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９日订于伦敦、墨西哥城、莫斯科和华盛顿 

本公约于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０日生效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对中国生效） 

  本公约各缔约国， 

  认识到海洋环境及赖以生存的生物对人类至关重要，确保对海洋环境进行管理

使其质量和资源不致受到损害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 

  同时认识到海洋吸收废物与转化废物为无害物质以及使自然资源再生的能力不

是无限的； 

  也认识到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有权依照本国的环境政策开发其

资源，并有责任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各国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环境； 

  忆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的第２７４９

（ＸＸＶ）号决议； 

  注意到海洋污染有许多来源，诸如通过大气、河流、河口、出海口及管道的倾

倒和排放；各国有必要采取最切实可行的办法防止这类污染，并发展能够减少需处

置的有害废物数量的产品和处理办法； 

  确信国际间能够并且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以控制由于倾倒废物而污染海

洋，但此种行动不应排除尽快地讨论控制海洋污染其他来源的措施； 

  希望通过鼓励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利益的各国缔结适当的协定作为本公约

的补充，以改进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各缔约国应个别地或集体地促进对海洋环境污染的一切来源进行有效

的控制，并特别保证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步骤，防止因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

洋，因为这些物质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破坏娱乐设施，

或妨碍对海洋的其他合法利用。 

  第二条 各缔约国应按照下列条款的规定，依其科学、技术及经济的能力，个

别地和集体地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因倾倒而造成的海洋污染，并在这方面协调其

政策。 

  第三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一）１．“倾倒”的含义是： 

  （１）任何从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上有意地在海上倾弃

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 

  （２）任何有意地在海上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的行

为。 

  ２．“倾倒”不包括： 

  （１）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及其设备的正常操作所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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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或产生的废物或其他物质的处置。但为了处置这种物质而操作的船舶、航空

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所运载或向其输送的废物或其他物质，或在这种船

舶、航空器、平台或构筑物上处理这种废物或其他物质所产生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均

除外； 

  （２）并非为了单纯处置物质而放置物质，但以这种放置不违反本公约的目的

为限。 

  ３．由于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及相关的海上加工所直接产生的或与此有

关的废物或其他物质的处置，不受本公约规定的约束。 

  （二）“船舶和航空器”系指任何类型的海、空运载工具，包括不论是否是自动

推进的气垫船和浮动工具。 

  （三）“海”系指各国内水以外的所有海城。 

  （四）“废物或其他物质”系指任何种类、任何形状或任何式样的材料和物质。 

  （五）“特别许可证”系指按照附件二和附件三的规定，经过事先申请而特别颁

发的许可证。 

  （六）“一般许可证”系指按照附件三规定，事先发放的许可证。 

  （七）“机构”系指各缔约国按照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所指定的机构。 

  第四条 （一）按照本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禁止倾倒任何形式和状态的任何

废物或其他物质，除非以下另有规定： 

  １．倾倒附件一所列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应予禁止； 

  ２．倾倒附件二所列的废物或其他物质需要事先获得特别许可证； 

  ３．倾倒一切其他废物或物质需要事先获得一般许可证。 

  （二）在发放任何许可证之前，必须慎重考虑附件三中所列举的所有因素，包

括对该附件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规定的倾倒地点的特点的事先研究。 

  （三）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某一缔约国在其所关心的范围内禁止

倾倒未列入附件一的废物或其他物质。该缔约国应向该“机构”报告这类措施。 

  第五条 （一）在恶劣天气引起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或对人命构成危险或对船

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构成实际威胁的任何情况下，当保证人命

安全或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构筑物的安全确有必要时，如果倾倒是防止

威胁的唯一办法，并确信倾倒所造成的损失将小于用其他办法而招致的损失，则不

适用第四条的规定。进行这类倾倒活动应尽量减少对人类及海洋生物的损害，并应

立即向该“机构”报告。 

  （二）当对人类健康造成不能容许的危险，并且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的紧

急情况下，一缔约国可以作为第四条第（一）款第１项的例外而颁发特别许可证。

在发给这类特别许可证之前，该缔约国应与可能涉及的任何国家及该“机构”协商，

该“机构”在与其他缔约国及适当的国际组织协商后，应根据第十四条规定，立即建

议该缔约国应采取的最适当的程序。该缔约国应于必须采取行动的时间内，并遵守

避免损害海洋环境的普遍义务，而在最大可能范围内遵循这些建议，并报告该“机

构”其所采取的行动。各缔约国保证在这类情况下互相帮助。 

  （三）任何一个缔约国在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时或在此以后，可以放弃第（二）



款规定的权利。 

  第六条 （一）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或数个适当的机关，以执行下列事项： 

  １．颁发在倾倒附件二所列的物质之前及为倾倒这类物质，以及出现第五条第

（二）款所规定的情况时所需要的特别许可证； 

  ２．颁发在倾倒一切其他物质之前及为倾倒这类物质所需要的一般许可证； 

  ３．记录许可倾倒的一切物质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倾倒的地点、时间和方法； 

  ４．为本公约的目的，个别地或协同其他缔约国和主管的国际组织对海域状况

进行监测。 

  （二）缔约国的适当机关，应按第（一）款规定对于准备倾倒的下列物质预先

颁发特别许可证或一般许可证： 

  １．在其领土上装载的物质； 

  ２．在其领土上登记或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或航空器所装载的物质，如果这类物

质系在非本公约缔约国的领土上装载。 

  （三）根据上述第（一）款第１、２项规定颁发许可证时，适当机关应遵守附

件三的规定以及其认为有关的其他标准、措施和要求。 

  （四）每一缔约国应直接地或通过根据区域协定设立的秘书处向该“机构”以及

必要时向其他缔约国报告本条第（一）款第３、４项所规定的情报及按照本条第

（三）款采用的标准、措施和要求。应遵循的程序及这类报告的性质应由各缔约国

协商同意。 

  第七条 （一）每一缔约国应将为实施本公约所必要的措施应用于： 

  １．在其领土上登记的或悬挂其国旗的所有船舶和航空器； 

  ２．在其领土上或领海内装载行将倾倒的物质的所有船舶和航空器； 

  ３．在其管辖下的被认为是从事倾倒活动的所有船舶和航空器，以及固定或浮

动平台。 

  （二）每一缔约国应在其领土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和处罚违反本公约规

定的行为。 

  （三）各缔约国同意合作，以制订有效地适用本公约的程序，特别是适用于公

海上的程序，其中包括报告所发现的违反本公约的规定进行倾倒活动的船舶和航空

器的程序。 

  （四）本公约不适用于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的船舶和航空器。但是每一缔

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拥有或使用的这类船舶和航空器按照本公约的宗旨和

目的行动，并应向该“机构”作出相应的报告。 

  （五）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每一缔约国根据国际法原则采取防止海上倾

倒的其他措施的权利。 

  第八条 为促进本公约各项目标的实现，对于保护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海洋环

境有共同利益的各缔约国，应考虑到特定区域的特征，尽力达成与本公约一致的防

止污染（特别是倾倒造成的污染）的区域协定。本公约各缔约国应尽力按这类区域

协定的目标及规定行事，该“机构”应将这类协定通知各缔约国。本公约各缔约国应

寻求与这类区域协定的各缔约国合作，以制订其他有关公约的缔约国所应遵守的协



调程序。特别应注意在监测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协作。 

  第九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通过该“机构”内以及其他国际团体内的协作，促进

对在下列方面要求帮助的缔约国的支持： 

  （一）训练科学和技术人员； 

  （二）提供科学研究及监测所必需的设备和装置； 

  （三）废物的处置和处理及其他防止或减轻倾倒引起的污染的措施； 

  并最好在有关国家内进行，以促进本公约的宗旨及目的。 

  第十条 依照一国因倾倒废物和其他各种物质而损害他国环境或任何其他区域

的环境而承担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各缔约国应着手制订确定责任和解决因倾倒引起

的争端的程序。 

  第十一条 各缔约国应在其第一次协商会议上考虑解决有关因解释及适用本公

约引起的争端的程序。 

  第十二条 各缔约国保证，在各主管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团体内，促进为保护

海洋环境免受下列物质污染而采取措施： 

  （一）包括油料在内的碳氢化合物及其废物； 

  （二）并非为倾倒的目的而由船舶运送的其它有害或危险物质； 

  （三）在船舶、航空器、平台及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四）包括源于船舶的各种来源的放射性污染物质； 

  （五）化学和生物战争制剂； 

  （六）由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及相关的海上加工而直接产生的或与此有

关的废物或其他物质。 

  同时各缔约国将在适当的国际组织内促进编订从事倾倒的船舶应使用的信号。 

  第十三条 本公约不影响依照联合国大会第２７５０（ＸＸＶ）号决议召开的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对海洋法的编纂和发展，也不影响任何国家现在或将来关于海洋

法和沿岸国管辖权及船旗国管辖权的性质和范围的主张及法律观点。各缔约国同意

在海洋法会议后，无论如何不迟于１９７６年，由该“机构”召开会议进行协商，以

便确定沿岸国在邻接其海岸的区域中适用本公约的权利和责任的性质和范围。 

  第十四条 （一）在本公约生效后３个月内，作为公约保存国的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应召集一次缔约国会议，以决定有关组织事项。 

  （二）各缔约国应指定一个在上述会议召开时存在的主管“机构”，负责履行有

关本公约的秘书处的职责。不是该“机构”成员国的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均应适当分担

该“机构”在履行其职责中产生的费用。 

  （三）该“机构”的秘书处职责应包括： 

  １．至少每两年召集一次缔约国协商会议，并根据２／３以上成员国的要求随

时召集缔约国特别会议； 

  ２．与各缔约国及适当的国际组织协商，在制订与履行本条第（四）款第５项

所述的程序中，进行准备并提供协助； 

  ３．考虑各缔约国的询问以及情报，与各缔约国及适当的国际组织协商，对本

公约未专门规定的有关本公约的问题，向各缔约国提供建议； 



  ４．向有关缔约国转交该“机构”按照第四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条第（四）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所收到的所有通知； 

  在指定“机构”之前，为执行这些职责的目的，有必要由保存国，即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履行。 

  （四）各缔约国的协商会议或特别会议应不断审查本公约的履行情况，并且，

除其它外可以： 

  １．按照第十五条审查并通过对本公约及其附件的修正案； 

  ２．邀请适当的科学团体与各缔约国或该“机构”协作，并就有关本公约的任何

科学或技术问题，特别是各附件的内容，提供咨询意见； 

  ３．接受并审议按照第六条第（四）款提出的报告； 

  ４．促进与防止海洋污染有关的区域性组织的协作以及这类组织间的协作； 

  ５．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协商，以制定或通过第五条第（二）款所述程序，其中

包括确定非常情况和紧急情况的基本标准，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咨询意见和安全

处置物质的程序，包括指定适当的倾倒区和提供相应的建议。 

  ６．考虑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行动。 

  （五）各缔约国在其第一次协商会议上应制订必要的议事规则。 

  第十五条 

  （一）１．在按第十四条规定召开的缔约国会议上，可以由到会的２／３多数

通过对本公约的修正案。修正案在２／３的缔约国向该“机构”交存接受证书后第６

０天起对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此后，该修正案在其他任何缔约国交存接受

修正案的证书后第３０天起，对该缔约国生效。 

  ２．该“机构”应通知所有缔约国关于根据第十四条规定召开特别会议的任何请

求和在缔约国会议上通过的任何修正案，以及通过的每一修正案对每个缔约国生效

的日期。 

  （二）对附件的修正应以科学或技术上的考虑为依据。在按第十四条规定召开

的会议上，以到会２／３多数通过的对附件的修正案，应在每一缔约国通知该“机

构”表示接受该修正案后对该缔约国立即生效，并在会议通过该修正案１００天后

对所有其他缔约国生效，但在１００天期间内声明在当时不能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

国除外。在会议上通过修正案后，各缔约国应尽快向该“机构”表示它们接受修正

案。一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以表示接受的声明来代替先前所作的反对声明，因而

其先前反对过的修正案应立即对该缔约国生效。 

  （三）根据本条规定对修正案的接受或声明反对，均应向该“机构”交存证书。

该“机构”应将上述证书的收讫，通知所有缔约国。 

  （四）在指定“机构”之前，此条中属于秘书处的职责应暂时由作为本公约保存

国之一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临时承担。 

  第十六条 本公约自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伦

敦、墨西哥城、莫斯科和华盛顿对所有国家开放签字。 

  第十七条 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墨西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 



  第十八条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本公约应向所有其他国家开放加入。

加入书应交墨西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 

  第十九条 

  （一）本公约应自第１５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第３０天生效。 

  （二）对于在交存第１５份批准书或加入书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各个缔约

国，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３０天起对该缔约国生效。 

  第二十条 保存国应通知各缔约国： 

  （一）按照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二十一条规定关于本公约的签字

以及批准书、加入书或退出书的交存情况； 

  （二）按照第十九条规定，关于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第二十一条 任何缔约国可以在书面通知一保存国后６个月退出本公约，该保

存国应立即将这类通知告知所有缔约国。 

  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应交墨西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其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保存国应将经认证无误的副本分送所有国家。 

  下列各全权代表根据本国政府的正式授权签字于本公约，以昭信守。① 

  ①签名已略。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９日订于伦敦、墨西哥城、莫斯科及华盛顿，共４份。 

 

附件一 

  （一）有机卤素化合物。 

  （二）汞及汞化合物。 

  （三）镉及镉化合物。 

  （四）耐久塑料及其他耐久性合成材料，如渔网和绳索。这类物质能漂浮在海

面或悬浮在水中，以致严重地妨碍捕鱼、航行或对海洋的其他合法利用。 

  （五）为倾倒的目的而装在船上的原油及其废物、经提炼的石油产品、石油馏

出物残渣，以及含上述任何物质的混合物①。 

  ①第（五）款是由１９８０年召开的第五届缔约国协商会议作的修正。第

（五）款原文为“（五）为倾倒的目的装在船上的原油、燃油、重柴油、润滑油和

压舱水，以及含有这些产品的混合物。此修正案于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生效。 

  （六）在这一领域的国际主管机构（目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公共卫生、

生物或其他理由，确定为不宜在海上倾倒的强放射性废物和其他强放射性物质。 

  （七）为生物和化学战争制造的任何形态的物质（固体、液体、半液体、气体

或活性物质）。 

  （八）本附件的上述条款不适用于通过海中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迅速地转化

为无害的物质，其前提是这些物质不会： 

  １．使可食用的海洋生物变味；或 



  ２．危及人类和家畜家禽的健康。 

  如果对这些物质的无害性持有疑问，缔约国可遵循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协

商。 

  （九）本附件不适用于含有上述第（一）至第（五）项所提及的物质之废物或

其他材料（如阴沟淤泥和疏浚污物）的痕量沾污物。这类废物的倾倒相应地适用附

件二和附件三的规定。 

  （十）本附件第（一）款和第（五）款不适用于通过海上焚烧而处置的在这些

款项中提及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在海上焚烧这类废物和其他物质需要事先获得特别

许可证。在为焚烧颁发特别许可证时，缔约国应适用本附件的附录（此附录为本附

件整体的一部分）所载“海上焚烧废物及其他物质的管理条例”，并充分考虑各缔约

国协商通过的“海上焚烧废物及其他物质管理技术指南”。① 

  ①第（十）款由１９７８年召开的第三次缔约国协商会议加入原案文。此修正

案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１日生效。 

 

附录②      海上焚烧废物及其他物质管理条例 

  ②本附录作为一个修正案于１９７８年第三次缔约国协商会议与附件一第

（十）款一起通过。此修正案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１日生效。 

 

第一部分 

  第一条 定义 

  为本附录的目的： 

  （一）“海洋焚烧设施”系指为在海上焚烧的目的而作业的船舶、平台、或其他

人工构筑物。 

  （二）“海上焚烧”系指以热摧毁为目的而在海洋焚烧设施上有意地焚毁废物或

其他物质的行为。船舶、平台或其他人工构筑物在正常操作中所附带发生的行为不

在此定义范围内。 

  第二条 适用 

  （一）本条例的第二部分适用于下列废物或其他物质： 

  （１）附件一第（一）款提及的物质； 

  （２）附件一未包括的杀虫剂及其副产品。 

  （二）缔约国在按照本条例向海上焚烧颁发许可证之前应首先考虑选择实际已

有的陆上处理、处置或消除的方法，或实际已有的可减轻废物或其他物质有害程度

的处理方法。海上焚烧不应被解释为阻止为找到对环境来说更好的解决方法（包括

发展新技术）而做出努力。 

  （三）除了本条第（一）款所提到的，附件一第（十）款和附件二第（五）款

提及的废物或其他物质的海上焚烧应根据颁发特别许可证的缔约国的意愿加以管



理。 

  （四）焚烧本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未提到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应获得一般

许可证。 

  （五）在颁发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中提及的许可证时，缔约国应充分

考虑本条例所有可适用的条款，并充分考虑“海上焚烧废物和其他物质管理技术指

南”中与此项废物有关的内容。 

 

第二部分 

  第三条 焚烧系统的批准和检查 

  （一）对每一个建议的海洋焚烧设施的焚烧系统均应附诸下列检查。按照本公

约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准备颁发焚烧许可证的缔约国应确保完成对即将使用

的海洋焚烧设施的检查，焚烧系统应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如首次检查是根据某一缔

约国的指令进行的，则该缔约国应颁发一个规定试验要求的特别许可证。每次检查

的结果应记录在检查报告中。 

  ①首次检查应确保在焚烧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过程中燃烧摧毁率超过９

９．９％。 

  ②作为这种首次检查的一部分，指示进行这种检查的国家应： 

  １）批准温度测量装置的选址、型号和使用方式； 

  ２）批准气体取样系统，包括探头位置，分析装置和记录方式； 

  ３）确保如果温度降到最低许可温度以下，批准的装置的安装应能自动停止向

焚烧炉添加废物； 

  ４）确保除通过焚烧炉的正常作业进行处置外，不得通过其它海洋焚烧设施处

置废物或其他物质； 

  ５）批准可控制并记录废物和燃料添加速率的装置； 

  ６）通过使用行将被焚烧的典型废物进行仔细的炉身监测试验的方法，包括对

Ｏ２，ＣＯ，ＣＯ２，卤化有机物含量，以及碳氢化合物总量的测定，来确认焚烧

系统的运转情况。 

  ③应至少每两年对焚烧系统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焚烧炉继续符合本条例的规

定。两年一度的检查范围应基于对过去两年中作业数据和维修记录的评价。 

  （二）在一次检查令人满意地结束之后，如认为焚烧系统与本条例的规定相

符，缔约国应颁发一项批准书，并附有一份检查报告。其他缔约国应对一缔约国所

颁发的批准书予以承认，除非有明显的理由相信该焚烧系统不符合本条例的规定。

每次颁发的批准书和检查报告均应向该“机构”提交一份副本。 

  （三）在任何一次检查完成之后，未经颁发批准书的缔约国同意，不得作出可

影响焚烧系统运转的重大改变。 

  第四条 需特别研究的废物 

  （一）在某一缔约国对建议焚烧的废物或其他物质之热摧毁程度表示怀疑的情

况下，应进行尝试性试验。 



  （二）在某一缔约国准备允许焚烧废物或其他物质而对燃烧效率存在疑虑的情

况下，应对焚烧系统进行和首次焚烧系统检查同样仔细的炉身检查。应考虑对颗粒

进行取样，并考虑到废物的固体含量。 

  （三）最低许可火焰温度应为第五条中所列的温度，除非对海洋焚烧设施进行

的试验结果表明所需的燃烧和摧毁速率可以较低的温度进行。 

  （四）应将本条第（一）、（二）、（三）款中提及的特别研究结果记录下来

并附在检查报告后。特别研究的结果应向该“机构”提交一份副本。 

  第五条 操作要求 

  （一）应控制焚烧系统的操作，以确保废物或其他物质的焚烧在不低于摄氏１

２５０度的火焰温度下进行，但第四条所述情况除外。 

  （二）燃烧效率应至少是９９．９５±０．０５％，基于： 

        Ｃco2－Ｃco 

  燃烧效率＝－－－－－－－－－－×１００ 

          Ｃco2 

  其中Ｃco2＝燃烧气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Ｃco＝燃烧气体中一氧化碳的浓度。 

  （三）炉台上不应有黑烟或火焰延露。 

  （四）海洋焚烧设施在焚烧的任何时候都应对无线电呼叫迅速作出反应。 

  第六条 记录装置和记录 

  （一）海洋焚烧设施应使用根据第三条批准的记录装置和方法。作为最低要

求，在每次焚烧作业中，应记录下列数据并留待颁发许可证的缔约国进行检查： 

  ①用批准的温度测量装置进行的连续温度测量； 

  ②焚烧的日期和时间及对被焚烧的废物的记录； 

  ③用适当导航手段记录的船舶位置； 

  ④对废物和燃料的添加速率——液状废物和燃料则是流动速率，应作连续记

录；后一要求不适用于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或以前作业的船舶； 

  （５）燃烧气体中ＣＯ和ＣＯ2的浓度； 

  （６）船舶的航线和速度。 

  （二）由缔约国依照第三条颁发的批准书和准备的检查报告副本，以及为在设

施上焚烧废物和其他物质而颁发的焚烧许可证副本应保留在海洋焚烧设施所在地。 

  第七条 对焚烧废物性质的控制 

  海上焚烧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许可申请应包括废物或其他物质特性的情况。这些

情况应能够符合第九条的要求。 

  第八条 焚烧场地 

  （一）在制订指导焚烧场地选划标准时需考虑的规定，除公约附件三所列之

外，应包括以下规定： 

  ①该地区的大气扩散特性，——包括风速和风向，大气稳定性，转化频率和

雾，降水种类和降水量，湿度——以确定从海洋焚烧设施释放出来的污染物质对周

围环境的潜在影响，特别注意大气将污染物搬运到沿岸区地的可能性； 



  ②该地区的海洋扩散特性，以评价卷流与水面相互作用的潜在影响； 

  ③现有的导航手段。 

  （二）指定的永久性焚烧区的座标应广为散发并提交该“机构”。 

  第九条 通知 

  缔约国应遵守各方协商通过的通知程序。 

 

附件二 

  为了第六条第（一）款第１项的目的，需对下列物质和材料特别加以注意： 

  （一）含有大量下列物质的废物： 

  砷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 

  铜及其化合物； 

  锌及其化合物； 

  有机硅化合物； 

  氰化物； 

  氟化物； 

  未列入附件一的杀虫剂及其副产品。 

  （二）在颁发倾倒大量酸和碱的许可证时，应考虑到这些废物中可能含有第

（一）款所列的物质以及下列其他物质： 

  １．铍及其化合物； 

  ２．铬及其化合物； 

  ３．镍及其化合物； 

  ４．钒及其化合物； 

  （三）容易沉于海底，可能对捕鱼或航行造成严重障碍的容器，废金属及其他

笨重的废物。 

  （四）未列入附件一的放射性废物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在发给倾倒这些物质的

许可证时，缔约国应充分考虑这一领域的国际主管机构（目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建议。 

  （五）在为焚烧本附件所列物质和材料颁发特别许可证时，缔约国应适用附件

一的附录所载“海上焚烧废物及其他物质管理条例”并充分考虑各缔约国协商通过的

“海上焚烧废物及其他物质管理技术指南”并达到这些条例和指南的规定。① 

  ①此附加款作为一个修正案于１９７９年召开的第三次缔约国协商会议通过。

此修正案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１日生效。 

  （六）尽管是无毒性的物质，也可以因倾倒量过大而变得有害，或是易于严重

损害娱乐设施的物质。② 

  ②此附加款作为一个修正案于１９８０年召开的第五次缔约国协商会议通过。

此修正案于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生效。 

 



附件三 

  考虑到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为签发海上倾倒物质许可证制订标准时，

需要考虑的规定包括： 

  （一）物质的特性及成分 

  １．考虑到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为签发海上倾倒物质许可证制订标准

时，需要考虑的规定包括： 

  （一）物质的特性及成分 

  １．倾倒物质的总量及平均成分（例如每年的）； 

  ２．形态，例如：固体、污泥、液体或气体； 

  ３．性质：物理的（例如：可溶性与比重），化学与生物化学的（例如：需氧

量、营养物）以及生物学的（例如：病毒、细菌、酵母寄生虫的存在）； 

  ４．毒性； 

  ５．持续性：物理的、化学的及生物学的； 

  ６．在生物物质或沉积物中的积累及生物变化； 

  ７．对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变化的敏感性及其在水中与其他溶解了的有机物

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 

  ８．导致某些资源（鱼、贝类等）销售量减少的污染或其他变化的可能性。 

  （二）倾倒地点及堆积方法的特点 

  １．位置（例如：倾倒区的座标、深度及距海岸的距离），位置与其他区域

（例如：娱乐区、产卵区、索饵区、捕鱼区及可开发资源区）的关系； 

  ２．每一特定时间的处置率（例如：每日、每周、每月的数量）； 

  ３．包装及密封的方法（如果有的话）； 

  ４．通过建议的释放方法而得到的初步稀释； 

  ５．消散的特性（例如：潮流、潮汐和风对水平输送及垂直混合的影响）； 

  ６．水的特性（例如：温度、酸碱度、盐度、跃层、污物氧气的指数——溶解

氧、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以有机及矿物形态存在的氮，包括氨、悬浮物、其

他营养物和生产能力）； 

  ７．海底的特征（例如：地形、地质与地质化学特征以及生物生产能力）； 

  ８．该区域以前倾倒的其他物质的存在及影响（例如：以前倾倒物中的重金属

含量及有机碳含量）； 

  ９．签发倾倒许可证时，各缔约国必须考虑到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以便

按照本附件的规定评价这种倾倒的后果，同时还要考虑到季节的变化。 

  （三）一般的考虑与条件 

  １．对娱乐设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漂浮物或搁浅物质的存在、混浊、不

好的气味、变色、泡沫）； 

  ２．对海洋生物、鱼、贝类养殖、鱼类和渔业，以及海藻的培植和收获可能产

生的影响； 

  ３．对海洋其他用途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对工业用水质量的损害、建筑物

的水下腐蚀、漂浮物对船舶操作的障碍、废物或固体物质在海底的堆积对捕鱼或航



行的障碍以及为科学或资源养护的目的对特别重要区域的保护所构成的障碍）； 

  ４．实际上是否另有在陆地上处理、处置或清除的方法，或者可使倾倒入海的

物质减少危害性的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