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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3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根据《公约》第 5 条请求延长完成销毁杀伤 
人员地雷的期限内容提要 

丹麦提交  *  

背  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丹麦西海岸斯卡灵根半岛整个地区都埋设了杀

伤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目前半岛上还剩一个雷区。  

人道、社会和经济影响  

 2.  斯卡灵根最后一个雷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很小。虽然游客不能步行到斯卡

灵根半岛南端，埃斯堡的小船不能在此着陆，猎人不能在有关地区打猎，但都对当

地社区没有任何经济影响。而且，1946 年以来斯卡灵根从未有过地雷事故的报告。 

国家排雷方案下的工作筹备及现状  

 3.  在雷患区周围建立了围栏，以确保有效防止平民和家畜进入。新围栏建于

2005 年。在 2005 年底以前，丹麦历经一系列不同程序，以找出有权管理履行第 5

                                                 
*  迟交，秘书处收到后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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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义务任务的恰当的主管部门。2005 年底确立了项目的组织架构。斯卡灵根排雷活

动的主管部委是交通部。丹麦海岸管理局则负责项目的组织，有权将任务分配给民

间承包商，进行协调并管理各个项目。此外，2005 年 11 月，丹麦议会在 2006 年财

政法案中就斯卡灵根问题达成国家政治协议。  

 4.  2006 年以来，丹麦大幅度减少了雷患区：  

(a) 在公约生效之时，斯卡灵根半岛雷患区总面积为 186 公顷，最早是根据

德国 1944 年地雷报告确定的，1947 年由排雷工作队进行了标记。  

(b) 1946 年清理了大片雷区，但由于主要为沙丘和盐碱湿地地区的排雷和

质量控制有很大困难，在一部分雷区周围修建了围栏，未进行排雷。  

(c) 为实际操作目的，将斯卡灵根的疑似雷区分为三个小区 1 号区、2 号区、

3 号区。  

(d) 1 号区于 2006 年由英国承包商“欧洲土地解决商” (European Land 

Solutions)进行了排雷，19 公顷的海岸和沙丘被解除危险，共计销毁 14

枚杀伤人员地雷、21枚反坦克地雷和 32枚其他装置(引信或未爆炸弹药)。 

(e) 2 号区由丹麦公司 Minegruppen 于 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进行了排

雷，解除危险的面积为 47 公顷，为自然环境敏感并受高度保护地区，

共计销毁 13 枚杀伤人员地雷、5 枚反坦克地雷以及 131 枚其他装置(雷

管、炸药或未爆炸弹药)。  

 5.  1 号区和 2 号区的排雷工作都采用了种种深探设备进行金属探测，通过点

目标挖掘和/或筛出而予以清除。所有爆炸品在发现或收集到后予以销毁，销毁地点

应位于斯卡灵根的一个中央爆破场。  

 6.  丹麦以《国际排雷行动标准》为基础制订了斯卡灵根半岛排雷标准。对前

两个地区的排雷标准作了调整，以适应排雷工作具体环境。基于从 1 号区取得的经

验，对 2 号区的标准作了略微调整。将来在清理 3 号区之前将对标准进行审查和重

拟，以便其适应新行动区的情况，同时仍然符合《国际排雷行动标准》。排雷工作

有广泛的质量管理制度，确保其在《国际排雷行动标准》的框架下并按照项目的具

体技术准则进行，同时要符合丹麦法律规定。这包括从已完成地区中进行最终质量

控制取样。  

 7.  为了确保斯卡灵根半岛排雷行动的质量，丹麦海岸管理局在招标文件中列

出了对承包商的质量管理要求。丹麦海岸管理局承包给质量审计事务所 (1 号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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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con, 2 号区为 Bureau Veritas)，审计事务所与丹麦海岸管理局的质量经理合作，

根据承包商的建议和标准操作程序对其进行组织认证。丹麦海岸管理局和外部审计

人员监督排雷行动，检查此类排雷行动取得的大量数据记录。此外，如果承包商的

设备通过斯卡灵根试验证明，即予以认证。  

 8.  关于 1 号区和 2 号区排雷行动拨款，2005 年国家政治协议批准拨款 8600 万

丹麦克朗，以清理斯卡灵根半岛上的沙丘和海滩。2006 年又拨款 3200 万丹麦克朗。 

 9.  预计延长期内需清理的剩余雷区总面积约为 120 公顷。  

阻碍因素  

 10.  阻碍丹麦在《公约》生效十年内履行第 5 条规定义务的因素如下：  

(a) 3 号区的危险解除将基于对该地区的进一步调查、地雷状态以及区域

环境影响。  

(b) 时间安排还要取决于取得环境主管部门同意的程序。关键问题之一在

于 3 号区是否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可能还需要环境主管部门

发放单独的技术调查许可。  

(c) 雷区位于国际著名的 Waddensee 区，这是《拉姆萨尔公约》和欧洲联

盟《鸟类和生境指示》指定的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特别保护区，因此受

到最严格的国际和国家法律保护，禁止进行有可能干扰或破坏优质自

然环境的活动。  

(d) 基于影响分析，丹麦环境主管部门批准了 1 号区和 2 号区排雷项目，

条件是须遵守若干限制和建议。其中包括重建沙丘、注意防止沙滩流

失、采取措施使沙丘和海边沙滩相分离、限制使用通道等等。行动规

划中最严格的措施包括从 4 月 1 日到 8 月 1 日在行动地区的南部禁止

车辆通行和使用炸药。  

(e) 对 2 号区南部实施的环境限制措施在 3 号区会有很多问题。将来的排

雷行动从 4 月到 8 月将不得不停止，以免干扰受保护珍稀繁殖鸟的栖

息地。而根据气候条件，并且由于本区有很大一部分在全年其它时间

处于水下，因此这几个月是排雷行动效率最高的时期。因此，除了工

作时间从全年减为 8 个月以外，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也将大大降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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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 4 个月受限外，每年由于天气条件还有一到两个月的停工期。而

且，每年的开工和停工将增加项目费用，并可能妨碍人员持续性。此

外，在盐渍草地实现排雷而不令其严重恶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很

可能不符合《生境指示》和《拉姆萨尔公约》的规则。  

(f) 目前掌握的 3 号区资料不足以确定这一地区地雷布设数量和范围，因

为地雷是随意埋设的。战后曾进行部分排雷但没有记录下来。此外，

该地区位于自然环境非常活跃的地带，地面由于沙丘运动而随时间推

移出现起伏。本地区很大一部分是沼泽生境，极其敏感，是限制进入

地区。众多国际保护机制如《拉姆萨尔宣言》、欧盟《鸟类和生境指

示》以及“自然 2000”等都有关于这一地区的限制规定。  

(g) 丹麦政府最近同意对 3 号区进行调查研究，说明本地区可能的清理程

序，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环境的方方面面，以确保作出能够使丹麦履行

《渥太华公约》义务的决定。  

提议的延长期限  

 11.  由于要清理地区的复杂性，丹麦请求将期限延长 22 个月。丹麦请求将期

限延长到 2011 年 1 月 1 日，从而保证完成技术调查、环境影响评估和公开协商，

制定丹麦最后一个雷患区的排雷计划，并且进入招标程序，以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查

和其他准备工作 (例如本案中需修订国家标准)。这样丹麦就能够制订一个计划，完

成销毁雷区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丹麦将于 2010 年年中提交另

一项请求，以便在第十一届缔约国会议上审议。该延期请求将包括最终时间安排以

及基于技术调查所得事实和数据制订的完成销毁雷区所有杀伤人员地雷工作的全

面排雷计划等等，以履行丹麦根据《渥太华公约》第 5 条承担的义务。  

提议延期原因  

 12.  根据政治协议，3 号区的排雷时间和办法将在 1 号区和 2 号区清理完毕解

除危险之后决定，以 1 号区和 2 号区的排雷经验以及对剩余地区的进一步调查为基

础，包括地雷状态和地区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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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丹麦政府最近批准在 3 号区进行技术调查，以划出问题范围，确定本地区

排雷程序，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环境的方方面面，从而确保作出能使丹麦履行《公约》

义务的决定。  

 14.  对 3 号区的进一步分析正在进行，预计将在本年底之前完成。在规划下一

步进程时必须极其谨慎，找出就环境而言健全合理的解决办法，因为存在对南斯卡

灵根极其敏感的自然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的严重风险。而且，调查工作应为缩

小无地雷或其它爆炸危险的区域提供基础。因此应当强调，3 号区的调查是一项持

续工作，需要考虑到，3 号区相对于 1 号区和 2 号区而言在地形上有显著差别，自

然环境极其敏感。由于研究正在进行，无法作出最终评估以确定实际工作期限。最

主要的障碍是要考虑可能的反对意见，有可能在按规定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公开协商

后产生，所有这些都是丹麦政治进程的重要和必要内容。  

 15.  丹麦承诺在初步调查完成后一年内向缔约国提交初步调查结论全面状况

报告。该提议是为了确保尽可能早日向缔约国提供所有有关资料。此外，已经邀请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参加 3 号区初步调查活动，并以顾问身份参加清理斯

卡灵根半岛剩余雷患区工作的规划，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吸收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

雷中心的重要知识。上述内容构成下表所列的(丹麦延期请求)期限。  

2009年 3月 1日 原定期限。 

2008年 8月至 2010年 6月 地区技术调查；环境影响评估，包括相关利益方公开协商、

制订任务说明和界定排雷标准。 

2010年 6月 在此基础上提交新请求。 

2010年 11月/12月 第十届缔约国会议审议新请求。 

2011年 1月 1日 第一次延期期限。 

暂时未定，但在 2019年以前 第二次延期期限，将确保丹麦完成销毁丹麦领土上的全部杀

伤人员地雷，从而履行《渥太华公约》义务。最后清理斯卡

灵根半岛 3号区。 
 

现有财政和技术手段  

 16.  本地区必要的排雷工作将由民间承包商进行。将通过与 1 号区和 2 号区类

似的招标程序确定承包商。在目前阶段无法详细说明 3 号区所需的人员或装备。丹

麦海岸管理局将在招标书中说明任务和排雷标准，承包商必须在投标书中介绍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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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的能力，包括必要的人力和装备。而且，时间安排取决于取得环境主管部门

同意的程序。关键问题之一是 3 号区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可能需要从环境主管

部门获得单独的技术调查许可。  

 17.  丹麦政府将承担排雷行动费用。目前为 3 号区技术调查拨出了 240 万丹麦

克朗。但是资金的分配需等待列出时间表和排雷计划，后者将基于对剩余地区的进

一步调查、地雷状态以及地区环境因素制定。  

环境影响  

 18.  盐渍草地仍然看得出 1940 年代排雷留下的印迹和伤痕。今天，这些盐渍

草地是 Waddensee 最好的盐渍草地之一，要进行排雷而又丝毫不损害这些草地似乎

是不可能的。因此环境保护者敦促拿出一个解决办法，既能够履行《公约》义务，

同时鉴于该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地位，对斯卡灵根南部非常独特的环境带来最低限度

的影响。  

 19.  此外，由于在 2005 年修建了新围栏，因此这一地区不再放牧家畜，而此

前牛羊一直在此地区放养。由于没有放牧，对这里的植被造成了破坏性的改变，因

为盐渍草地和沙丘地区的高密植物过度生长，不适合珍稀鸟类，而后者正是国际上

将该地区指定为自然保护区的原因所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