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三九届会议 EB139.R1 

 

议程项目 6.3 2016 年 5 月 30 日 

 

 
 

 

在预防耳聋和听力损失方面形成一项新的 

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并制定行动计划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在预防耳聋和听力损失方面形成一项新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并制定行

动计划的报告1， 

建议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认识到全世界有 3.6 亿人患有残疾性听力损失，其中包括 3200 万儿童和近 1.8

亿老年人； 

确认近 90%听力损失者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缺乏用

以解决听力损失问题的资源和战略； 

关注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慢性耳部疾病的患病率持高不下，这些疾病可导致听

力损失以及威胁生命的并发症； 

确认除了与娱乐和环境噪声性听力损失相关的问题外，与工作相关的噪声性听

力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到听力损失得不到处理关系到认知能力的下降并容易导致抑郁症和痴呆，

特别是在老年人当中； 

                                                 
1 文件 EB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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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耳部疾病和听力损失不仅对个人的发育、交流能力、教育、生计、社会

福利和经济独立性而且对社区和国家都具有重大影响； 

意识到听力损失的多数原因都是可以通过预防策略得到避免的，现有干预措施

既成功又具有成本效益；但是，尽管如此，多数耳部疾病和听力损失患者仍无法获

得适当的服务； 

忆及关于预防听力损害的 WHA48.9 号决议（1995 年）和关于残疾，包括预防、

管理和康复的 WHA58.23 号决议（2005 年）； 

还忆及《2011 年世界残疾报告》1，其中建议投资提高卫生服务、康复和辅助

技术的可及性，并忆及在该报告建议基础上制定的世卫组织《2014-2021 年全球残

疾问题行动计划》2； 

牢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3（确保健

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及其旨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具体目标

3.8，其中间接确认要让残疾人获得优质卫生服务，此外，认识到目标 4（提供包容

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具体目标也明确提到残疾人，还

认识到听力损失得不到处理会大大妨碍受影响者的教育和学术结果；  

赞赏近年来会员国和国际伙伴们为预防听力损失所作的努力，但牢记有必要采

取进一步行动， 

1. 敦促会员国，在考虑到本国具体情况下： 

(1) 通过在各级提高认识和加强政治承诺及部门间合作等办法在全民健康覆

盖的指导下将耳部和听力保健战略纳入其初级卫生保健框架； 

(2) 收集耳部和听力损失方面基于人群的高质量数据以便制定以证据为基础

的战略和政策； 

(3) 制定适当的培训规划，促进开发耳部和听力保健领域的人力资源； 

(4) 确保根据《2011-2020 年全球疫苗行动计划》和国家重点使风疹、麻疹、

腮腺炎和脑膜炎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尽可能最高水平； 

                                                 
1 《2011 年世界残疾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可自以下网站获得：t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 

world_report/2011/en/（2016 年 4 月 11 日访问）。 
2 可自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about/action_plan/en/（2016 年 4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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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实施和监测筛查规划以促进在高风险人群，包括婴幼儿、老年人

和在职业及娱乐环境中暴露于噪音的人群中早期确认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耳

部疾病和听力损失情况； 

(6) 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部分，加强获取可负担且符合成本效益的优质辅

助听力技术和产品，包括助听器，人工耳蜗和其它辅助器械，同时考虑到卫生

保健体系以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提供服务的能力； 

(7) 制定和实施规定以便在职业环境、娱乐场所和通过个人音频设备控制噪

音，并同时控制耳毒性药物； 

(8) 通过推广手语和字幕等替代交流方法促进获取交流手段； 

(9) 努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确保健康的

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和目标 4（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尤其要关注听力损失者；  

2. 要求总干事： 

(1) 根据现有最佳科学证据编写一份关于耳部和听力保健问题的世界报告； 

(2) 开发工具包并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其收集数据、制定国家耳部

和听力保健战略、明确如何能够将预防听力损失纳入到其它卫生保健规划、

提高认识、筛查听力损失和耳部疾病、开展培训和提供辅助技术； 

(3) 加强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通过制定和促进保证听力安全的标准、

筛查方案、促进保证听力安全的软件应用程序以及信息产品减少因暴露于娱

乐噪音导致的听力损失； 

(4) 利用每年 3 月 3 日世界听力日的机会，每年以不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5) 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进展情况1。 

第二次会议，2016 年 5 月 30 日 

EB139/SR/2 

=      =      = 

                                                 
1 执行委员会同意，应当将本决议的长期报告要求纳入到根据 WHA69(8)号决定确立的前瞻性的预期议程项目

计划安排之内。见执行委员会第 139 届会议摘要记录，第二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