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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7月 22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向你通报联黎部队行动区的最新发展。 

 2009 年 7 月 14 日，黎巴嫩南部 Khirbat Silm 村发生爆炸。黎巴嫩军队和联

黎部队军官组成联合调查委员，共同开展了工作。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军官几

乎 24 小时连续现场作业，该场址被完全封锁后受到联合守卫和不间断监测。 

 调查是第二天开始的，因为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弹药专家判断第一天进入

爆炸现场很不安全。第二天，黎巴嫩军队不顾危险在现场驻留，一名黎军士兵因

建筑物附近地区的二级爆炸负伤。这驳斥了以色列关于黎巴嫩军队故意拖延在爆

炸现场部署联黎部队和开始调查的虚假指控。 

 经调查，调查委员会的黎巴嫩军官看出，发生爆炸的建筑物载有相当数量的

各类弹药和各种武器，而爆炸是未完成且无人居住的建筑中起火引起的。结论认

为，这些弹药和武器是 2006 年 7 月战争遗留下来的，原因如下： 

• 发现的物品中包括 100 毫米以色列坦克弹药，上面写有希伯莱文； 

• 场址遗留的所有武器和弹药都是 2006 年 7 月战争中使用的； 

• 抵抗运动不掌握其中的 130 毫米火炮弹药，而 2000 年解放与以色列合

作的拉哈德民兵曾用过这种弹药。 

 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目前正密切协作，对爆炸进行调查。以色列企图对调

查结果先发制人，指责平利塔尼河以南联黎部队行动区的走私军火活动。这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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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是虚假的，显然是为干扰调查和影响其结论。应指出，联合国秘书长 2009 年 6

月 29 日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十次报告第 28 段指

出，联黎部队迄今没有提供也没有发现关于新的军事设施或向行动区走私武器的

证据。秘书长在报告第 49 段中指出，黎巴嫩政府及其机构没有向联合国报告任

何向黎巴嫩走私武器的事件；对于以色列政府继续声称存在严重违反武器禁运的

情况，联合国无法独立核实。秘书长在第 66 段中补充说，联黎部队没有找到向

其行动区走私武器的证据。 

 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将武器储藏在平民附近并使平民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给

以色列日后蓄意攻击黎巴嫩平民找理由，以色列曾多次在纳库拉三方会议上明确

提到这一点。这种目标定向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日内瓦

第四公约。黎巴嫩陆军士兵对这几处地方进行了搜查，确定其中没有任何违禁物

品。 

 2009 年 7 月 19 日，黎巴嫩军队从得到联黎部队通知，可能试图将弹药从爆

炸地点转移到 Khirbat Silm 另一处地方。这包括三个在建房屋和一个有人居住的

房屋。随后，根据指示，黎巴嫩军队立即向联黎部队通报了搜查结果，并陪同联

黎部队进入上述场所。两个联黎部队巡逻队抵达上述地点，而其他联黎部队巡逻

队到了村里其他一些地方。 

 由于协调不利，一个联黎部队小队在现场试图不经黎巴嫩军队陪同进入其中

一个房屋。一些妇女和女孩受到惊吓喊叫起来，然后一些青少年仍石块打联黎部

队，打伤一名联黎部队士兵。由此造成国际部队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情况急转直下，

当地居民朝联黎部队投掷石块，击中数名士兵。 

 以色列一直试图在黎巴嫩和联黎部队之间制造问题，以掩饰其正在占领沙巴

农场、Kafr Shuba 山和 Ghajar 镇北部的黎巴嫩领土，以及其每日从空中、陆地和

海上侵犯黎巴嫩的主权，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等决议。 

 以色列在黎巴嫩与联黎部队之间兴风作浪的无用功，也是为了掩饰其在黎巴

嫩境内遍布的间谍网络。2009 年 5 月 20 日黎巴嫩给联合国的信，报告了发现的

网络。这些网络旨在破坏黎巴嫩稳定和威胁其安全，并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构成威胁。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即最

新的)报告第 20 段中指出，以色列的间谍活动可构成侵犯黎巴嫩的主权。秘书长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最新报告第 71 段表示关切，如

果证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间谍机构存在，用他的话讲，会危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

间存在脆弱的停止敌对行动状态。 

 以色列这些无用功也是为了掩饰最新发生的从陆地侵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

即2009年 6月 17日在 Kafr Shuba 村郊外哈桑门对面建起土护堤和武装混凝土了

望塔。2009 年 6 月 29 日黎巴嫩向联合国致信通报了这一侵犯行为。以色列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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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犯行为是，越过以色列技术围栏 10 米，进入 2000 年联合国核查以色列撤退

时黎巴嫩保留的一个阵地所在地区。 

 以色列正试图通过这种跨越技术围栏的侵犯行为，在黎巴嫩保有的地区制造

一种新的既成事实，象以前步步零星占领黎巴嫩沙巴农场一样，蚕食黎巴嫩的领

土。以色列最近的侵犯行为已经触怒了一些黎巴嫩公民、特别是土地受到蚕食的

业主，他们在 2009 年 7 月 17 日被激发前往此地，升起了黎巴嫩国旗。黎巴嫩要

求彻底清除以色列对 Kafr Shuba 郊区这一新的侵占并恢复原状。联黎部队必须在

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种侵犯行为。 

 以色列这些徒劳之举也是为了掩饰拖延提供有关投掷集束炸弹地点的资料。

其间，数百名黎巴嫩平民受害者已遭杀害。黎巴嫩政府已通知联合国，这一资料

的准确性令人怀疑，特别是因为对 37 个遍布集束炸弹的地区没有提供资料。黎

巴嫩军队要求提供关于投掷集束炸弹的详细资料，而以色列迄今仍未提供。 

 黎巴嫩强调，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之间应开展密切的业务和战略合作；在

这方面，黎巴嫩指出，最近在行动区内与联黎部队的联合巡逻加强了这种合作。

应指出，联黎部队行动区内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武器。发现的这些武器是 2006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遗留的。  

 黎巴嫩重申致力于执行安理会第 1701(2006)号决议。为此，黎巴嫩于 2009

年 7 月 4 日致信秘书长，要求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内容不变。黎

巴嫩重申，反对任何削减有关决议所定联黎部队任务及其对黎巴嫩军队提供的援

助的内容，以及(或)对行动概念、交战规则或黎巴嫩军队和联黎部队之间密切合

作的现有安排做出任何改变。黎巴嫩赞赏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正在开展的工

作，以及对维护行动区安全与稳定的贡献。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向安理会成员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卡罗琳·齐亚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