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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地图上的边界和材料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对
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
任何意见。

提及具体公司或产品名称（无论是否标明注册符号），并不意味着怀有侵犯所有权的任
何意图，也不应理解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的认可或推荐。

封底上的地图显示各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大致位置，依据的是《条约议定书》附件 1 中
的资料，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已核准的拟议替代位置酌情作了调整，
以供向《条约》生效后的首届缔约国会议报告。

在奥地利印刷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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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可谓多事之秋，各项挑战迫在眉睫，但诸多机遇

却也前途光明。本年度报告虽然简要，却也介绍了整个

审查期内筹备委员会在广泛业务领域的突出实绩。

在文莱达鲁萨兰国、乍得、几内亚比绍和伊拉克批准《条

约》之后，批准国数目增至 161 个，超过了里程碑式的

160 个批准国。这将《条约》向全面批准推进了一步。

《条约》、《条约》生效和筹委会的工作均得到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

兹 · 孔帕奥埃阁下在筹委会第四十届会议上发表了致辞。在纽约举行的第七届第十四条

会议一致而坚决地呼吁《条约》及早生效。

我访问了中国、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安哥拉、日本、约旦和法国，

会见了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我在访问过程中获得的坚定支持非常令人振奋。

我在访问中国期间达成了一项协定，以确保位于该国领土的国际监测系统站台的数据

传输。

为了确保更多的国家签署和批准《条约》，筹委会与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及其他全球和

区域组织进行了联络。我们与尚未批准或签署《条约》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除一个

之外的附件 2 所有国家）的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特别是在纽约举行第十四条会议和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我会见了安哥拉、埃及、日本、哈萨克斯坦、立陶宛、

罗马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交部长以及图瓦卢副总理和伊朗副外长。

9 月 26 日，我们在纽约成立了知名人士小组。该小组由一名前总理、若干现任和前任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议员、政治家和外交家组成，他们拥有丰富的国际专业知识和

经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无疑将帮助我们推广《条约》，扩大与非批准国，包括

附件 2 所列其余国家的联系，并加强与之对话。

2013 年 2 月 1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核试验，筹委会做出了反应，再次

证明了核查制度反应迅速。该系统再展骄人实绩。系统的所有要素都一致、高效地运行。

我们的网络中有 94 个地震台站和 2 个次声台站记录了此事件。后来，位于高崎（日本）

的放射性核素台站也检测到放射性惰性气体，同核试验释放水平相符。与签署国不断

分享监测数据和产品，完全符合《条约》规定时限。

    
执行秘书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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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也是我们战略规划的转折点。为了提高效率和优化利用筹委会可用的有限资源，

我们制定了四年《中期战略》（2014‒2017 年）。这个新战略简化了我们的战略目标，

包括运作和维持国际监测系统及国际数据中心，同时进一步提高现场视察业务能力。

作为促成因素的能力建设活动也将受到特别关注。

改进网络覆盖和数据可用性是筹委会的重要目标。这要求持续建设和维持国际监测系统

网络，并重组其资本结构。截至 2013 年年底，已安装 282 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这一

数字占《条约》设想网络的 88%。此外，台站设计在所有四项《条约》监测技术上都继

续发展，为新安装的台站规定了更高的探测能力。随着 6 个惰性气体系统获得核证和三

个其他系统的升级，惰性气体监测方案取得了重大进展。到这一年年底，安装了 31 个

惰性气体系统（占规划总数的 78%）。

我们努力紧跟技术进步和创新步伐。在这方面，我们的重点是核查技术方面的技术预测。

2013 年科学和技术会议是筹委会在这方面的又一壮举。来自约 90 个国家的 700 多名

与会者出席了会议。共做了 300 多次口头专题介绍和海报专题展示。该活动为审查《条

约》核查机制执行情况提供了机会，为探索新的完善监测技术和方法以及将其纳入核

查系统的可能性提供了有用平台。会议还审查了监测数据和产品更广泛的科学和民用

用途。最后，这次会议帮助扩大了我们与科技界的互动交流。

我们的能力建设活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大幅增加。我们认为这是

一项颇有成效的投资，协助各签署国更好地履行其《条约》义务并更有效地利用核查

系统的数据和产品。

2014 年即将于约旦举行的下一次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工作取得了进一步进展。这次演

练旨在增强我们随时随地进行现场视察的业务能力。2013 年，我们进行了拓展演练，

差不多有 150 名专家参加。同时还进行了五次与现场视察技能和技术有关的外场测试。

此外，完成了四年期现场视察行动计划的实施、代理视察员第二轮培训和现场视察的

许多其他培训方案，启用了综合外场演练的所有其他工作队。

筹委会 2013 年取得的成功离不开签署国无条件的坚定支持以及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敬

业而勤勉的工作。因此，我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感谢他们对核不扩散和核

裁军这项崇高事业提供的宝贵服务。我也真诚地感谢我的前任蒂博尔 · 托特先生过去八

年在推广《条约》和推动筹委会工作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执行秘书

拉希那·泽博

2014 年 2 月，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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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

是一项禁止在任何环境中进行核爆炸的国

际条约。《条约》规定全面禁止核试验，

设法限制核武器的发展和质量改进，并终

止新型核武器的发展。由此，《条约》构

成了实现全面核裁军及不扩散的一项有效

措施。

《条约》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由联

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当天，有 71

个国家签署了《条约》。1996 年 10 月 10 日，

斐济成为第一个批准《条约》的国家。

根据《条约》条款，将在奥地利维也纳建

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条

约组织）。该国际组织的任务是实现《条

约》的目标和宗旨，确保其各项规定，包

括对其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查的规定得到

执行，并为缔约国提供一个进行合作与磋

商的论坛。

筹备委员会

在《条约》生效和禁核试条约组织建立之

前，各签署国于 1996 年 11 月 19 日建立

了该组织的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的任务是

为《条约》的生效开展筹备工作，地点设

在维也纳国际中心。

筹委会有两大活动。其一是做好一切必要

准备，确保《禁核试条约》生效时其核查

制度能够投入运行。其二是促进《条

约》的签署和批准，以使《条约》

生效。《条约》将在得到其

附件 2 所列 44 个国家全部

批准后的第 180 天生效。

筹备委员会由一个全体会

议机构和一个临时技术秘

书处（临时秘书处）组成。

前者负责政策指导，由所

有签署国组成；后者负责

在技术和实务方面协助筹

委会履行各项职责，并执

行筹委会所确定的职能。

临时秘书处于 1997 年 3

月 17 日开始在维也纳办

公，工作人员在尽可能

广泛的地理区域基础上

从签署国征聘。 

附件

批准后的第

筹备委员会由一个全体会

议机构和一个临时技术秘

书处（临时秘书处）组成。

前者负责政策指导，由所

有签署国组成；后者负责

在技术和实务方面协助筹

委会履行各项职责，并执

行筹委会所确定的职能。

临时秘书处于

月

公，工作人员在尽可能

广泛的地理区域基础上

从签署国征聘。

生效。《条约》将在得到其

约》的签署和批准，以使《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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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简要介绍了 2013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就。

核查系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2 月 12 日宣布的核试验所做的反应，生动地展

现了其可靠的业务能力及其对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的重要意义。

96 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进行了探测，其中 2 个是次声台站。在《审定事件公报》报告

的事件定位估测中使用了 88 个台站。据估测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半长轴为 8.1 公里的置

信椭圆内。根据国际数据中心体波震级标度，这次事件的震级为 4.9。

向各签署国提供第一批数据和结果的时间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在了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宣布之前，并且在《条约》规定的时限内向各签署国签发了《审定事件公报》。

利用大气传输模型来估测可能的放射性核素释放的可探测范围。4 月 9 日，在宣布核试

验 55 天后，日本的国际监测系统惰性气体系统探测到放射性惰性气体。在核试验宣布

这么长时间之后才获得的这些探测结果，说明了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能力。

2013 年，筹委会在国际监测系统新设施的安装、升级、核证和启动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

2013 年安装了三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截至这一年年底已安装台站总数达到 282 个（占

《条约》设想网络的 88%）。此外，台站设计在所有技术上都继续发展，为新安装的台

站规定了更高的探测能力。

4 个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经核证达到了筹委会的所有严格技术要求。到 2013 年年底获得

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和实验室总数达到 278 个（占《条约》设想网络的 82%）。

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国际监测系统所有技术的覆盖范围和数据可用性，尤其是惰性气体

监测范围和数据可用性，还加强了网络的复原力。  

修复在 2010 年遭到海啸严重毁坏的国际监测系统水声台站 HA3 和次声台站 IS14（智利）

的重大项目向前推进。安装和核证更多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筹备工作在稳步继续。引人

注目的是，重建 HA4（法国）—国际监测系统中唯一未经核证的水声台站—的筹备工

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期 2016 年完成国际监测系统的水声监测网络。2013 年年底，

还开始筹备 2014 年约 20 台设施的安装和（或）核证工作。

大量证据显示，前几年，临时技术秘书处一直无法在一些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在国开展

工作，现在却得到了它们的政治支持。特别重要的是，与中国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

题，使得中国境内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产生的数据流得以恢复。还采取了重要步骤，推

动完成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国际监测系统部分。2013 年的所有这些进展促使国际监测系

统网络向完工更进了一步。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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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个惰性气体系统得到核证和三个其他系统的升级，惰性气体监测方案取得了重大

进展。到 2013 年年底，在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台站安装了 31 个惰性气体系统（占

规划总数的 78%），其中 18 个台站经过了核证。

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性能的完善有助于使经调整的整体可用性始终保持在 99.77% 以上。

此外，网络还使其数据和产品传输达到每天总共 35 千兆字节以上。

临时秘书处成功地将次声和惰性气体监测进一步整合到国际数据中心业务之中，包括新

核证设施产生的数据。这一年年底，47 个次声和 31 个惰性气体系统投入了临时运行。

另外，还继续努力进一步增强核查系统的大气传输模型能力。

加强数据安全以及改进硬件和软件的各项活动在继续进行。此外，欧洲联盟资助的一项

完善全球氙气本底知识的举措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6 月 17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 2013 年科学和技术会议可谓一项盛事，约 100 个国

家的 750 多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审查核查系统的状况并探索提

高核查系统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此次会议还旨在扩大筹委会与科技界的互动交流。

会议讨论了三个主题：(1) 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2) 事件及其特点，以及 (3) 传感器、

网络和处理方面的进步。为每个主题确定了若干个专题。会议特点还表现为举行小组讨

论，探讨现场视察技术与工业的协同增效问题、将塑造核查未来的创新和技术推动力以

及放射性氙人为释放的缓解问题。专题介绍次数非常多，共有 80 多次口头专题介绍和

250 份专题展示海报。

加强本组织在现场视察领域的业务能力，是 2013 年的主要优先事项。通过执行四年期

现场视察行动计划，以及在政策规划和行动、行动支助和后勤、技术和设备、培训以及

程序和文件这五个主要领域取得进展，提高了现场视察的业务能力。

为筹备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开展了大量活动。还完成了拓展演练三。这次演练是本组

织有史以来的第二大演练，来自签署国和临时秘书处的差不多 150 名专家参加了演练。

拓展演练三的结论和意见表明，自 2008 年综合外场演练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

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工作还包括进行五次涉及现场视察技能和技术的外场作业测试。已

为综合外场演练拟定了一个科学上可靠的综合方案，涵盖方案相关筹备和执行方面的所

有必要信息，并启用了其他所有工作队。其中包括方案设计；后勤和运行；保健、安保

与安全；设备；公共宣传和外部联系；以及文件。

此外，已完成代理视察员第二轮培训和许多其他现场视察培训方案。现场视察四年期行

动计划的完成是本组织 2013 年的一项瞩目成就。

2013 年，支持《条约》及其早日生效的政治势头更加强劲。文莱达鲁萨兰国、乍得、

几内亚比绍和伊拉克批准了《条约》，批准国数目增至 161 个。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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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奥埃阁下在筹委会第四十届会议上进行了致辞，他是出席筹委会会议的第一位国家 

元首。

执行秘书访问了包括中国、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安哥拉、日本、约旦

和法国在内的若干签署国，并会见了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他还会见了

埃及、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交部长以及图瓦卢副总理

和伊朗副外长。坚决支持《条约》和筹委会工作的重复信息非常令人振奋。

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届第十四条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供了更多平台，让全

世界可以呼吁附件 2 所列其余国家批准《条约》并感谢筹委会的工作。

为了宣传《条约》并确保更多国家批准，成立了知名人士小组。知名人士小组的成员包

括著名的前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议员、政治家和外交家。小组于 9 月在纽约举

行了第一次会议。

筹委会的其他外联活动涉及与包括附件 2 所列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

会建立了联系。 

努力理顺和扩大筹委会的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举措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为国家数据中心

举办培训课程和讲习班、提供软件、捐赠设备以及进行后续技术访问。这些活动的目的

是确保国际监测系统平稳运行，建设国家数据中心的能力，以履行其所承担的《条约》

义务。能力发展举措的相关活动包括教育和外联活动，旨在扩大对《条约》的了解以及

使签署国做好准备，以便有效应对《条约》及其核查制度面临的政治、法律、技术和科

学挑战。300 多名台站操作员和国家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了能力建设方案。2013 年参

加能力发展举措课程的人数为 675 人。

筹委会还通过媒体外联活动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广《条约》及其核查制度。全球媒体对《条

约》及其核查制度的报道增加了 60% 以上，仅在线媒体就有 4,500 多篇文章和引用。筹

委会公共网站和社交媒体频道每月平均访问量约为 15 万次。此外，人们对 YouTube 网

站上禁核试条约组织的 37 个视频的兴趣猛增。

2013 年 8 月筹委会推出了新的 2014-2017 年《中期战略》，其中提出了今后四年本组织

的方案和活动框架。《中期战略》关注两个战略目标：(1) 国际监测系统和国际数据中心

的运行和维持，和 (2) 现场视察业务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还高度重视能力建设活动和完

善的管理。

寻求开发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机构资源规划系统。按计划，该系统将于

2014 年投入运行。本组织力求通过加强成果管理制、问责制及监督，促进协同效应，

提高效率，从而不断提高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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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监测系统 进行现场视察全球通信 

能力建设

国际数据中心

提高性能和效率

GLOBAL COMMUNIC ATIONS • 15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GCI) is 
designed to transport raw data from the 337 faci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IMS) in near 
real time to the International Data Centre (IDC) in 
Vienna for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GCI is also 
designed to distribute to States Signatories analysed 
data and reports relevant to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with the Treaty. Digital signatures and keys are used 
to ensure that the transmitted data are authentic and 
that no one has tampered with them. Increasingly, the 
GCI is being used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Provisional Technical Secretariat and station 
operators to monitor and control IMS stations 
remotel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satellite and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 links, this global network enables 
the exchange of data by IMS facilities and States in 
all areas of the world with the CTBTO Preparatory 
Commission. The GCI is required to operate with 
99.5% availability for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links and 
99.95% availability for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 links, 
and to provide data within seconds from transmitter 
to receiver. The first generation GCI began provisional 
operation in mid-1999. In 2007, operation of the 
current, second generation GCI began under a new 
contractor.

Highlights in 2013

Maintaining GCI availability above 99.77% 

Transmitting over 35 gigabytes of data and products per day  

Contributing to preparations for the IFE in 2014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ve map showing in real time the status of GCI connections to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facilities, the International Data Centre and 
independent subnetworks. Green indicates operational links, yellow indicates degraded links, and red indicates links that are out of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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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条约》生效 签署和批准管理

简称

ATM 大气传输模型
BOO 作业基地
BUE 拓展演练
CPT 延续期技术
ESMF 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
EU 欧洲联盟（欧盟）
FIMS 外场信息管理系统
GEM 知名人士小组
GCI 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H&S 健康与安全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IDC 国际数据中心
IFE 综合外场演练
IIMS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IMS 国际监测系统
IPSAS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U 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

ISP 被视察缔约国
IT 视察组
ITF 视察组职能
NDC 国家数据中心
O&M 运行和维护（运维）
OSC 作业支助中心
OSI 现场视察
PCA 核证后活动
POE 入境点
PTS 临时技术秘书处（临时秘书处）
QMS 质量管理体系
REB 《审定事件公报》
SAMS 地震余震监测系统（余震监测系统）
SOP 标准作业程序
WGB B 工作组
WIN 工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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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监测系统 • 1

国际监测系统是一个全球传感器网络，用于探

测可能的核爆炸并提供证据。全部建成后，国

际监测系统将包括 321 个监测台站和 16 个放

射性核素实验室，分布在世界各地《条约》指

定的地点。在这些设施中，许多设施都位于偏

远而交通不便的地区，构成了工程和后勤的主

要挑战。

国际监测系统采用地震、水声和次声（“波形”）

监测技术来探测在地下、水下和大气环境中发

生的爆炸或者自然事件所释放的能量。

放射性核素监测使用空气采样器来收集大气中

的微粒物质。随后，对样本进行分析，寻找核

爆炸产生的并经大气传播的物理产物证据。对

放射性核素成分的分析可以确定其他监测技术

记录的事件是否确实系核爆炸。正在通过增添

探测核反应产生的放射性惰性气体的系统来加

强一些台站的监测能力。

2013 年活动要点

加大国际监测系统惰性气体监测的覆盖面 

恢复在中国已安装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数据流 

提高国际监测系统台站在维护和后勤支持及技术开发方面的效率

国际监测系统

莫森湾，靠近设于澳大利亚所属南极洲莫森的放射性核素台站 R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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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中途岛次声台站 IS58 的核证活动。

建立、安装和核证

台站的建立是一个笼统的用语，指的是从建造台

站的初始阶段到全部完工的整个过程。安装通常

指台站准备就绪可以向国际数据中心传送数据之

前开展的所有工作。这包括站址筹备、施工建造

和设备安装等。一个台站在达到所有技术规格，

包括达到数据核证和经由全球通信基础设施链路

传输至维也纳国际数据中心的要求后即可获得核

证。这时，台站可被看作是国际监测系统的一个

运行设施。

国际监测系统的 
建立

2013 年保持了完成国际监测系统网络的势头。安

装、升级、核证和启动新设施的所有四种技术（地

震、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都取得了进展。

 

2013 年安装了 3 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截至年

底，已安装台站总数达到 282 个（占《条约》设

想网络的 88%）。此外，台站设计在所有技术上

都继续发展，为新安装的台站规定了更高的探测 

能力。

4 个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经核证达到了筹备委员会

所有严格的技术要求。由此，

到 2013 年年底获得核证的国

际监测系统台站和实验室总数

达到 278 个（占《条约》设想

网络的 82%）。获得核证的台

站数目增加，致使覆盖范围得

到扩大、网络复原力得到提高。

安装和核证更多国际监测系统

设施的筹备工作取得了进展。

尤其是重建 HA4（法国）—国

际监测系统中唯一未经核证的

水声台站—的筹备工作取得了

重大进展，目标是 2016 年完

成国际监测系统的水声监测网

在巴拿马城放射性核素台站 RN50 进行惰性气体系统核证。

2 • 国际监测系统

表 1. 国际监测系统台站安装与核证状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监测系统
台站类型

安装完成 正在
建造

在谈
合同

尚未开始

经过核证 未经核证

基本地震台站 42 3 1 1 3

辅助地震台站 105 9 3 0 3

水声台站 10 0 0 1 0

次声台站 47 0 3 1 9

放射性核素台站 63 3 5 5 4

共计 267 15 12 8 19

表 2. 惰性气体系统安装与核证状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惰性气体系统总数：40 已经安装：31 经过核证：18

表 3. 放射性核素实验室核证状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实验室总数：16                         经过核证：11

国际监测系统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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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2013 年年底，开始筹备在 2014 年安装和（或）

核证约 20 台设施。

前几年，临时技术秘书处一直无法在一些国际监

测系统设施所在国开展工作，现在却得到了它们

的政治支持。特别是，与中国解决了长期悬而未

解决的问题，使得中国境内的国际监测系统主

要台站的数据流得以恢复。还采取了重要步骤，

推动完成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国际监测系统部分。

2013 年的所有这些进展促使国际监测系统网络向

完工更进了一步。

根据筹委会确定的优先次序，随着 6 个惰性气体

系统获得核证和 3 个其他系统升级，2013 年在惰

性气体监测方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如 2006

年和 2013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核试验

时的情况所证明的那样，放射性核素惰性气体监

测在《禁核试条约》核查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在日本福岛核事故期间也证明了惰性气体

监测非常重要。因此，继续把重点放在这项技术上。

到 2013 年年底，在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台站

安装了 31 个惰性气体系统（占规划总数的 78%），

其中的 18 个经核证达到了所有严格的技术要求。

添加这些系统，大大增强了国际监测系统的能

力，使得在核查系统的建立中能够继续沿用动态 

做法。

最后，2012 年筹委会通过了惰性气体实验室核证

要求和程序，此后在制定放射性核素实验室惰性

气体样本分析的核证程序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为

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台站网络提供了支持。

这些进步不只是数据流的增加，更是关乎全球各

地监测技术的有效应用，关乎更高质量的数据处

理和数据产品，关乎更优秀、更有经验的数据分

析员和台站操作员。

监测设施协定

为了行使高效而有效地建立和维持国际监测系统设

施的职能，筹委会需要充分享有其作为一个国际组

织根据其建立所依据的决议而有权享有的各项豁

免，类似于《条约》为禁核试条约组织本身规定的

各项豁免。为此，设施协定或安排规定对筹委会的

各项活动适用《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经酌情

改动）和（或）明确规定此种特权或豁免，包括免

收税务或关税。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或多个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在国将采取具有这种效力的必

要国家措施。

在法国塔希提帕皮提放射性核素台站 RN27 进行峰值测试， 
作为惰性气体系统核证的一部分。

在挪威巴杜福斯次声台站 IS37 安装管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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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的任务是，为国际监测系统的临时运行制定

程序并建立正式基础，包括同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

在国签订协定或安排，用以规范站址勘测、安装或

升级工作和核证等活动以及各项核证后活动。

89 个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在国中有 45 个与筹委

会签署了设施协定或安排，其中 36 项协定和安排

已经生效。到 2013 年年底，筹委会与尚未订立设

施协定或安排的 44 个所在国中的 20 个国家在进

行谈判。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希望

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结束，其

他谈判可以马上启动。

2013 年，筹委会及其附属机关继续讨论了缔结此

类设施协定和安排以及随后在各国执行的重要性。

缺少此类法律机制致使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设

施维护成本高昂并出现重大延误，对核查系统的

数据可用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核证后活动

在台站得到核证且并入国际监测系统后，其运行

的重点最终是向国际数据中心提供优质数据。

核证后活动合同是筹委会与一些台站运营人之间

的固定费用合同，涵盖台站运行和各种预防性维

护活动。2013 年核证后活动的相关支出总额为

16,570,000 美元。此金额包括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核证的 154 个设施和惰性气体系统 2013

年可适用核证后活动的相关费用，含 11 个经核证

的放射性核素实验室和 12 个惰性气体系统。

台站操作员的月度报告报告了核证后活动的执行

情况，临时秘书处对其是否符合运行和维护计划

予以了审查。制订了审查和评价台站操作员业绩

的规范化标准。

临时秘书处继续对依照核证后活动合同提供的服

务进行标准化。要求所有新核证的台站和提交了

新概算的现有台站的台站操作员根据标准模板制

定运行和维护计划。2013 年，有 10 个台站提交

了运行和维护计划。 

保持业绩

筹备一个由 337 套设施组成并辅之以 40 套惰性气

体系统的全球监测系统远不只是建造台站那么简

单，这需要以一种总体办法建立和维持一种复杂

精细的“系统工程”，工程完成后应达到《条约》

的核查要求，同时保护筹委会已做的投资。为了

做到这一点，可以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测试、评

价和维持，然后进一步予以完善。

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网络的寿命周期从概念设计和

安装开始，一直到运行和维持。维持包括通过必

要的维修、更换、升级和持续改进来维护，以确

巴拉圭佛罗里达镇次声台站 IS41，在 2013 年经历了 
维护和资本结构调整。

对芬兰赫尔辛基放射性核素实验室 RL7 进行监督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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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测能力的技术适切性。这一过程还涉及各设

施组成部分整个寿命周期的管理、协调与支助，

都要尽可能高效、有效地进行。此外，在国际监

测系统设施接近其设计寿命周期尾声时，有必要

规划、管理和优化各个设施所有组成部分的资本

结构调整，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停工期并优化 

资源。

2013 年继续进行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运行并为其

各项活动提供支持，同时加大力度优化相关内部

流程，目的是继续提高业绩。还努力增强不同职

能领域（后勤、维护、工程和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的可操作性。最后，已将首批国际监测系统长期

维持模型提交筹委会，并将继续改进这些模型，

目的是预测维持不断扩大和老化的国际监测系统

网络所需的资源水平。

优化和提高业绩还涉及不断改善数据质量、可靠

性和复原力。因此，2013 年努力的重点仍然是质

量保障、质量控制和设施校准活动—这是对探测

到的信号做出可靠解释的基础，以及国际监测系

统的技术改进。这些活动有助于保持监测系统的

可靠性和技术关联性。

后勤

确保这个全球设施网络数据可用性达到最高水平的

支助需要采用不断优化的全方位后勤保障做法。因

此，2013 年，筹委会进一步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

行后勤支助分析，集中精力进一步开发和验证后勤

支助分析的能力和相关的寿命周期成本及可靠性变

量，如故障与设备预期寿命之间的平均时间。临时

秘书处与经验丰富的运营人和供应商共同努力，进

一步完善系统寿命周期的这些估计值，以便提高

资本结构调整成本预测的准确性。后勤支助分析

用于为国际监测系统确定目前和日后最有效的支助 

要求。

另外，2013年筹委会继续努力验证、审查和优化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配置管理，以便增强对国际

监测系统台站信息和配置的整体信心。配置管理

的目标是，通过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保持复杂

资产状况，确保提供符合《条约》和《国际监测

系统作业手册》草稿要求的服务。因此，知悉并

跟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网络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

状况和相关寿命周期维持信息，对于有效规划至

关重要。临时秘书处还进一步审查并在内部逐步

部署了配置管理程序及相关的数据录入程序。考

察台站维护情况期间继续进行了配置抽查，并相

应报告了差异情况。

2013 年，继续致力于优化国际监测系统设备和消

耗品在区域、国家特定的、供应商和台站的仓库

以及在维也纳存储设施的提前定位和存储。临时

秘书处继续与东道国和台站运营人合作，进一步

精简国际监测系统设备和消耗品的国家特定装运

和及时 / 免费清关手续。

   联合王国英属印度洋领地查戈斯群岛次声台站 IS52 ：太阳能电池板（左）及维护和资本结构调整活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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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继续向全球各地的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提供维护支助和

技术援助。2013 年讨论了 1,700 多个维修问题，其中

1,100 个已经得到解决。尤其是，2013 年解决了 10 个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长期数据可用性问题。对 20 台

经核证设施共进行了 16 次预防性和纠正性维护访问。

临时秘书处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智利）的水声

台站 HA3（使用水听器）和次声台站 IS14 联合站

址启动了迄今在财政投资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国

际监测系统台站修复和重建工作，这两个台站在

2010年海啸中严重受损。IS14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

2013 年，制造了 HA3 水下系统和岸基设备的元件，

经过质量控制，然后整合到了一个完整系统中，并

接受了工厂验收和系统集成测试。修复 HA3 是一

个数百万美元的项目，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技术挑

战和风险。该项目由预算外机制供资。

为了确保对数据可用性受到影响的国际监测系统

设施进行更及时的预防性和纠正性维护，临时秘

书处还继续管理与制造商订立的设备支助合同，

根据经验对其中的若干合同予以完善。还审查了

其中一些合同，以满足现场视察具体设备的某些

支助要求。这些合同有助于确保国际监测系统台

站以最优成本获得及时的技术援助和设备更换。

此外，将重点继续放在开发台站操作员的技术能

力上。作为最接近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实体，台

站操作员最能够防止台站出现问题，并在出现问

题时确保及时解决问题。为台站操作员举办了技

术培训，而且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视察台站的任

务仍然包括对当地台站操作员的实际操作培训，

目的是让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无须两次前往某一

台站解决同一问题。此外，继续编制完善的国际

监测系统本站档案，以确保台站信息的可持续性

和可维护性。临时秘书处与台站运营人合作，将

继续为所有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收集、验

证、核查和管理本站档案。

为了审查核证后活动合同、运行和维护计划及台

站摘要报告，在临时秘书处内部将技术培训与高

度协调相结合是一种有益的做法。2013 年，台站

操作员的能力继续得到提高，包括他们在预防性

维护和配置管理中对最佳做法的遵守，这对优化

国际监测系统网络的维持和绩效必不可少，并且

由此提高了其整体数据的可用性。但这一上升趋

势需继续保持，因为为了增强对经核证网络配置

的信心并支持今后的规划，仍有改进的余地。

资本结构调整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设备寿命周期的最终阶段涉及

到设备更换（资本结构调整）和处置。临时秘书

处继续调整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组成部分的资本结

构，因为这些设备已经到了计划运行周期的尾声。

由于第一批国际监测系统台站于 2000 年获得了核

证，此后国际监测系统网络逐渐老化，因此 2013

年继续加大了工作力度。

用于维修胡安 · 费尔南德斯群岛（智利）水声台站 HA3 和次声台站 IS14 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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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资本结构调整方面，临时秘书处与台站运

营人一起考虑了寿命周期数据以及本站故障分

析和风险评估。为了优化国际监测系统网络和

相关资源的过时管理，继续优先考虑高故障率

和（或）风险且故障会导致长时间停机的组成部

分的资本结构调整。与此同时，经证明稳健、可

靠的组成部分的资本结构调整，酌情推迟到这些

组成部分的计划运行周期之后，以便优化可利用

的资源。2013 年几个重大资本结构调整项目涉

及大量的规划和投资，尤其是在 PS2 和 IS7（澳

大利亚）、PS9（加拿大）、PS28（挪威）和 IS52  

（联合王国）。 

工程解决方案

2013 年继续通过设计、验证和落实解决方案推

进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工程和开发方案，以期

提高数据的整体可用性和质量、成本效率及绩

效。在台站整个寿命周期实施系统工程。这有赖

于通过接口标准化和模块化进行的开放源码系统

设计。需要改进系统和设备的可靠性、可维护

性、后勤支援能力、可操作性和可测试性。同时

还要求通过校准和数据担保措施加强国际监测系

统的可靠性，最终应用端到端系统工程，并靠

国际数据中心的处理来优化台站设计。2013 年

采取的措施重在提高数据质量、提高国际监测

系统设施的性能和稳健性，以加强可靠性和复 

原力。

在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设施，对需要工程施工

和基础设施及设备改进的国际监测系统设施进行

了复杂的修复。不断审查、评价和改进规范化工

程流程。波形和放射性核素台站技术图纸的提交

继续取得进展，并完成了地震台站风险登记矩阵。

这些活动以及对台站故障根源和发生率的持续分

析，为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组成部分的技术改进提

供了更多宝贵信息。因此，2013 年临时秘书处继

续关注台站供电和台站安全解决方案，更发达的

台站内部通信系统以及放射性核素台站探测器的

冷却技术。

若干设备及高性能、新波形放射性核素监测设备

原型的应用逐步铺开，并在外场接受了验证测

试。特别是，在国际监测系统地震台站安装了几

类新的宽带地震仪以接受评估，并对惰性气体系

统下一代高分辨率探测器进行了第一轮测试，作

为从福岛汲取教训的后续行动，为微粒采样器 

测 试 并 安 装 了 实 时 辐 射 监 测 器 。 还 启 动 惰 性 

气 体 系 统 临 时 替 代 解 决 方 案 ， 以 缩 短 延 长 的 

停工期。

每个水声台站对于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能力都

极其重要，因此继续努力探索和评估下一代水

声台站和可能的临时解决方案。启动了由工业

研 究 支 助 的 独 立 专 家 研 究， 以 开 发 和 评 估 能

够 从 部 署 和 维 护 角 度 改 进 水 声 台 站 的 各 种 系

统 和 基 础 设 施。 初 步 结 果 表 明， 临 时 解 决 方

案 的 主 要 挑 战 与 实 时 数 据 传 输 和 维 护 成 本 高 

相关。

胡安 · 费尔南德斯群岛（智利）水声台站 HA3 维修和重建的更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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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完成了欧洲联盟（欧盟）资助的次声技术

路线图编制工作。该路线图的主要目的是为规划

和协调今后七年的技术开发提供框架，维持核查

制度的相关性并促进成本效益和投资。次声路线

图仍是一份有待根据技术突破调整和进一步完善

的动态文件。该路线图将于 2014 年提交国际次声

界征求最后意见。

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可靠性

和复原力，同时，还加强了网络运行情况，增强

了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稳健性，促进了台站使用

寿命的延长和数据故障风险的控制。

辅助地震台站网络

2013 年，辅助地震台站的长期运行和维护问题继

续吸引了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关注。根据《条

约》规定，辅助地震台站的经常性运行与维护费

用，包括实体安全费用，由台站所在国负担。但

是，数年来的实践表明，对位于发展中国家但不

属于“主网络”的国际监测系统辅助地震台站而

言，这是一项严峻挑战。

因此，筹委会继续鼓励出现设计缺陷或过时问

题的辅助地震台站所在国审查自身是否有能力

支付台站升级和维持费用。然而，获取适当水

平 的 技 术 和 财 政 支 持 对 一 些 所 在 国 仍 然 具 有 

挑战性。

欧盟就此继续为不属于主网络但位于发展中国家

或转型期国家的国际监测系统辅助地震台站的维

持提供有益支助。这一举措包括恢复台站运行状

态的行动。开始与主网络包括若干国际监测系统

辅助地震台站的其他国家展开讨论，以求做出类

似安排。在这方面，美国在 2012 年和 2013 年提

供自愿捐助，用以完善属于美国全球主网络的多

个辅助地震台站和位于美国的台站。总之，由于

这些自愿支助资源和协同增效作用，2013 年有 16

个辅助地震台站得到了支助。

所在国、欧盟、美国、台站运营人和临时秘书处

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成效。因此，辅助地震台站的

数据可用性继续稳步提高。

质量保证

临时秘书处除提升台站绩效外，还非常注重确保

国际监测系统网络的可靠性。因此，2013 年，数

据质量仍然是一个重要关注点，特别是继续开展

了校准活动。校准在核查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校准通过测量或与标准比较，来确定和监测

恰当解读国际监测系统设施记录的信号所需的参

巴布亚新几内亚凯拉瓦特辅助地震台站 AS76， 
于 2013 年作了核证。

新的液态氮发生器，安装在斐济楠迪放射性核素台站 R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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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欧盟支持的次声数据质量控制项目的一

部分，完成了气象数据的质量控制工作。国际监

测系统次声台站元件的现场校准是通过美国提供

的自愿捐助进行的。有关放射性核素技术，改进

了惰性气体传感器的校准程序。2013 年对国际监

测系统的基本和辅助地震台站进行了全频校准，

共校准了 133 个地震台站。2012 年校准工作的评

估也完成了，并将评估结果报告给了 B 工作组第

四十一届会议。根据评估结果，更新了程序、实

施方法、报告和分析。2013 年 12 月，临时秘书

处启动了 2014 年校准活动的规划阶段。

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实验室具有全

网络的测试能力。定期往实验室寄送经核证的放

射性核素微粒台站的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样本，

以测试台站和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是否一致。2013

年，向 9 个实验室寄送了 58 个经核证的放射性核

素微粒台站的 206 份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样本，

以供重新分析。此外，将 19 份 5 级样本进行了拆

分，送往实验室以确认人为放射性核素的鉴别情

况。惰性气体系统的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活动仍

在继续，重新分析了已在 5 个实验室分析过的 10

个台站的 38 份样本。除台站的质量保证 / 质量控

制方案外，本组织的实验室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

方案首次利用可追溯的参考标准，继续组织 2013

年实验室间比较演练。报告所述期间完成了 2012

年实验室间比较演练结果的进一步评估，国际监

测系统所有经核证的实验室和另外 5 个实验室参

加了此次比较演练。最后，2013 年期间圆满完成

了 4 个实验室的监测评估。

持续提高数据可用性

2013 年，上述活动促进了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

整体数据可用性的提高，在达到作业手册要求的水平

方面，呈现出自 2009 年以来的长期积极趋势。在过去

五年里，通过与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在国和当地操作

员协作，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数据可用性有

了稳步提高。在一个日益发展但也日渐老化的国际监

测系统网络中，近年来所开展的活动不仅削弱了网络

过时产生的影响，还扭转了过去出现的数据可用性下

降的趋势。要保持这一趋势，在这些领域的持续努力

就非常重要。

新西兰凯塔亚放射性核素台站 RN47 于 2013 年 12 月安装的新的 Elan 液态氮发生器运行情况。国际监测系统工程和开发科
所需的所有特性均得到实施，使该装置可充分融入经核证的台站：(a) 用台站软件进行通信，完好状况数据发送到国际数据中心，
(b) 具有综合水平控制功能的自动运行模式，(c) 组件的远程监测和控制，及 (d) 遵守台站要求，包括在断电后的自动重新启动。

	  
Performance	  of	  the	  new	  CTBT-‐E3	  model	  of	  Liquid	  Nitrogen	  Generator	  “Elan”	  as	  installed	  at	  RN47	  on	  
23	  December	  2013.	  All	  features	  required	  by	  IMS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Section	  were	  
implemented,	  which	  allow	  full	  integration	  of	  the	  device	  into	  IMS	  certified	  station:	  (a)	  full	  
communication	  with	  Station	  software	  and	  State	  of	  Health	  data	  sent	  to	  IDC,	  	  (b)	  full	  automatic	  run	  
mode	  with	  integrated	  LN2	  level	  control,	  	  (c)	  full	  remot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the	  unit	  and	  (d)	  
full	  compliance	  to	  CTBT	  Station	  Requirements	  including	  automatic	  restart	  after	  power	  ou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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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台站
地震监测的目的是探测和定位地下核爆炸。地震和其他自然事件以及人类活动会产生两种主要类型
的地震波：体波和面波。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速度较快；面波沿地球表面传播，速度较慢。分析
时会对这两种波形一同研究，以收集有关某一特定事件的具体信息。

由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快，事件发生后几分钟内即可被记录下来，所以，地震技术对于探测疑
似核爆炸非常有效。来自国际监测系统地震台站的数据提供有关疑似地下核爆炸方位的信息，并
可帮助查明需要现场视察的地区。

一个国际监测系统地震台站通常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是用来测量地面运动的地震检波
器，一个是以数字手段记录数据并带有精准时间标记的记录系统，还有一个是通信系统接口。

基本和辅助地震网络中有两种地震台站：三分向 (3-C) 台站和阵列台站。大多数基本地震台
站网络由台阵组成（50 个台站有 30 个阵列），而辅助地震网络多由 3-C 台站组成（120 个台站有
112 个阵列）。

一个 3-C 地震台站在三个正交方向记录宽带大地运动。一个国际监测系统地震台阵一般
包括多个短期地震仪和 3-C 宽带仪器。

基本地震台站向国际数据中心不断发送近实时数据。辅助地震台站应国际数据中心的请
求提供数据。 

监测技术概况

170 个台站—50 个基本台站和 120 个辅助 
台站—在世界各地的 7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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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台站— 6 个水下 
水听器台站和 5 个陆上 T 相
台站—在世界各地的 8 个
国家

60 个台站在世界各
地的 34个国家

次声台站
频率甚低、低于人耳可辨听频带的声波，称作次声。各种自然来源和人工来源都能产生次声。发

生在大气中和浅层地下的核爆炸能够产生次声波，这种声波可能会被国际监测系统次声监测网络

探测到。
次声波可导致大气压力发生微小变化，这种变化可用微型气压计测出。次声能够在几乎不发

生损耗的情况下实现长距离传播，因此，次声监测是探测和定位大气核爆炸的有用技术。此外，

鉴于地下核爆炸也能产生次声，综合使用次声和地震技术，能够增强国际监测系统探测可能发生

的地下试验的能力。

尽管从热带雨林到偏远的受大风侵袭的岛屿和极地冰盖等各种环境都设有国际监测系统次声

台站，但部署次声台站最理想的场所是在不受盛行风影响的茂密森林或者本底噪音尽可能小的地

点，以利于信号探测。

一个国际监测系统次声台站（或阵列）通常采用若干按照不同几何图形排列的次声台阵单元、

一个气象站、一个风噪消减系统、一个中央处理设施和一个数据传输通信系统。 

水声台站
水声监测网络能探测到在水下、 接近大洋表面的大气中或接近海岸的地下发生的核爆炸产生的 

声波。

水声监测涉及到记录能显示由水中声波产生的水压变化的信号。 由于声音在水中能够有效

传播， 即使是相对较弱的信号， 都能在很远距离被轻易探测到。 因此， 11 个台站足以对各大

洋实施监测。

水声台站分为两种类型： 水下水听器台站和岛屿或海岸上的 T 相台站。 水听器台站涉及到

水下装备， 是安装难度最大、 成本最高的监测台站之一。 在安装设计时， 必须使设备能在接

近冰点、 压力极高、 腐蚀性盐水环境等极端不利的环境下运行。

水听器台站水下部分的安装， 即将水听器安放到位和铺设电缆， 是一项复杂工程， 包括

租船、 大量的水下作业以及使用特制材料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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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个台站和16 个实验室在世界各地的 41 个 
国家，其中 40 个台站具有更多的惰性气体检测能力

放射性核素微粒台站 
 

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是《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采用的三种波形

技术的补充，是唯一一项能够确认通过波形方法探测和定位到的

爆炸是否意味着进行了核试验的技术。它提供了找到“确凿证

据”的手段，这种证据的存在即可证明可能存在违背《条约》的 

情况。

放射性核素台站探测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微粒。每个台站都

包含一个空气采集器、探测设备、电脑和通信装置。在空气采集

器里，空气被迫通过一个过滤器，大部分进入过滤器的微粒就会

留在其中。随后对使用过的滤器进行检查，检查取得的伽马射线

光谱发送到维也纳国际数据中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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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气体探测系统
 
到《条约》生效时，80 个国际监测系统放射

性微粒台站中有 40 个还需要按照《条约》的

要求具备探测放射性惰性气体（如氙气和氩

气）的能力。因此，还开发了特殊的探测系

统，目前正在部署到放射性核素监测网络中

进行测试，随后即可投入日常运行。增加此

类系统可加强国际监测系统的能力，并可继

续采用最前沿的方法建立核查系统。

“惰性气体”这一名称源于这些化学元

素不活泼，很少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跟其

他元素一样，惰性气体拥有各种自然存在的

同位素，其中一些不稳定，而且会产生辐射。

还有一些放射性惰性气体同位素在自然界中

并不存在，只能由核反应产生。凭借其核性质，

惰性气体氙气的四种同位素特别有助于探测

核爆炸。控制良好的地下核爆炸产生的放射

性氙气会透过岩层逃逸到大气中，然后在数

千公里外被探测到。（另见国际数据中心：“国

际惰性气体实验”。）

国际监测系统中所有惰性气体探测系统

的工作方法都相似。空气被灌入一个含有木

炭的净化装置中，分离出氙气。清除掉不同

种类的污染物，如灰尘、水蒸汽和其他化学

元素。最后得到的气体含有较高浓度的氙气，

其中既有稳定形式的，也有不稳定（即放射

性）形式的。随后对分离和浓缩的氙气的放

射性进行测量，得到的光谱被发送到国际数

据中心接受进一步分析。

放射性核素实验室

分别位于不同国家的 16 个放射性核素实验

室支持着国际监测系统的放射性核素监测台

站网络。这些实验室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证

实某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监测结果，特别

是确认可能存在可反映核试验的裂变产物和

（或）活化产物。此外，通过定期分析所有

经核证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常规样本，它

们还促进了台站测量值的质量控制和网络性

能评估。这些世界级的实验室还分析临时秘

书处的其他各类样本，如在台站现场勘察或

核证期间收集到的样本。

放射性核素实验室按照伽马光谱分析的

严格要求进行核证。核证过程确保实验室提

供的结果准确、有效。此外，这些实验室还

参与了临时秘书处组织的熟练程度测试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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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旨在把来自国际监测系统

337 个设施的原始数据近乎实时地传送至维也

纳的国际数据中心进行处理和分析。全球通信

基础设施的另一个目的是向签署国发送分析后

的数据和《条约》遵守情况核查报告。为确保

所传输的数据真实可靠，防止数据被篡改，使

用了数字签名和密钥。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越

来越多地被用作临时技术秘书处与台站操作

员远程监测和控制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通信 

媒介。

通过卫星和地面通信链路相结合的方式，这个

全球网络能够实现世界所有地区的国际监测系

统设施和国家与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

间的数据交换。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在运行时，

要求卫星通信链路的可用性达到 99.5%、地面

通信链路的可用性达到 99.95%，要求在数秒的

时间里将数据由发射机发送至接收机。1999 年

中期，第一代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投入临时运行。

2007 年，开始在一个新的承包商管理下运行目

前的第二代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2013 年活动要点

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可用性保持在 99.77% 以上

每日传输超过 35 千兆字节的数据和产品 

促进筹备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 

全球通信

实况地图实时显示全球通信技术设施与国际监测系统设施、国际数据中心和独立子网的连接状况。绿色表示起作用的链路， 
黄色表示退化的链路，红色表示不起作用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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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技术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和世界上除近极地地区外的所

有签署国都能够通过其配备甚小孔径终端的当地

地面台站，经由 6 个地球同步卫星之一进行数据

交换。这些卫星将传送内容送达地面中枢站，数

据随后又通过地面链路送至国际数据中心。作为

这一网络的补充，独立的子网络采用各种通信技

术，将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数据传送到与全球通

信基础设施相连的通信节点，数据再由那里传送

到国际数据中心。

虚拟专用网络利用现有电信网络进行专用数据传

输。大多数用于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虚拟专用网络

都采用互联网的基本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专门

化协议，支持安全加密通信。在尚未使用或运行甚

小孔径终端的情况下，虚拟专用网络提供了另一种

可供选择的通信手段。一些站址还利用虚拟专用网

络提供后备冗余通信链路，以防某个甚小孔径终端

链路或地面链路发生故障。对于具有可用互联网基

础设施的国家数据中心来说，虚拟专用网络是接收

国际数据中心数据和产品的推荐使用媒介。

2013 年年底，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有 217 个甚小孔

径终端台站（其中 26 个有后备虚拟专用网络链路）、

32 个独立的虚拟专用网络链路、5 个独立的多协议

标记转换地面链路子网、1 个供美国南极洲台站使

用的多协议标记转换地面链路、4 个卫星中枢站（2

个位于挪威、2 个位于美国）、6 颗地球同步卫星和

1 个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网络运行中心。所有这些

均由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承包商负责管理。卫星覆盖

太平洋区域、北太平洋（日本）、北美洲和中美洲、

大西洋、欧洲和中东以及印度洋区域。此外，10

个签署国共运行 67 个独立的子网络链路和 6 个南

极洲通信链路，向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连接点传送国

际监测系统数据。总之，综合网络通过近 330 个不

同的通信链路输送和接收国际数据中心的数据。

扩大全球通信通信

为了提高通信的可靠性，给 5 个甚小孔径终端站址

增加了互联网备份。将两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电

路从交流电改为直流电，使其不再依赖不稳定的商

业电源。这些措施的总体长期影响是扩大了网络传

输数据的能力，并进一步改善了数据可用性参数。

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运行

9 月前每个月调整后的总体可用性（滚动 12 个月

经调整的整体可用性，测量一年中全球通信基础

设施承包商对 99.5% 可用性运行目标的实现情况）

一直保持在 99.77% 以上。实际可用性用来测量一

年内每个全球通信基础设施链路的大体正常运行

时间，12 个月的实际可用性比调整后可用性约低

智利胡安 · 费尔南德斯群岛水声台站 HA3 和次声台站 IS14 的 
新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拉巴斯辅助地震台站 AS65 的甚小孔径 
终端天线，于 2013 年经历了一次维护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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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些性能统计数据同 2012 年日历年的数据

大体相当。在这一年里，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每天将

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 28 千兆字节的数据传输到国

家数据中心。此外，每天将大约 8.7 千兆字节的数

据送至与国际数据中心直接连接的国家数据中心。

2013 年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承包商获得了 ISO 9000

认证。

2013 年涉及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承包商的事件管理

工作得到进一步改善，网络监测得到了加强。对

现有和新的网络运行中心操作员的培训有所增加，

外勤事务工程师的补充有所加强，其地域分布得

以扩大。另外，承包商网络运行中心的工作人员

和专业服务台数量有所增加。

2013 年间，继续更换退化的天线元件。进行了一

项调查，以确定这些设施所在站址雷达天线罩的

情况。启动这项活动是为了应对 2013 年 6 月特里

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联合王国）各站台雷达天

线罩的功能丧失。审查进程已经落实到位，并在

必要时更换因材料老化导致功能减弱的雷达天线

罩元件。

2014 年，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II 是一项基本通信服

务，将在约旦举行的综合外场演练期间供现场视

察司使用。已成功部署 2012 年购买的轻型天线终

端（所谓的 GATR 终端），并在拓展演练的全过程

验证了其服务，包括 2013 年 11 月专家组通信会

议期间在约旦进行的外场部署。

2013 年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特别监察局和俄罗斯

科学院地球物理测量局签订了独立的子网络合同。

 

GATR 终端，已在拓展演练期间予以成功部署，并将在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期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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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在 2013 年的可用性。实际可用性表示 
全球通信基础设施链路的原始正常运行时间，而调整后的 
可用性是将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承包商责任以外的断电时间 
（例如当地断电和由于台站维护或建筑工程而引起的 

停机时间）排除在外后所计算的正常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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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据中心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禁核试条约

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总部。其职能是通过全球通

信基础设施，收集、处理、分析和报告从国际

监测系统设施收到的数据，包括经核证的放射

性核素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数据和产品随后发

送至各签署国，供其进行最终评估。除了处理

数据和产品之外，国际数据中心还为签署国提

供技术服务和支持。

国际数据中心建立了完整的网络冗余，以确保

资源的高度可用性。海量存储系统具有存储所

有核查数据的存档能力，目前涵盖时间超过 12

年。国际数据中心运行所用软件大多数是专门

为《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开发的。

2013 年活动要点

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宣布的核试验 

举行 2013 年科学和技术会议，旨在将前景看好的技术和方法纳入核
查制度

与放射性药物生产商合作，以减轻放射性氙排放的影响

国际数据中心

维也纳国际数据中心数据分析人员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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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从原始数据到最终产品

国际监测系统在临时运行期间收集到的数据送达国

际数据中心后立即得到处理。第一个自动生成的波

形数据产品，称为标准事件清单 1，在台站记录到

数据后一小时内即可完成。这个数据产品清单列示

了基本地震台站和水声台站记录的初步波形事件。

随后请辅助地震台站提供数据。这些数据加上次声

台站的数据和后来收到的任何波形数据，在记录到

数据 4 个小时后，用来编制一份更完整的波形事件

清单，即标准事件清单 2。6 小时后，又对清单 2 做

进一步完善，加入任何后来收到的新波形数据，以

制作最终的自动波形事件清单，即标准事件清单 3。

分析人员随后会对标准事件清单 3 记录的波形事件进

行审查，酌情修正自动产生的结果，以编制《审定事

件公报》。一天的《审定事件公报》包括所有满足特定

质量标准的波形事件。在国际数据中心处于当前的临

时运行模式期间，目标是在 10 天内发布《审定事件公

报》。《条约》生效后，《审定事件公报》将在两天内发布。

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微粒和惰性气体监测台

站记录到的事件观测情况，通常在地震、水声

和次声台站记录到相同事件的信号几天之后到

达。放射性核素数据需要经过自动处理，才能编

制一份《自动放射性核素报告》，并在随后针对

接收到的每个光谱编写一份《审定放射性核素 

报告》。

每天都会根据取自欧洲中距离气象预报中心的近

实时气象数据为国际监测系统各放射性核素台站

进行大气反向跟踪计算。通过运行临时技术秘书

处（临时秘书处）开发的软件，签署国可将这些

计算结果与放射性核素探测情况及具体核素参数

结合起来，确定放射性核素的潜在来源区域。

为了证实反向跟踪计算结果，筹委会通过禁核试

条约组织—气象组织的反应系统与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组织）协作。该系统使筹委会能够在探测到

可疑的放射性核素后向气象组织的 9 个区域专门

化气象中心或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气象中心发出

援助请求。各中心会对这些请求做出回应，争取

在 24 小时的目标反应时间内向筹委会提交其计算

结果。

数据产品生成之后，必须及时分发给签署国。国

际数据中心提供从近乎实时的数据流到事件公报，

从伽马射线光谱到大气扩散模型等各种产品的订

阅和网络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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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行的新台站

2013 年，通过测试和评价新台站的数据，继续支

持和加强国际监测系统。作为核证程序的一部分，

将 9 个新安装或升级的台站（2 个辅助地震台站、

2 个次声台站、1 个放射性核素微粒台站和 4 个放

射性核素惰性气体台站）以及 1 个放射性核素实

验室纳入到了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行之中。国际数

据中心的测试平台安装了等待核证的其他台站。

服务

国家数据中心是一个拥有《禁核试条约》核查技术

领域专门技术知识的组织。其功能包括从国际数据

中心接收数据和产品，处理国际监测系统和其他数

据，以及为国家主管部门提供技术咨询建议。

临时秘书处继续提供“NDC in a Box”软件包，供

各个国家数据中心使用，让它们能够接收、处理和

分析国际监测系统的数据。另外，努力进一步完善

这一软件。该软件现在能够以最广泛使用的格式读
取地震数据，并具有放射性核素处理和分析功能。

建设和加强

国际数据中心启用

国际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加强推进了启用国际数据中

心、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和国际监测系统的目标。要从

国际数据中心逐步启用计划 5a 阶段过渡到 5b 阶段，

国际数据中心必须确保正式的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以

防外部干预或者国际数据中心运行及产品和临时秘书

处其他设施遭到破坏。必要的安全措施正在实施当中。

加强安全

继续从不同的层面解决安全问题，从电子邮件、

网络和互联网到数据验证不等。通过安装新的基

础设施阻止临时秘书处的垃圾邮件和恶意软件，

加强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安全性。实施更多监

控措施，以增强网络安全，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

设备才可连接临时秘书处的网络。

为了确保国际监测系统数据和国际数据中心产品的

真实性，在计算机中心安装了高度安全的硬件，用

数据 2013 审定事件公报 33,710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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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 

2013年期间国际监测系统台站在国际数据中心运行中 录的4级和5级放射性核素事件

4 级放射性核素微粒能谱表示该样本含有相关放射性核素标准清单所列的异常高浓度单个人为放射性核素（裂变产物或活化产物）。 
5 级放射性核素微粒能谱表示该样本含有异常高浓度多个人为放射性核素，其中至少一个是裂变产物。

来管理国际数据中心证书管理部门使用的私匙密

码。签署国还可以通过连接存放证书管理部门发放

的所有证书的专门证书存储库，验证数据和产品的

真伪。还可从证书商店检索国际监测系统所有设施

的相关公钥，而证书商店也有坚固的基础设施。

对单点登录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以统一并最

终简化几种不同系统的用户管理。

加强硬件

外部数据库移植到数据库网的新服务器上，为国

家数据中心提供了完善的访问和性能。外部数据

库是国际数据中心核查管道数据库的近实时复制。

加强软件

在准备提高大气传输模型模拟分辨率的过程中，在

日本捐助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上部署了新的大气传

输模型操作系统。新的大气传输模型运行管道为授

权用户提供可靠的气象领域采集结果、稳健的大气

传输模型模拟和稳定的大气传输模型计算结果。

美国作为 2012 年和 2013 年实物捐助的一部分而

提供的新的区域地震波传播时间软件和模型方面

的工作继续取得进展。国际数据中心利用区域地

震波传播时间的最新模型，为欧亚大陆、北非和

北美的国际监测系统地震台站（共 82 个台站）拟

定了传播时间更正文件。临时秘书处与合作者进

行的重新定位测试验证了定位精度较采用单一标

准参考地球模型时的预期提高。2013 年完成了核

查国际数据中心发展环境中运行表现的综合测试。

运行测试将于 2014 年开始。

临时秘书处继续开发新的利用先进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的自动和交互式软件。强化 NET-VISA 软件，

使其能够处理除地震数据以外的水声数据。国际

数据中心继续测试 NET-VISA，重点是确定最佳培

训战略以及研究将之前信息的替代模型纳入 NET-

VISA 模型的影响。一种新的交互式模型可视化工

具使用户能够看到 NET-VISA 模型的元素，并探讨

每个模型元素的科学和技术文档。 

国际惰性气体实验

国际监测系统放射性核素台站临时运行的 31 个惰

性气体系统的数据继续发送至国际数据中心。18

个经核证的系统和 1 个未经核证但正在核证的台

站将数据发送至国际数据中心，而其余未经核证

系统的数据则在国际数据中心的测试环境中处理。

为了通过预防性和纠正性维护以及与台站运营人

和系统制造商定期互动，确保所有系统高水平的

数据可用性，将继续做出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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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32处国际惰性气体实验都在测量氙气本

底，但尚未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医用同位素生

产设施是放射性氙气本底的最大来源。随着更多

医用同位素生产厂有望投入运行，这都会导致 

与《禁核试条约》无关的探测越来越多。另外，

从 这 些 生 产 厂 排 放 的 惰 性 气 体 组 成 可 能 与 核 

爆炸排放的惰性气体组成相似。因此，全面深入

了 解 惰 性 气 体 本 底 对 于 查 明 核 爆 炸 迹 象 至 关 

重要。

2013 年继续实施 2008 年 12 月启动的欧洲联盟

（欧盟）（联合行动项目三）资助的举措，以完

善全球放射性氙本底知识。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更

长时期内补充有关全球放射性氙本底的知识。将

通过进行至少 6 个月的测量，在选定地点实现针

对更具代表性的时间段探测当地来源（如果存

在），并提供实证数据，用于验证网络性能、测

试氙设备和后勤、进行数据分析和培训当地专

家。联合行动项目三和后续活动探讨了放射性

医药设施如何影响《条约》相关的惰性气体分

析，并将增进对全球放射性氙库存的了解。数

据和后续分析将帮助临时秘书处更好地诠释其

意见以及区分《条约》相关活动与正常的背景 

活动。

为了继续这项重要工作，联合行动项目五支持

2012 年 12 月开始的一个两年期项目，以进一步

测量惰性气体本底并测试矫正工作。这项工作也

得到了美国实物捐助的支持，西北太平洋国家实

验室借助此项捐助，利用另一个便携式检测系

统进行了本底测量，并支持设施监控和矫正测

试。6 月将便携式测量系统运到布基纳法索，打

算在 2013 年第三季度部署。联合行动项目三结

束后，临时秘书处继续在印度尼西亚和科威特运

行移动惰性气体监测系统。地点选择的依据是可

用的惰性气体本底信息、医用同位素生产厂的影

响、与所在国的磋商以及其他因素。雅加达的测

量地点紧邻一个提供了排放数据的医用同位素生

产设施，从而提供了将排放测量数据与样本数据

关联的难得机会。按周向临时秘书处提供排放

数据。印度尼西亚的测量系统还将作为维护中

的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备份系统，继续用于本

底测量。在现有国际监测系统台站覆盖很差的地

区，可以通过这些测量了解季节差异和总体本底 

水平。

五个放射性药物生产商承诺协助筹委会通过减

少排放、共享栈的监测数据，并继续与医学与

工业同位素生产签字问题讲习班合作，减轻放

射 性 氙 排 放 的 影 响。 这 些 生 产 商 包 括 比 利 时

放射性元素研究所、韩国原子能研究所、澳大

利亚核科学与技术组织、印度尼西亚 PT Batan 

Teknologi 公 司 和 美 国 Coquí Radio 制 药 公 司。

其 他 若 干 生 产 商 表 示 有 兴 趣 进 一 步 了 解 认 捐 

情况。

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和在 2013 年签署了放射性氙排放控制承诺书的五家放射性药物生产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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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向以绿色表示的国家中的海啸预警组织提供数据。红点代表海啸预警台站。

民间活动

提供海啸预警数据

2006 年 11 月，筹委会核可了一项向公认海啸预

警组织连续实时提供国际监测系统数据的建议。

筹委会随后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

科文组织）批准的一些海啸预警中心订立了协定

和安排，以提供海啸预警所用的数据。2013 年，

与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测量局订

立了协定，使此种协定和安排数量达到 12 个，订

立的对象分别为：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泰国、土耳其和美国（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0 0

30 30

-30-30

-60 -60

60 60

90

-90

120

-120

120

120

180

180

60

-60

60

60

0

0

Annual Report 2013 pages i-38.out.indd   24 2014/7/17   17:36:44



国际数据中心 • 2524 • 国际数据中心

2013 年《禁核试条约》科学和技术会议
《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因此，筹委会必须赶
上最新的科学发展。为此，本组织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科技界的互动，
包括召开科学和技术会议。

6 月 17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霍夫堡举行的 2013 年科学和技术会议，是此类
系列会议中的第四次会议。来自约 100 个国家的 750 多名与会者聚集一堂，
讨论如何推动《条约》的核查制度。会议开始时的专题介绍强调了促进科
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努力的一部分，之后
举行了科学会议。

科学会议的形式主要是专题介绍和小组讨论。这些会议围绕三个主题：地球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事件及其特点；以及传感器、网络和处理方面的进步。
在每个主题内确定了若干个专题。小组讨论探讨了现场视察技术与工业的
协同增效问题、将塑造核查未来的创新和技术推动力以及放射性氙人为释
放的缓解问题。后一个主题是本次会议的重点，当选的执行秘书和放射性
元素研究所（放射性药物的主要生产国）的总执行干事承诺合作减轻放射
性同位素生产对《条约》相关惰性气体可探测性的影响。

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最近与《禁核试条约》核查直接相关的两个事件：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2 月 12 日宣布的核试验以及 2 月 15 日俄罗斯联邦
车里雅宾斯克上空发生陨石爆炸。

科学家们在会上做了 80 多次口头介绍和 250 份专题海报展示。这些措施有
助于就本组织的整体核查能力以及筹委会或更广泛核查界可能追求的新方
向得出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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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三次 
宣布核试验
最近一次事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2013年2月12日宣布核试验，
这一事件证明了《禁核试条约》核查系统的可行性，并凸显了核查系统与
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努力的相关性。

核查系统的运行情况

核查系统再展骄人实绩。系统的所有要素都一致、高效地运行。

向各签署国提供第一批数据和结果的时间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在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之前。第二天 17:00（协调世界时）左右，在《条
约》规定的时限内向各签署过签发了《审定事件公布》。96 个国际监测系
统台站进行了探测，其中 2 个是次声台站。《审定事件公报》报告的事件定
位估测使用了 88 个台站。根据国际数据中心体波震级标度，这次事件的震
级为 4.9，据估测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半长轴为 8.1 公里的置信椭圆内。

同 2006 年（22 个台站探测到事件）和 2009 年（61 个台站记录了事件）
发生的类似事件相比，国际监测系统探测到此类事件的台站数量大幅增加。
此外，事件定位能力显得更精确：2013 年定位范围为 181 平方公里，2009
年为265平方公里，2006年为880平方公里。这不仅因为事件规模有了扩大；
也清楚证明了筹委会建立核查制度的成功及其全面运行取得的重大进展。

为应对释放放射性核素的可能性，利用大气传输模型估测了可能的放射性
核素释放的可探测范围。

接下来几周，对放射性核素监测系统进行了严密观察。尽管临近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台站在事件后不久探测到的结果相对于全球平均水
平偏高，不过这样的放射性核素和活度是这些台站所特有的。

4 月 9 日，在宣布核试验 55 天后，日本的国际监测系统惰性气体系统探测
到活度异常的放射性惰性气体。同位素比和大气传输模型证实，探测结果
符合所宣布试验时间和地点的核试验，但气体释放时间更晚。在核试验宣
布这么长时间后才获得的这些探测结果，说明了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能力。

有关核查制度的运行情况一旦有了资料，会立即公之于众。约 2,000 篇关
于该事件和监测系统运行情况的文章在国际媒体发表，包括在附件 2 所列
大部分国家。

进行现场观察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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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核查系统负责监测全世界的核爆炸

证据。一旦要发生这种事件，则将通过一套磋

商和澄清程序来处理对可能的不遵守《条约》

情事的关切。各国还可以要求进行现场视察，

这是根据《条约》可以采取的最终核查措施，

但只有在《条约》生效后才可要求采用。

现场视察的目的是澄清是否违反《条约》实施

了核爆炸，以及收集可能有助于指认任何可能

违反者的事实情况。

任何缔约国随时都可要求现场视察，但要能进

行这种现场视察，就需要制定政策和程序，并

验证视察技术。另外，现场视察需要有接受过

适当培训的工作人员、适当的后勤及经核准的

设备，要确保有一个由多达 40 名视察员组成

的小组，在外场开展最长达 130 天的视察工作，

同时执行最高水平的健康、安全和保密标准。

2013 年活动要点

结束了四年期现场视察行动计划，并完成了第二轮代理视察员培训

综合外场演练筹备工作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包括举行了拓展演练三
和第 21 期现场视察讲习班

进行了五次与现场视察技能和技术有关的外场运行测试

进行现场视察

2013 年 3 月拓展演练三的陪训期间代理视察员进行地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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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执行进展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进

一步开发现场视察制度的综合行动计划。因此，

2009 年年底，临时技术秘书处（临时秘书处）开

始执行该行动计划，并定期向签署国报告进展 

情况。

另外，2011 年 2 月，临时秘书处提出了筹备和举

行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想法。

同时，还对现场视察行动计划做了一些调整，以

使其符合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要求。2011 年 6

月筹委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这些调整意见。

临时秘书处每年都报告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事实证明，现场视察行动计划是现场视察业务能

力建设的适当战略工具，基于经订正的《现场视

察战略计划》、对现场视察制度发展的综合评估、

从包括测试、培训和 2008 年综合外场演练等演练

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 2008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评

估报告。

为了在现场视察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接

再厉，临时秘书处正考虑在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

举行和评估之后，酌情继续采用最初在经订正的

《现场视察战略计划》中提出的做法。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

2013 年加紧了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工作，启动了

其余的工作队。因此，在项目管理组的领导下为

规划和筹备工作建立了 6 支工作队。其中包括场

景设计、后勤与行动、卫生、安全和安保、设备、

新闻和对外关系以及文献。

投入了大量精力为综合外场演练筹备一个科学上

可靠的综合场景。在签署国派遣的专家支助下，

编写了“场景脚本”，其中包含与筹备和执行有

关的所有场景的信息。场景筹备工作最终促成六

名外聘专家于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奥地利进行了一

次同行审查。审查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场景在科学

上的可靠性、触发事件信息，以及计划用于激励

视察组应用现场视察技能的技术方法和途径。同

行审查员并未发现场景中存在重大瑕疵或科学错

误。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场景工作

队将据此行事。

与此同时，临时秘书处继续与综合外场演练东

道国约旦密切合作，约旦为这次演练设立了一

个国家指导委员会。作为筹备进程的一部分，

在 3 月商定并签署了一份执行协定，并就综合

外场演练的时间安排达成一致。演练活动将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 从 维 也 纳 开 始， 并 将 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 以 参 与 演 练 的 各 方 离 开 约 旦 为 结

束。此外，确定了视察区域和作业基地的确切 

位置。 

拓展演练三期间的作业基地，匈牙利维斯普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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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解 决 联 合 规 划 和 筹 备 问 题 ， 临 时 秘 书 处 项

目管理组与东道国规划小组高级代表分别于4

月 和 1 0 月 举 行 了 两 次 高 级 别 会 议 。 此 外 ， 综

合外场演练工作队成员于1 0月2 9日至3 0日对

约 旦 进 行 了 工 作 访 问 ， 访 问 期 间 建 立 了 业 务

一 级 的 联 系 ， 并 在 许 多 相 关 领 域 取 得 了 

进展。

临时秘书处开展了许多与宣传有关的活动。12

月， 在 执 行 秘 书 访 问 约 旦 之 际， 正 式 启 动 了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网站。此外，临时秘书

处 编 写 了 英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资 料 手 册， 并 制 作

了 一 部 介 绍 临 时 秘 书 处 与 约 旦 联 合 活 动 的 短

片。 而 且， 在 约 旦 对 应 方 的 密 切 配 合 下， 综

合 外 场 演 练 的 媒 体 与 新 闻 战 略 制 定 也 取 得 了 

进展。

在卫生与安保方面，讨论了约旦医疗能力与应急

措施，视察了两家完全符合规定标准的医院。在

与约旦当局及联合国安全和安保司代表于阿曼举

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综合外场演练参与者的

安保问题。这次访问进一步澄清了辐射防护的相

关问题，包括场景演练中辐射源和辐射材料的

运输和存储。临时秘书处与场址修整工程师接

洽，交流了即将开展的活动的初步信息。场址

修整工作预计将于 2014 年春季进行。在访问期

间，就安曼机场入境点的机位在后勤方面是否适

宜征求了更多意见，同时确定了作业基地的适当 

位置。

在安排签署国为综合外场演练长期提供视察设备

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与加拿大、中国、捷克

共和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缔结了协定。此外，详细

讨论了在综合外场演练之前为培训向临时秘书处

交付设备之事宜。

作为落实筹备和举行下一次综合外场演练详细概

念的一部分，5 月 26 日至 6 月 7 日，临时秘书

处在匈牙利维斯普雷姆附近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

和奥地利贡特拉姆斯多夫的设备储存和维护设施

举行了拓展演练三。拓展演练三的目的是，通过

对现场视察的视察阶段进行演练，进一步建设综

合外场演练的业务能力。参与者参加了选定现场

视察技能的实际应用，模拟了为期 12 天的外场

任务的规划、管理和执行。演练内容是具体测试

新开发的核心 / 关键视察技术，包括与作业相关

的《现场视察作业手册》程序草稿、标准作业程

序和其他文件的相应设想，以及在外场条件下

和战术演练环境下，与视察组职能构想有关的 

方面。

共有 146 人参加了这次演练，内容涵盖所有必

需的职能（如视察组、被视察缔约国和作业支

助中心），包括一支由 12 名专家组成的评价小

组。拓展演练三的结果和意见显示，自 2008 年

综合外场演练以来，在以下领域取得了显著进

展：健康与安全、作业基地布局、组织与维护、

视察组组织与结构、技能整合、视察组职能与

拓展演练三期间外场小组正准备离开作业基地去从事外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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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演练三期间设置一个便携式高纯锗放射性核素识别仪。

搜索逻辑、视察组与作业支助中心之间的通信、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概念以及放射性惰性气体采

样。根据已确定的结论和建议，临时秘书处还

开展了综合外场演练筹备法律方面的工作，例

如，为在现场视察期间提供法律支助编写了内部 

指南。

在综合外场演练之前，仍有机会在多个领域取得

进展。这些领域包括：加强整合视察组职能、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和外场信息管理系统；改进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和软件；改进与外场放射性

核素实验室有关的必要的规划、筹备、资料整

理和培训；改进样本收集设备使用和程序；进一

步开展关于设备操作和相关程序的实际培训；提

高作业基地的运行安全；以及进一步完善与放射

性核素、延续期技术及健康和安全有关的现有 

资料。

政策规划和行动

2013 年 活 动 的 重 点 在 于 筹 备 综 合 外 场 演 练 以

及筹备并开展拓展演练三，包括演练的后续行

动。 作 为 这 些 活 动 的 一 部 分， 最 终 确 定 了 视

察 组 进 行 视 察 所 需 的 方 法 和 技 术 支 持。 根 据

从 拓 展 演 练 三 汲 取 的 经 验 教 训 更 新 了 视 察 组

职能构想。修正内容包括：修订搜索逻辑方法

采用的时间安排，以及指导视察组如何实现视

察区域内的数据搜集与结果分析和报告之间平

衡的指南，尤其是完成外场任务的指南。拓展

演练三就此确定，必须为外场小组拟定单独的

标准作业程序，涵盖外场小组的筹备、拟于外

场任务开始之前开展的活动，以及拟于返回作

业 基 地 时 开 展 的 活 动。 这 份 文 件 正 在 编 写 当

中，可供 2014 年 6 月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培训 

使用。

拓展演练三的培训期间代理视察员操作地理探测器。

在奥地利贡特拉姆斯多夫举行的有关拓展演练三的培训中的 
代理视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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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场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方面，进一步将其

集成到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视察组职能之中，

并 引 入 了 完 善 的 新 系 统 架 构。5 月 13 日 至 17

日，在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举行了地理信息系

统专家组会议。共有 23 名来自签署国、联合国

各组织和临时秘书处的专家参加此项活动。会

议侧重于评价新的定制地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及其集成到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视察组职能后

的技术性能。会上听取了许多宝贵建议，正在

予以实施。因此，改进和优化后的地理信息系

统解决方案可供综合外场演练全面使用。11 月

在约旦举行通信专家会议期间，成功使用了地

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以加快提高外场无线电 

覆盖率。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测试与开发在继续进行。对

服务器系统架构进行了修改，以便将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与视察组职能和外场信息管理系统 / 地理

信息系统解决方案集成。还启动了服务器架构与

地震余震监测系统和目测观察等其他现场视察技

术的整合。拓展演练三期间，以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作为中央信息管理平台，将现场视察样本监管

链投入了使用。在从拓展演练三汲取的经验教训

基础上，9 月在斯洛伐克进行放射性核素技术外

场测试期间，进一步测试了样本和相关数据流的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监管链。此外，开发了向放

射性核素实验室上传和从其中下载相关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数据的软件界面。购买并安装了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接收和工作区的软件许可。还

拟定了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流程和程序图示指南 

初稿。

在现场视察通信工作方面，1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

约旦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 / 外场测试。共有 24

名来自签署国、临时秘书处和东道国的专家参加

了此次活动。活动重点是测试各种通信手段，包

括车载高频 / 特高频 / 甚高频设备组、作业基地

使用的制导型先进战术火箭弹甚小孔径终端设

备，以及手持无线电和卫星电话。外场测试表

明，尽管地形十分复杂，但通信设备的工作状况

令人满意，凸显了临时秘书处提出的通信构想的 

有效性。

关于作业支助中心，重点是回顾从三次拓展演练

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在质量管

理体系文件中的应用情况，主要是在作业支助中

心设立、组织和活动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辅助工

作指示方面。其目标是使整套工作连贯一致，为

筹备综合外场演练培训做好准备。

拓展演练三期间的污染控制活动。

2013 年 11 月在约旦举行通信专家会议和进行外场测试期间 
设置超高频和甚高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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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支助和后勤

在匈牙利举行的拓展演练三期间，临时秘书处在

集成系统的最终运行测试中重点落实并整合了在

第一次拓展演练和第二次 / 第四次拓展演练期间

汲取的后勤相关经验教训。活动包括：测试程序

和流程并在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中加以实际应

用，测试拟与联运快速部署系统一起使用的设备

模块，测试并落实经修订的健康与安全构想，以

及进一步完善作业基地，包括利用新的功能。在

拓展演练三中，应用的综合视察支助系统取得了

显而易见的成效。新的后勤程序和流程的实施，

加上视察组内部的明确作用和职责，使得在外

场部署期间资产、库存和服务管理效率得到了提

高，并且形成了视察组、被视察缔约国和作业支

助中心之间更加有效的互动。Hardcat 资产追踪

系统的充分应用极大地完善了拟在入境点使用的 

文件。

在进一步整合和增强现场视察业务支助能力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增强作业支助中心的基础

设施、流程和程序及数据库。数据库中的视察规

划模块与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的视察设备数据库

之间成功地建立了联系，从而能够在视察规划

阶段使用该模块选择设备和拟订视察任务。对

Hardcat 数据库结构做了重新调整，使其能够更

好地进行报告并且更加便于同时与多个应用共享

信息。一个技术专家支助小组精简并加强了作业

支助中心的结构；对于视察组—作业支助中心—

临时秘书处管理系统的信息交流，提议采用新的

目测工具和日常程序并进行了测试。还制定了与

现场视察保密有关的新的临时程序。通过采用一

种经改良的计算机基础设施，以及一个指定用于

管理机密文件的工作站，扩大了作业支助中心的 

能力。

完成了将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的租赁协议展期 2.5

年的流程。在报告所述期间，对设备存储和维护

设施进行了一次外部审计。并对存储在设备存储

和维护设施的现场视察物品进行了一次实物盘

存。盘存过程进展顺利，由于使用了 Hardcat 系

统，整个过程平稳有效。设备储存和维护设施再

次证明了其作为支持多项培训活动和演练，以及

为储存、维护和校准所有现场视察设备提供空间

的多功能设施的能力。执行了第一次拓展演练和

第二 / 第四次拓展演练期间汲取的经验教训，以

进一步完善设备储存和维护设施的基础设施和进

程，并在拓展演练三期间予以应用。通过重新设

计部署工具和设备模块，将其重新包装并存入系

统模块，实现了快速灵活的部署能力。绘制了每

种技术模块和作业基地物品的装载图表，以便

更快速、更有效地在集装箱内装载和重新包装 

模块。

现场视察的健康与卫生能力大为提高。继 2013 年

上半年健康与安全制度更新之后，临时秘书处编

制了关于健康与安全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辅助文

件的最新版本，以满足现场视察需要。《现场视察

正在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装载供拓展演练三期间使用的 
视察设备。

拓展演练三期间的奥地利贡特拉姆斯多夫作业支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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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手册》草稿有关健康与安全的章节在定稿编

辑方面取得了进展。与健康与安全和医疗服务有

关的外场技术能力也得到了提升。5 月，代理视

察员已经在外场使用 2 月收到的作业基地医疗设

备和用品了。此外，临时秘书处通过确定和管理

可能对健康与生命造成威胁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

不同组合，开始处理与现场安保与安全的实际应

用有关的问题。此项工作考虑到了每名受训人员

的个人特征和工作性质、具体健康状况和作业场

内医疗、急救和健康与卫生咨询，以及在现场视

察培训和演练活动之前和期间提供的支助。

最后，后勤和行动支助科为在奥地利、约旦、斯

洛伐克和匈牙利举行多次培训活动、专家会议和

演练提供所有行动和后勤支助。 

技术和设备

2013 年期间，为进一步实施行动计划项目开展了

多项活动，以确保现场视察设备和相关程序为拓

展演练三和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准备就绪。这些

活动包括从设备研发到程序和培训测试，以及标

准作业程序和工作指示等针对代理视察员的文件

编制。

拓展演练三是一次重要活动，涉及临时秘书处所

有视察设备的部署，以及作为实物捐助提供的各

种可用系统的整合。在拓展演练三之前，为部署

工作测试并筹备了所有视察设备，采购了有助于

样本收集的物品。还实施了所有相关的校准和认

证程序。同样，活动结束后，在视察设备回到设

备存储和维护设施时进行了测试，并按规定进行

了维护。

现场视察惰性气体设备开发侧重于惰性气体处理、

测量和探测系统，并寻求创新解决方案以达到现

场视察的要求。凭借实物捐助和欧洲联盟（欧盟）

提供的资金，开展了重要的开发工作，确保让惰

性气体处理系统为综合外场演练做好了运行准备。

11 月，对中国的氙抽样、提纯和测量系统成功进

行了工厂验收测试。临时秘书处通过启动硅 PIN

二极管探测器等装置的整合，继续支持用于核衰

变测量的氙抽样、提纯和测量系统。此外，在中

国举行惰性气体系统培训期间，代理视察员接受

了惰性气体处理和探测设备，具体来讲氙抽样、

提纯和测量系统及移动式氩 -37 快速探测系统操作

和后勤方面的培训。后者是针对氩 -37 的一种独特

的移动式探测系统。

为了测试现场视察惰性气体设备和程序，在瑞典

举行了一次外场测试，其间对惰性气体的整个链

条进行了测试，包括采样地点选择、外场采样、

瑞典自动化惰性气体取样单元新系统的处理以及

测量分析。为了进行相互比较，向中国、美国和

瑞士的实验室发送了分组样本。结果评价工作在

进行之中。秋季进行的一次工厂验收测试期间，

核证了整个瑞士惰性气体取样单元系统，包括装

2013 年在中国举行的培训班上的代理视察员：排除故障（左）和操作 XESPM 氙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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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制防护罩内的探测器以及最终存档系统，均

按照要求工作。

通过专家会议、国际惰性气体实验讲习班和对

氩 -37 全球本底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地下惰

性气体过程、取样和处理设备以及相关测量的了

解。临时秘书处在维也纳主办的国际惰性气体实

验讲习班包括针对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各相关

主题的现场视察会议，讨论了地下气体传输，并

确定了理想采样地点、地下气体采样技术以及惰

性气体处理和测量设备。此次讲习班的调查结果

将为临时秘书处和全球惰性气体专家界的未来开

发工作提供资料。2013 年，加大了工作力度，以

便更好地了解氩 -37 全球本底。当年年底在维也

纳举办技术研讨会期间，介绍了科学发展动向。

此项工作旨在确定地下气体中氩 -37 的基准，因

此十分重要。该基准对于适当解读现场视察期间

氩 -37 的测量结果必不可少。

外场的放射性核素实验室硬件和软件均取得了重

大进展。开发了一个可在外场配备的液氮机，用

来冷却伽马射线探测器。还对铅砖进行了实体装

配，以避免装运过程中散落，从而节省大量时间。

还开始针对各种样本计数几何条件配置一些伽马

射线探测器，以便将测量到的放射水平精确转化

为活度。为了处理在一系列任务期间可能收集到

的大量样本，根据专家会议的讨论，开发了多项

技术，方便处理大量环境样本（且不会发生交叉

污染），同时计算若干样本的放射水平以及找出

异常样本供进一步分析。通过购买、安装和整合

一个商业数据采集系统，再加上为方便数据采集、

分析和管理而作为实物捐助提供的软件，进一步

精简了外场放射性核素实验室。

为了测试对放射性核素设备和程序的修改，包括

根据从拓展演练三评价中获得的建议所做的修改，

9 月在斯洛伐克进行了一次外场测试，目的是验

证从样本收集到分析和报告的放射性核素环境采

样链。此次测试使小组成员能够在外场条件下评

价设备和相关数据流在现场视察期间对放射性环

境采样和分析的适合性和稳健性。除了测试新配

置的土壤采样工具外，还在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内

演练了整个监管链，该系统目前可以通过条形码

进行样本追踪。

11 月，奥地利当局与临时秘书处举行了一次协调

会议，讨论采取哪些步骤以获取许可存储和处理

超过豁免限制的辐射源。此外，将协助编制所需

文件的工作外包给了赛贝尔斯多夫实验室。

由于加拿大捐助了一台机载伽马光谱仪，临时秘

书处的放射性核素能力在 2013 年显著增强。9 月，

在意大利对搭载在一架 AS355 直升机上的系统做

了测试。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安装了系

统，还在临时秘书处监督下进行了试飞。系统运

行符合规格要求。代理视察员和临时秘书处工作

人员接受了系统操作培训，同时他们还负责拆卸

系统。

在拓展演练三的培训期间演示地下惰性气体采样器的使用。在拓展演练三的培训期间让学员熟悉液态氮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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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载技术领域，临时秘书处还参与研发了一个

能从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上采集数据的集成多光

谱系统。凭借欧盟的资金和匈牙利的实物捐助，

开发了一个为现场视察生成高光谱和高空间分辨

率图像的灵活集成系统。11 月在约旦对系统进行

了测试，包括将该系统装载到约旦皇家空军的一

架 AS332 直升机上。在试飞期间该系统按预期运

行，产生了稳定的视频以及光谱近红外部分和热

量部分的优质图像。

除了机载伽马光谱仪外场测试期间的培训外，

还为其他现场视察培训活动提供了支助，包括

在中国就惰性气体设备进行的培训、在意大利

就机载技能进行的培训以及在设备存储和维护

设施就拓展演练三进行的培训。在培训活动期

间，还使用了为拓展演练三编制的一些标准作业

程序和工作指示，之后根据反馈意见对其做了 

更新。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筹备培训之前，在 10 月花

费了 6 天的时间，使用余震监测系统设备在下奥

地利州埃布赖希斯多夫地区采集了一组地震数据。

该系统是为应对该地区的一系列小地震设立的，

在这组数据中捕捉到了其中一些小地震。这组数

据将用于为代理视察员举办余震监测系统培训，

使他们能处理数据，尤其是能脱离现场视察的相

关签字。

培训

在对第二轮培训的提名代理视察员进行培训的同

时，临时秘书处开始培训即将举行的综合外场演

练可能参与者。这项工作的特点在于复杂的外场

培训演练和反映并针对代理视察员技能不断提高

的先进设备培训，以及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 

要求。

3 月 4 日至 15 日，在设备存储和维护设施及附近

区域进行了拓展演练三培训。共有 84 名受训人员

代表 38 个签署国和临时秘书处参加了这次培训。

在拓展演练三培训的上半程，为目测观察、延续

期技术、放射性核素、余震监测系统以及后勤与

行政分组进行了侧重于技术的培训单元，同时还

对作业支助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单独培训。在拓

展演练三培训的下半程，参与者共同参加了与有

节制准入、健康与安全及视察组职能 / 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 / 外场信息管理系统培训有关的谈判技

能会议。拓展演练三培训是一系列培训活动中的

最后一次，旨在让参与者准备好迎接培训周期最

后阶段所规划的挑战：拓展演练三外场演练以及以

后的综合外场演练。

4 月 18 日至 27 日，在中国举行了放射性惰性气

体设备培训课程，来自 6 个签署国的 10 名参与

者和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该课程目

外场测试多能谱包括红外系统，匈牙利维斯普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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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培训放射性核素分组的选定代理视察员和临

时秘书处技术专家，使其掌握中国作为实物捐

助所提供设备的概念、部件、操作和维护。培

训内容涵盖第二代可移动氩 -37 快速探测系统

及氙抽样、提纯和测量探测系统。这两个系统

旨在用于各自惰性气体目标的底土采样。氙抽

样、提纯和测量系统还可用于环境大气中的氩气 

采样。

9 月 18 日至 26 日，在意大利西西里举行了与目

测观察、延续期技术和放射性核素分组的交叉培

训。来自 10 个缔约国的 11 名代理视察员参加了

机载技术培训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培训一组代

理视察员学会操作将在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期

间使用的机载设备，并且培养从空中和地上监测

感兴趣区域所需的辅助性规划、测绘和导航技能。

参与者共同努力，在空中和地面任务中使用各自

学科的技能，着重强调设备操作、数据获取、飞

行规划和外场任务规划需求。一项重要的培训内

容是，使放射性核素分组的参与者熟悉加拿大作

为实物捐助所提供新机载伽马设备的安装、操作

和拆卸。

12 月 1 日至 6 日，在约旦举行了综合外场演练东

道国培训。此次培训旨在协助国家主管部门工作

人员作为被视察缔约国成员及演练管理支助伙伴，

有效筹备综合外场演练。通过参与与其他演练参

与者在程序上非正式的互动（从入境点和设备检

查到专门的日常接触），60 名被指定的国家参与

者接受了培训。给予直接关注的是，根据综合外

场演练项目管理计划和方案，满足大型国际小组

的需求。

前几年在完善代理视察员数据方面取得了稳步

进展，2013 年的培训活动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一组在职代理视察员按要求核实记录并提供额

外数据，包括关于技能和专门知识的更详尽信

息。改进后的信息将促使来年进行更明智、更有

重点的规划。在更加稳健、安全的现场视察司新

数据库内整合数据，将消除在维持信息以促进

召集和培训视察员方面重复投入努力和资源的 

现象。

2013 年 3 月举行的 B 工作组第四十届会议讨论了

视察员和视察助理的地位。会议特别商定了《示

范协定》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提供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组织与缔约国之间针对视察员提名的经

2013 年 9 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机载技术技能培训期间 
代理视察员操作机载磁强计。

2013 年 12 月在约旦举行东道国培训期间演示设备检查程序。

2013 年 4 月在中国举行关于 MARDS II 氩 37 检测系统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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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示范换文草案。经修订的范本更明确地界定

了备选方法和时间安排，用于确认技术秘书处是

否能派出一名视察员及其工作汇报。

对电子培训模拟系统进行了升级。制造商（Argon

有限公司）为感兴趣的科室演示了放射性污染模

拟系统。培训科继续汇集投入，在采用传统培训

方法的同时，形成使用这些系统的创造性方法。

2013 年年底，启动了关于视察组信息流和现场

视察健康与安全的两个电子学习新模块的开发 

进程。

在现场视察培训领域，2013 年是积极进取、成果

丰硕的一年，培训范围广且重点更加突出。拓展

演练三既是第二轮培训的外场培训演练，也是这

一轮的最后培训演练。在第二轮培训结束时，65

名代理视察员被添加到名单上，代理视察员总数

达到 118 名。

程序和文件

在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上，临时秘书处继

续为 B 工作组完成《现场视察作业手册》草稿的

第三轮编制工作提供实务、技术和行政援助。这

包括进一步更新 7 月发行的手册示范文本，拟在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期间使用，还更新了 11 月发

行的一份索引。

 

现场视察第 21 期讲习班于 11 月 11 日至 15 日在

中国扬州举行。共有 71 名来自所有地理区域的

专家参加，其中包括 53 名来自 21 个签署国的外

聘专家和 18 名来自临时秘书处的专家。讲习班

包括关于拓展演练三的情况汇报，以及对所汲取

的经验教训和综合外场演练筹备情况的讨论。

讲习班涵盖了拓展演练三的所有方面，包括视察

组职能、技术、设备、健康与安全、指挥所活动、

操作可持续性、通信、作业支助中心及被视察缔

约国与视察组的互动，同时还确定了可用在综合

外场演练中的宝贵经验教训。讲习班期间还对综

合外场演练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在筹备拓展演练三、相关培训活动及 2014 年综

合外场演练时，起草并核准了与临时秘书处质量

第 21 期现场视察讲习班期间的目测观察专家组。

2013 年 11 月在中国举行的第 21 期现场视察讲习班期间就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工作进行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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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有关的现场视察文件。到 2013 年年底，

核准并发布了 12 份标准作业程序和工作指示。

有了 44 份文件的草稿或草图，其中 11 份文件

草稿经过了审查。编制现场视察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采用了一种交错、协调的方法，目的是

确保为综合外场演练和相关培训活动及时审查

和批准尽可能多的文件。

完成了现场视察文件管理系统向现场视察电子图

书馆转换的最后阶段。电子图书馆移入了一个生

产环境，并与临时秘书处其他系统进行互动，其

功能扩展至在总部和外场提供线上和线下功能。

已经开始在电子图书馆添加 2014 年综合外场演

练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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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活动要点

显 加筹委会的能力建设活动

提供总共 20 的国家数据中心分析员培训 程

启动完全基于电子学习的第一次国家数据中心能力建设 程  

能力建设

加 2013 年 4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技术实习培训班的发展中国家专家。

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为签署国开设了有关

国际监测系统、国际数据中心和现场视察相关技

术的培训 和 ，以此帮助加强相关 的

国家科学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向国家数据中心

提供设备，以提高它们通过获取和分析国际监测

系统的数据及国际数据中心的产品 极参与核查

制度的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有助于加强全球范围

内各签署国以及筹委会的技术能力。随着各种技

术不断发展和改进，指 人员的 和经验也不

断扩充和完 。培训 有时在筹委会总部举行，

有时在外地举行，通常都会得到主 国的协助。

能力建设方案通过筹委会经常预 以及 联

（ ）和 纳 的自 助及 利 合众国的

实物 助获得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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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筹委会向签署国提供的能力建设方案包括培训课程

和讲习班、软件提供、设备捐赠以及后续技术访问。

方案仍由欧盟捐款支助，具体包括以下各阶段：

•  编写所有签署国的国家概况

•  举办区域国家数据中心开发讲习班

•  为国家数据中心技术人员举办为期两周的培训班

•  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国家数据中心分析员培训班

• 一名或多名技术专家访问国家数据中心

•  为国家数据中心提供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和软件。

电子学习大大增强了培训方案，目前，电子学习

成了常规培训手段，并成为国家数据中心技术人

员、台站操作员和现场视察代理视察员所有培训

活动的必备条件。受权用户、台站操作员、现场

视察视察员和临时技术秘书处（临时秘书处）工

作人员均可使用这些模块。

国家概况

已为所有签署国编制了标准的国家概况。概况载

有临时秘书处存有的关于签署国拥有的受权用户

人数、国际监测系统数据和国际数据中心产品的

使用情况以及之前培训活动参与情况的信息。概

况是与签署国举行活动和会谈之前和期间的参考

文件。

国家数据中心开发讲习班

2013 年举办了 4 期国家数据中心开发讲习班：分别

在瓦努阿图维拉 、大韩民国大 、阿根 胡安

和布基纳法索瓦加 举行。讲习班旨在促进对《条

约》和筹委会工作的了解，加强签署国执行《条约》

的国家能力。讲习班还提供了一个论坛，促进国家

数据中心的建立、运行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专门技

术交流，推动核查数据用于民用和科学用途。

讲习班包括筹委会强调建立和维持国家数据中心

所需信息的专题介绍，以及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

国家数据中心代表的发言。这些讲习班还为临时

秘书处收集补充信息以更新国家概况提供了机遇。

其中两期讲习班结合了在东南亚、太平洋和远东

2013 年 10 月国家数据中心发展讲习班 加 访问在 
布基纳法 瓦加杜 的可 动氙实验室。

2013 年 10 月在 胡安举行国家数据中心能力建设和 地震 时讲习班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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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拉 美洲和加 比交流数据并合作使用区域

地震 时模型的培训。在布基纳法索举办的讲习

班包括访问移动式氙实验室，并将重点放在非洲

放射性核素监测上。在大韩民国举办的讲习班侧

重于分析 2013 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宣布的核试

验，作为东亚国家数据中心之间的一次共同演练。

国家数据中心分析员培训

继国家数据中心开发讲习班之后，在维也纳为所有

区域举办了两期关于“国家数据中心能力建设：获

取和分析国际监测系统波形数据和国际数据中心产

品”的讲习班。在举办培训班期间，学员们接受了

获取国际监测系统数据和国家数据中心产品、下载

和安装“NDC in a box”以及分析数据方面的培训。

由于 2012 年成功启动之后需求量大，共举办了四

次最先进、最高强度的国家数据中心分析员培训

课程，每次为期一个月。该课程的目标是，进一

步加强各签署国参与核查机制的能力，以及增强

它们将临时秘书处数据和产品用于民用和科学用

途的能力。此类课程通过现实场景、实际培训演

练以及与国际数据中心分析员的互动，使参与者

加深对数据和产品分析的了解。

临时秘书处首次组织了一期国家数据中心放射性

核素分析员培训班。课程以“NDC in a box”软件

包中新的 装放射性核素软件为基础，是与经验

丰富的分析员共同 试举办的，以便获取经验并

收集关于最佳课程设计的反馈意见，用在以后的

放射性核素分析员培训课程中。

对国家数据中心的支助

作为筹委会能力建设战略的一部分，利用经常预

算和欧盟联合行动项目四，购买了若干成套设备，

为国家数据中心提供适足的技术基础设施。设备

已交付并在八个国家数据中心由临时秘书处技术

专家安装，计划于 2014 年初再交付几套设备。这

些设备是对签署国技术援助的一部分，旨在用于

建立或加强其国家数据中心，实际上还提升了国

家数据中心参与核查制度和根据国家需要开发民

用和科学应用的能力。

在维也纳的培训班期间分 经验。

2013 年 8 月 自中国的国家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和台站管理人员 加在维也纳的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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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受权用户提供了处理和分析国际监测系统

数据的软件。2013 年，增强了分析地震数据的

工具 (Geotool)，改进了大气输运结果后处理工具

(WEB-GRAPE)。在综合了第二阶段测试的反馈意

见之后，首次发行了放射性核素软件，纳入了“NDC 

in a box”软件包。该软件与国际数据中心用来处

理和分析所有放射性核素样本、微粒和惰性气体

的软件相同。签署了 SeisComP 3 软件许可协议，

这将使临时秘书处能够开发一个内容更广泛的

“NDC in a box”软件包，该软件包使用 SeisComP 

3 处理数据，同时还使用其他工具进行分类和 

分析。

国家数据中心根据请求接受技术支持，其中包括

数据获取、特 数据处理、软件问题和与数据分

析有关的问题。

2013 年，为台站操作员开展了各种培训活动。台

站管理人员和台站操作员从 14 个课程中获益，这

些课程主要涉及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还涵盖了报

告及同临时秘书处通信相关的程序。这包括为公

共密钥基础设施操作员提供的首次公共密钥基础

设施和数据安全培训，以及为中国境内国际监测

系统台站和国家数据中心管理人员提供的一次特

别方案，方案内容涉及数据传送、测试和评价过

程程序以及如何确保中国境内国际监测系统部分

的可持续性。

为电子学习系统增加了 6 个新模块（使模块总数

达到 42 个），把另外 7 个模块 成了联合国正

式语文（使模块总数达到 18 个）。启动了首个完

全基于电子学习的关于获取和应用国际监测系统

数据以及国际数据中心产品的国家数据中心能力

建设培训课程。

监测技术讲习班

2013 年，成功举办了四期讲习班，其中三期在维也

纳举办，算是筹委会减少差 相关费用的一项努力。

在以 列 路 冷和雅 尼，于 5 月 20 日至 23 日

为放射性核素实验室举办了一期讲习班，还于 5 月

26 日至 28 日为未经认证的实验室和正重新验证的

实验室举办了一次知识交流会。在这期讲习班上，

专家们可以讨论并解决与实验室经认证的运行、微

粒和惰性气体样本相互比较演练以及认证及监测评

估和测量有关的发展动向和问题。讲习班还提供了

一个交流运行经验与教训并探讨伽马光谱仪和惰性

气体测量方面进展的论坛。知识交流会的目的是，

为未经认证的实验室或正重新验证的实验室提供支

持，以满足国际监测系统的认证要求。

临时秘书处还于 10 月 7 日至 10 日在维也纳组织

了年度次声技术讲习班。讲习班的目标是，创建

2013 年 11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 期公共 基础设施运 人培训班的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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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介绍和讨论次声研究近期进展及全球和区域

网络运行能力的国际论坛。讲习班期间涵盖的专

题包括次声设备、建模、数据处理、台站运行情况、

监测能力，以及次声源分析和次声民用及科学用

途。共有来自 30 个国家的 76 名参与者及临时秘

书处的 12 名国际工作人员参加了各次会议。

临时秘书处还于 11 月 4 日至 8 日在维也纳主办了

2013 年国际惰性气体实验讲习班。来自 23 个签

署国的 90 多名参与者及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

了正式发言和讨论。讲习班的目的是，进一步开

发惰性气体技术，以满足《条约》生效时对惰性

气体监测的要求。讨论专题包括现场视察、惰性

气体本底和大气传输模型、分析和校准、科学与

技术、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及工程行动。讨论共

产生了 40 条建议和意见，形成了向 B 工作组、国

际惰性气体实验界和 / 或临时秘书处提出的建议。

11 月 11 日至 13 日，临时秘书处还与太平洋西北

国家实验室在维也纳联合组织了第四次医用和工

业同位素生产签名问题讲习班。讲习班汇集了来

自 25 个国家的 82 名同位素生产和放射性核素监

测界专家，他们继续讨论医用同位素生产污水对

核爆炸监测构成的挑战。这期讲习班继续推动这

两个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共同探讨

如何减轻同位素生产对监测的影响，同时继续支

持有效、可靠的同位素源。2013 年讲习班继续促

进协作，特别是鼓励专家们共同努力，找到减少

排放、 道监测和其他技术事项的公开技术解决

方法。参与者一致认为分享 道监测数据对于核

查任务十分重要。他们还承认必须继续改进同位

素生产和散播的验证模式。

2013 年 11 月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的第四期 和工业同 素生产签 讲习班的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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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活动要点

进一步发展和 量管理体系

强业绩报告工具，完 主要性能 标

评价拓展演练三，并筹备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评价工作  

提高性能和效率

2013 年的评价活动， 重于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的筹备工作和拓展演练三的进行。

在建立核查系统的整个过程中，禁核试条约组

织筹备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临时秘书处）

力求通过实施其质量管理体系来提高效力、效

率并不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关 的是 ，

如签署国和国家数据中心，目标是 行筹委

会职责，根据《条约》、其《议定书》和筹委

会相关文件的要求建立《禁核试条约》核查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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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持续提供优质产品和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可调整的“活系统”，与

本组织强调 户需求和持续改进的工作重点相一致。

在质量管理体系的系统持续发展框架内，工作重

点放在完成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控制与编码程序上。

该程序采用了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管理系统审查与

核准过程的流程，并且界定了主要作用和职责。

该程序还确定了文件编码 例。

在与签署国代表讨论后，临时秘书处编辑了与质

量管理体系有关的术语 汇表。编纂这样一个

汇表的好处之一是，它为本组织提供了创建、管

理和共享常用 汇的能力，以确保各项产出、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这促使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形成

协调一致，帮助本组织所有各方更好地理解上下

文和术语用法。

汇表内含出现在以下文件最新版本中的所有术

语：《国际监测系统作业手册》草稿、《国际数据

中心作业手册》草稿以及修订后为反映 B 工作组

各届会议讨论情况的《现场视察作业手册草稿范

本》。由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在进一步编制，必

须定期更新该 汇表。

 

量管理体系中的文件审批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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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量管理体系中 建议 实情况。

绩效报告工具 (PRTool) 本 1.9.4 于 2013 年 11 月发布。

业绩报告工具

质量管理体系的功能之一，是确定和实施评价临

时秘书处各个流程和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从而

便利管理审查和持续改进。主要性能指标是用于

量化一个组织各流程运行情况的参数。主要用

于评估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并为制定行动方

针提供量化信息。质量管理体系旨在支持始终

满足核查系统要求这一目标，而且它拥有有助

于临时秘书处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流程和工作 

产品。

临时秘书处继续致力于实现充分运行业绩报告工

具。11 月发布了新版业绩报告工具（1.9.4 版），

可在临时秘书处安全门户网站上获取。在加强共

同信息技术平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采用的方

法不仅是改进其内部架构，而且还进一步修改共

同图形用户界面，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基于角 的职能使业绩报告工具更加丰富，从而

能够根据用户角 做针对性展示。

业绩报告工具功能的新增部分包括基于商定定义

的第一组新数据可用性主要性能指标。业绩报告

工具在高级分组 / 波特征等领域的能力得到了

增强。对业绩报告工具的一次独立审查提出了改

进意见，以实现该工具与《作业手册》草稿充分

配，目前正逐步实施这些意见。

业绩报告工具继续设定 的 明和问责标准，

因为它使各签署国能够监测临时秘书处的方案实

施情况，并有可能追溯到以前的任何年份，对所

投资金获得的价值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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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维斯普雷姆进行的拓展演练三完成 后的评价小组。拓展演练三 前在维也纳举行评价小组新人员培训。

现场视察活动的评价

现场视察评价活动仍是当前主要的评价活动。这

方面的活动依然侧重于 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筹备，

特别是这一进程的第三和最后部分以及建设现场

视察业务能力，即 5 月 /6 月在匈牙利举行的拓展

演练三。拓展演练三专门演练了现场视察的实际

视察阶段。2014 年综合外场演练评价的筹备工作

也在继续，尤其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里。

一份滚动 图草案明确载有下一次综合外场演练和

三次拓展演练综合评价的概念。继续编制并根据每

次拓展演练执行期间获得的经验完善这份 图。

为了反映拓展演练和综合外场演练的两个不同宗

旨， 图提出了两种不同方法。由于拓展演练被

视为综合外场演练的“ 排”，在演练中可评估

进展情况并建设能力，因此拓展演练评价正在采

取“形成性”方法，以便帮助“形成”并 所

演练的业务能力。在现场视察接受演练时、每天

活动结束后以及在综合内部书面报告中，评估提

供了迅速反馈。与拓展演练不同，综合外场演练

被视为评估当前业务能力水平的测试手段。因此，

综合外场演练评价将采用放任自流的“ 加”做

法，以“ 积”演练期间所展示的能力。

更新 图草稿的工作按计划进行，以反映预计的

方法改变。此外，要求不断更新评价进程是滚动

图概念的中心支 ，这一要求扩展至学习和应

用从所有三次拓展演练评价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在实际执行层面，其中大部分的经验教训涉及以

下方面：第一，必须更加明确地界定评价所针对

的目标是 么；第二，关于这些目标的信息是如

何收集并用于评价的。

通过形成更好的目标定义及开发将替代现有纸面

工具的新的软件工具，继续努力提高评价小组及

整个进程的效率和效力，以便用协调一致的 证

方式自动收集该领域的意见，结合重要结论并得

出总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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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活动要点

布基纳法 总统 加筹备委员会第四 会议

进一步 进 B 工作组的工作方法

进一步采用 化方式，启动新的专家通信系统

决策

布基纳法 总统布 斯 · 孔 雷向 2013 年 6 月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发表讲 。

由全体签署国组成的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

会全体机构负责向临时技术秘书处（临时秘书

处）提供政 指导和监 。全体机构作为决策

机关，有两个工作组协助其工作。

A 工作组负责处理本组织面临的预 和行政事

，而 B 工作组负责审议与《条约》有关的科

学和技术问题。两个工作组都要把提案和建议

提交筹委会审议和通过。

此外，一个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家组成的

小组也发 支助作用，通过筹委会的工作组

就其 政、预 和相关行政事务为筹委会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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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会议

筹委会第四十届会议和特别会议分别于 6 月 13 日

和 9 月 12 日举行。筹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于 10

月 28 日举行。这几次会议均由挪威常 代表 Jan 

Petersen 大使担任主席。

A 工作组第四十三届和第四十四届会议分别于 5

月 27 日和 10 月 7 日举行。第四十三届会议由

Jargalsaikhan Enkhsaikhan 大使（ ）担任主席，

第四十四届会议由 Gunaajav Batjargal 大使（ ）

担任主席。B 工作组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分

别于 3 月 18 日至 4 月 5 日和 8 月 12 日至 30 日举

行。根据筹委会扩大主席 的决定，B 工作组会

议由主席之 ，Svein Mykkeltveit 先生（挪威）和

David McCormack 先生（加拿大），代表 B 工作组

主席 Hein Haak 先生（ 兰）担任主席。4 月 2 日

和 8 月 26 日举行了 A 工作组和 B 工作组联席会议。

Michael Weston 先生（联合王国）担任主席的咨询

小组分别于 4 月 15 日至 17 日和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举行了其第四十届会议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会

议，于 9 月 2 日至 4 日举行其第四十一届会议。

 

扩大发展中国家专家的 与

临 时 秘 书 处 继 续 落 实 2007 年 启 动 的 一 个 项

目，促进发展中国家专家参加筹委会的正式技

 

加 2013 年的一次技术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专家。

2013 年 10 月筹备委员会第四 一 会议的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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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会议。该项目声明的目的是，加强筹委会的

普 遍 性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能 力 建 设。2012 年 10

月，筹委会在得到足够自愿捐款的前提下，将

该项目再延期三年（2013-2015 年）。临时秘书

处于 10 月公布了关于项目实施情况的详细年度 

报告。

该项目继续为来自阿尔及利亚、巴西、布基纳法

索、多 尼加共和国、约旦、 尼亚、马达加斯

加、巴拉 、南非和瓦努阿图的 10 位专家提供

支助。这些专家参加了 B 工作组第四十届和第

四十一届会议，包括正式会议、专家组会议和各

自的地区集 会议。此外，专家们还受益于与

临时秘书处就关键核查所涉问题展开的技术讨

论。来自巴西、 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专家继

续履行各自作为 B 工作组测试与临时运行、国

家数据中心所涉问题及技术更新任务负责人的 

职责。

2013 年年底，自 2011 年以来受支助的两名专家（阿

尔及利亚和南非）离开项目，2014 年又新选了两

名专家（ 尔 斯斯坦和尼日尔）接受支助。由

于这次人员轮换，自 2007 年以来受支助的专家总

人数从 22 名增至 24 名，目前来自最不发达和低

收入国家接受支助的专家人数从 4 名增至 6 名（自

2007 年以来总人数从 6 名增至 8 名），目前接受

支助的 专家人数从 1 名增至 3 名（自 2007 年以

来总人数从 4 名增至 6 名）。

2013 年，该项目得到了芬兰、欧 克国际开发基

金（欧 克基金）、挪威和中国 2012 年自愿捐款

的资助。此外，还收到了斯里兰 、 兰、土耳

其和挪威（捐助方按捐赠年份排列）2013 年新的

自愿捐款的资助。由于当前可用资金不足以确保

在 2014 年持续开展该项目，临时秘书处继续寻求

更多的自愿捐款。

支助筹备委员会及其 属机构

临时秘书处是将筹委会通过的决定付诸实施的机

构。它由来自各国的人员组成：工作人员是在尽可

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从签署国中征聘的。在筹委会

及其附属机构会议方面，临时秘书处的作用是包

括在 会期间提供实务和组织支持，从而促进决

策进程。从安排会议设施和会议口 工作及文件

，到起草各次会议的正式文件、规划会议年

度日程安排及向主席提供实务和程序指导，临时

秘书处是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中至关重要的 

一部分。

临 时 秘 书 处 就 举 行 批 准 国 非 正 式 磋 商 向 第

十 四 条 进 程 协 调 员 以 及 2013 年 9 月 27 日 在

纽 约 举 行 的 第 八 届 促 进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条 约

生 效 会 议（ 第 十 四 条 会 议 ） 提 供 实 务 和 组 织 

支持。 

从左至右：法律和对外关系司司 信、国际监测系统司司 Vorian Maryssael、现场视察司司 Oleg Rozhkov、 
国际数据中心司司 Randy Bell、行政司司 法国 Frances Boyle、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筹备委员会主  

Jan Petersen 大使（挪威）及筹备委员会秘书 Bozorgmehr Ziaran，在筹委会第四 一 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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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专家通信系统的 图。

完成《条约》任务进度情况信息系统

继 2012 年向签署国推出“建立筹备委员会的决议

所分配任务超级链接信息系统 (ISTHAR)”之后，

系统界面继续可供专家通信系统所有用户使用，

包括新的专家通信系统在年底推广使用之后。以

与筹委会正式文件的超级链接为基础，ISHTAR 项

目旨在根据《条约》的授权任务、设立筹委会的

决议和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指导，继续监测取

得的进展情况。其总体目标是，向筹委会提供最

新信息，使其能够确定，从《条约》生效时设立

禁核试条约组织和缔约国会议第一届会议筹备情

况来看，还有哪些任务有待完成。

工作环境

临时秘书处为那些无法参加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

常会的各方提供了一个虚拟工作环境。采用最先

进技术向全球实时播放每次正式全体会议的实况。

每次会议借助专家通信系统进行录像和现场直

播，然后存档备查。此外，还会通过专家通信系

统将与每次具体会议有关的支助文件分发给签署

国，并以电子邮件警示形式告知与会者新印发的 

文件。

12 月，推出了专家通信系统最新版本，提供了一

个更为有效且方便 户使用的电子平台，用于获

取和存档正式文件、视频档案及其他与筹委会及

其附属机构会议有关的材料。专家通信系统作为

签署国与专家就与核查制度相关的复杂科学技术

问题进行持续和包容讨论的工具，在 B 工作组的

新工作方法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2013 年，

签署国呼吁在 会期间工作中加大力度使用专家

通信系统，以进一步提高会议期间的工作效率和

效力。

临时秘书处继续在会议期间向筹委会及其附属机

构提供所有文件和专题介绍的 DVD。作为“无纸

化方式”的一部分，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将不

再向全体签署国提供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和临时

技术秘书处正式文件的硬 贝，临时秘书处正在

力求通过该方法限制打印文件的数量。此外，在

B 工作组第四十一届会议上，临时秘书处试推出

一种新的“按需打印”服务，会议期间代表们可

以通过自 的电 和移动设备打印文件。

从维也纳国际中心现场 一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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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活动要点

文 达 兰国、 得、几内亚 和 拉 批准《条约》

显 拓展外联和 活动

显 加对《条约》和筹委会工作的 体报道 
  

对外联络

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在 2013 年 11 月访问日本 岛期间会 促进实现一个 核 器的 的 年传 。

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

（临时秘书处）为推动《条约》生效和 加

入开展对外联络活动。筹委会的 旨是促进人

们了解《条约》及其核查制度，包括《禁核试

条约》核查技术的民用和科学用途，以及筹委

会任务和职能。外联活动需要与国际 会交

互动来实现，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和

民间 会，如学术机构和媒体。在实际当中，

此类交 互动包括 各国签署和批准《条

约》、增进政 代表和公众对《条约》的 旨、

原则和益处的了解以及促进核查相关技术交

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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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条约》生效和普 加入

几项新的发展事态使得《条约》生效和普遍加入

继续积 发展势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展

事态是在印度尼西亚于 2012 年批准《条约》这

一非常积极的背景下实现的。

2013 年， 经 文 莱 达 鲁 萨 兰 国、 乍 得、 几 内 亚

比绍和伊拉克批准，《条约》向普遍批准又

近 了 一 步。 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条 约 》

已 获 183 个 国 家 签 署 和 161 个 国 家 批 准， 其

中 包 括《 条 约 》 附 件 2 所 列 44 个 国 家 中 的 

36 个。

2013 年，筹委会与尚未批准或签署《条约》的

几乎所有国家（包括除一个之外的附件 2 所有国

家）进行了磋商。此外，为促进更多的国家签署

和批准《条约》，筹委会与许多批准国、联合国

和其他全球及区域组织以及各国议会联盟（议会

联盟）等机构进行联络，这些机构与筹委会密切

合作，努力推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和普遍 

加入。

对《条约》和筹委会工作全面的政治支持仍然

强劲。正如 181 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 同关于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 (A/RES/68/68)

所证明的，国际社会继续认可《条约》，将此

作为实现集体安全的有效工具以及核不扩散和

裁军机制的重要支 。越来越多的政 、决

策者和民间社会代表正在 头开展活动，推动

尚未批准《条约》的国家批准该条约，这些国

家包括附件 2 所列的其余国家。各国和各国际

组织还通过自愿捐款和实物捐助继续支持筹委

会的工作。通过这些努力，国际社会强化了对

《条约》在当今安全环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理解。

与国际 会 流 动

2013 年，临时秘书处继续努力促进执行筹委会

关于建立核查制度的决定，并推动参与筹委会的

工作。临时秘书处还通过访问首都的双边活动

以及与 、日内瓦、纽约和维也纳常 代

表 接触，保持与各国的对话。这种交流互动

将重点放在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所在国和尚未签

署或批准《条约》的国家（特别是附件 2 所列 

国家）上。

临 时 秘 书 处 利 用 各 种 全 球、 区 域 和 次 区 域

会 议 及 其 他 集 会， 加 强 对《 条 约 》 的 理

解、促进其生效和国际监测系统的建立。临

时 秘 书 处 出 席 了 非 洲 联 盟、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原子能机构）、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大会的 

会议。

1 月至 7 月，前任执行秘书访问了比利时、克

罗 地 亚、 法 国、 瑞 士、 联 合 王 国 和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自 8 月 上 任 以 来， 现 任 执 行 秘 书 访 问

了 安 哥 拉、 中 国、 法 国、 日 本、 约 旦、 俄

罗斯联邦、乌克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

国。他参与了高级别活动，以期加强这些国家

与筹委会的接触并强调《条约》生效的重要 

意义。

6 月 13 日，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阁

下在筹备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上发言。该总统是

首位出席筹委会届会的国家元首。前任执行秘书

和作为当选执行秘书的泽波先生与总统进行了双

边会 。

联合国

执行秘书在其 9 月 22 日至 27 日访问纽约期间

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常会一 性

论开 式以及第十四条会议。会议间 ，他

会见了安哥拉、埃及、日本、哈萨克斯坦、立陶

宛、罗马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负

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伊朗副外长、图瓦卢副总理

公共事业部部长、中国军控司司长和其他高

级别官员。2013 年，前任和现任执行秘书与联

合国秘书长和其他高级别联合国官员进行了多次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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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临时秘书处代表还参加了联合国主持

召 开 的 若 干 会 议， 包 括 9 月 26 日 举 行 的 核

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和大会第一委员会

会议，目的是加强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以及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学者和从业人员的 

合作。

9 月 26 日，执行秘书参加了知名人士小组首次

会议。他还出席了 9 月 27 日匈牙利大使在纽约

举办的知名人士小组 会。

组织

9 月 18 日， 法 律 和 对 外 关 系 司 司 长 代 表

执 行 秘 书 在 原 子 能 机 构 大 会 上 发 言，

述 了 原 子 能 机 构 与 本 组 织 合 作 的 各 个 

方面。

9 月 27 日，在第十四条会议间 ，执行秘书与

议会联盟秘书长会 ，讨论议会联盟在促进《条

约》普遍加入和生效方面的作用。

10 月 8 日，法律和对外关系司司长代表执行

秘书在日内瓦的议会联盟第一二 届大会框架

内进行的题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议会

的贡献”（和平与国际安全常设委员会）的小

组讨论上发言。他还与议会联盟秘书长进行了 

会 。

其 会议和 讨会

前 任 执 行 秘 书 参 加 了 5 月 2 2 日 至 2 3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的 不 扩 散 核 武 器 条 约 缔 约

国 2 0 1 5 年 审 议 大 会 筹 备 委 员 会 ， 并 在 会

上 发 言 。 他 还 参 加 了 以 下 会 议 ：5 月 3 日

至 4 日 在 萨 格 布 举 行 的 关 于 “ 增 强 全

球 安 全 的 行 动 ” 的 会 议 ；5 月 1 3 日 至 1 7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的 信 息 社 会 世 界 首 会

议 论 坛 ；5 月 2 1 日 至 2 3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办

的 全 球 减 少 风 险 平 台 ；5 月 2 3 日 至

2 4 日 在 的 查 姆 院 ；以 及 6 月 1 2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的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全 球 风 险

咨 询 会 议 。

执 行 秘 书 应 在 9 月 16 日 于 举 行

的 欧 洲 领 导 网 络 理 事 会 会 议 上 发 言， 并

讨 论 促 进《 条 约 》 并 使 之 生 效 的 下 一 步 

行动。

2013 年 7 月美国代表 访问临时技术秘书处。从左至右：常 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Joseph E. Macmanus 大使、当时的 
执行秘书 博尔 · 特、能 部 Ernest Moniz、当时的当 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 责国 核不扩 事务的 

Anne Harrington、国际安全和核不扩 事务助理国务 Thomas Countr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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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 2013 年 8 月在 会 中国 
外 部 王 。

作为欧洲联盟（欧盟）外联工作的一部分，执

行秘书在 9 月 30 日于布鲁 尔举行的第二届

欧盟不扩散和裁军会议上做了主旨开场发言。

这次会议由欧盟不扩散联盟组织，来自欧盟成

员国和参与制止大规模毁 性武器扩散的其他

国 家 的 约 300 名 政 和 非 政 与 会 者 出 席 了  

会议。

12 月 9 日， 执 行 秘 书 出 席 了 在 金 举 行

的 美 国 地 球 物 理 联 合 会 秋 季 会 议， 参 加 题

为“ 全 球 核 安 全 ： 国 际 政 策 和 科 学 联 盟 ” 的

主 旨 小 组 讨 论。 在 金 期 间， 执 行 秘 书 在

斯 坦 福 大 学 胡 研 究 所 会 了 美 国 前 国 务

康 多 · 赖 斯。 他 还 是 斯 坦 福 大 学 国 际 安

全 与 合 作 中 心 预 防 性 防 项 目 主 办 的 贵

宾， 在 上， 他 会 见 了 来 自 硅 的 技 术

领 ， 向 他 们 简 要 介 绍 了《 条 约 》 及 其 核

查 制 度， 并 与 他 们 讨 论 了 将 来 开 展 协 作 的 

机会。

访问

在 8 月 4 日至 10 日访问中国期间，执行秘书

会 了外交部长王 先生、国防部副部长 总

装备部副部长 育 先生和外交部军备控制与

裁军司司长 先生。他还参加了 8 月 8 日至

9 日在北 举办的关于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的

讲习班，该讲习班是由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和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联合举办的。8

月 8 日，执行秘书出席了 念在中国西南部城

市 明 安 装 国 际 监 测 系 统 次 声 台 站 (IS16) 的 

仪式。

9 月 8 日 至 10 日， 执 行 秘 书 应 乌 克 兰 外 交 部

的正式 请访问了乌克兰基辅。在访问期间，

执行秘书会 了副总理康斯坦 ·格里先科先

生、外交部副部长、乌克兰国家 航局副局长

和 乌 克 兰 外 交 学 院 院 长。 泽 波 先 生 还 在 外 交

学 院 发 表 演 讲， 参 加 了 为 乌 克 兰 媒 体 举 办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并 参 观 了 马 罗 夫 的 国 家 数 据 

中心。

9 月 19 日， 执 行 秘 书 在 盛 特 区 向 美 国 国

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局通报了与《条约》相关的

最新发展动态和制定其核查制度方面取得的进

展。国际安全顾问局向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关于

军备控制、裁军、国际安全和公共外交相关方

面的独立见解和意见。

10 月 1 日 至 4 日， 执 行 秘 书 访 问 了 俄 罗

斯 联 邦 斯 科， 其 间 他 会 了 外 交 部 长 谢

尔 盖· 拉 夫 罗 夫 先 生、 外 交 部 副 部 长、 国

防 部 副 部 长、 俄 罗 斯 Rosatom 公 司 副 主

管 和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地 球 物 理 勘 测 代 表。 他

还 参 加 了 能 源 与 安 全 研 究 中 心 组 织 的 研 讨

会， 并 在 斯 科 国 立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发 表  

演讲。

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 2013 年 12 月在约旦会 约旦 相 
杜拉 ·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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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至 23 日， 执 行 秘 书 应 日 本 政

请访问了东 、广岛和长崎。他与高级别官员

进行了若干次双边会 ，其中包括外务大 岸

文 先生、外务副大 以及广岛市和长崎市

市长及地方长官。他还与这两 城市 导 除

核武器的 年人和原子弹爆炸 存者进行了交

流。执行秘书在东 一 大学和长崎大学发表

演讲，并参加了促进裁军和不扩散中心组织的 

研讨会。

12 月 1 日至 3 日，为了启动 2014 年综合外场

演 练， 执 行 秘 书 对 约 旦 进 行 了 正 式 访 问。 约

旦 将 主 办 将 于 2014 年 11 月 和 12 月 举 行 的

演 练。 在 约 旦 期 间， 执 行 秘 书 得 到 首 相 阿

拉· 尔 先 生、 媒 体 事 务 和 通 信 国 务 大

和 能 源 和 产 资 源 大 的 接 待。 执 行 秘 书

表 示 约 旦 为 确 保 综 合 外 场 演 练 取 得 成 功

所 持 的 合 作 态 度。 执 行 秘 书 还 与 马 · 宾

特· 哈 公 主 以 及 约 旦 原 子 能 委 员 会 和 国

家 资 源 管 理 局 的 官 员 及 科 学 界 代 表 进 行 了  

讨论。

12 月 19 日，执行秘书对法国进行了双边访问。

在巴 ，执行秘书会 了外交部长洛朗·法比

尤斯先生。他还出席了外交部战略事务、安全

与裁军司司长主持的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外交

部、国防部、防 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以及替

代能源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他会 了国防

部 战 略 事 务 司 司 长 以 及 替 代 能 源 和 原 子 能 委

员会军事用途副主任。执行秘书在战略研究基

金 会 发 言 之 后 得 到 机 会 会 了 不 扩 散 和 裁 军 

专家。

察

临 时 秘 书 处 为 选 定 的 签 署 国 代 表 组 织 了 两 次

对 其 维 也 纳 各 办 事 处 的 咨 询 考 察。 这 种 考 察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加 强 对《 条 约 》 的 理 解， 提 高

他 们 对 临 时 秘 书 处 活 动 的 认 识。 临 时 秘 书 处

向 各 代 表 通 报 了《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政 治 问

题， 包 括 其 生 效 和 普 遍 加 入、 筹 委 会 的 工

作、 核 查 制 度（ 包 括 国 际 监 测 系 统 和 国 际 数

据 中 心 的 运 行 ）、 向 签 署 国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以

及 现 场 视 察 的 筹 备。 介 绍 的 其 他 专 题 包 括

成 员 得 到 的 益、 能 力 建 设 和 能 力 发 展 机

遇 以 及 临 时 秘 书 处 提 供 的 技 术 和 法 律 支 助  

方案。

7 月 15 日 至 19 日， 来 自 安 哥 拉、 中 国、

果、 伊 拉 克、 尼 尔、 斯 威 士 兰、 斯 里

兰 和 巴 布 的 代 表 参 加 了 一 次 咨 询

考 察。 这 些 参 与 者 还 得 到 机 会 参 加 了《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外 交 和 公 共 政 策 课 程， 并

与 执 行 秘 书 和 临 时 秘 书 处 的 工 作 人 员  

会 。

 

2013 年 12 月在约旦会 中东安全科学 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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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至 28 日， 临 时 秘 书 处 接 待 了 来 自

也 门 的 高 级 别 代 表 。 该 代 表 由 国 家 原 子

能 委 员 会 代 理 秘 书 长 带 领， 包 括 外 交 部、 国

防 部、 内 政 部、 法 律 事 务 部 和 国 家 安 全 部 的

代 表。 这 些 代 表 是 一 个 国 家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组 建 该 委 员 会 的 目 的 是 研 究《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批 准 进 程 以 及 也 门 的 益 和 义 务。 此 次 访

问 非 常 及 时， 为 代 表 提 供 了 机 会， 以 交 换

意见并促进其对《条约》、筹委会工作和核查

制 度 的 理 解， 以 及 推 动 本 国 执 行《 条 约 》 和

进 行 能 力 建 设。 此 次 访 问 还 有 助 于 鼓 励 也 门

的 专 家 参 加 培 训 课 程 和 讲 习 班， 以 期 更 好 地

理解数据和数据产品的使用。  

和国家 讨会

临 时 秘 书 处 有 举 办 区 域 和 次 区 域 讲 习 班 的 传

统， 其 总 体 目 标 是 鼓 励 在《 条 约 》 相 关 领 域

开 展 政 治 和 技 术 合 作， 审 查《 条 约 》 的 相 关

成就，以支助核不扩散机制，并促进《条约》

生效和普遍加入。

4月15日至17日，在伊利诺伊大学 分校举

办 了 由 挪 威 政 主 办 的 科 学 家 对 科 学 家 讲 习

班 。 该 讲 习 班 的 目 标 是 ， 让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以 及 其 他 重 要 国 家 的 从 事 与 核 试 验 监 测 所 用

核 查 技 术 有 关 的 科 学 或 技 术 领 域 工 作 的 科 学

家 参 与 进 来 。 来 自 印 度 、 以 列 、 挪 威 、 巴

基 斯 坦 和 美 国 的 2 5 名 以 上 科 学 家 以 及 

临 时 秘 书 处 的 高 级 技 术 人 员 参 加 了 这 次 讲 习

班 。 该 讲 习 班 还 提 供 了 一 次 机 会 ， 使 

前 任 执 行 秘 书 与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分 校 的 高

级 职 员 和 教 师 就 可 能 的 协 作 领 域 举 行 双 边 

会谈。

10 月 30 日 至 31 日， 执 行 秘 书 和 临 时 秘 书

处 代 表 参 加 了 安 哥 拉 政 与 欧 盟 在 安 哥 拉

罗 安 达 合 作 组 织 的 关 于《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国 家 研 讨 会。 在 安 哥 拉 外 交 部 长 和 欧 盟 高 级

代 表 宣 布 研 讨 会 开 后， 执 行 秘 书 做 了 主 旨

演 讲。 执 行 秘 书 还 会 了 外 交 部 长、 安 哥

拉 国 民 议 会 议 长、 国 民 议 会 外 交 事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和 欧 盟 不 扩 散 工 作 小 组 组 长。 该 研

讨 会 旨 在 提 高 与 会 者 对《 禁 核 试 条 约 》 及

其 核 查 制 度 的 认 识， 与 会 者 有 安 哥 拉《 条

约 》 批 准 进 程 所 涉 的 关 键 立 法 人 员 和 范 围

广 泛 的 高 级 政 官 员。 国 民 议 会 于 11 月 28

日 通 过 了 核 准 安 哥 拉 批 准《 条 约 》 的 决 议  

草案。

筹备委员会提供的在线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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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与印度尼西亚政 就组织 2014 年东南

亚、 太 平 洋 和 远 东 区 域 国 家 禁 核 试 条 约 高 级

别 区 域 会 议 进 行 了 讨 论。 会 议 将 借 助 印 度 尼

西 亚 批 准《 条 约 》 的 势 头， 讨 论 国 家 促 进 签

署 和（ 或 ） 批 准《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能 力， 同

时 鼓 励 东 南 亚、 太 平 洋 和 远 东 区 域 的 余 国

家批准《条约》。  

 

活动

2013 年，筹委会继续扩大其教育和外联活动，

旨在加强对《条约》的认识并发展签署国的能

力，以有效应对《条约》及其核查制度面临的

政治、法律、技术和科学挑战。

3 月 18 日至 20 日，作为 2012 年关于 21 世 《禁

核试条约》教育研讨会的后续行动，举办了《禁

核试条约》学术论坛。该论坛的主要目标是进

一步探索关于指导《条约》相关问题教育的创

新方法。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总

干事阿 特·尤 姆 在高级别届会开 式

上发言， 尔兰和挪威的常 代表也做了发言。

来自 20 个国家 30 个机构的 40 多名学者出席

了该论坛。该论坛讨论了范围广泛的专题，包

括知识转让、国际组织和全球教育以及电子学

习、大型公开在线课程、科研协作机会和教育

资源的作用及筹委会的服务。讨论还涉及课程

制定和使用模拟的价值。

7 月 15 日至 19 日在维也纳开设了题为“被证

实的《条约》、政治挑战：《禁核试条约》和多

利益 关方安全”的《禁核试条约》外交和公

共政策课程。在开课之前，参与者完成了若干

在线单元，这些单元向其提供了关于《条约》

及其核查制度的基本知识。约 100 名参与者参

加了该课程，另有 500 多名参与者注册了在线

课程，通过流媒体直播和视频存档完成在线课

 
 

2013 年 7 月在维也纳举办《禁核试条约》外 和公共政策 
程期间举行的一次模 执行理事会会议的与会 。

兰大使 Jaap Ramaker（左）和中国大使 （右）， 
在《禁核试条约》外 和公共政策 程期间 加关于 

《条约》谈 的小组讨论。

《禁核试条约》外 和公共政策 程的讲员和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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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该课程参与者包括外交官、政 官员、台

站操作员、国家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学者和科

学家，其中包括来自若干附件 2 所列国家的参

与者。该课程包含了新制定的电子学习单元、

《禁核试条约》专家的介绍以及侧重于实际理

解《 条 约 》 的 政 治、 法 律 和 外 交 方 面 的 小 组 

讨论。

截至 2013 年 12 月，近 2,500 名学员注册了筹委

会的教育和外联课程，并且印发了 900 多份结业

证书。此外，2012 年至 2013 年，来自 150 多个

不同国家的 22,000 名访 使用了《禁核试条约》

教育门户，其中包括附件 2 除一个之外的所有未

批准国。

筹委会还通过其 iTunes U 推广《禁核试条约》

在线教育和培训材料，目前 iTunes U 有 14 个不

同系列，其中包括五个研讨会课程。自筹委会于

2012 年 4 月在 iTunes U 开设 面以来，免费分享

了超过 415 个文件 ，而且该 有 1,600 多名订户、

13,000 名访 ，内容下载了 14,000 次。

9 月 16 日至 18 日，临时秘书处主持成立了一个

由 25 名联合国裁军研究员组成的小组，其中五

名参与者来自未批准国，执行秘书对其进行了

致辞。该课程概述了《禁核试条约》及其核查

制度，并纳入了对维也纳国际中心和国际数据

中心业务中心 放射性核素站的参观。该方

案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一项演练，应现场视察的

请求，模拟禁核试条约组织执行理事会的未来 

审议。 

新闻

2013 年，筹委会公共网站和社交媒体 道平均每

月有150,000次访问。该网站更新后有39篇“专载”

文章和 18 篇新闻稿。发布了 12 篇电子通 。筹

委 会 在 YouTube、Facebook、Twitter 和 Flickr 上

大量扩充其内容。

禁核试条约组织 YouTube 频道的 37 个视频吸引

了约 300,000 次播放，比 2012 年高出三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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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俄罗斯联邦流星爆炸次声检测的动 就播放了

约 165,000 次。

2013 年 核 的两期 物都

登了布基纳法索总统、匈牙利、 岛、印度尼

西亚和伊拉克外交部长的稿件以及 科学家和

不扩散专家的文章。每期 物向世界各地的签署

国、非政 组织、研究机构、大学和媒体分发了

4,000 多份。

约 50,000 名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到访者参观了禁

核试条约组织的常设展 ，超过 1,000 名访 得

到了个别讲解。联合国设在纽约和日内瓦的禁核

试条约组织常设展 吸引了更多访 。

全球 体报道

全球媒体对《条约》及其核查制度的报道增长了

60% 以上，仅在线媒体就有超过 4,500 篇文章和

引用。发布的约 1,900 条新闻涉及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宣布核试验。

《条约》的相关媒体报道在美国仍然很多，特别

是 2 月，科学媒体对俄罗斯联邦流星爆炸产生次

声数据特别感兴趣。在宣布 2014 年进行综合外

场演练之后，对中东的关注度显著提高。

筹委会制作的关于国际监测系统台站 PS9 和 IS18

的专题节目以及两套新闻节目，通过联合国电视

台和全球的广播电台以多种语言播放。

国家执行 施

2013 年，临时秘书处继续促进各签署国就国家

执行措施主题交流信息。在《禁核试条约》外交

和公共政策课程框架内，在 12 个签署国代表参

与下，举办了关于《禁核试条约》核查制度国家

执行措施的立法讲习班。该讲习班侧重于根据《条

约》的规定确保适当运行国际监测系统和筹备现

场视察所需的步骤。小组讨论人员包括来自法国、

伊拉克、原子能机构、禁化武组织以及核查研究、

训练和信息中心的专家。

采用与 2011 年试点讲习班类似的形式，在强化

政策培训班期间举办了立法讲习班，该讲习班为

参与者提供了一次机会，使其能够交流采取国家

执行措施方面的经验。为便于这次交流和确认实

施立法所需纳入的要素，参与者在会议召开之前

就 写了一份立法调查问 。

2013 年，还与签署国举行了双边会议，讨论提

交给临时秘书处请求法律援助的立法草案。年内

在讲习班、研讨会和其他活动上仍然例行介绍了

《禁核试条约》立法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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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活动要点

提高 率

进一步 加专业 类中的 人数

在 合《公共部 会计准 》的机构资 规划系统的实施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管理

维也纳国际中心。

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临时技术秘书处

（临时秘书处）活动的有效和高效管理，包括

对筹委会及其附 机构的支持，主要通过提供

行政、 务和法 服务来保 。

此外，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一般性服务，从

运、报关手续、签证、 份证、通行证和低

采 等安排，到保 、 、 行和电信服务，

以及标准 公和信息技术支持及 产管理不

等。外部实体提供的服务会受到持续监测，确

保以最有效、高效和经 的方式提供。

管理还包括与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其他国际

组织就 公场所和储 空间的规 、 地和共

同事务的维护以及安保工作的加强等事 进行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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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 观的内部监督机制，其目

的是产生增值并改善本组织的运行状况，从而通

过提供内部审计和相关的咨询服务及调查服务实

现其宗旨和目标。

为了加强该职能的独立性和 观性，内部审计

直接向执行秘书报告，可直接联系咨询小组主

席和 A 工作组主席。内部审计主管独立提交

一份年度活动报告，供筹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审

议。除了已核准的工作计划外，内部审计主

管可在特 情况下因事制宜地展开特别审计或 

调查。

2013 年进行了五次审计。这些审计找出了有待

提高效率、效力、加强内部控制的领域，确定

了遵守规则和程序的情况。根据《国际内部审

计专业实务标准》，内部审计还开展了管理支助 

活动。

内部审计对其章程进行了审查，该章程规定了内

部审计职能的宗旨、权力和职责。2010 年 10 月

7 日发放的该章程必须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

定期与联合国各组织的内部审计处联络，交流良

好做法和所汲取的经验教训。 

 

财务

2013 年方案和预

《2013 年方案和预算》按略低于 实际增长的水

平编制，继续采用了两种 分算法（美元和欧

元）来分 签署国的应 会费。为了减少筹委会

受美元对欧元汇率波动的影响，2005 年开始采用

这种分算法。

2013 年的预算为 44,472,300 美元和 61,617,900

欧元。按 0.796 欧元 1 美元的预算汇率计算，

2013 年预算的美元等值为 121,874,700 美元，名

义增长率为 1.9%，但实际增长率基本保持不变

（减少了 62,000 美元，即 0.1%）。

按 2013 年 实 际 平 均 汇 率 0.7545 欧 元 1 美

元计算，2013 年预算的最终美元等值总额为

124,089,322 美元（表 4）。在这 总预算中，原

本 计 划 将 79.1% 给 核 查 相 关 活 动， 包 括 将

15,529,334 美元 给为强化国际监测系统而设立

的资本投资基金。 

表 4. 2013 年预算分 情况

活动领 美 （ ）a

国际监测系统 36.8

国际数据中心 49.0

现场视察  10.1

评 和审计  2.3

决策机关支助  5.0

行政、协调和支助  16.5

法 和对外关系  4.4

共计  124.1

a  采用 0.7545 元 1 元的平均 率对 2013 年预 的 元部分 
进行换 。

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款 的 收 款

率为：美元部分 96.4%、欧元部分 96.3%。与

之相比，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2 年收

款 率 分 别 为 92.7% 和 93.3%。2013 年 美 元 和

欧 元 部 分 的 综 合 收 款 率 为 96.2%， 而 2012 年 

为 93.0%。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99 个国家全额 纳了

其 2013 年的 款，而 2012 年是 100 个国家。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 款的收款率达

到了 98.8%。

支出

2013 年方案和预算支出达 112,106,346 美元，其

中 11,407,837 美元来自资本投资基金。在普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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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方面，未动用预算达到 7,861,480 美元。在资

本投资基金方面，截至 2013 年年底，约 26.9%

的分配资金已经支出。

采购

临时秘书处为 910 项大额采购行动承付了约

57,860,789 美 元， 为 878 项 小 额 采 购 承 付 了

1,438,562 美元。到年底，编审中采购共有 79 份

尚待处理的请购单需要在今后承付，总价值约为

10,159,882 美元：资本投资基金 2,304,414 美元、

普通基金 7,855,468 美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测试和评估或核证后

活动合同涵盖了 137 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11

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和 28 个惰性气体系统的 

测试。

人力资

临时秘书处通过为所有方案征聘和留用品行 优

的人员队 ，保障了其运行所需的人力资源。征

聘工作的宗旨是确保最高标准的专业知识、经验、

效率、能力和人品。充分 重平等就业机会原则、

在尽可能广泛的地理区域基础上征聘人员的重要

性和《条约》及《工作人员条例》相关条款规定

的其他标准。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临时秘书处共

有来自 79 个国家的 261 名工作人员，而

2012 年底共有来自 79 个国家的 264 名

工作人员。下图是按地理区域分列的专

业职类工作人员分布情况。表 5 是按工

作部门分列的正式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2013 年人力资源管理报告》将提供人

力资源问题的更多详情。

临时秘书处继续努力增加专业职类中的

任职人数。到 2013 年底，共有 58

名 担任专业职务，占专业人员总数

的 33.34%。与 2012 年相比，P2 和 P3 级

性工作人员人数分别增加了 9.09% 和 5.56%。

D1、P5 和 P4 级 的 性 任 职 人 数 保 持 在 原 有 

水平。

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在实现本组织目标相关领域提

高其技能的机会。2013 年，为协助临时秘书处

实施工作方案、提升工作业绩和促进职业发展，

量身定制了各种方案。

总之，整个 2013 年，临时秘书处继续侧重于智

能规划，以简化活动、加强协同效应和提高效率，
同时 予注重成果的管理以优先地位。 

、 平洋和
远
11.11%
(15.34%)

和

46.74%
(36.36%)

和
加 比
6.90%
(10.23%)

中 和

4.60%
(4.55%)

17.24%
(18.18%)

非
13.41%
(15.34%)

至2013年12月31日 地理 分列的
专业 类工作人员

（ 至2012年12月31日的 分 以括 表示。）

 

表 5. 工作部 分列的正式工作人员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部  专业人员 一  共计 
   事务人员 

评 科  4    1   5
国际监测系统 35 21 56
国际数据中心 67 14 81
现场视察 19 7 26
共计，核查工作类 125 (72.67%) 43 (48.31%) 168 (64.37%)

执行秘书 公室   3 2 5
内部审计   2 0 2
行政 24 28 52
法 和对外关系 18 16 34
共计， 核查工作类    47 (27.33%) 46 

(51.69%)
93 
(35.63%)

共计 172 8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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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中期

作为其战 规 的一部分，临时秘书处于 2013 年提出了一项新的中期战 ，该战 将

在四年期间指导其活动。

2014-2017 年中期战 界定了新的战 事项，在 筹委会及其附 机构提供的指

导时，它们将帮助界定工作方案和活动。临时秘书处承认，全球经 况和 政 缩

气 是其运行环境，该环境 完成筹委会的 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工作造成了资源方

面的限制。此外，临时秘书处自其成立以来取得的实质性成就使得越发有必要 重保

护筹委会在建立可靠的核查制度方面的投资。换 之，2014-2017 年的基本主题是成本

效益高和 政上可行的核查制度的可持续性。

了战 规 法和结构，以改 其相关性和成效及其组织重点。为了与执行秘书

的任期保持一致，该规 期从原来的 年减至四年。 对目前 政 缩的经 气 ，

中期战 试图推出新的 次序并重新确定 次序。在这方面，战 目标被减为两个，

而 2009-2013 年的中期计 中有 个。减少战 目标数目，将使临时秘书处将其工作

和资源集中在必不可少的关 事项上，同时通过进一步调整和集中有组织的活动，

极 取实现协同增效并提高效率。

新的战 目标有：(1) 核查制度的运行和维持，和 (2) 发展现场视察业务能力。这些反映

了筹委会的核心任务以及在执行任务时促进 性和提高效率及完整性的互补功能性

目标。

为了支持这些目标，将两种关 的战 推进手段确认为 事项：(1) 综合能力建设和

(2) 改 管理和协调。战 推进手段是直接适用于战 目标的实现和本组织 要任务的

工具和活动。

总之，这些战 目标和战 推进手段将在本中期战 期间指导临时秘书处确定其年度

方案和预 案的任务和活动。但是，每年将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运行背 重新确

定这些任务和活动的 次序。因此，将在年度《方案和预 》中规定成果管理制要素，

如产出和主要业绩指标，以确保 量和评估任务的质量方面。

临时秘书处未来数年有 运行下 的政 和 政背 将最终决定实施本中期战 及其

所 项目的实际进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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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合《国际公共部 会计
准 》的机构资 规划系统

自上一个报告期以来，实施符合《国际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机构资源

规划系统进展迅速。该项目成功地从 图阶段转

入实现阶段。

2013 年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数据清 、转换和

移。此外，针对各过程域确认并核准了必要的

功能规范，以确保最终的机构资源规划系统涵盖

筹委会的要求。

Capgemini、机构资源规划小组和业务流程所有

人定期开会，以确保最终解决方案适当体现所有

利益 关方的要求。此外，每月都举行指导委员

会会议，以监测进展情况。

2013 年编制了最终用户培训和专职工作人员一

培训的材料。该年下半年开展了基本的指导培

训活动，以便用户能在 2014 年第一季度进行验

收测试。

使用人工程序编制了 2013 年前三个季度符合《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此外，筹委会的

规章框架继续接受审查，以确保任何必要的更改

及时得到确认和核准。

该项目接近其最后制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将对

该系统进行广泛测试，以确保其全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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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条约》生效

《全面禁试条约》第 四条关系到《条约》的

生效。该条设想了为促进生效定期举行会议的

机制（通常被称为“第 四条会议”），但前提

是在《条约》开放供签署后的三年未举行会议。

1999 年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第 四条会议。

随后在 2001 年、2005 年、2009 年、2011 年和

2013 年在 约举行会议，2003 年和 2007 年在

维也纳举行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应 批准《条约》的多数国家请求

召开第 四条会议。批准国和签署国都参加这些

会议。决定由批准国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同时

签署国在会上表达的意见。非签署国、国际

组织和非政 组织应 以观察员 份出 会议。

第 四条会议讨论并决定可按照国际法采取

些措施，以加速批准进程，从而促进《条约》生效。

第 第 四条会议，2013 年 9 月在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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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 基文在 约宣布第 四条会议开 。

生效条件

《禁核试条约》生效的条件是其附件 2 所列所

有 44 个国家均批准《条约》。附件 2 所列国家

是指正式参加 1996 年裁军谈判会议《条约》谈

判最后阶段且当时拥有核能反应 或核研究反

应 的国家。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44 个国

家中有 36 个批准了《条约》。在有待批准《条

约》的附件 2 所列国家中，有 3 个国家尚未签署 

《条约》。

2013 年， 约

2013 年 9 月 27 日， 第 八 次 促 进 禁 核 试 条 约

生 效 会 议 在 纽 约 联 合 国 总 部 举 行， 表 明 了 国

际 社 会 一 直 致 力 于 实 现《 条 约 》 生 效 及 普 遍

加入的政治决心。在这次会议上，约 85 个签

署 国 共 同 审 查 进 展 情 况、 讨 论 战 略 并 协 调 努

力，以进一步支助《条约》及其普遍加入。批

准国、签署国和非签署国的许多外交部长和高

级 别 官 员 出 席 了 会 议， 其 中 包 括 来 自 生 效 尚

待其批准的五个国家的代表，这五个国家是 ：

中 国、 埃 及、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以 列 和 

美国。

除外交部长和高级别代表外，国际组织、专门机

构和非政 组织的官员出席了会 议 。  

共同主持会议

会 议 由 匈 牙 利 外 交 部 长 诺 斯· 马 尔 托 尼 先

生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外 交 部 长 马 蒂· 纳 莱 加 瓦

先 生 共 同 主 持。 这 反 映 了《 条 约 》 的 全 球

性。 马 尔 托 尼 先 生 在 其 开 场 讲 话 中 呼 吁“ 各

国 不 余 力 地 实 现《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 早 日 生

效。” 纳 莱 加 瓦 先 生 在 其 开 场 讲 话 中 强 调，

有 必 要“ 采 取 具 体 措 施， 加 速《 条 约 》 的  

生效。”

表示大力支持

这 次 会 议 的 特 点 是 许 多 人 表 示 大 力 支 持《 条

约 》 及 其 生 效， 包 括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基 文 先

生， 由 他 宣 布 会 议 开 。 他 吁 请 国 际 社 会 所

有 成 员“ 打 破 裁 军 进 程 的 局 ”， 并“ 确 保

《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生 效， 强 制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采 取 更 具 体 的 步 骤， 建 立 一 个 无 核 武 器  

世界”。

执行秘书拉希纳·泽波先生称《条约》是“多

边 体 系 中 的 一 结 力 量 ”， 并 且 注 意 到，

“《条约》生效的前景似乎比多年来都光明得

多。”自 2011 年第十四条会议召开以来，《条

约 》 增 加 了 一 个 签 署 国 和 六 个 批 准 国， 这 是

“一项 出的成就。”泽波先生说“下一步最

匈牙利外 部 （前排，左起第二 ）和印度尼西亚外 部
（前排，左起第三 ）在主持第 四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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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行 动 是 使 事 实 上 的 禁 止 核 试 验 规 范 成 为 一

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了 一 项《 最 后 宣 言 》， 该 宣 言

规定了 11 项实际措施，以加速批准进程并使

《 条 约 》 生 效。 这 些 措 施 包 括 支 持 双 边、 区

域 和 多 边 外 联 举 措、 能 力 建 设 和 培 训 活 动，

以 及 与 民 间 社 会、 国 际 组 织 和 非 政 组 织  

合作。

《 最 后 宣 言 》 吁 请 其 余 国 家 立 即 签 署 并 批 准

《条约》，并表示参与国承诺将不 余力并可

用手段鼓励更多国家签署和批准《条约》。《最

后 宣 言 》 还 认 识 到 实 现《 条 约 》 普 遍 批 准 和

促 进 其 核 查 制 度 在 运 行 方 面 准 备 就 绪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该 宣 言 强 调 了《 条 约 》 的 意 义， 指

出“ 作 为 国 际 核 裁 军 和 不 扩 散 制 度 的 核 心 要

素，《禁核试条约》的生效至关重要。”

此外，《最后宣言》认识到，设立知名人士小

组将有助于促进《条约》的目标并促进《条约》

早日生效。

监测技术的民用和科学 益，包括海啸预警，

都 得 到 了 。 还 认 识 到， 应 对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于 2013 年 2 月 12 日 宣 布 的 核

试 验 的 过 程 显 示 了《 禁 核 试 条 约 》 核 查 制 度

的实效。

 

人 小组

为 了 确 保 以 创 新 而 重 点 突 出 的 办 法 推 进 附

件 2 所 列 其 余 国 家 批 准《 禁 核 试 条 约 》，

2013 年 9 月 26 日， 联 合 国 纽 约 总 部 启 动 了

一 支 由 知 名 人 士 和 国 际 知 名 专 家 组 成 的 小

组。 知 名 人 士 小 组 将 凭 借 其 专 门 知 识、 经 验

和 政 治 立 场， 支 持 和 补 充 促 进《 条 约 》 生 效

的 工 作， 以 及 重 振 国 际 努 力 以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该 小 组 将 利 用 区 域 共 识 和 专 门 知 识 促 进

各 区 域 领 导 人 的 对 话， 并 且 在 国 际 会 议 和

其 他 活 动 中 传 播 关 于《 禁 核 试 条 约 》 的 信

息。 第 十 四 条 会 议 的 主 席， 即 匈 牙 利 外 交

部 长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外 交 部 长 是 知 名 人 士 小

组 的 当 然 成 员。 除 第 十 四 条 会 议《 最 后 宣

言 》 给 予 了 广 泛 支 持 外， 知 名 人 士 小 组 还 得

到 了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A/RES/68/68 号 决 议 的  

核可。

人 小组和执行秘书拉希那 · 泽博在 约联合国总部，2013 年 9 月。

70 • 进

Annual Report 2013 pages 39-79.out.indd   71 2014/7/17   17:48:14



72 • 进

地的 体报道

媒体的积极报道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宣传。在筹备

阶段，出版了若干由知名人士 写的专 文章和

媒体公告，包括美国报纸 上 登

的由会议联合主席 写的文章。在会议召开前和

召开间 举行了记者 待会（包括在禁止核试验

国际日之际）。在一个专题网 上提供了实时视

频、视频— 频录 、图片材料和文字。通过

Twitter 覆盖了 200 多万在线受众。纸媒和广播

媒体，包括若干附件 2 所列国家媒体都报道了这

次会议、几内亚比绍和伊拉克的批准以及知名人

士小组的设立。

印发了 核 特 ，其中有一

本关于知名人士小组的特别小册子。还制作了一

段视频介绍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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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及利 1996年10月15日 2003年7月11日
根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4日
大利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9日
地利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3月13日
加 国 1996年10月24日 2000年3月8日

比利时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6月29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24日

保加利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9月29日
加 大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18日

利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7月12日
中国 1996年9月24日

比 1996年9月24日 2008年1月29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果民主共和国 1996年10月4日 2004年9月28日
及 1996年10月14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月15日
法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4月6日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8月20日
利 1996年9月25日 1999年7月13日

度

度 1996年9月24日 2012年2月6日

斯 共和国 1996年9月24日

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以 列 1996年9月25日
意大利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2月1日
日本 1996年9月24日 1997年7月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5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3月23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7月15日

基斯
秘 1996年9月25日 1997年11月12日
波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5月25日
大 民国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9月24日
罗马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5日
俄罗斯联邦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6月30日
斯 克 1996年9月30日 1998年3月3日

非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3月30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31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2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1日

耳其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2月16日
克 1996年9月27日 2001年2月23日

联合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4月6日
利 合众国 1996年9月24日

越 1996年9月24日 2006年3月10日

签署和批准

《条约》生效所需批准国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6 个 批准 41 个 签署    3 个未签署    8 个未批准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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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路斯 1996年9月24日 2003年7月18日
克共和国 1996年11月12日 1997年9月11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果民主共和国 1996年10月4日 2004年9月2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21日

布提 1996年10月21日 2005年7月15日

多 克

多 加共和国 1996年10月3日 2007年9月4日

多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11月12日

及 1996年10月14日

多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9月11日

几内 1996年10月9日

立特里 2003年11月11日 2003年11月11日

1996年11月20日 1999年8月13日
俄比 1996年9月25日 2006年8月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6年10月10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月15日

法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4月6日
加 1996年10月7日 2000年9月20日

比 2003年4月9日
格 1996年9月24日 2002年9月27日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8月20日
加纳 1996年10月3日 2011年6月14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4月21日
格林纳达 1996年10月10日 1998年8月19日

地马 1999年9月20日 2012年1月12日
几内 1996年10月3日 2011年9月20日
几内 比绍 1997年4月11日 2013年9月24日

2000年9月7日 2001年3月7日
海地 1996年9月24日 2005年12月1日

罗马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7月18日

都 斯 1996年9月25日 2003年10月30日
利 1996年9月25日 1999年7月13日

冰岛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6月26日
度

度 1996年9月24日 2012年2月6日

斯 共和国 1996年9月24日
克 2008年8月19日 2013年9月26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7月15日

以 列 1996年9月25日

  

《条约》签署和批准 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2003年9月24日 2003年9月24日
1996年9月27日 2003年4月23日

及利 1996年10月15日 2003年7月11日
安 1996年9月24日 2006年7月12日
安 1996年9月27日
安提 和 布达 1997年4月16日 2006年1月11日

根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4日
1996年10月1日 2006年7月12日

大利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9日
地利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3月13日

1997年7月28日 1999年2月2日
马 2005年2月4日 2007年11月30日

林 1996年9月24日 2004年4月12日
加 国 1996年10月24日 2000年3月8日

多斯 2008年1月14日 2008年1月14日
俄罗斯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9月13日

比利时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6月29日
利 2001年11月14日 2004年3月26日

1996年9月27日 2001年3月6日
不
多民 利维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4日
波斯 和 维 1996年9月24日 2006年10月26日

纳 2002年9月16日 2002年10月2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24日

文 达 国 1997年1月22日 2013年1月10日
保加利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9月29日
布基纳法 1996年9月27日 2002年4月17日
布 1996年9月24日 2008年9月24日

1996年9月26日 2000年11月10日
2001年11月16日 2006年2月6日

加 大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18日
得 1996年10月1日 2006年3月1日

中非共和国 2001年12月19日 2010年5月26日
得 1996年10月8日 2013年2月8日
利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7月12日

中国 1996年9月24日
比 1996年9月24日 2008年1月29日

科 罗 1996年12月12日
果 1997年2月11日
克 岛 1997年12月5日 2005年9月6日
斯达 加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9月25日

科特 1996年9月25日 2003年3月11日

克罗地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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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意大利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2月1日
加 1996年11月11日 2001年11月13日

日本 1996年9月24日 1997年7月8日
约旦 1996年9月26日 1998年8月25日

克斯 1996年9月30日 2002年5月14日
1996年11月14日 2000年11月30日

基里 斯 2000年9月7日 2000年9月7日
科 特 1996年9月24日 2003年5月6日

斯斯 1996年10月8日 2003年10月2日

 人民民主共和国 1997年7月30日 2000年10月5日

维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11月20日
2005年9月16日 2008年11月21日
1996年9月30日 1999年9月14日

利比里 1996年10月1日 2009年8月17日
利比 2001年11月13日 2004年1月6日
列支 1996年9月27日 2004年9月21日
立 1996年10月7日 2000年2月7日

森堡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5月26日
马达加斯加 1996年10月9日 2005年9月15日
马 维 1996年10月9日 2008年11月21日
马来 1998年7月23日 2008年1月17日
马 代夫 1997年10月1日 2000年9月7日
马里 1997年2月18日 1999年8月4日
马耳他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7月23日

 马绍 岛 1996年9月24日 2009年10月28日
里 1996年9月24日 2003年4月30日
里求斯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5日

 密克罗 联邦 1996年9月24日 1997年7月25日

纳 1996年10月1日 1998年12月18日
1996年10月1日 1997年8月8日
2006年10月23日 2006年10月23日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4月17日

比克 1996年9月26日 2008年11月4日
1996年11月25日

纳 比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6月29日
2000年9月8日 2001年11月12日

1996年10月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3月23日
新 1996年9月27日 1999年3月19日

加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12月5日
日 1996年10月3日 2002年9月9日

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日利 2000年9月8日 2001年9月27日
2012年4月9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7月15日
1999年9月23日 2003年6月13日

基斯
2003年8月12日 2007年8月1日

马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3月23日
 布 新几内 1996年9月25日

1996年9月25日 2001年10月4日
秘 1996年9月25日 1997年11月12日

宾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2月23日
波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5月25日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6月26日
1996年9月24日 1997年3月3日

大 民国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9月24日
多 共和国 1997年9月24日 2007年1月16日

罗马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5日
 俄罗斯联邦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6月30日

达 2004年11月30日 2004年11月30日
基 和 维斯 2004年3月23日 2005年4月27日

1996年10月4日 2001年4月5日
文森特和格林纳 斯 2009年7月2日 2009年9月23日

1996年10月9日 2002年9月27日
马力诺 1996年10月7日 2002年3月12日
多 和 林 比 1996年9月26日
特
内加 1996年9月26日 1999年6月9日

 维 2001年6月8日 2004年5月19日
1996年9月24日 2004年4月13日

利 2000年9月8日 2001年9月17日
新加 1999年1月14日 2001年11月10日
斯 克 1996年9月30日 1998年3月3日
斯 文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8月31日
所罗门 岛 1996年10月3日

马里
非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3月30日

a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7月31日
斯里 1996年10月24日

2004年6月10日 2004年6月10日
里 1997年1月14日 2006年2月7日

斯 1996年9月24日

161 个 批准 183 个 签署    13 个未签署    35 个未批准   

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路斯 1996年9月24日 2003年7月18日
克共和国 1996年11月12日 1997年9月11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果民主共和国 1996年10月4日 2004年9月2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21日

布提 1996年10月21日 2005年7月15日

多 克

多 加共和国 1996年10月3日 2007年9月4日

多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11月12日

及 1996年10月14日

多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9月11日

几内 1996年10月9日

立特里 2003年11月11日 2003年11月11日

1996年11月20日 1999年8月13日
俄比 1996年9月25日 2006年8月8日

1996年9月24日 1996年10月10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月15日

法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4月6日
加 1996年10月7日 2000年9月20日

比 2003年4月9日
格 1996年9月24日 2002年9月27日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8月20日
加纳 1996年10月3日 2011年6月14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4月21日
格林纳达 1996年10月10日 1998年8月19日

地马 1999年9月20日 2012年1月12日
几内 1996年10月3日 2011年9月20日
几内 比绍 1997年4月11日 2013年9月24日

2000年9月7日 2001年3月7日
海地 1996年9月24日 2005年12月1日

罗马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7月18日

都 斯 1996年9月25日 2003年10月30日
利 1996年9月25日 1999年7月13日

冰岛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6月26日
度

度 1996年9月24日 2012年2月6日

斯 共和国 1996年9月24日
克 2008年8月19日 2013年9月26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7月15日

以 列 199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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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国 国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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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12月2日
1996年9月24日 1999年10月1日

利 共和国
克斯 1996年10月7日 1998年6月10日

国 1996年11月12日

  前 斯 夫的马其 共和国 1998年10月29日 2000年3月14日

2008年9月26日
多 1996年10月2日 2004年7月2日

加
特立 达和多 2009年10月8日 2010年5月26日

斯 1996年10月16日 2004年9月23日
耳其 1996年9月24日 2000年2月16日

斯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2月20日
图

国家 签署日期 批准日期

干达 1996年11月7日 2001年3月14日
克 1996年9月27日 2001年2月23日

联合 长国 1996年9月25日 2000年9月18日
联合 国 1996年9月24日 1998年4月6日

联合共和国 2004年9月30日 2004年9月30日
利 合众国 1996年9月24日

1996年9月24日 2001年9月21日
别克斯 1996年10月3日 1997年5月29日

努 图 1996年9月24日 2005年9月16日
  委内   

利 共和国 1996年10月3日 2002年5月13日

越 1996年9月24日 2006年3月10日
也门 1996年9月30日

比 1996年12月3日 2006年2月23日
布 199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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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洋和远
32 国

29 国
22 国

非  
54 国

51 国
42 国

国

  
23 国

23  国
23 国

国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28 States)

28 Signatories
27 Ratifiers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32 States)

28 Signatories
20 Ratifiers

和加 比
33 国

31 国
31 国

国

国
国

中 和  
26 国

21 国
16 国

国

国
国

和  
28 国

28 国
27 国

28 国

28 国

国
国

按地理区 列示的《条约》签署和批准 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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