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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被占领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 
卫生状况及对他们的援助 

总干事的报告 

 
1.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居民正在经受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伴有失业增多以
及造成封闭被占领土和限制被占领土内货物和人民行动的安全措施。领土内的日常生活
受到了影响，而且贫穷人口比例上升。 

2. 在寻求医疗、卫生保健转诊或慢性病治疗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报告获得了此类服
务。但是，在获得保健方面经常有延误：卫生工作者和病人都需竭尽全力克服行动限制。
例如，西岸的隔离墙对负责管理急诊和慢性病患者的人造成挑战。来自被隔离墙孤立起
来的社区的一些病人不得不绕道以便获取他们所需的服务。 

3. 由于公立和私立卫生服务设施很有效,避免了传染病的重大暴发，而且主要卫生指标
（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保持了低水平。孕妇贫血和儿童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水平是值得
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也是具体研究的主题。 

4. 多年长期的不安全和暴力对居民具有深刻的心理影响。近 50%的儿童报告遭受过与
冲突相关的暴力或目睹了涉及直系亲属的暴力行动。这种创伤在儿童中造成很高比率的
心理问题，有时反映为攻击性行为。在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求医的人数正在增多。 

5. 通过增加卫生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各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地
方诊所（其中有些是流动诊所）的数量，维持了公共卫生系统。专科医疗保健已做到分
散提供。这些变化使卫生系统的管理和供资复杂化，尤其是因为卫生部可得的收入自
2000 年以来减少了 17%。较不容易继续做到遵守标准程序，所以发生了医疗垃圾管理
系统开始失灵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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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卫组织秘书处加强了其支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努力，以便改善
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它不断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为难民人群提供的卫生部门服
务。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协助巴勒斯坦卫生部开展注重于若干特定卫生干预措施的规
划。自 1994 年以来，世卫组织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居民实施了一项特别技术援助
规划。该规划支持以公平性、有效性和持久性为基础并针对卫生方面更广泛的社会、经
济、环境和文化决定因素的卫生系统演变。 

7. 在 2004 年，世卫组织维持了对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战略性支持，意图是要保持居民
的健康状况。目的是确保高效率和高效益地协调各卫生行动者，收集和解释有用及可靠
的卫生信息，通过最新的技术援助尽量加强卫生，以及通过以权利为基础的宣传促进和
保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所有人民的健康，并促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卫生专业人员、非
政府组织和卫生机构之间的合作。挪威政府提供了关键性的资金以便维持对阿拉伯被占
领土（包括巴勒斯坦）居民健康的这种支持。 

8. 作为对新的巴勒斯坦国家卫生战略计划的贡献，世卫组织支持了卫生部、欧洲委员
会、世界银行和意大利政府为完成卫生部门检查所作的协调努力。世卫组织还提供了技
术援助以加强卫生部使捐助者参与协调的卫生部门计划工作的能力。一个卫生部门工作
组支持卫生部管理和协调若干领域内的专题工作，以便协调一切有关主要利益相关方面
（卫生部、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采用的政策和实施措施。世卫组织秘书
处为工作组提供了技术意见。 

9. 卫生咨询服务（由世卫组织领导）注重于汇总关于卫生和卫生部门活动、卫生设施
状况及医疗物资可得性的信息。它持续地收集和传播了关于人道主义卫生情况和反应的
信息。它通过其网站和一份通讯月刊进行报告1。这项工作得到了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的慷慨支持。 

10. 世卫组织秘书处为卫生部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基本药物、精神卫生、营养和食品安
全等重点领域内的政策、战略和能力。一个广泛的规划为精神卫生保健提供了支持。 

11. 通过现场级实施的试点或“ 演示” 项目补充了一份新的精神卫生政策文件的起草工
作，以便评估该政策的实用价值。在能力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基础培训、在职培
训和继续教育），并加强了设施。三个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在加沙、希布伦和拉马拉向公
众开放，派出了多学科工作队以提供服务，而且现在正在提供广泛和全面的在职培训。

                                                 
1 www.healthin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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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家庭精神卫生协会，并正在开展广泛反对歧视精神疾病患者的传媒运动。欧洲委
员会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支持。 

12. 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支持下，还为编写一份营养政策和战略以及一份“ 营养情况”
文件提供了技术支持。 

13. 世卫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一起积极倡导减少行动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影响家
庭繁荣和个人健康。 

14. 通过积极促进对话和合作机会，世卫组织秘书处便利和支持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卫
生专业人员及其机构之间有效的沟通。还通过欧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健康城市及社会
伙伴关系网络（得到阿拉伯海湾基金的慷慨支持）促进了这种对话。此外，世卫组织创
办了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卫生专业人员联合构思、编辑和出版的《桥梁，以色列 — 巴
勒斯坦公共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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