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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15 分宣布开会。 

1. 主席说，本次会议为打破过去二十年来阻碍审查会议工作的僵局提供了机

会。拟议列入会议最后文件草案的三份文件草案提出的一揽子提议(仅以英文非

正式分发)意味着将形成一套以行动为导向的闭会期间方案，并将促进对核查和

遵守等问题的讨论。提议草案探讨了建立体制化机制，以促进《公约》第十条下

的国际合作和加强执行支助股为缔约国执行《公约》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2. 已要求负责起草提议的人员：使用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具体措辞；不

纳入难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提议；纳入已长期讨论、采取行动时机已成熟的提

议；删除重复性措辞；将某些决定和建议调整至文件的不同段落；合并相互类似

的提议；起草一份尽可能全面、平衡的案文。 

  参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3. 塞唐布尔先生(南非)以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说，委员会已开始核

实迄今提交的全权证书原件。截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中午，71 个缔约国提交了全

权证书原件，40 个缔约国仅提交了预发件。会前，全权证书委员会秘书处又收

到两、三份全权证书原件。请所有尚未向秘书处提交全权证书原件的缔约国尽快

提交。请各代表团注意，根据第九次审查会议议事规则，提交全权证书是强制性

要求。 

  拟订和通过最后文件 

4. 主席请各代表团审议载有会议最后文件草案第三章拟议案文“决定和建议”

的共同非文件(仅以英文非正式分发)。 

5. 沃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愿就拟议案文 B 节所述闭会期间方案进一步

了解信息。他特别希望了解每年有几周时间专门用于推进该方案，方案将为期几

年，以及将采用什么样的程序确定方案的时间表和相关活动。会议似可考虑举行

一次讨论，明确专家组应花多少时间讨论每一套拟议的加强公约的措施。专家组

或许可以在一次会议上就多套措施进行讨论。 

6. 多明戈先生(菲律宾)说，拟议案文代表了能够推动会议取得进展的一条中间

道路。走中间道路意味着努力实现三个目标：第一，建立科学技术咨询机制为会

议今后的讨论提供信息；第二，设立国际合作机制促进执行第十条；第三，成立

专家组促进制度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包括核查和遵约以及设立机构。会议应致力

于通过一揽子平衡的提议实现所有三个目标。他欣见就上述目标达成共识的大致

轮廓似乎正在形成，就国家执行、建立信任措施、执行第七条和财务事项达成共

识似乎也指日可待。 

7.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说，闭会期间方案需要进行单独讨论，以便就

《公约》新一审查周期的工作安排达成共识。关于 C 节国际合作、D 节审查与

《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E 节国家执行和建立信任措施、F 节援助、应

对和准备等各节中的提议，俄罗斯代表团无法认同前几位发言者的积极热情。 

8. 俄罗斯代表团不清楚提议是用什么方法起草的，许多提议是第一次看到。草

案中列出的大多数提议来自少数几个缔约国，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大多数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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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集团的提议没有以任何形式反映在草案中。涉

及执行支助股、赞助方案和财务事项的提议也应单独讨论，以便就措辞达成共

识。 

9. 阿斯拉纳尔贡先生(土耳其)说，土耳其代表团对设立一个向所有缔约国开放

的加强《公约》专家组的决定表示欢迎。他支持让该小组负责处理遵约和核查问

题、加强国际合作和援助、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国家执行《公约》

工作、加强第七条之下的援助、应对和准备以及加强机构建设的提议。是否需要

召开会议对专家组的最后报告进行审议应根据议事规则所载的一般规则，以协商

一致为基础做出决定。 

10. 土耳其代表团欢迎关于设立指导小组促进第十条下的国际合作的提议；欣见

关于制定行动计划和设立自愿信托基金以执行第十条的提议，以及升级合作和援

助数据库系统的提议。 

11. 土耳其支持关于建立机制对科学和技术发展进行定期专家审查的提议。所有

缔约国都应该能够参加这一机制。拟议案文中涉及与生命科学界合作的内容有些

重复，应予删减。他欣见关于制定一套自愿准则指导第七条的适用的提议，以及

建立数据库以便利在第七条下提供援助的提议。 

12. 执行支助股的任务期限应按惯常方式延长，没有必要制定新的延期程序。在

执行支助股增设新的全职工作人员岗位的提议所涉经费问题应予认真考虑。 

13. 比尔格里先生(奥地利)说，当前讨论的提议做到了平衡兼顾，考虑到了世界

各地区的广泛观点。与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许多提议是代表世

界不同地区的跨区域集团提出的，并在缔约国会议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虽然很多

工作确实可以在闭会期间完成，但也必须承认，审查会议应就某些事项做出决

定。案文草案良好地平衡了会议期间应通过的提议和可留待未来数月讨论的提

议。 

14. 达米科先生(巴西)说，提议草案与讨论期间表达的观点高度一致。可以考虑

哪些提议可在会议期间达成一致，哪些提议应留待闭会期间进一步讨论。审查会

议要取得进展肯定很不容易，但也不应因过去未能完成任务而感到沮丧。 

15. 贝尼特斯·沃西恩先生(古巴)说，虽然案文草案包含积极内容，但在就一些

章节达成共识前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特别是关于 2023-2026 年闭会期间方案的

B 节、关于国际合作的 C 节和关于审查与《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 D

节，这些章节明显不平衡。古巴代表团将在适当时候就每节的内容提出具体建

议。 

16. 斯特罗姆西科娃女士(捷克)说，案文草案 C 节国际合作部分关于成立第十条

指导小组的提议措辞不够清晰，特别是该指导小组的构成将反映“缔约国在当前

和未来非正式区域集团中的比例”的说法不够清晰。关于D节审查与《公约》相

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审查会议期间就科学咨询进程，包括进程的职权范围和议

事规则已经提出了一些常识性建议。此外，对该进程的必要性似乎存在普遍共

识。因此，捷克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将设立咨询小组一事推迟至下次缔约国会

议。 

17. 桑切斯·德莱林·加西亚－奥维斯先生(西班牙)说，他同意俄罗斯联邦代表

的意见，并非会议期间讨论的所有议题均在案文草案中有所反映。然而，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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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试图只反映有可能达成共识的问题。鉴于所剩时间不多，西班牙代表团认

为，应在本届会议商定一个总体框架，更细节的问题应留待闭会期间处理。他同

意巴西代表的意见，需要平衡会议的各项目标并实现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积极成

果，特别是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痛苦及暴露的脆弱性。因此，西班牙

政府愿充分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为科学技术的使用提供方便；西班牙政府不担

心为此承担新的费用并投入大量精力，前提是能在其他领域取得成果。特别是，

迫切需要就核查工作开展筹备性的结构性对话，并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公约》

的系统性和加强《公约》。 

18. 哈立德先生(巴基斯坦)说，需要平衡的不仅是各项目标，还应平衡实质内

容。这特别意味着要确定哪些是可以充分实施的业务成果。关于拟议案文 B 节

2023-2026 年闭会期间方案，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方案的内容，并明确拟议的加强

《公约》专家组的任务授权。关于 C 节国际合作和 D 节审查与《公约》相关的

科学和技术发展，他同意古巴代表的意见，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不结盟运动

和其他国家集团成员提出的某些建议没有在拟议案文中得到充分反映，应予以适

当考虑。 

19. 达马齐奥先生(尼日利亚)说，尼日利亚代表团欢迎拟议的案文草案，愿敦促

执行支助股尽快确定闭会期间会议的日程安排并提交缔约国审议。拟议案文以非

歧视性的方法起草，内容涉及长期阻碍《公约》执行和加强《公约》的突出问

题。关于国际合作的 C 节是全面、平衡的，他欢迎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指导机构以

进一步加强《公约》的提议。他敦促所有缔约国展现必要灵活性，通过整个最后

文件草案，包括这一重要章节。尼日利亚代表团愿重申，支持设立临时专家组以

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 

20. 小笠原先生(日本)说，拟议案文是具有建设性的、平衡的，将为在会议结束

前达成共识奠定良好基础。日本认为，要加强《公约》制度，有两个要素必不可

少：审查会议在闭会期间下放决策权；通过缔约国已形成广泛共识的具体提议。

拟议案文充分反映了这两个要素，日本代表团基本同意案文中的所有提议，包括

与加强执行支助股有关的提议。 

21. 在加强《公约》制度方面，应避免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活

动重复。拟议案文第 49 段建议在执行支助股增设一个新的岗位负责促进加强与

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该岗位的任务最好包括第十条之下的活动，这样所有缔约

国均能及时了解其他国际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这有利于每一个人。 

22. 拟议的各新机制应注意避免职能重叠，特别是拟议的加强《公约》专家组和

第十条执行指导小组，专家组的任务就是加强第十条之下的国际合作和援助，或

许这两个机制可以合并。最后，关于第 41(b)段，鼓励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提交建

立信任措施国家报告的设想特别适合面临技术困难的国家。因此，应在该段“困

难”一词前增加“技术”一词以明确表达这个意思。 

23. 吕德宁先生(挪威)说，拟议案文列出的一揽子建议是全面、平衡的，包含来

自跨区域的建议和支持。挪威代表团支持加强执行支助股，这是短期内加强《公

约》的最具成本效益的一个方法。然而，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可以更突出重点，包

括在时间分配方面，可以将最后期限设定在 2025 年前，并赋予缔约国会议决策

权。缩短时间期限以及能够就讨论成熟的事项作出决定往往可以确保工作势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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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重点更突出。如果有的议题需要更多时间审议，可以在新一轮两年期内继

续相关工作。 

24. 斯基亚菲诺女士(阿根廷)说，拟议案文旨在加强《公约》并为执行支助股提

供履行任务所需的资源，案文将为平衡地达成共识奠定良好基础。阿根廷代表团

愿在整个会议期间建设性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有些事项需要进一步澄清，

包括案文草案中提议所涉经费问题、第 61 段所述闭会期间会议以及第 52 段所述

执行支助股增设的岗位。 

25. 罗巴贾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伊朗代表团期待进一步讨论拟议案文

中可能形成协商一致意见和共识的内容。然而，还有一些内容和建议难以形成共

识。特别是 B 节 2023-2026 年闭会期间方案、C 节国际合作和 D 节审查与《公

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这些章节需要在未来几天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磋商。

对 C 节和 D 节的一读显示，案文严重不平衡。伊朗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许

多观点均未得到反映，他将在详细讨论相关章节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E 节国

家执行和建立信任措施、F 节援助、应对和准备以及 G 节执行支助股载有不利于

推进会议工作或实现会议目标的提议和内容。考虑到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多项

提议均不太可能达成一致。尽管如此，通过建设性的工作和积极沟通，还是有可

能通过一份各代表团均能接受的简短文件。 

26. 博埃尔斯女士(比利时)说，案文草案将为会议未来一周的工作奠定良好基

础。草案是全面、平衡的，其中多条提议具有跨区域基础，并在闭会期间进行了

讨论。关于闭会期间工作方案，最好有更明确、或时间更短的期限设置，并能在

工作完成后即对成果做出决定。比利时代表团愿在未来一周就案文草案开展建设

性工作。 

27. 马斯默让先生(瑞士)说，拟议案文广泛反映了会议期间提出的提议，案文起

草的方式使所有缔约国能够就共同的内容逐渐形成共识，并提出各缔约国均能同

意的一揽子方案。B 节 2023-2026 年闭会期间方案表明，似乎各方普遍同意需要

一个更雄心勃勃的闭会期间方案，瑞士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拟议专家组

的许多任务细节，特别是任务期限需要澄清。任务期限应有明确规定，而不是简

单规定至下一次会议时止。瑞士代表团欢迎有关促进合作的提议，包括设立指导

小组和合作项目自愿基金。瑞士代表团还欢迎案文草案第 44 段关于建立一个审

查与《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机制的提议，以及制定在第七条下请求援

助的自愿准则的提议。自愿准则的确切文本最好列入文件最终版的附件。瑞士代

表团还支持案文第 45 段关于建立数据库以促进第七条框架内的援助的提议，以

及第 32 段关于核可《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的提议。 

28. 珀蒂女士(法国)说，拟议案文是一份平衡的文件，综合了各项提议，包括上

一审查周期以来讨论过的跨区域提议。法国代表团特别欢迎拟议的 2023-2026 年

闭会期间方案，该方案为下一次审查会议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方案仍有

进一步讨论和改进的空间。她还欢迎关于加强执行支助股的提议，一是继续延长

该股的任务期限，这将消除关于其活动连续性方面的不确定性，二是新增 4 个全

职工作人员岗位以履行分配给该股的全部任务。缔约国现在面临难得的机会，可

以立即或经闭会期间讨论后实施一些已经成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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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罗桑德里先生(印度尼西亚)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支持拟议草案，该草案在

平衡案文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尽管如此，需要更多时间认真考虑各代表团的所

有意见建议，并形成共识。 

30. 哈桑先生(苏丹)说，会议似乎正在就拟议案文达成共识，这是一个积极进

展。虽然会议初期的审议工作受到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但随后恢复了正

常进程，重点就国际和平与安全开展讨论，各代表团形成了相当大的共识。令人

鼓舞的是，大多数代表团表示支持目前的草案，这份草案就整合所有缔约国的想

法和建议进行了真诚尝试。苏丹代表团欢迎拟议的闭会期间方案，但认为方案应

集中于有限数量的主题，同时反映缔约国的目标，并考虑支持和改进《公约》执

行情况的必要性。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应优于设立科学和咨询小组，过度注重科学

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参与度。苏丹欢迎赞赏执行支助股工作的相关措

辞，认为必须增加该股的工作人员，使其能更好地履行任务，包括与普遍加入

《公约》有关的任务。 

31. 普尔·图拉比先生(荷兰王国)说，草案平衡、全面，代表了审查会议和闭会

期间会议讨论的观点。令人欣慰的是，草案为执行第十条指出了明确的前进道

路，同时还纳入了科学和技术审查机制、加强国家执行的措施以及闭会期间方案

的内容。荷兰代表团同意，有几个问题已经成熟，可以采取更令人信服的行动。

科学和技术机制是一个良好典范，在该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发展该

机制有利于《公约》和缔约国。草案没能反映所有代表团的所有观点似乎对于一

个有着近 200 个缔约国的论坛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32. 沃尔什先生(爱尔兰)说，草案为继续努力加强《公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C 节国际合作的措辞很好地反映了已找到的共同点，尽管措辞可能还需要进行微

调以澄清拟议的第十条执行指导小组的任务。例如，第 22 段中“总体职能”的

概念可以进一步解释。尽管如此，爱尔兰代表团欢迎建立机制加强第十条实际执

行工作的提议。关于 B 节制定以行动为导向的闭会期间方案的提议，重要的是通

过一套明确的指导说明以避免程序性缺陷：加强《公约》专家组不应将宝贵的时

间和资源用于讨论自身的任务和优先事项。因此，最好澄清第 9(a)至(f)段关于专

家组将审议的领域的措辞。 

33. D 节关于建立科学和技术审查机制的提议特别受欢迎，该机制将为审查会议

提供重要指导。爱尔兰也支持加强执行支助股，但认为G节所述该股职能可能有

必要与第十条执行指导小组的计划任务相协调。总体来说，草案是平衡的，并且

真诚地努力反映本次会议期间和整个审查周期不同跨区域的意见。 

34. 科尔达施先生(德国)说，草案为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将有助于在加强《公

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草案载有一揽子提议，特别是关于科学和技术审查进

程以及国际合作的提议反映了所有缔约国的广泛利益，而不仅是某特定集团的利

益。德国代表团同意，就某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商定一个

结构化、有重点的框架，以便在闭会期间解决进一步的问题。德国认为，闭会期

间就有具体时限要求的任务开展工作具有价值，并将支持一个兼具有效性和包容

性的科学和技术进程。 

35. 白女士(新加坡)说，草案是平衡的，为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加坡代表

团原则上支持设立第十条执行指导小组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然而，新加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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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希望进一步就细节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指导小组的工作范围，该小组的活

动不应与其他方面的工作重合或损害缔约国的国家权利。 

36. 特别应欢迎的是，第 32 段核可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

第 34 段核可了生物风险管理的办法。新加坡赞成采取多利益攸关方的办法开展

科学和技术合作。新加坡代表团特别支持 E 节国家执行和建立信任措施部分所述

提议，建立互信和信任的举措可以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做出重要而积极的贡

献。 

37. 奥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说，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正在等待首都的指示，但

认为第 9 段所述加强《公约》专家组的议程范围太广。(b)、(d)、(e)段讨论的问

题在后面各节亦有讨论，因此，为避免重复，最好只保留(a)、(c)、(f)段。此

外，第 52 段提及将在执行支助股增设 4 个新的岗位，此处应与提及 3 个岗位的

第 26、31、49 段保持一致。一个解决办法是在第 52 段中增加对前几段的参引。 

38. 贝尔卡特先生(阿尔及利亚)说，该草案为就全面、平衡的最后文件达成共识

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通读草案可以看出，加强《公约》有三个要素：闭会期间

进程、执行第十条以及审查与《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阿尔及利亚代表

团特别欢迎设立第十条执行指导小组以及科学和技术发展审查机制。闭会期间需

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跟进这两个机制的建立情况，并确定可能需要开展工作的

其他方面事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这两个机制开展活动意味着离谈判达成

一项涵盖《公约》执行所有方面的法律文书以促进《公约》实施和制度化发展又

近了一步。阿尔及利亚支持延长执行支助股的任务期限以开展下一审查周期的工

作，支持在该股增设新的岗位配合新机制的工作。 

39. 莱穆斯·阿尔瓦雷斯女士(危地马拉)说，感谢各位协调人在斟酌措辞以求平

衡各缔约国的不同立场方面展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创造力。考虑到克服过去 20 年

缺乏进展的情况需要妥协和决心，草案所述提议是令人感兴趣的出发点。危地马

拉认为，重点是确保通过的提议是平衡的、付诸实施时是明确清晰的，并且有助

于有效地加强《公约》。危地马拉代表团认为，借助反映《公约》多方面特征的

一揽子措施找到共同点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关于闭会期间方案、国际合作和科学

技术的提议为继续取得进展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40. 安达西亚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说，虽然就草案起草开展了大量工

作，但在反映所有缔约国的立场方面，草案可以更加平衡。特别是 B 节闭会期间

方案和 C 节国际合作仍有改进的空间。委内瑞拉代表团希望紧急重申，需要谈判

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以全面、非歧视的方式涵盖《公约》所有条款的文书来

加强《公约》。 

41. 李松先生(中国)说，分发的三份文件草案为会议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缔约

国应抓住当前的机会，重申对《公约》的承诺。缔约国还应表达在未来几年加强

《公约》的共同决心，并强调闭会期间方案的效用，缔约国可利用闭会期间方案

充分探讨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中国对闭会期间方案的看法基本

与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看法一致。 

42. 在进入最后一周之际，会议最大的目标应该是就最后文件达成共识。中国代

表团愿与各方合作，确保这项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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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斯塔女士(乌拉圭)呼吁所有缔约国展现灵活性，使会议能够取得具体成

果，乌拉圭特别赞成建立第十条执行机制的提议。乌拉圭还赞成采取建立信任措

施的提议。不过，乌拉圭代表团与阿根廷代表团一样，对相关提议所涉费用问题

感到关切。 

44. 马托斯·佩雷斯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说，他相信最后文件将是推动会议工

作的出发点。 

45. 希尔女士(澳大利亚)说，为避免对没有实质内容的问题进行毫无结果的讨

论，会议应就将于闭会期间举行会议的加强《公约》专家组的任务授权和工作方

法提供明确指导。专家组工作的时间框架应反映工作的紧迫性，缔约国会议应有

权就某些事项做出决定，以此为基础在整个审查周期内持续推进。 

46. 她欢迎拟议案文呼吁有能力的缔约国考虑向执行支助股捐款，以加强该股执

行授权任务的能力。澳大利亚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主席提出的文件草

案为实现加强《公约》的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47. 加西亚先生·奥尔蒂斯先生(萨尔瓦多)说，拟议案文为会议的工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萨尔瓦多代表团将继续研究文件并等待首都的指示。他也愿了解拟议措

施所涉经费问题。 

48. 利德尔先生(联合王国)说，已分发的三份文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会议需要决定哪些问题可以在未来几天讨论，哪些问题可以留待专家在闭

会期间讨论。专家在即将举行的讨论中应有紧迫感，应继续重点关注加强《公

约》相关的核心问题。 

49. 埃斯皮诺萨·奥利韦拉先生(墨西哥)说，墨西哥代表团也在等待首都对这三

份文件草案的意见，但认为三份文件已努力对各代表团的优先事项给予平等的考

虑。 

50. 他欢迎主席在编写会议最后宣言，即最后文件草案第二章方面所做的努力，

特别是提及 COVID-19 大流行之后的经验教训。他还欢迎草案提及缔约国决心谴

责威胁将生物制剂用于非和平目的行径，以及提及缔约国坚信应将性别观点进一

步纳入《公约》执行的所有方面。 

51. 第三章的拟议案文列出了审查会议的决定和建议，可据此建立一个更强有力

的闭会期间机制。墨西哥代表团特别欢迎设立指导小组以促进第十条框架下的国

际合作的提议，也特别欢迎计划成立加强《公约》工作组促进国家执行《公约》

的各项措施。总体来说，舞台已经搭好，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更细致地考虑。 

52. 梅迪·蒙吉先生(喀麦隆)表示欢迎在确保拟议文件草案能够反映各代表团的

优先事项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说，应加强执行支助股以确保其能履行任务。喀麦

隆代表团赞同设立自愿信托基金以支持与执行第十条有关的项目的提议。喀麦隆

还支持为确保男女平等出席《公约》相关会议而拟做出的努力，支持建立审查

《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机制的提议，以及支持成立第十条指导小组的

提议。所有缔约国都应该能够使用一个改进升级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应便于向在

《公约》第七条下提出请求的任何缔约国提供援助。 

53. 拉伊先生(印度)说，会议应在剩余时间里重点讨论拟议案文草案提到的为数

相对较少但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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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塔尔布什女士(巴勒斯坦国)说，最后文件应对闭会期间方案、国际合作、审

查科学和技术发展这三大主题给与基本同等的重视。第十条是对全球南方至关重

要的一条，应该加强第十条指导小组的任务授权，以确保实现就最后文件草案达

成共识所需的平衡。 

55. 主席说，感谢各代表团的发言，听到大家评论说，将会合并为一份单一文件

的这三份文件草案是个很好的出发点，他感到很受鼓舞。 

中午 12 时 25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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