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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会议 
2010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3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 
根据第 5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对丹麦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地雷销
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丹麦于 1998 年 10 月 8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1999 年 3 月 1 日对丹
麦生效。在 1999年 8月 27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丹麦报告了在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内有或被怀疑内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丹麦有义务在 2009 年 3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丹麦认

为自己无法按期完成，向 2008年第九届缔约国会议提出了将期限延长 22个月至
2011年 1月 1日的请求。第九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该请求。 

2.  第九届会议在 2008 年批准请求时指出，《公约》生效后迟迟没有开展清除
工作是丹麦难以按期履行其在《公约》第 5条下承担的义务的一个原因，但欢迎
自 2005 年以来开展的排雷努力。第九届会议还指出，一个缔约国在《公约》生
效近 10 年之后仍不能确知将如何进行余下的工作，这也许令人遗憾，但让人欣
慰的是，丹麦将在为时 22 个月的延长期内查明余下挑战的确切范围并据此制定
计划，以准确预计完成第 5条规定的清除工作所需的时间。在此方面，第九届会
议指出，丹麦应当只请求给予评估相关事实并据以制定切合实际的前瞻性计划所

需的时间。第九届会议还指出，丹麦请求延长的期限为 22 个月，这意味着从提
出请求之日起，丹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查明余下的挑战、制定详细的计划和

提交第二次延期请求。 

3.  2010年 6月 18日，丹麦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出延长 2011年 1月 1日期
限的请求。丹麦请求延期 18个月，至 2012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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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请求与 2008 年批准的初次请求一样，指出有 140 万枚地雷主要埋设在沿
海一带以及北海沿岸西日德兰南部一个名叫斯卡灵根、长度为 10 公里的半岛
上。1945年至 1947年间，丹麦境内估计埋设的 140万枚地雷中，有大约 99%被
清除，其余的位于斯卡灵根半岛。该请求指出，雷区是根据德国 1944 年的地雷
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该区域进行的排雷作业报告以及可在该地域找到

的旧的标杆和不动点来确定的。该请求还指出，然后将所汇编的资料与现代地图

作了比较，以确定余下的受影响地区。 

5.  该请求回顾，在丹麦签署《公约》时，仍然怀疑埋有地雷的区域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米，涵盖斯卡灵根半岛上的海滩、沙丘和沼泽地。将现代地图与旧的
标杆和不动点以及雷场记录进行比较后，疑似雷区被减至 186万平方米。该请求
还回顾，为了作业目的，斯卡灵根的疑似雷区被分为三个小区――1 号区(190,000
平方米)、2号区(470,000平方米)和 3号区(1,200,000平方米)。 

6.  该请求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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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了 190,000 平方米的海滩和沙丘，共计销毁 14
枚杀伤人员地雷、21 枚反坦克地雷、21 个地雷部件(如雷管或炸药)和 11 枚未爆
炸弹药。该请求还回顾，2 号区由丹麦公司 Minegruppen 于 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进行了排雷，又释放了 470,000 平方米的海滩和沙丘，共计销毁 13 枚杀
伤人员地雷、5枚反坦克地雷、129个地雷部件和 2枚未爆炸弹药。 

7.  负责分析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请求的缔约国(下称“分析小组”)回
顾，在 2008 年批准的丹麦的初期请求中，丹麦承诺在提出请求后至 2010 年 6
月期间开展下列活动：(a) 技术调查，(b) 环境影响评估，包括公共协商活动，
(c) 阐明要执行的任务，以及(d) 界定释放标准。此次请求则：(a) 指出 2008-
2009 年间，丹麦完成了对有关区域的技术调查；(b) 列出了调查内容；(c) 含有
威胁评估报告(包括地雷类型、数量、分布、深度和功能的详细情况)；并(d) 说
明了排雷要求和方法。该请求还指出，丹麦环境主管部门批准了排雷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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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小组还注意到，丹麦指出已经

履行了在初次请求中作出的承诺。 

8.  该请求指出，丹麦在初次请求获准后，即开始寻找符合标准的公司来开展 3
号区的排雷工作，最后选定了 Damasec J. Jensen 集团，该集团由两家公司――
Damasec公司和 J. Jensen公司组成。 

9.  如前所述，丹麦请求延长 18 个月(至 2012 年 7 月 1 日)。该请求指出，
Damasec J. Jensen 集团最初的时间表是计划在 2011 年 4 月完成排雷作业，比丹
麦海岸管理局在招标书中给出的期限早 8 个月。该请求进一步指出，如果能在
2011 年 12 月的期限之前完成排雷工作，则该区域的释放时间将早于 2012 年 7
月。该请求还指出，作业计划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每年 4月 1日至 8月 1日在
作业地区的南部禁止车辆通行和使用炸药。此外，该请求指出，如果承包商在受

此限制的地区有所延误，可能会大大影响完工日期，延误数周就可能意味着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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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推迟 6个月。分析小组注意到，尽管丹麦预计有可能比请求延长的期限提
前 6个月释放有关区域，但结合上述种种因素，丹麦所请求的日期看来是经过慎
重考虑的。 

10.  该请求指出，约 1,200,000 平方米的剩余区域由五种不同的地形组成：
92,000 平方米沙丘或堤坝、66,000 平方米被沙丘覆盖的沼泽地、683,000 平方米
低位沼泽地、291,000 平方米高位沼泽地和 80,000 平方米海滩。该请求还指出：
堤坝/沙丘和被沙丘覆盖的沼泽地将采用筛查法处理；低位沼泽地和海滩将采用
地理测绘和数据记录式金属探测法处理；高位沼泽地将用金属探测法处理。该请

求列出了一些表格，说明将在延长期内开展的活动：(a) 2010年 5月至 2010年 7
月进行作业单位动员；(b) 2010年 7月至 2010年 12月，丹麦将对需要车辆进入
以及需要筛查堤坝和沙丘、进行沙滩排雷和低位沼泽排雷的地区开展地面探测；

(c) 2011 年，丹麦将开展与堤坝和沙丘筛查、低位沼泽地排雷和高位沼泽地排雷
有关的活动。该请求还指出，2012年 1月至 2012年 6月，丹麦打算开展质量控
制工作，并在必要时利用这一期间作为弥补延误的缓冲期。 

11.  该请求指出，丹麦以《国际排雷行动标准》为基础制定了斯卡灵根半岛排
雷标准。对前两个地区的排雷标准作了调整，以适应排雷作业的具体环境。该请

求还指出，根据 1号区取得的经验，对 2号区的标准作了微调，并对 3号区的标
准进行了审查和重拟，以使其适应新作业区的情况，同时仍然符合《国际排雷行

动标准》。 

12.  该请求指出，排雷作业有广泛的质量管理制度，以确保其在《国际排雷行
动标准》框架下按照项目的具体技术准则进行，并符合丹麦立法(特别是对处理
和储存爆炸物规定的限制以及丹麦具体的健康和安全条例)。该请求还指出，在
对承包商的资格预审申请书、建议书和标准作业程序进行评价后，对其予以了认

可，丹麦海岸管理局还在招标文件中列出了对承包商的质量管理要求。该请求另

外指出，丹麦海岸管理局与一个外部质量审计机构(必维国际检验集团)订立了合
同，二者将对排雷作业进行监督，并检查所记录的数据。 

13.  如 2008 年获准的初次请求一样，该请求指出，丹麦 2005 年为 1 号区和 2
号区的排雷作业批款 8,600 万丹麦克朗(约合 1,432.5 万美元)，后来又批款 3,200
万丹麦克朗(约合 538.1 万美元)。分析小组回顾，初次请求还指出，为 3 号区的
技术调查拨出了 240 万丹麦克朗(约合 455,000 美元)。此次请求指出，为排除 3
号区的地雷，丹麦政府已拨款 980 万美元(约合 1,690 万美元)。分析小组注意到
丹麦为履行第 5条义务而在最初投入的大量资金和后来作出的资金承诺。 

14.  该请求回顾了丹麦 2008 年获准的初期请求中所指出的妨碍丹麦在《公约》
生效后的最初十年间开展清除工作的种种因素。 

15.  该请求指出，剩下的雷区不涉及人道主义问题。该请求还指出，1 号区和 2
号区被释放后，人员已经可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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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该请求还包括其他一些可有助于各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请求的相关资料，包
括对剩余危险的详细评估、有关区域的地图和该区域发现的地雷情况照片。作为

对丹麦专家和分析小组之间非正式讨论的答复，丹麦提供了详细的承包商初步工

作计划。 

17.  分析小组注意到，如第九届缔约国会议的决定所载，丹麦履行了明确余下
的挑战、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提出第二次延期请求等承诺，从而证明，如果一个缔

约国的情况与丹麦 2008 年的情况相似，应当只请求给予评估相关事实并据以制
定切合实际的前瞻性计划所需的时间。 

18.  分析小组注意到，丹麦提出的计划具有可行性，并且全面、完整。 

19.  分析小组注意到，请求中所载的时间表和承包商的初步工作计划中所载的
时间表将大大有助于丹麦和所有缔约国评估延长期内清除工作的进展情况。在这

方面，分析小组指出，丹麦若在常设委员会会议和缔约国会议上就这些时间表提

供最新信息，将会使双方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