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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弹药
数十载的隐患和平民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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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集束弹药一直是个
持续的人道问题。虽然在过去四十
年中，仅有数十场武装冲突使用了
集束弹药，但是这些武器已经在遭
受战斗影响的国家造成许许多多平
民死亡或受伤。集束弹药独有的特
点使其在使用过程中及战斗结束后
很长时间内都会给平民男女和儿童
带来严重威胁。

最近，各国政府才开始采取一
致行动来应对此类武器给人类造成
的损失。许多国家都在支持关于禁
止一些或全部集束弹药的提议。国
际社会正在努力制定一项新的国际
条约以禁止最残酷的集束弹药。在
国际和国内层面上针对这一问题采
取坚决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销毁
无法防御的集束弹药，确保这些武
器不扩散，为受害者和受影响群体
提供救济。

集束弹药会在地面上留

下大量未爆炸子弹药，给平

民带来严重威胁，并在受战

争影响地区造成长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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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集束弹药？
集束弹药通过飞行器、大炮或导弹发射，它们能大面积释

放爆炸性子弹药。根据型号不同，子弹药的数量可以从几十个
到六百多个不等，投射的目标区域可以超过3万平方米。大多
数的子弹药都是无制导落地，并且当其落到地面上时，一遇到
碰撞就会爆炸。许多武装部队认为，这类武器对打击大面积内
散布的多个目标（如坦克、装甲车、军事人员等），有着重要
的军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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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挝到
黎巴嫩 

几十年来，老挝一直在与集束弹药
问题作斗争。据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约有2.7亿枚子弹药投落在该国
领土上。数千万枚子弹药未爆炸，至今仍
有人员深受其害。自1996年开始记录数

据起，仅有约36.4万枚子弹药得到清除。

资料来源：老挝未爆炸弹药网站,2007年

2006年短短34天的武装对抗使黎巴
嫩南部遍布了未爆炸子弹药。专家估计
近100万枚子弹药应爆炸而未爆炸。至
2007年5月31日，已探明有904个地
区，总面积超过3650万平方米的土地被
这些武器所污染，有200多名平民已经
因此丧生或受伤。

资料来源：联合国排雷行动协调中心—黎巴嫩南部

有集束弹药
伤亡人员的
国家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柬埔寨、乍得、克罗
地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
拉克、以色列、科威特、老挝、黎巴
嫩、黑山、摩洛哥（西撒哈拉）、俄
罗斯（车臣）、塞尔维亚（包括科索
沃）、塞拉利昂、苏丹、叙利亚、塔
吉克斯坦、越南。

资料来源：国际助残组织，《影响范围分析：

集束炸弹给个人及群体留下的灾难性印迹》，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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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弹药留下的悲惨局面

集束弹药的严重后果已经在不断
反复地出现。从1943年在英国格里姆
斯比港有记载的首次投掷到最近一次于
2006年在黎巴嫩的使用，集束弹药已经
在冲突中和冲突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使平
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冲突期间——集束弹药通过在大范围
内释放数量众多的爆炸性子弹药来摧毁
多个军事目标，在战斗中具有毁灭性威
力。一些母弹可以在三万多平方米的地
域内释放数百枚子弹药。在人口聚集
区，平民伤亡人数巨大。子弹药一般是
自由降落，不当操作、风力和不利天气
条件都会导致其完全偏离目标区域。

战斗结束后——大量子弹药常常应爆炸
而未爆炸，这必然留下长期的危害隐
患。成千上万的平民男女和儿童因接触
到未爆炸的子弹药而不幸身亡或受伤。
在受战争影响的国家，这些弹药导致农
耕和其它基本活动都充满了危险。它还
阻碍了公路、铁路、发电站等基础设施
的发展和重建。子弹药有趣的形状和色
彩常常会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很多孩子
因此受重伤甚至失去生命。

目前集束弹药20多个国家。如果不
采取措施停止使用这些武器并防止其扩
散，它们所造成的苦难将会与日俱增。
如今，各国储存着数十亿枚子弹药，并
且有报道称非国家武装团体也已开始获
取和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没有联合一致
的行动，集束弹药造成的人员损失可能
远远大于杀伤人员地雷所造成的伤害，
而现在全世界已有四分之三的国家禁止
使用杀伤人员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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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的不足

如今，大多数储存的集束弹药都是
为冷战时期的使用而设计的。很多都已
老化并且性能不稳定。在一些新型的弹
药中，设计者设法改进子弹药的引信并
增加自毁功能，以便在子弹药应爆炸而
未爆炸时可以自行摧毁。然而，这些努
力并未达到人们的期望值。在受控实验
中改进技术确实减少了未爆炸子弹药的
数量，但是在战斗中实际未爆炸率依然
居高不下。2006年黎巴嫩武装敌对行动
结束后，在地面上发现的子弹药中有相
当大一部分都装有自毁装置，虽然其在
数量上要比未安装自毁装置的子弹药少
些。这些子弹药的自毁装置，和初期的
引信装置一样，在实战条件下也无法正
常发挥作用。

儿童往往是集束弹药的受害

者。黎巴嫩，艾哈迈德在自己家

附近踢足球时，球击中了一枚子

弹药引发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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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已经存在，但……

和那些未被特定条约禁止的其它武
器一样，集束弹药的使用也受国际人道
法一般规则的约束。

这些规则包括：
•  要求交战各方在实施军事行动时，

将平民和民用物体与战斗员和军事
目标加以区分；

•  努力将战斗的影响降至最低。

然而尽管规则如此，集束弹药还是
给平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针对集束弹
药的特殊性解释和应用国际人道法规则
的不同观点加剧了这一问题。

《常规武器公约》的2003年《战争
遗留爆炸物议定书》为迅速清除包括未
爆炸的子弹药在内的所有战争遗留爆炸
物提供了一个框架。

虽然该议定书确定了将战争遗留爆
炸物影响降至最低的重要规则，但它只
片面地涉及了集束弹药问题的诸多方
面。

该议定书有利于在冲突结束后迅速
清除集束弹药，但它既没有提出预防集
束弹药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要求，也
未能在集束弹药使用为平民提供更多的
保护。

寻求国际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政府认定，集束弹药造
成的平民伤亡和苦难需要多国共同行
动。比利时是首个颁布国内立法以禁止
集束弹药的国家。其它一些国家已同意
暂停使用、生产和转让此种武器或因某
些型号集束弹药的高未爆率和低精准度
而不再使用该种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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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信结束集束弹
药灾难的时刻已经来临。该组织号召各
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一部新的条约以：

•   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储存和转
让不精准且不可靠的集束弹药；

•   要求销毁目前储存的不精准且不
可靠的集束弹药；

•   为受害者提供援助，清除集束弹
药，采取行动将此类武器对平民
居民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这样一部条约通过之前，各国应
从本国出发，立即停止使用此类武器，
不再向任何一方转让此类武器，并销毁
现有储备。

在老挝使用集束弹药后几十年过去

了，排雷工作者仍在清除未爆炸子弹药和

其它战争遗留爆炸物。

2006年，25个国家提议在《常规
武器公约》框架下就有关集束弹药新条
约的问题展开磋商，自此以后，在国
际层面上规制集束弹药的行动迅速增
多。尽管并未就此框架达成一致，但是
2007年2月，在挪威召开的一次国际会
议上，70多个国家承诺将于2008年底
之前制订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
件来禁止“给平民造成不能接受的伤害
的集束弹药”。在《常规武器公 约》框
架下应对集束弹药问题涉及到所有主要
的武装力量，这一工作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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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3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冲突过后，未爆炸

子弹药在该国人口聚集区随处可见。 

禁止不断杀伤人员的武器

国际社会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预防
集束弹药造成平民伤亡的无尽悲剧。无
论是武装冲突中或是冲突结束后，平民
都不该被盲目攻击的武器致死或致残。
必须敦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采取
行动，销毁并中止使用不精准且不可靠
的集束弹药。在这些领域的集中行动将
有助于挽救生命，防止悲剧重演。

订立新的条约是很重要，但它只是
综合应对行动中的一部分。减轻对平民
和社区之伤害的行动，不需要等到一部
国际协议通过了才开始实施。为了尽量
降低这些武器的危害，现在就有很多可
以做的，也有很多行动正在展开。各国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以及许多其它组织已经在那些遭受集
束弹药和其它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
家开展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清理受污染区域、
危险性教育、援助受害者以及推广国际
人道法（如新的《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
书》）。但是这些努力和实际需求相比
还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力量承
担义务并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战争遗留
爆炸物带来的不断加重的全球负担以及
使用地雷留下的毁灭性后果。



“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确信：一部新的国际条约对于

禁止那些让平民居民付出巨大代价的集束

弹药并预防其持续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对这一问题之紧迫性的认识日益增

加，过去几年中，许多国家在这一领域作出

承诺，这些都给我们在未来数年及数十年中

预防人道问题的恶化带来了希望。预防难以

言喻的人类痛苦的机会并不常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2007年10月25日



使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

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

保护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受难者的生命

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该组织负

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开展的救济行动。它

还致力于通过促进和巩固人道法与普遍

人道原则的方式预防苦难的发生。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创立于1863年，它是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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