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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 

临 时 议 程 项 目 ‧ 

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持续发展的努力所做的贡献 

〔-总干事向执委会第八十三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世界卫组织对 

国际持续发展的努力所做的贡献的拫告(1),在研究了世界环境和发展 

委 员 会 及 联 大 关 于 该 主 题 的 号 决 议 后 ， 第 四 十 " T 届 世 界 卫 生 

大会提出要起革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联大4 2/186号关于 

2 0 0 0年以后环境展望的夾议写成的. 

执行委员会在其第八十三届会议Jb讨论了总千事的报告并且要 

求总干事将报告按照执委会的意见进行修改后的实质内容提交给第四 

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执委会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世界环境相发 

展委员会报告所涉及的广泛内容，以指导其将来的规.划和重点是正确 

的.卫生部门应该在履行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建议中起到关键的 

作用，以便在全球团结精神下，促进持夂的人类卫生和发展，在与联 

合国其它有关机构紧密合作下,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在这些努力中提供 

指导.特别应调整和加强促进环境卫生规划，以便使它能够应付各种 

.危害的因素，包括：空气、水、食物、土地以及 i i ^、工作场所、 

农业、工业一简言之，环境决定健康与患病的一切地方.执行委员 

会赞同总干箏通过强调发展环境和卫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重建和 

重振本组织环境卫生的完整措施的意愿.执行委员会要求，按照联大 

号决议，总干事的报告将通过经社理事会转交给联合国松书 

长，供联大四+四次会议审议，并送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导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还建议第2&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EBSS-Rio号决议 

执行段落3中的夾议草案,. 

( 1 ) 文 件 : 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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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t^—郁分提供了关于本报告主题的背景情报，它涉及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牙0由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议。第二郅分结合这― 

职贡军i义了持续犮展的^念，面M三部分#：述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 

待续发展的贡(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活动的详细情况见附件).特别 

重要的是，在第 I部分 ( C )中，根据联大" / ^ Z S e ,
 4
2 / j S 7 号 决 议 

以及执lë会第八十三届会议讨论的意见制订世界卫生组织规划.〕 

内 容 

页 数 

1 . 弓l"t - ⋯ 3 

2. 卫生和持续发展 4 

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持续发展的努力所傲的贡献 5 

附件：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同持续发展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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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l i î 

J.在第四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挪威首相格罗，哈茱姆'布伦特兰德夫人以世界环境和发展 

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做了该委员会题为"我们共同的未釆"的报告•该报告J 9 S
 7年发表，受到 

了联大42/181号决议的次迎(1).在联合国环境规戈;i署指导委员会主持下起萆的题为" 2
 0 0 0年 

及其以后的环境展望"的文件中利用了委员会的报告并在 M大的"号决议中被通过.在 W H A 

41-15号决议中，世界卫生大会要求总干事向第八十三届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对国际持续发展的努力所做的贡献的报告，该报告也将根据 4

2力《 7号决议汇总向四十四届联大所 

作的综合报告中. 

2. 总干事的进展报告包含在EBS3/J[3号文件中.在审议了该报告之后，执委会要求总千事，根 

据执委会意见进行修改，并提出联大 4 2

/«ïS7号和 4 2

/<2«<5号决议将其实质内容通过经钍理事会转 

交给联合S秘书长，提交联大，还要发送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导委员会. 

3. 执行委员会也建议第匹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3
' l U

5 号决议执行段 ^ 3中的决议尊j^
2

) 

à. 1 9 9 0 -1 9 9 1年双年度规划预算方案无疑地认识到世界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需要 

谏惧地利用，也需要重视和保护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抱负和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生活的生 

态系统，同时还认识到，世界环境相发展委员会所确定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卫生问题. 

在很大的程度丄所有这些涉及到的问题都已经在本组织的活动中得到了反映V*然而面在吃透委员 

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和教诲并将其付诸行动的时侯，规划重点仍然需要作进一步调整. 

5. 不言而喻，世界卫生组织要想在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其它组织！！：紧密地 

协调并利用革新的途径去调动更多的资源. 

6. 首要的是实施关于初级卫生保使的阿拉木图宣言f'
3、初级卫生保首先可以满足i本需要，提 

供广泛的服务范围并桎救有价值的资源.在卫生范围内，对持续的发展来说初级卫生保健是民主的、 

人人有份的和公平的铍法，这正是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所要求的•买质丄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 

(1)世界外境扣发展委员会，我们的共同未釆，纽约，牛津大字字报，《19*7年， 

12) X # E B 8 3 / 1 9 8 9 / ^ C / 1 , 第 J 部 分 2 . 

(3) «Zi? 7 S年阿拉木图，初级卫生侏》，关于初级卫生保健国际大会的报告，阿拉木图，苏 

联 ， 年 9 月 6 日 至 2 2 日 . B 内 瓦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0 7 S年（"人人享有卫 

生保健"丛书，NO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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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都与初级卫生保健有关.-些规戈」中，傻进环境卫生规划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将来工作中呈 

现出新的面^.它将结合环境侏护和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调整方向,以强调厄害卫生的各个方H, 

包括：大气、水、土地、住房、工作场所、农业、工业 简言之，环垸^定康与恩病的一切 

方.规划将评价人类将在下一个十年和以后面临的那些危险的影^的范围斧P严堇te,并揭示出i£些 

厄险与 ,的因果联系 . 

H..卫生相持续发展 

7.初-级卫生保健和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明确地承认改善卫生的重要性及健康的环境对将来以及目前 

一代人所起的作用，这二者在一起显示出，卫生发展和环境是如何无法摆脱地联系着. 

S.持续发展的概念要求在地球资源的基础生物圈承受力的制约范围内进行发展。虽然这种解释 

可能使当今的发展战略受到限制,但其目标就是找到新的途径和现实的办法咒服目前只注;S:达到短期 

目标的做法，以利于长期的持续性.这一概念承认必须加速发展以满足成亿人的需要1^义及改善贫困 

和不卫生的状况，因此这里说的需要只能是基本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以及"20(J0 

年及以后环境的展望"二者都建议，便教育和卫生达到令人满；1:的水平，来绂和人口对世界资源的 

压力.这使持久发展的观念扩大了，它远远超出早些时候提出的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建议。它承 

认实现基本卫生薔要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题. 

9.持续发展要依靠经济上有生产力的人们的健康身体，而通过初级卫生保健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1 )要依靠对世界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保证： 

-满足基本的卫生需求； 

一人民不仅对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是发展的受益者； 

一预防和控制使人民的发展受到危箐的疾病； 

一 卫 生 城 市 ； 

-能源工业产品在人民中公平地分配； 

一保护人民的建康免受那些因发展过程本身的环境危誓和预防这些危害‧ 

(1) 2 00 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咯.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 8""人人享有 
卫生保健"丛刊；NO • 3 ) . 



10.卫生和持续发展的相互支持只能通过在所有公共郁门之间加强卫生服务和促进卫生方面有效 

犮展所能做出的贡献:这也;全实用于国家卫生机构相世界卫生组织.、履行卫生和保^措施需要各 

妍的努力，直 s基& 4基层，成功地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涉及到决定发展复点的社区的参加.要有 

相当强大的、持久的卫生基本建设来满足当前卫生的需要，又要有相当的灵活性，以便对他们将来 

的需要作出拾当的反应，这是持续发展的关,. ^ 

1.世界卫生组织对1 1际持续发展的^力的*献 

(A) 世界卫生组织总的贡献 

政策和战略 

2 1.正如前面指出的，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的规划和活动，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可以说都对持续发展 

做出了贡献.第 3 4届世界卫生大会所通过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 ( 1 ^的 s e号决 

议（ J 9 S J年）确实强调了卫生相发展的相互依赖以及有关政策的相互加强.根据全球战世 

界卫生组织的政策和规戈.」强调在卫生和全面发展之间铸要紧密联系，通过他们的技术合作，本组织 

寻求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在WHA35.J7号关于发展规划中的卫生问题的决议中（J S S 2年）， 

世界卫生大会保证，世界卫生组织完全有义务与各会员国、国冢和国际机构以及财务机构进行合作, 

以便将必要的预防措施用于发展规划以减少对居民卫生和环境的危香.在WHASS'"号（jrS>S<5 

年）决议中，世界卫生大会号召各会员11特别要把确定^制订卫生目标作为农业、环境、教育、水、 

住房^其它与卫生有关的方面的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要将有关卫生彩响的分析纳入所有 

与卫生有关的规划和计划的一切可行性研究. 

基本卫生需求 

1 2.世界卫生组织有益于满足人类基本卫生胬要的各项规划集中于对营养不良的预防和管理，食 

品安全和预防食品变质，对全球营养品和卡路里储备的分配、提供饮用水相卫生（特别是结合国际 

M相环境卫生十年以及以后的工作），保护饮水质量以及发展符合卫生条件的住房等l-J题上，世 

界卫生组织强调对最不发达Ê家和鈇医少药人群实施公平规划等关键问题上进行妍究相采取行动. 

保健和健康促进 

1 3.本组织几项规^的g的是，保护和促进一些特定人群（如母亲.儿童、肯少年和老年人）的 

(1)见第4页脚注_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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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并使人口政策有一个公正持久的依据.虽然本组织没有一项明确的入口控制政策，但是它的 

规划显然反映了合的人口、充足的食品、资源和卫生之间的关系.合理的人口与人口总的健康状 

况是密切相关的.本组织的保健和健康促进工作特别重视这两者的联糸，光其是本组织的家庭卫生 

和精神卫生M划、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训特别规划、扩大免疫规.划及腹泻病、痉疾和其他 

寄生虫病控制规划.灌溉和其他水资源开发项目会大大加剧很多媒介源疾病-的传播（特别是疾和 

il吸虫病），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实施了传染病和疾病媒介控制规划及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 

这些规划及其他规划同时还能为满足其他卫生需求作出贡献，符合持续发展的要求. 

域市卫生 . ： 

1 4.为了为城市持续发展和建立健康城市作出贡献，本组织倡导了城市初级卫生保健.城乡发展 

环境卫生计划规划是对这项工作的补充.为了实现联合国 2 0 0 0年全球住屏战略，本组织还参与 

了改善人类住区的计划工作和人类住区卫生监测工作. 

环境卫生 

1 5.本组织促进环境卫生规划的内容有：监测空气、水相食品，现代技术对人类健康潜在和实际 

危害的研究；预防、减轻和控制工il发展相能源便用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潜在化学毒物对健康危害 

的评价工作是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的一部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协作进行.这项 

工作的内容有：饮用水质量、化学品安全、食品安全，空气质量、杀虫刑在农业和公共卫生方面的 

安全使用、工作场所安全以及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如臭气氧层耗损及"温室效应"）对健康造成 

的危害进行调查、加强各国和国际上对工业活动、使用化学品或能源生产中出？ï>j题时的应急能力. 

全球评价 

2 6.本组织对发展趋势及其对卫生和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全球评价.其中有：对人人享有卫生 

保健战格实施憒况的全球检査和评价；对具体卫生规划及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取得成就的 

全球定期检査*H平价；对人类接触某些环境卫生;^险物的全球定期评价；参加了其他全球发展趋势 

的评价工作（如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的活动). 

(B) 本组织正在开展的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活动 

i 7.附件提供了关于本组织正在开展的活动的详细情况，针对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些活动分类如 

下： 



满足基本卫生需求, 

。 人口和脆弱人群， 

。控制与发展有关的地方病， 

‧ 城市的挑战i ' 

‧ 发展带来的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全球发展趋势评价. 

1 8.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本组织所有规划都对实现持续发展的II际努力有所贡献.有些规划 

(如促进环境卫生规划）的整个内容都是为此目的的，而另外一些规划只有杲些部分直接与此有关. 

本组织各区域间的规划差别相当大，在审议附件时应注1:到这点. 

1 9.各區的参与及在很多情况下其他i[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参4也是此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执行委员会提出并经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本组织工作总规划规定了各项规划的详细目标.《第八 

个工作总规划》的时间是从J 9 9 0年至2 9 9 Ô年"、 

(C) 本组织规划的今后发展 

2 0.在重温联大4
2

X2*d*J
4

2/<7S
7

两项决议的内容后，执行委员会认识到，卫生和持续发展 

两者相互依存的憒况将会彩响本组织今后规划的制定涉及到各级的很多工作，例如与会员a的技 

术合作；确定某些卫生问题的新重点；研究^推广技术；研究和控制环埂中卫生决定因子；内外合 

*协调,而回尊这方面挑战的首要标^ii^使:E生本身得到持续发屎.这意味着.在本组织的技术 

工作中，一定要注意长期发展卫生相关领域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和经济工作.这些必要的工作有：描 

准人民和人民徤康的行动；社区一级的行动一应既使社区能自给自見又支持他们计展有效而负 

担得起的服务，将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釆；部门间卫生行动；情报倌息和技术的普及，技术应对 

环境无鲁，有利于持久使用世界资源相生物W容:t. 

2 1.本组织接受这样的观点：J S SO年代环境将成为全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lit除了其他工 

作外，本组织必须加强对环境中卫生决足因子的研究，本组织所有规戈‧」实际上都将参与此项工作. 

( 1 )《笫八个工 ,总规戈》、 1 9 9 0 - 1995),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J 9 S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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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回答对环境无害和持续发展这一挑战最重要的工作是，'评估环境危害对人类影响的范围牙口程 

度，并说明这种危害与人类健康的因果关系.另外，本组织还将开发，推广和保证正确便用有关Ji^ 

生的技术，并担任卫生领导，以便保证农业、食品，工业、教育、住房、旅游，公共工程、宣传和 

其他部门的一致行动. 

2 2.在这方面，本组织促进环境卫生规划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本组织行动的先头fp队.重点将 

放在社区供水和环境卫生上，以保证安全供水，家庭、社区、农业和工业都要正确保护和管理水。 

家庭和工厂都不要随便堆放坟圾和有毒废物.新重点将放在域乡发展和住房环境卫生上.将大力开 

展潜在化学毒物对健康危害的评估工作，首先对最常见的和对人类健康^害最大的化学毒物进行if" 

估.应重视环境政策、战略和技术，以控制环境对健康的主要危害.在继续参加食品法典委员会的 

工作，以制订食品标准的同时，本组织将把注意力集#在食品安全工作上，以使人类免遭食品中生 

物和化学污染物危害健康. 

2 3.下面所列的是拟开展的活动项目，如获执行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则本组织在今后将 

在这些方面为实现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技术合作 

2人持续发展的概念意味着必须在某些领域采取比过去更大的努力.其中有：控制妨碎发展的疾 

病；食品安全和合理营养；为母亲、儿童、青少年、工人和老年人提供特殊需要；人口活动；满足 

迅速增长的缺少服务的城市人口的卫生需求；基本环境卫生；评价和控制由过量使用资源（如为了 

濯溉）及开发相使用新技术在工农业.家用和医疗本身引起的环境危害和事故.在所有这些方面， 

本组织将开展或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相捐助者的合作活动* 

研究 

2 5.需要对发展所带来的新卫生问题加以研究，以作为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明智央策的依据.不仅 

仅是工业国家面临这些问题，它们也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挑*t特别是水、空气相食品及工作场 

所甚至住宅的化学、物理相生物污染.可能有必要对食品供应和合理营养及城市和城市周地区生 

活和生活方式的卫生问题进行更多研究，这种地区拥挤的人口和其他很多决定因子^响着很多人的 

身体和積神綻康.本组织将继续担任领导，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通过对这些因素和健康的 

复杂关系W评估及控制这些因素的现有技术的评估而达到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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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和宣传 

2 6.本组织将把卫生和持续发展的信息带给卫生决策者和行政管理者.健康教育者、社区领导、 

公众、科学界和正式捐赠者，使他们充分汪意到此点.健康教育和宣1专规必苻发挥特殊作用，但 

是所,有关的技术规划也将参4情报儈息的开发和传播工作，这些情报信息的内容有本组织的措施 

及其对持续发展的贡献，以及各国卫生机构在这方面必须发挥的作用，以期使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 

的措施与持续发展一耿起来. 、 

部门间合作 

2 7,本组织将加强通过部门间合作实现持续发展的努力.这种努力将眷'助各国卫生机构增强对付 

卫生挑战的能力.这种努力旨在使国家计划部门和有关部委在决策时把卫生目标列入计划，还包括 

改进对健康影响的评估*政策分析相机构的发展.这项工,要求增加科研并制定相推行切实可行的方 

针.将加强本组织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正式捐赠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各会员国正努力实行世界委 

员会报告和"环境展望"文件中的建仏应特别注it各种经挤因素，它们影响着卫生和持续发展间 

的关系，也彩响着卫生都门参与的方式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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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组织正在开展的关于持续发展的活动 

下面将分几个小标题概述本组织正在开展的活动，重点介绍持续发展这一f、想所涉及的本组织 

的工作. 

1.满足基本卫生箐求 

满足基本卫生需求是公正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本组织的规戈ii有三方面的行动. 

(a) 食品相食品保障.食品供应和合理营养活动的内容有： 

-找出具体情况下菅#T、良的主要原因及作用因子（缺乏或过量），使用监测获得的情报 

计划和实施营养规划； 

一发现引起营养不良和食物损失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并通过初级卫生保健（特别是其妇 

幼卫生工作内容）预防这些疾病. 

食品安全活动的内容有： 

-评价农用化学品（杀虫剂相兽药）对健康的苊害，制定有关各种食品污染物相用于食品 

储藏相食品加工（添加剂相防腐剤)的化学品的食品称准和搡作规程； 

一预防，减少和控制食品的生物污染，防范贪源性疾病，控制食用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 

―评估用于食品生产的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安全性，及用于防止食品直接耗（延 

长货架寿命）和间接损耗（îa防食源性疾病）的食品照射的安全性. 

食品擾助工作与世界食品规划密切协词，其方式是在农业、教育,卫生等11家规划范围内，通 

过社会可以拔受的具体项目进行，以便促进持续发展和最贫困人群的健嚴. 

(b) 饮水供应相住宅卫生‧供水和住宅卫生是改善环境卫生的基本要求.这方面的活动有： 

一大力宣传安全水供应和适宜的环境卫生对健康和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化特别 

紧急的是要采取提高对贫穷和鈇医少药居民（先其是域巿周围地区》服务水平的措旅. 

-在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及以后》中与会员国和外部支持者合作，根据初级卫 

一 " - ' ― ， a "ta AJL 、二 A aiÂ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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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社会和人力资源，加强各国计划、实施和坚持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规划的能力； 

-通过情报交流网开发和推广技术，重点是：地下水的保护；服务的开展和维持；监测水 

质和废弃物的卫生情况；安全再利用废水. 

(C) §，‧本组织关于住房和人类住区方面的卫生活动有，提供关于住房环境卫生的情捐ifP 

技术，改逬Si建筑，建材的确定、挑选和使用. ' 

本組织进行的改迕城巿和半械市地区环境卫生的其他活动见下面第4都分:."域市的洮战"， 

2.人口和脆弱人群 

本组织这方面的工作皆在促进和保护特殊人群的健康和使人口政策凟一个持久依据. 

(a) 家庭卫生.这方面开展的活动如下： 

一 1£进广义的母亲安全和儿重保健，其中包括计划生育，这项工作有社会对家庭的支持； 

人口政.策的卫生内容，要考,虑到妇女的特硃卫生铕求和她们对发屉的独特贡献；考虑到 

童工^虐待儿童对健康的不，响； 

一推广技术，特别是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技术，以降低发展中S家孕产妇.耍儿和儿童死 

亡率； 

―，妇保徤 * p新生儿保健的情报信息，并促进这方面的卫生保健，如降低孕产妇 

死亡率，推动母孔"^养，将其作为一种养嬰幼儿的独特*3"f遍适用的方法，同时也是 

生育间hi的因素之一， 

(b) 扩大免疫规划的活动有：对所有儿童进行六种目标疾痏的免疫，并对育it妇女进 

行破伤风免i^. 2 0 0 0年消灭脊《灰质炎是一项特别行动计划的内容. 

(C)人类生殖,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it培训特别规划包括对开展下列工作的*施： 

一、进、协调、支持、便用*P评价人类生殖研究，特別是针对发展中S家衡要的*究，如 

发坑和评价建康安全ft题，分祈行为相社会决定因子，开发安全有效的方法，所^这 

些工作都与控举J生育和防治不育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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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的*要和重点开展人类生殖方面研究和培训的能力. 

(d) 工人卫生.开展的活动有： 

-发现卫生 l'èj题，开发、调整和推广早期发现、,、防和^锎职业病和工作场所伤害的 

技术J 

一在社区采取措施，滴足鬲;&人群（如責少年工人、工作母亲、季节工人、老年工人和残 

疾工人）的卫生需求. 

(e) 老龄卫生.老齡卫生的活动,：对健康老龄决定因素的研究，改善老龄的自力和自我保 

健，保持他们的健康身体、健康精神和社会活动，这样，在发展进程中能继续与社会融为一体. 

(f) 精神卫生.精神卫生的活动有：找出对社会有#》响的社会心埕和行为因素，审量和推广 

能作用于行为因素的技术,以有助于持续发展规划，促进儿童、青少年和其他脆弱人群心理发育健 

康. 

3,控制与发展有关的地方病 

由于寄生虫病、腹泻病和其他传染病能造成人类生命的妆失和生产力的下降，它们威胁着持续 

发展.反之，在有这些疾病流行的S1家，很多资源开发项目引起了生态和人口的变化，逬而加釗了 

这些疾病的流行.本组织规划的目的是预防妨搿人类发展的主要疾病. 

(a) 疾: 

―为制定、实施和评价国家^疾控制措施（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一部分）提供技术支持， 

使用具体预防措施，使其成为高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 

-完善預测、预防、早期发现相控制;€疾流行的区域监测系统.制定和实施紧急计划. 

(b) 其他寄生虫病: 

一对有关的每种寄生虫病的分布、流行、发病情况和严重程摩进行流行病学评估，找出生 

态学、社会经济学和人类行为的决定因子，将其作为确定持续发展中卫生行动重点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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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于社区一级的疾病控制措施（这是域乡发展项目的一部分），水源的开发，农村住 

房和建,S教育，：预防由污水引起的麦地那龙线虫感染. 

(C)腹泻病: 

一通过防治脱水和正确使用抗菌素治疗痢疾，降低![泻病死亡率； 

-通过改善营养/安全水及个人和家庭卫i降低.梭泻病发病率，特别是嬰动儿的发病率. 

(d) 艾滋病（获免疫缺陷综合症） 

-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 

一大力宣传-1防和诊祈艾滋病的方法，散发这方面的情报； 

-支持各国的艾滋病控制规划 • 

(e) 疾病媒介控制: 

―制定和推动综合煤介控制战略，促进安全使用杀虫剂,生物学方法；制定安全准则供会 

员国使用，向各国政府提供关于安全用杀虫剤^杀虫齐〗注册前应*虑的毒理学内容的 

咨询服务； 

-提倡在各种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环境中，使用适用于媒介控制的经济有效的环境管理方法, 

特别是水资源开发项目（例如本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II环境规划署煤介控制环境輦理 

联合专家团的建议，本组织通过这个联合专家团与环境规划署和粮农组织协作）， 

(f) 热带病研究.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的活动有： 

一支持热带瘸的流行病学研究fO热帝病对社会和经济的的研究； 

一研究&制热带病的菊药和控制媒介的新生物学方法，对这些药和方法逬行现场便用或做 

后期试验. 

4.域市feâ战 

迅速增长的域市人口的挺崴和笼康域市的环境珑念是不可分割》.本组织工作的目的是，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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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正的城市发展打下一个持久的基础. 

(a) 城市卫生保健: 

一把初级卫生保健原则用于坡市地区，工作重点是低收入和脆弱人群，重视预^卫生保健. 

把卫生相福利工作结合起来，在社区将这些内容组织在一起；' 

一加强改善卫生、社区发展、教育、公众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部门间协调，对缺少服务ifPB 

益增长的受到城市生活社会心埋危害的人群的特殊需求予以特别重视； 

一建立卫生和市政当局、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使各械市共享关于重要问题的情报信 

息，动员共同支持开展健康城市规戈；」. 

(b) 城市环境卫生: 

一对住房相城市发展与健康的关系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以便为改进城市规划及确定研究和 

检査人类住区卫生的正确指标提供依据； 

一进行有关住房和城市规划的环境卫生技术的培 i l i l ,并推广这方面的技术，特别是以社区 

为基础的弄清需求和确定重点的方法； 

一 在住房和人类住区全面卫生工作方面与其他机构和政府合作，以实施联合国2 0 0 0 年 

全球住房战略. 

5. 发展带来的对健康的不利彩响 

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现代技术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本组织的工作旨在缩小这种认识差别，并帮 

助会员国使用与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方法，加强减少和控制危害的能力和规划. 

6. 评估和控制环境对健康的苊害 

本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有： 

一检查和监测空气、水和食品的生物.化学和放射污染，经常评估发展工业和便用能源造 

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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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饮水、食品和工农业及家用化学品标准的卫生标准和准则；评估职业危害和有害废 

物，包括化学品的致癌危险； 

-经常评价环境污染和空气、水和食品污染的趋势和问题，及各国觯决这些问题的规戈;J; 

一在这些问题上与各国主管机构合作，特剁是在规划控制饮水质量，化学品安全，食品安 

全，空气和水源（特别是地下水）质:t,安全使用杀虫剂和工作场所安全的工作中更应 

如此； 

-测定新出现的问题（例如臭氣层耗损、"温室效应"，非电离辐射以及生物性燃科和石 

棉造成的问题）对健康的危害(及其对策)； 

一寻找工农业便用的某些化学品的代用品； 

一加强各国和国际上对工业活动，便用化学品或（核）能生产出lÎJlS]题时的应急能力； 

一与正式捐赠机构合作，以把环境卫生保护列入它们支持的会员国的发展规戈.j相发展项目； 

7.全球发展趋势评价 

本组织全力支持评价全球发展趋势及其对卫生和持续发展的彩响，工作如下： 

-使用商定的指标和由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时间表，对本组织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4的实 

施情况进行全球检査和评价； 

一对具体卫生规划目标的实现憒况进行全球定期检查和评价，例如儿重免疫、胰泻病控制， 

国际饮水洪应和环境卫生十年及其后续行动； 

一对环境对人类健嚴的特定危害和对建康产生的彩响进行全球定期评估（例如特足化学&、 

放射和癌症)； 

一 参 加 由 联 合 S 境规划署协调的全球发展趋势评佶,,如通过全球环境监測系统ifp全球 

资源情报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