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2003-12-05

该公约 1980 年 3 月 3 日于维也纳和纽约同时开放签署，并于 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1988 年 12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交存加入书，同时声明不受公约第十七条第

二款所规定的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该公约于 1989 年 1 月 2 日对我国生效。

本公约各缔约国，

确认一切国家有权为和平目的发展和利用核能，并合法享有和平利用核能所产生的潜在利益?/FONT>

深信有必要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

希望防止由非法取得和使用核材料所可能引起的危险，

深信与核材料有关的犯罪行为是引起严重关注的事情，因此极需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务求防止、侦察和惩处这些犯罪行为，

认识到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按照每一缔约国的国家法律和本公约的规定，制定核材料实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深信本公约有助于安全转移核材料，

并强调实物保护国内使用、贮存和运输中的核材料的重要性，

认识到对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实施有效实物保护的重要性，并理解到这种材料现已并将继续受到严格的实物保护。

兹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ａ）“核材料”是指：钚，但钚—２３８同位素含量超过８０％者除外；铀—２３３；同位素２３５或２３３浓缩的铀；非



矿石或矿渣形式的含天然存在的同位素混合物的铀；任何含有上述一种或多种成分的材料；

（ｂ）“同位素２３５或２３３浓缩的铀”是指含有铀同位素２３５或２３３或两者总含量对同位素２３８的丰度比大于天然

存在的同位素２３５对同位素２３８的丰度比的铀；

（ｃ）“国际核运输”是指使用任何运输工具打算将一批核材料运至发货启运国国境以外的载运过程，从离开该国境内发货方

设施开始，一直到抵达最后目的地的国境内收货方设施为止。

第 二 条

１．本公约应适用于国际核运输中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

２．除第三条和第四条以及第五条第３款外，本公约也应适用于国内使用、储存和运输中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

３．除缔约国在第２款所包括各条中就国内使用、储存和运输中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所明确作出的承诺外，本公约的任何

规定不应解释为对一个国家在国内使用、储存和运输这种核材料方面的主权权利的损害。

第 三 条

每一缔约国应在其国内法律范围内采取符合国际法的适当步骤，以便尽可能切实保证在进行国际核运输时，其国境内的核材料、

或装载在往来该国从事运输活动并属其管辖的船舶或飞机上的核材料，均按照附件Ｉ所列级别予以保护。

第 四 条

１．任何缔约国不应输出或批准输出核材料，除非该缔约国已经取得保证：这种核材料在进行国际核运输时受到附件Ｉ所列级

别的保护。

２．任何缔约国不应从非本公约缔约国输入或批准输入核材料，除非该缔约国已经取得保证：这种核材料将在国际核运输中受

到附件Ｉ所列级别的保护。

３．任何缔约国不得允许来自非本公约缔约国的核材料经由其陆地或内河航道，或经由其机场或海港，运至另一非本公约缔约

国，除非该缔约国已经取得尽可能切实的保证：这种核材料将在国际核运输时受到附件Ｉ所列级别的保护。

４．每一缔约国应在其国内法律范围内，对自该国某一地区经由国际水道或空域运至本国另一地区的核材料，给予附件Ｉ所列



级别的实物保护。

５．负责得到核材料将根据第１至第３款的规定受到附件Ｉ所列级别的保护这种保证的缔约国，应指明并预先通知核材料预期

运经其陆地或内河航道或进入其机场或海港的各个国家。

６．第１款所述取得保证的责任，可经双方同意，转由作为输入国而参与运输的缔约国承担。

７．本条的任何规定绝不应解释为影响国家的领土主权和管辖权，包括对其领空和领海的主权和管辖权。

第 五 条

１．各缔约国应彼此直接或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明并公布国家主管当局和联系单位，该主管当局和联系单位负责实物保护核

材料并在核材料未经许可而被移动、使用或更换、或确实受到此种威胁时负责协调追回和采取对策行动。

２．各缔约国在核材料被偷窃、抢劫或任何非法盗取、或确实受到此种威胁时，应依照本国法律尽其最大可能向任何提出请求

的国家提供合作和协助，以追回和保护这种材料。特别是：

（ａ）缔约国应在核材料被偷窃、抢劫或其它非法手段盗取、或确实受到此种威胁时采取适当步骤，尽快通知它认为有关的其

它国家，并在合适的场合时通知国际组织；

（ｂ）有关缔约国应于适当时侯相互或同国际组织交换情报，以便保护受到威胁的核材料，核查装运容器的完整性或追回被非

法盗取的核材料，并应：

（ｉ）经由外交和其它商定途径协调彼此的工作；

（ｉｉ）于接到请求时给予协助；

（ｉｉｉ）保证归还因上述事件而被偷走或遗失的核材料。

执行这种合作的方法应由各有关缔约国决定。

３．各缔约国应彼此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进行适当的合作和磋商，以便指导核材料国际运输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维护和改进。

第 六 条



１．各缔约国应采取符合本国法律的适当措施，以保护由于本公约的规定而从其它缔约国得到的或经由参与执行本公约的活动

而秘密得到的任何情报的机密性。缔约国如向国际组织秘密提供情报，则应采取步骤，以确保此种情报的机密性。

２．本公约不要求缔约国提供按照国家法律不准披露或将危及有关国家的安全或核材料的实物保护的任何情报。

第 七 条

１．每一缔约国根据其国家法律，对下述蓄意犯罪行为应予以惩处：

（ａ）未经合法授权，收受、拥有、使用、转移、更换、处理或散布核材料，并引起 或可能引起任何人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害；

（ｂ）偷窃或抢劫核材料；

（ｃ）盗取或以欺骗手段取得核材料；

（ｄ）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任何其它恐吓手段勒索核材料；

（ｅ）威胁：

（ｉ）使用核材料引起任何人死亡或重伤或重大财产损害，或

（ｉｉ）进行（ｂ）项所述犯罪行为，以迫使一个自然人或法人、国际组织或国家作或不作某种行为；

（ｆ）图谋进行（ａ）、（ｂ）或（ｃ）项所述任何犯罪行为；和

（ｇ）参与（ａ）至（ｆ）项所述任何犯罪行为。

２．每一缔约国对本条所称犯罪行为应按其严重性质给予适当惩罚。

第 八 条

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下列情况下确立其对第七条所述犯罪行为方面的管辖权：

（ａ）犯罪行为发生于该国领土内或该国注册的船舶或飞机上；



（ｂ）被控罪犯是该国国民。

２．每一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被控罪犯在该国领土内而该国未按第十一条规定将其引渡给第１款所述任何国家

时，对这些犯罪行为确立其管辖权。

３．本公约不排除按照本国法律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４．除第１和第２款所述缔约国之外，任何缔约国亦可按照国际法，在该国作为输出国或输入国参与国际核运输时，确立其对

第七条所述犯罪行为方面的管辖权。

第 九 条

任何缔约国，如被控罪犯在其领土内，当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按照本国法律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拘留以确保该罪犯在进行

起诉或引渡时随传随到。按照本条款采取的措施，应立即通知需要按照第八条确立管辖权的国家，在合适的场合，应通知所有其它

有关国家。

第 十 条

任何缔约国，如被控罪犯在其领土内，而该国不将该罪犯引渡，则应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送交该国主管当局，以

便按照该国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提起公诉。

第 十 一 条

１．第七条所称各项犯罪行为应被视为属于缔约国之间任何现有引渡条约中的可引渡的犯罪行为。各缔约国保证将各种犯罪行

为作为可引渡的犯罪行为列于今后彼此缔结的每一引渡条约内。

２．以条约的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收到未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可以选择将本公约作为引

渡这些罪犯的法律依据。引渡应符合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其它条件。

３．不以条约的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各项犯罪行为是彼此之间可以引渡的犯罪行为，但应符合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

的各项条件。

４．为了缔约国之间进行引渡的目的，每项犯罪行为应被视为不仅发生于犯罪行为地点，而且也发生于需要按照第八条第１款



确立其管辖权的缔约国领土内。

第 十 二 条

任何人因第七条所称任何犯罪行为而被起诉时，应保证他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受到公平待遇。

第 十 三 条

１．各缔约国对就第七条所称犯罪行为而提出的刑事诉讼应彼此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包括提供其所掌握的并为诉讼所必需的

证据。被请求国的法律应适用于一切场合。

２．第１款的规定不应影响全部或部分地处理或今后处理刑事互助事宜的任何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下的义务。

第 十 四 条

１．每一缔约国应将其执行本公约的法律和规章通知保存人，保存人应定期将此种情报传送所有缔约国。

２．对被控罪犯提起公诉的缔约国，应尽可能首先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直接有关的各国。该缔约国还应将最后结果通知保存

人，由他通知所有国家。

３．与国内用于和平目的的、储存或运输的、核材料有关的犯罪行为，而被控罪犯和核材料均仍在犯罪行为发生于其境内的缔

约国领土内时，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被解释为要求该缔约国提供与因该犯罪行为提出刑事诉讼有关的情报。

第 十 五 条

各附件构成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第 十 六 条

１．本公约生效五年后保存人应召开缔约国会议，以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并根据当时的普遍局势审查公约的序言、整个执行

部分和附件是否仍然适当。

２．自此以后，每隔至少五年，如大多数缔约国向保存人提出召开另一次同样目标会议的提案，得召开此种会议。



第 十 七 条

１．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应用的争端时，这些缔约国应进行协调以期用谈判方法或争端各方都

可接受的任何其它和平解决争端方法来解决争端。

２．任何这种性质的争端，如无法以第１款所规定方式解决，经争端任何一方的请求，应提交仲裁或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争端

提交仲裁时，如果在提出请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争端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成达成协议，则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国际法院院长或联

合国秘书长任命一名或一名以上仲裁员。如果争端各方提出的请求相互冲突，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请求应为优先。

３．每一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或赞同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可宣布该国不认为受第２款所规定的一项或两项解决争端

程序的约束。就第２款所规定的解决争端程序作出保留的缔约国而言，其它缔约国不应受此种程序的约束。

４．任何按照第３款作出保留的缔约国可随时通知保存人撤回该项保留。

第 十 八 条

１．本公约应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起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字，直至公约生效之

日为止。

２．本公约需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赞同。

３．本公约生效后，将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４．（ａ）本公约应开放供综合性的或其它性质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签字或加入，但只限于由主权国家组成并在本公约所包

括事项上有权谈判、缔结和采用国际协定的这类组织。

（ｂ）此种组织对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应自行行使本公约赋予缔约国的权利和履行本公约对缔约国规定的责任。

（ｃ）此种组织在成为本公约缔约国时，应将一份载明该组织成员国家以及本公约对该组织不适用的条款的声明，送交给保存

人。

（ｄ）此种组织除了其成员国的表决权之外，不应拥有任何表决权。

５．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于保存人。



第 十 九 条

１．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一份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交存保存人之日后的第三十日起生效。

２．对于在第二十一份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交存之日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该国交存其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的第三十日起生效。

第 二 十 条

１．在不妨碍第十六条的情况下，任何缔约国可以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提议的修正案应提交给保存人，由他立即分发给所有

缔约国。如果大多数缔约国请求保存人召开会议以审议提议的修正案，保存人应邀请所有缔约国出席这种会议，该会议不得在发出

邀请三十日前举行。在会议中以全体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由保存人迅速发给所有缔约国。

２．对于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修正案书的每一缔约国，修正案应自三分之二缔约国将其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交存保存人

之日后的第三十日起生效。其后修正案对于任何其它缔约国，应自该缔约国交存其批准、接受或核准修正案书之日起生效。

第 二 十 一 条

１．任何缔约国得用书面通知保存人才可退出本公约。

２．退出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后一百八十日生效。

第 二 十 二 条

保存人应将下列事项迅速通知所有国家：

（ａ）本公约每一次的签署；

（ｂ）每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ｃ）按照第十七条作出的任何保留或撤回；

（ｄ）一个组织按照第十八条第４款（ｃ）项作出的任何通知；



（ｅ）本公约的生效日期；

（ｆ）本公约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ｇ）根据第二十一条作出的任何退出。

第 二 十 三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原本应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由其

将本公约经证明无误的副本分送所有国家。

下列签署人，经本国政府正式授权，于一九八 0 年三月三日在维也纳和纽约开放供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附 件 Ⅰ

附件Ⅱ所列各类核材料国际运输所适用的实物保护级别

１．核材料在国际核运输期间偶然需要储存时的实物保护级别：

（ａ）第Ⅲ材料，储存于进出受控制的地区。

（ｂ）第Ⅱ类材料，储存地区昼夜有警卫和电子设备监视，周围设立有实物屏障，屏障的出入口数目有一定限制，并受适当监

督；或储存于任何具有相同实物保护级别的地区；

（ｃ）第Ⅰ类材料，除了储存于上述第Ⅱ类材料所规定的设有保护的地区外，还应当只准已被确定可信的人出入，负责看守的

警卫与适当的后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应采取具体措施，侦察和防止任何袭击、擅自出入或擅自取走材料的行为。

２．核材料在国际运输期间的实物保护级别：

（ａ）第Ⅱ、Ⅲ类材料：运输时要特别小心，发送方、收受方和承运方之间要作出事前安排，而且凡是受输出国和输入国法律

规章管辖的自然人或法人也要事前达成协议，具体规定转移运输责任的时间、地点和程序。

（ｂ）第Ⅰ类材料：运输时除了要像运输第Ⅱ、Ⅲ类材料那样特别小心外，护送人员要昼夜看守，并保证同适当的后援部队保

持密切联系。



（ｃ）非矿石或矿渣形式的天然铀：运输５００千克以上铀的保护措施应包括：预先发出装运通知，内中说明运输方式、预期

抵达时间、收货证明书。

附件Ⅱ 核材料分类表

材料 形态

类别

I II III c

１．钚
a

未经照射的 b

２千克或

２千克以

上

２千克以下

５００克以上

５００

克或５

００克

以下

１５克

以上

２．铀—２

３５

未经照射的 b

—２３５Ｕ含量达到或超过

２０％的浓缩铀

５千克或

５千克以

上

５千克以下

１千克以上

１千克或

１千克以

下１５克

以上

—２３５Ｕ含量达到或超过１０％

但低于２０％的浓缩铀

１０千克或

１０千克以上

１０千克

以下１千

克以上

—２３５Ｕ含量超过天然铀但低于

１０％的浓缩铀

１０千克

或１０千

克以上

３．铀—２

３３

未经照射的 b

２千克或

２千克以

上

２千克以下

５００克以上

５００克

或５００

克以下１

５克以上

４．经照射 贫化铀，或天



的燃料 然铀，钍或低

加浓铀（可裂

变物质含量小

于 10％）d/e

附件二（续）

（附注）

ａ 各种钚，但同位素钚—２３８浓度大于８０％者除外。

ｂ 未在反应堆中辐照过的材料；或在反应堆中辐照过，但在一米无屏蔽时其辐射水平等于或小于

１００拉德／小时的材料。

ｃ 数量低于第Ⅲ类材料以及天然铀，应按照慎重的管理办法进行保护。

ｄ 虽然建议了这一保护级别，但各国可根据其对具体情况的评价，规定另外的实物保护材料类别。

ｅ 在未经辐照前由于原有裂变材料含量而划归第Ⅰ和第Ⅱ类的其它燃料，如在一米无屏蔽时其辐射水

平超过１００拉德／小时，即可降低一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