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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缔约国大会

第九届会议 C-9/DEC.10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30 Nov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决定 
 

按照《公约》第十条第 4 款 
提交防护性目的国家方案的资料 

 
 
缔约国大会， 
 
注意到《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称“《公约》”）第十条第 4 款规定，为了提高与防

护性目的有关的国家方案的透明度，每一缔约国应按照缔约国大会（以下称“大

会”）根据第八条第 21 款(i)项将予审议和核准的程序，每年向技术秘书处（以下称

“秘书处”）提供关于其方案的资料； 
 
忆及缔约国大会审议《化学武器公约》实施情况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以下称“第一届

审议大会”）重申，第十条的规定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下称“本组织”）在援

助和化学武器防护方面的活动仍然有意义，而且仍然重要。在当前的安全形势下，这

些规定和活动甚至变得更有意义（RC-1/5，第 7.92 段，2003 年 5 月 9 日）； 
 
还忆及第一届审议大会声明，对于根据《公约》第十条第 4 款每年提交资料这项规

定，如能早日就此种提交的程序达成协议将会有助于其执行，并进一步请执行理事会

（以下称“执理会”）迅速制定并提交《公约》要求的程序，以供核准（RC-1/5，第

7.94 段）； 
 
注意到根据《公约》第十条第 2 款，《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妨害任何缔约国

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从事研究、发展、生产、获取、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防

护手段的权利； 
 
认识到本组织应继续加强努力，确保第十条关于援助和化学武器防护的规定得到充分

实施； 
 
强调缔约国为执行《公约》第十条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应有助于加强本组织的能力，以

更好地协调和落实给予缔约国的援助和化学武器防护；并 
 
审议了执理会关于按照《公约》第十条第 4 款提交防护性目的国家方案资料的建议

（EC-M-24/DEC.6，2004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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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 
 
1. 通过附件所载的缔约国每年向秘书处提供防护性目的国家方案资料的格式，所

基于的谅解是： 
 

(a) 每一缔约国至迟于前一日历年结束后 120 天以附件所载的格式提供该年

度与此种活动有关的资料； 
 
(b) 秘书处根据请求向缔约国提供其他缔约国提交的资料；所提交的保密资

料一律遵照《公约》《保密附件》（A 节第 2 款）的规定处理；并 
 
2. 商定本项决定不妨害缔约国的下述权利：保护与防护性目的国家方案有关的敏

感资料的权利，以及把它们按这项报告要求所择定的向本组织提供的任何敏感

资料指定为保密资料的权利。 
 
 
附件：按照《化学武器公约》第十条的规定每年报告防备化学武器国家方案资料的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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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按照《化学武器公约》第十条的规定 

每年报告防备化学武器国家方案资料的格式 

 
 
提供资料的缔约国名称: 
 
1.  
 
报告所涉期间: 
 
2. 报告涉及的日历年:  
 
 
关于是否存在与防备化学武器有关的国家方案的资料 
 
3. 有关缔约国是否有用以落实化学武器防护措施的国家方

案?  是       否  
 

如是，这些方案是否涉及: 
 

(a) 军事人员防备化武攻击? 
 

是       否  

(b) 平民防备化武攻击? 
 

是       否  

 
关于防护性目的国家方案主要构成部分的一般性资料 
 
4.  请摘要介绍（概述）落实本国武装部队或平民在化武进攻面前的防护措施的国

家方案，和/或（视有关缔约国的情况，其境内）各个地区和地方的差别（如有

必要，请另页说明）： 
 
5.  请列明在有关缔约国内对下列事项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主要政府部门、和/或

（视有关缔约国的具体情况）地区和地方机构： 
 

(a) 武装部队的防护： 
 

(b) 警察、消防队员、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政府官员等专门人员的防护： 
 

(c) 公众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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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向武装部队或平民提供防护设备，那么设备:  
  

(a) 是否以政府资助的研究和开发方式开发? 
 

是        否  

(b) 是否以商业方式获得? 
 

是        否  

(c) 是否自其他缔约国政府获得?  是        否  

7. 有关缔约国政府是否根据《化武公约》第十条第 7 款的

规定通过禁化武组织作出了援助承诺? 是        否  

 
 
关于防护性目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的主要内容的资料 
 
8.  有关缔约国政府是否在以下领域从事与防备化武有关的研究和发展:   
 

呼吸系统防护 
 

是        否  

防护服 
 

是        否  

集体防护 
 

是        否  

区域、人员和材料的洗消技术 
 

是        否  

化武毒剂的侦测/识别  
 

是        否  

化武毒剂的实验室分析 
 

是        否  

医疗对策 
 

是        否  

建立危险模型 是        否  
 
 
关于是否存在其主要职能可能包括防备化学武器的有关部门的资料  
 
9. 是否有其主要职能包括防备化武的军事部门?         是        否  
 
10. 如是，请简要说明其主要任务（例如集体防护、洗消、侦测、和/或医疗对

策）。如有必要，请另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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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护性目的培训方案的资料 
 
11. 贵缔约国是否使用化武实毒或模拟毒剂对其武装部队进

行业务培训? 
 

是        否  

 
12. 贵缔约国是否对其军事人员进行以下领域的培训: 
 

(a) 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 
 

是        否  

(b) 洗消? 
 

是        否  

(c) 侦测? 
 

是        否  

(d) 医疗方面的防护? 
 

是        否  

 
13. 有关缔约国政府上一年是否对外国军事人员或非军职人

员提供了防备可能发生的化武攻击方面的培训? 
 

是        否  

 
关于平民防护的资料 
 
14. 在遇到使用或威胁使用化武的情况下防备化武方案是否

对平民提供支助? 
是        否  

 
15.  如是，请说明以下哪些部门将提供支助: 
 

(a) 消防部门? 
 

是        否  

(b) 急救医护人员? 
 

是        否  

(c) 警方?  
 

是        否  

(d) 军事部门? 
 

是        否  

(e) 其他承包单位（例如私营公司）？ 
 

是        否  

 
16.  如果对第 14 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那么，是否有以后

由专门人员提供此种支助的目标? 
 

是        否  

17. 是否就针对平民进行的化武袭击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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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众是否能够得到防备化武袭击的培训（作为义务兵役

参加正规军事训练的那些人除外）? 
 

 
是        否  

19. 公众是否能够得到在防备化武袭击方面的教育性资料

（例如传单、互联网网站、等等）? 是        否  
 
 
补充资料 
 
20.  如有在报告年度内发表的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与国家化武防护方案有关的突

出的科学文献，请提供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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