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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危机和灾害采取的卫生行动 

世卫组织关于亚洲海啸灾情卫生问题的会议 
（2005 年 5 月 4-6 日，泰国普吉）：摘要报告 

序言： 

1. 世卫组织秘书处与泰国政府合作，并在意大利政府的支持下组办了一次关于亚洲海
啸灾情卫生问题的专家级别会议(2005 年 5 月 4-6 日，泰国普吉)，目的是要明确从应对
2004 年 12 月的海啸和地震中汲取的教训，并考虑如何使今后国家和国际方面应对灾害
的卫生行动和恢复安排更加有效。与会者约 400 人，多数来自亚洲海啸受灾国家，代表
国家政府、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私营商业部门、武装部队、学术
机构，以及提供援助的国家。他们审议了海啸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经验，同时展示了取
得的一些积极成就，尽管在灾害应对和恢复的卫生工作方面还需作出进一步改进。 

会议的主要结论 

2. 发展国家在防备灾害、管理风险和减少脆弱性方面的能力。过去曾面临过灾害并已
确立了应对机制的社区恢复力较强，而且在海啸中丧生的人数较少。已制定紧急和灾害
应对计划并定期进行实际演习的社区组织和国家机关对海啸的反应更加迅速且更加协
调。在紧急情况方面具有以往经验的国家及国际卫生机构预先确定了程序和系统，对灾
害有更充分的准备。在政府具有防备能力的地方，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往往更有效，且
其业务活动也更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3. 据报告，迅速部署军事后勤力量加快并促进了援助提供工作，特别是在难以抵达的
地区，而且还加强了生存的可能性。国家和国际方面的防范准备通过尽早建立监测、预
警以及警报和应对系统来帮助各国预防灾害暴发。国家政府和有关团体的努力得到了全
球疾病暴发预警和应对网络、世卫组织国家和区域办事处以及其他有经验团体的大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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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查还揭示在南亚，数百万人继续生活在易发生险情的地区，不具备能够减少脆弱
性的适当基础设施。遭受 2004 年 12 月海啸袭击的社区缺乏灾害预警和警报系统、撤离
程序以及卫生系统应对计划。应对灾害的后勤管理机制，包括报关、入库以及分发补给
品和药品方面的应急计划等不足。重要的卫生设施被摧毁，而如果当初能根据地方危险
分析提高建筑标准，有些建筑本来是可以幸免的。卫生应对行动的速度快慢不等，现有
服务则由于伤员突然涌入而负担过重。本来可以更好地部署卫生保健人员照护存活者，
但却因不必要地急于迅速处理死者的尸体而分散了他们的精力。 

5. 灾害中公共卫生的管理与协调。如果卫生部门准备充分并且物质基础设施坚固，便
有可能减轻灾害的影响并为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提供机会。卫生部门的重要任务是
让公众、舆论制造者和立法者了解如何评估卫生危险、防备和应对灾害，以及如何认清
围绕灾害卫生后果的真相与谣言。一个有准备的卫生部门可以减轻灾害影响，办法是减
少可避免的死亡、伤害和疾病；提前转移居民；建立疾病监测系统；管理和预防心理和
社会心理问题；预见食品短缺和营养匮乏情况；监测源于环境卫生危害的疾病；防止卫
生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预防并尽量避免中断常规卫生服务。对灾害和危机中
妇女的需要必须给予更明确、认真和迫切关注。 

6. 如果应对灾害行动重点明确且连贯一致，如果协调工作可靠并能促使不同机构之间
采取联合行动，如果所有各方均遵循商定的行动程序，便可大大加强应对行动中卫生干
预措施的影响。联合国系统在促使采取这种协调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7. 基准和标准。需要注意的特别领域包括：根据商定的标准和方法对人群的需要进行
可靠和统一的评估；发展有效和共有的供应系统和后勤服务；以及以人群为基础有效监
测救援和恢复规划的覆盖情况和影响。 

8. 志愿机构、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以及私营商业部门在防备和应对中的作用。在灾
害防备、应对和恢复过程中，需要有更明确的程序来促进志愿团体、红十字和红新月运
动以及私营商业部门与公共部门实体之间有效和持久的合作。同样的明确度在易发生灾
害的社区或受灾社区内部，以及在国际层次上都将是有益的。 

9. 从海啸获得的经验表明，社区需要援助来解决它们在重大灾害后数月中的基本需
要，即住所、水、卫生设施、食品和营养、生计手段、安全、卫生保健和教育，直到所
有受灾者有充分的能力来重建其生活。因此，在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仍然应当保持有力和目标明确的合作。会议讨论表明，如果不同的团体能够就进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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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展工作，商定行动程序并分享培训机会，那么它们便更能够在需要应对灾害时采
取迅速和有效的联合行动。 

10. 尽管在合作方面有积极的经验，但对协助救援工作的不同志愿和私立部门实体的动
机仍表示关注。有必要确保所有伙伴都力求遵循商定的国家政策并在开展工作时证明自
己的中立和廉正。虽然多数实体都作出宝贵的贡献，但许多与会者认为，鉴于这些伙伴
关系可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有必要就私立和公共部门参与任何国家中灾害卫生
问题方面的工作制定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在无重要灾害工作时起草。 

11. 政府捐助方提供资金：政策和做法。会议与会者要求：采取系统方法评估需要并管
理灾害应对行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拟订新的指导以处理特定问题，如心理创伤、
法医学、大量伤亡人员管理以及妇女的特殊需要等；让媒体、私立部门、非政府组织和
民间社会更好地参与应对灾害行动；武装部队与平民团体之间更好地开展合作。这些努
力都取决于能否提供补充资源。因此，双边捐助机构及其人员对于支持改进国家防备和
应对极其重要，因为更好的供资安排将减少受益群体之间的竞争。捐助方更有力地参与
将能够帮助受益群体领会捐助方的重点以及在使用资源和取得成果方面保持透明度和
问责度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有必要通过良好捐助做法原则来巩固捐助方的努力。 

12. 对灾害采取切实有效的卫生应对行动的目的是要降低受灾人群中可避免的死亡率
和发病率并促进迅速恢复。这项挑战的核心是发展国家在卫生部门备灾、管理风险和减
少脆弱性方面能力。 

13. 在应对灾害的卫生问题方面开展军民合作。与会者们对有关民事援助机构在武装部
队支持下积极满足海啸受灾社区需要的报告表示赞赏。30 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通过军民联
络点与联合国系统联结在一起。 

14. 在救灾中利用国家军事资产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与武
装部队开展国际合作往往是特例。与会者们建议民事当局应负责对军事后勤、运输以及
其他实际援助明确作出规定。他们还主张开展谨慎的探索性工作，使军队和人道主义机
构能了解彼此的动机(和担忧)，这将有助于他们就程序达成共识，以便能够在灾害袭击
时进行有效的合作。 

15. 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媒体合作。媒体和通讯专业人员在人道主义危机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这种危机中那些生命和生存面临危险的人，以及代表他们作出决定的政府和捐
助机构的人员非常需要获得信息。在危机的最初和关键阶段，记者通常是信息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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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来源。地方和社区媒体，尤其是广播，向各社区提供关于如何改善其生存机会的基
本公共卫生信息。 

16. 海啸后许多记者立即认识到缺乏针对人群的有关卫生危险的信息。因此，媒体对诸
如社会心理创伤和精神疾病、腹泻和疟疾危险以及妇女健康不良等重要问题所作的报道
与它们的公共卫生重要性不相称。决策者们常常依赖国际媒体提供最新信息，对其中一
些问题的情况相当不了解。显然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在人道主义机构与媒体之间
建立有效的联系，包括对有效或无效的卫生干预措施进行分析。 

行动承诺 

17. 世卫组织承诺要支持会员国及其卫生专业人员应用从海啸灾害经验中汲取的教训。
这项支持将通过世卫组织国家和区域办事处、总部以及合作中心来提供。随后将向理事
机构报告情况，说明国家和国际方面，特别是在必须采取特定行动的地方，正在如何考
虑此次会议的结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