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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柬埔寨 

临时议程项目 7 和 11 

介绍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及对这些请求的分析 

审议缔约国根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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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提交* 

1. 尼日尔签署并批准了大多数关于武器问题的公约，特别是关于地雷的公约。

事实上，尼日尔共和国于 1999 年 3 月 23 日批准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公约于 1999 年 9 月 1 日对尼日尔生效。尼日尔是最早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尼日尔也是《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公约》及其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2. 根据《公约》第 5 条，尼日尔应在 2009 年 9 月 1 日之前确认指定区域是否

存在杀伤人员地雷，并在确认存在杀伤人员地雷的情况下销毁在该区域发现的所

有杀伤人员地雷。 

3. 自 2007 年 2 月以来，由于武装运动开展的暴力行动，尼日尔共和国陷入不

安全局势。在这些行动中布设了地雷，给当地居民的行动和发展伙伴造成了困

难。这场冲突还导致了多起反车辆地雷造成的事故。 

4.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一直面临爆炸装置，特别是简易爆炸装置的

威胁。由于武装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人道主义机构因为担心地雷、战争遗留爆

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而难以进入迪法和蒂拉贝里大区。自 2015 年以来，已记录

了数百起爆炸装置造成的事件(参见：2020 年蒂拉贝里、塔瓦和迪法大区地雷、

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情况评估报告)。 

5. 对于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尼日尔通过国家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委员会在

2016 年和 2020 年开展了国家评估团调查。根据这些评估结果，大多数爆炸装置

是由受害者引爆的，国防和安全部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信息。这些由受害者

引爆的装置显然符合杀伤人员地雷的定义。 

  

 * 本文件印发前未经正式编辑。 

  APLC/CONF/2024/WP.1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第五次审议会议 

5 September 202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APLC/CONF/2024/WP.1 

2 GE.24-15902 

6. 爆炸装置的情况使生活在受简易爆炸装置影响地区的 20 多万人处于危险之

中。与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事件频发，也限制了平民在通往每周市场和各市/省

首府的道路上的行动。 

7. 与杀伤人员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相关的事故不仅对受害者

造成影响，也对社区和国家经济造成影响。这些威胁会造成以下后果： 

一. 限制货物和人员流动； 

二. 阻碍和减缓恢复和平与安全的进程； 

三. 阻止进入农业所需用地； 

四. 阻止或限制获得水源、资源、基础设施和通信线路(道路、输电线等)； 

五. 限制学校空间，甚至阻碍学校活动恢复。 

8. 2011 年，在尼日尔北部冲突和利比亚危机导致安全局势发生变化后，尼日

尔进行了一次评估团调查。随后在 2014 年 5 月，非技术勘察和技术勘察证实，

在阿加德兹大区北部比尔马省(迪尔库)的马达马军事营地有一处 ID51杀伤人员雷

场。 

9. 在这种情况下，尼日尔请求并获准将处理这些地雷的期限延长两年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0. 这一延期请求是基于 2,400 平方米面积的排雷工作提出的。但是，尼日尔专

家进行的技术勘察查明了 39,304 平方米的地雷污染范围，2015 年在旁边又发现

了一个埋有不同地雷(杀伤人员地雷、反坦克地雷)的混合雷区，面积约有 196,243

平方米。 

11. 为了履行对《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承诺，尼日尔从 2014 年 11 月起，

利用本国自有资金，部署了一支由 60 多名排雷人员组成的扫雷队，从而清除了

雷区，并将马达马营地扩大为一个营。 

12. 第二次延期请求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提出这一延期请求是为了清理

马达马营地 39,304 平方米和毗邻区 196,243 平方米的雷区。 

13. 目前，已经完全清除了39,304平方米的雷区和毗邻区18,483平方米的雷区。

有待清理的剩余面积超过 177,760 平方米。这一区域已用带刺铁丝网做了标记和

围栏。 

14. 所涉区域位于尼日尔边境地区，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而且受到沙尘暴、酷

热和严寒等气候灾害的影响。此外，从尼亚美去往马达马的行程只能每周一次在

军队护送下进行。国家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委员会缺乏充足资源，还必须处理其

他优先事项，如打击非法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团体。 

15.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但应当指出的是，妨碍活动顺利进行的唯一风险因素首

先是缺乏资金，而且遗憾的是，合作伙伴没有为这些行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

援助。 

16. 另一个风险因素是不安全，因为在该国境内以及与某些邻国接壤的边界存在

恐怖主义威胁。对于这种有时无法预测的不安全因素，国家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

委员会采取了适当的缓解措施，包括设立一个强化安保队伍，从事人道主义排雷

并寻求当地民众的合作。 



APLC/CONF/2024/WP.1 

GE.24-15902 3 

17. 此外，考虑到当前的污染范围，尼日尔无法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承

诺。因此，尼日尔起草拟订了第四次延期请求，请求将最后期限再延长五年，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以便清除这些杀伤人员地雷。 

18. 为筹备余下的工作，尼日尔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根据《国际地雷行动标准》起草国家标准； 

二. 对排雷人员进行培训和再培训； 

三. 培训和部署社区联络干事； 

四. 起草标准作业程序； 

五. 购置更多的排雷技术设备； 

六. 清理的面积：00 平方米； 

七. 清除和销毁的地雷数量：00。 

19. 已经制定了为期五年的马达马区排雷工作计划。尼日尔财力虽小，但具有在

五年内为该方案提供 500,000 美元部分资金的政治意愿。尼日尔请国际社会为该

方案的其余部分提供 2,373,500 美元。鉴于该地区的诸多困难，还需要先进的技

术设备，如防护设备、探测设备和车辆等。 

20. 工作计划的预期成果： 

 (a) 人道主义排雷：清理马达马军营的雷区或污染区域，并查明其他可疑

区域； 

 (b) 活动：人道主义排雷行动(购置排雷和销毁设备，对 60 名排雷人员进行

培训和再培训，在实地部署排雷小组)； 

 (c) 加强国家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委员会的能力，对行动进行监测和评

估； 

 (d) 活动：专业知识能力建设和外部质量控制。 

21. 尼日尔认为，如果获得所需的资金，60 名排雷人员完全有能力清除剩余区

域的地雷。 

22.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合作伙伴的支持，尼日尔将无法保证马达马雷区的

清理工作。国家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委员会仍在为完成马达马排雷工作计划寻找

资金。尼日尔继续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宣传，以完成排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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