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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对影响健康的生物和化学物质 

或核放射材料的自然发生、意外泄漏或故意使用的 

公共卫生反应的 WHA55.16 号决议的 

实施情况 

秘书处的报告 

1. WHA55.16 号决议致力于必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以应对由生物和化学物质或核放射
材料的自然发生、意外泄漏或故意使用造成的事件。它强调世卫组织的焦点在于此类事
件的可能公共卫生后果，并认识到加强监测和应对自然或意外发生的疾病是防备故意造
成的事件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2. 世卫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基本活动一直是加强国家和全球能力以发现和遏制正在出
现和易流行的疾病。这些疾病的常规预警和应对系统由于最初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技术相
似而能增进发现和调查故意造成的事件的能力。充足的传染病流行病学知识可促进认识
不寻常的事件。因此，加强的暴发预警和应对系统可达到双重目的：它们改善实力以减
轻正在出现和易流行疾病传播的实际危险，同时加强国家和全球对故意造成的事件的防
御。 

3. WHA55.16 号决议敦促会员国把任何故意使用生物和化学物质或核放射材料作为对
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予以处理并分享技术专长、物资和资源，以便迅速控制该事件并减
轻其影响。在最近几年，世卫组织已在协调可形成全球威胁的正在出现和易流行疾病暴
发的大规模国际应对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从 2002 年 5 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与 138 个受影响国家合作，发现和核实了 760 起国际可能关注的暴发。为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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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70 多起提出了国际援助要求。对 50 多起暴发，调派了国际小组，利用世卫组织及
其全球暴发预警和应对网络的技术专长提供现场支持。 

4. 这一经验已使会员国之间分享技术专长、物资和资源的机制能得到完善。业务活动
涉及迅速的暴发预警，公共卫生调查和流行病学核实；派遣现场小组和发送后勤物资（包
括疫苗、药物和个人防护设备）；与会员国和一般公众持续沟通；通过专门实验室包括
为从事高度有害病原体而装备的实验室网络提供技术支持。活动目前与 2004 年创建的
世卫组织总部战略性卫生信息中心的最新通信技术进行协调。 

5. 在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暴发期间，在分享技术专长、物资和资源证明对
迅速控制该流行病具有决定性作用时，预警和应对机制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使用和检验。
最近对于流感大流行威胁的担忧已导致国家和国际上正在拟定防备计划，以便在紧急状
况下增进卫生保健设施处理需求突然增加的实力，迅速增加疫苗和药物等物资供应以及
管理大规模干预的后勤工作。由于在故意造成的事件期间预期产生类似需求，此类活动
促进公共卫生防备方面总体技术专长进一步增进经验。 

6. 对于涉及怀疑故意使用生物或化学物质或核放射材料的事件的应对需要各非传统
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必须在事件之前及早预先建立和测试交流和协调机制，世卫
组织已开始与相关组织和行动的非正式交流，例如七国集团和墨西哥全球健康保障行动
小组、欧洲委员会健康保障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区域间
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以及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1972 年）秘书处。 

7. 正在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制定世卫组织评估防备和应对生
物或化学物质及核放射材料的故意泄漏国家规划的技术准则。该准则采纳对风险管理应
对全部危害的做法，为会员国评估其管理因物质或材料的自然发生、意外泄漏或故意使
用而造成的突发事件后果的能力提供一个框架；该准则已在加拿大、约旦、菲律宾和泰
国经现场测试。2004 年，世卫组织为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就自然和故意
发生的流行病的公共卫生防备向希腊政府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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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事件 

8. 近年来，会员国表达了对天花可能通过实验室事故或蓄意生物恐怖主义行动死灰复
燃的特别忧虑。正在建立全球天花疫苗储备，作为加强全球防备的一项合理直接方法。
该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世卫组织管理的疫苗储备，以便在确认发生一例天花病例之
后紧急使用。 

9. 正在为危险病原体，例如炭疽、布鲁氏菌病和土拉菌病的致病菌制定和加强专家和
实验室网络、标准程序、培训和质量保证。为防止有害病原体的意外泄漏，世卫组织于
2004 年出版了其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目前的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指南草案为在
实验室环境管理生物风险提供了一项战略；该文件正在与粮农组织、国际兽疫局以及国
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合作制定。 

化学事件 

10. 对可能由化学病因引起的疾病的监测是世卫组织暴发预警和应对活动的日常工作
内容。该系统运转良好，以便发现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疾病暴发，这些暴发通常表现为伴
有异乎寻常症状的病例群集，并与世卫组织内相关司合作，应要求提供快速调查、核实
和干预。 

11.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卫组织的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已开展补充活
动以加强对化学事件的公共卫生应对。已建立全球化学事故预警和应对系统，以便及早
发现、核实、评估和快速应对由化学病因引起的疾病暴发。已组织区域会议以便加强全
球毒物中心网络并从而促进对化学事故的紧急应对。 

12. 已与经合发组织、组织间化学品无害管理方案和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合作制定加强
防备化学事故和紧急情况的指导和培训材料。 

核放射事件 

13. 倘若发生辐射突发事件，世卫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作用是保护公共卫生。世卫组
织建立了辐射突发事件医疗准备和援助网络，以促进对辐射突发事件的防备，并且如果
发生民众对任何辐射源的过度暴露，向卫生当局提供建议。该网络的各个中心在辐射事
故之后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和开展技术培训作为一项防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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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据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指定的正式通报涉及核放射材料的事
故或事件的国际组织。当要求国际援助时，世卫组织帮助在受灾国家和网络之间建立联
系，并使后者的所有中心随时了解该事件及其管理方面的进展。 

15. 世卫组织通过该网络努力加强国际和国家机构在核辐射突发事件期间的应对能力。
世卫组织还制定紧接辐射事故后食物和水消费标准。 

食品安全 

16. 世卫组织一直就预防故意污染食品向会员国提供建议，强调加强现有的食品安全基
础设施。关于国际防备，世卫组织已建立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包括紧急联络点，在
该网络内，当食品安全紧急情况被认为对消费者造成严重危害的紧急危险时，将启动一
个应急网络，称为食品安全紧急事件网络。此类情况可涉及由于有害生物、化学、放射
或物理材料造成的食品的自然、意外或蓄意污染。 

防备和应对其它卫生危机 

17. 世卫组织已通过向受灾人口协调提供技术专长支持卫生部评估自然和人为灾害对
健康的影响。通过备灾规划，世卫组织已促进卫生部和易受灾地区的地方卫生部门做好
更好的防备。正在实施一项三年计划，以便在受灾国家和易受灾国家提高灾害预防和管
理的绩效，注重于非洲国家。世卫组织已就各紧急情况的卫生问题编制和传播若干技术
准则。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8.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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