立 可 引 扣 「 牡 拿 ] 「 俱 
伯 牌 ] 存 吭 弓 古 计 臼 m 肚 吭 廿 士 八 竹 撕 斗 物 就 胁 岳 仿 桂 旧 竹 丁 川 汝 州 
， ， ， 上 ^ ^ 口 卜 ， 土 卜 ， ， 刀 · ， 1 ， · 。 - ， 束 出 ， · 八 ， ， 。 ， ， " 妹 上 " 1 ， ， 抉 " ， ， ， ， 夕 。 H ， ， 门 ， 1 ^ 口 口 ， ， 尸 「 夕 八 " 1 - 。 · 

俞 本 
' " 卜 ， " 

亏+仁弄可乡可4 
J b 习 ^ " " ^ " 之 ^ 人 

D T Q 
尸 厂 口 

□丁九 
^ 厂 ' 

丐斥+七丁壶^由七疗亏寸古苗于4羊米什丰妻/方古百卦) 
' " 。 二 ^ ^ H ^^ ^^^" P ^ l ^ ^ 。 ^ / ^ J P ^ ^ ^ 三 三 " 巳 口 " ' 

羊 l N口亨 
公? y ^ ' 

、 本 、 ， 
" " " " " 

tr M 卜 
" " " " 口 " 

或 

耳
十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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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丫。丫 
八 u ^ / 

@入
^̂
 

丛
与
 

由
人
 

F
 

拧 。 常 
' · 人 山 

办亏常百芹杠耳可斗卜朽、戊二士圭 
^ ^ ^ ^ ^ ^ ^ 1/ 1 茸 ^ ^ · 斗 H ^ ^ /^L^/^^ 

^^^片圭止卜耳4-百芹片寸兰二臼臼拧亡寸斋亡柠Z二卜杆片乓事站牛目虱^'^ ^^口厂卜拧宅廿七由山也生儿占寸引乓圭片光卜 

^ ^ / r ^ ^ l^^l r l ^ ^ l ^ J ^ ^ H v ^ ^ ^ ^ 卜 " ' 。 ' 。 " " 。 。 ' 巳 ' " 仁 , l_l l^^L^ ^ y " " l ^ ^ — L " ^ ^ ^ A ^ " 卜 " " 。 " 且 " " 三 : ^ L J ^ 乃 " 

"丰 

听 

「勺^ n 门 门 卜 ^ 口 亨 勺 4 ; n 门 n 耳 丐 ^ 门 ^ ^ n n n ^ 门 ^ 爪 ^ ^ 门 ^ ^ ^ 卜 口 ^ 

" 。 " ' " " " y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乙 口 " " " 

(a)请列明所生产的疫苗成分: 

成 分 
预定用途(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 

人类疫苗 动物疫苗 
疫苗所针对的疾病 生产目的" 

" 生 产 目 的 : A -公 销售或公众使用; B -国防部/部V/机构^ C -两者兼有 

(b)请估计所生产的疫苗成分总量(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 

预定用途 

人类疫苗 

动物疫苗 

任何生产过程中的 
高封闭级别 

BL3 BL4 

所生产的疫苗成分数量 
(培养物升数或有效浮液体积升数) 

]，000以下 ] , 0 0 0至 1 0 , 0 0 0 1 0 , 0 0 0以上 

(c)请列明所生产的疫苗 

疫 苗 
预定用途(请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 

人 类 动 物 
疫苗所针对的疾病 生产目的 " 

" 生 产 目 的 : A -公 销售或公众使用; B-国防部伟阿^/机构; C -两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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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估计所生产的疫苗总量(在适用的栏目内打勾) 

预定用途 

人 类 

动物] 

动物2 

任何生产过程中的 

高封闭级别 

BL3 BL4 

所生产的剂数合计" 

寸，000,000以下 ] , 0 0 0 , 0 0 0至 5 , 0 0 0 , 0 0 0 5 , 0 0 0 , 0 0 0以上 

"剂数合计是指供人类用或供每类动物用的所有疫苗的剂数合计，以供成年的人或动物用的相 

应疫苗的估计剂数计，即使疫苗是供未成年的人或动物用的。 

或 

疫 苗 登iE/i^可证号码 
所生产的剂数 

1,000,000以下 1 , 0 0 0 , 0 0 0至 5 , 0 0 0 , 0 0 0 5 , 0 0 0 , 0 0 0以上 

"剂数以供成年的人或动物用的相应疫苗的估计剂数计，即使疫苗是供未成年的人或动物用的。 

3 6 · 严 密 生 物 封 闭 ( B L 4 - ) 

如果宣布的设施符合 严密生物封闭(BL4- )设施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 

供下列资料: 

请估计^^4封闭区域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4 0平万米以T 4 1 - l 0 0平方米1 0 0 - 5 0 0平方米5 0 0平方米以±] 

[ ( b ) 请注明单元数 : ] 

[(c)请注明封闭区域内是否有任何单元用于病人的管理和/或治疗: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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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请注明此种实验室的工作是否涉及: 

人 类 病 原 体 是 / 否 

[ 传 人 动 物 病 病 原 体 是 / 否 

其 他 ] 动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毒 素 是 / 否 

植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 

[(e)生物封闭区域的消染方法/系统(请勾出所有适用的方法/系统卜 

甲 醛 / 多 聚 甲 醛 是 / 否 

紫 外 线 是 / 否 

蒸 汽 是 / 否 

氯 / 高 氯 酸 盐 是 / 否 

过 氧 化 氧 是 / 否 

冲 洗 是 / 否 

其 他 ， 请 注 明 ] 

叨请注明为了增强致病力、毒力、稳定性或耐抗生素性或化学或物理消毒手 

段或为了改变宿主范围、感染途径或鉴定或诊断的容易程度而在高度生物 

封闭(BL3)设施内进行了基因修饰的所有生物剂; 

38 1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宣布的设施是否符合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是/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进行了哪些活动: 

(a)生产[并旨在回收]附件A所列[一种或一种以上][任何一种]物剂和/或毒 

判在其过程中使用了; 

(1)合计内部容积为[1o] [25] [50] [lo0]升或[1o] [25] 

[50] [ l o 0 ]升以上的任何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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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率可大于每小时[2]升的连续式或灌注式 

发 酵 器 / 生 物 反 应 器 是 / 否 

(3)合计内部容积为[1o] [50] [1o0]升或[1o] [50] [1oo] 

升 以 上 的 化 学 反 应 罐 或 回 收 设 备 是 / 否 

(4)每年超过[1,ooo] [ 2 , 0 o 0 ] 个 含 胚 卵 是 / 否 

( 5 )每年超过1， 0 0 0升组织培养基或其他介质是/否 

(b)在下列试验室中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私/或毒素气雾化: 

( 1 ) 静 态 型 气 雾 试 验 室 是 / 否 

( 2 ) 爆 炸 型 气 雾 试 验 室 是 / 否 

(3)合计容积超过5立方米的动态型气雾试验室是/否 

仁如果答"是"，请提供下列资料: 

物 剂 估计产量(培养物升数或物剂有效浮液升数) 

卜以T][a至b^ 卜至yU[^至^] ^y以±^[c以±] 

毒 素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卜以TI[a至b] 卜至y [^至c] [y以±][c以±^ 

或 

可
斗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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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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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设施是否将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或任何毒素或任何 

毒素的亚单位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加入附件A所列的某一物剂? 

万工散 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和毒素，并简述目的 

(^)设施是否将附件A所列某一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任何核 

酸序列密码或此种毒素的亚单位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加入任何微生物体， 

从而产生一种具有致病性或毒性的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体?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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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答"是"，请列明这两种生物体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e)设施是否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或从事任何涉及 

己气雾化的附件A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彻设施是否通过呼吸道对动物施用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