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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XIX/6.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词大致如

下的决定： 

回顾 第 XII/21 号决定， 

欢迎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世界卫生组织前述的谅解备忘录， 

注意到 世界卫生组织和《公约》秘书处的出版物——《联系全球优先事项：生物

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知识状况审查》， 

确认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以多种不同方式相互联系，包括以下方面： 

(a) 生物多样性支持生态系统机能和复原力，提供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提供

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环境的备选办法，因此，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健康带来惠益，包括作

为粮食、营养、传统医药和生物医学发现的直接来源和作为衣物、取暖和住房的间接来

源； 

(b) 生物多样性可能会与不利的健康影响有关，尤其是通过传染源； 

(c) 一些推动变化的因素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和健康； 

(d) 卫生部门的干预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干预可能会对人类健康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注意到 进一步研究健康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有助于改善人类健康的许多方面，包

括营养、减轻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负担、以及改善心理健康和福祉， 

又注意到 确认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惠益进一步说明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的必要性，因而有助于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

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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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关联，1  

确认 生物多样性的健康惠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可能是

地方生态系统和文化特有的，男女在管理自然资源和家庭健康中通常扮演不同角色，贫穷

和弱势社区、妇女和儿童通常特别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获取粮食、医药、清洁

水和其他与与健康相关的服务， 

强调 传统知识和传统科学知识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健康惠益方面的重要性， 

再次强调“一体健康”办法作为与生态系统方法相一致的综合办法在解决生物多样

性与人类健康交叉问题方面的价值（第 V/6 号决定），  

1. 注意到 《联系全球优先事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知识状况审查》摘

要所载的主要信息；2 

2.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酌情考虑利用《知识状况审查》及其组要信

息，促进对健康与生物多样性联系的了解，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健康惠益，权衡利弊，并

酌情解决健康风险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常见驱动因素； 

3.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顾及国情的情况下酌情利用本决定附件所

载信息以实现上文第 2 段所述目标； 

4.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在顾及国情的情况下酌情开展活

动，除其他外： 

(a) 促进各级政府中负责生物多样性的机构与负责卫生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机构之

间的对话； 

(b) 在制定和更新本国相关政策、战略、计划和账户包括健康战略，如国家环境

健康行动计划、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战略时，适当

考虑相关的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c) 加强国家监测能力和数据收集，包括综合监控能力和预警系统，使卫生系统

能够预测、准备和应对由生态系统的改变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 

(d) 在环境影响评估、风险评估和战略环境评估以及健康影响评估、社会和经济

估值以及权衡利弊时考虑到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e) 处理、监测和评价生物多样性措施对健康、以及健康措施对生物多样性所产

生的任何无意造成的不良影响；  

(f) 主要通过促进公共卫生运动，查清各种机会，以促进有益于生物多样性和人

类健康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相关的行为变化； 

                                                           
1  大会第 70/1 号决议，附件。 

2
  UNEP/CBD/SBSTTA/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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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利用综合方法拟定有关健康与生物

多样性之间联系的跨学科教育、培训、能力建设和研究方案，同时发展生物多样性和健康

问题同业交流群； 

(h) 考虑加强卫生、环境和其他相关部委、机构和组织解决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

间联系的能力的必要性，以支持对健康采取预防性方法和促进多层面的健康与福祉； 

(i) 将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关切问题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政策，重点是土著人民和地

方社区的需要； 

5. 鼓励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 

(a) 制定综合衡量标准、指标和工具，以帮助分析、评价、监测生物多样性，并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卫生战略、计划和方案，反之亦然；  

(b) 开发和编译工具包，包括良好做法指南，旨在提高认识和增进生物多样性与

健康的共同惠益，包括在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3 

6. 又鼓励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与供资机构促进和支持对有关

健康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及相关社会经济考虑因素的进一步研究，除其他外，包括关于以

下问题的研究： 

(a)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退化和传染性疾病出现之间的关系，包括生态群落的

结构和组成、对生境的干扰以及人类与野生生物的接触的影响，以及对土地利用和生态系

统管理的影响； 

(b) 饮食多样性、健康及作物、牲畜和农业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

的多样性之间以及海洋和内陆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c) 人类微生物组的组成及多样性与环境中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人类

住区的规划、设计、发展和管理的影响； 

(d) 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健康，包括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多重压力因素

对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病原体、化学品、气候变化和生境退化）的影响；  

(e)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包括保护区对促进心理健康，说明特别是城市地区

心理健康的贡献； 

(f) 土壤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g) 移栖物种及其走廊和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 

(h) 外来入侵物种和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 

7.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供关于本决定执行

情况的信息； 

8. 决定 在处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

后续工作时，审议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 

                                                           
3
  大会第 70/1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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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 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协作，通过以联合国正式语文广泛传播《知

识状况审查》、制定工具包和良好做法指南（包括“一体健康”）、为能力建设提供支

持，以及落实第 XII/21 号决定第 9 段规定的任务等方式，推动和促进本决定的执行； 

(b) 汇编和分析执行本决定过程中收到的信息，包括根据上文第 7 段提供的信

息； 

(c) 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之前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提交

一份报告。 

附件  

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信息 

(a) 供水和卫生：在供水和卫生政策及方案（包括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规划和

设计）中考虑陆地和内陆生态系统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在监管淡水的数量、质量和供应

情况以及洪水监管中的作用，保护这些生态系统，解决导致这些方面减少和退化的推动因

素，包括土地用途改变、污染和入侵物种； 

(b) 农业生产：加强作物、牲畜和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其他组成部分的多

样性，促进更多地实现可持续生产，减少农药的使用和其他化学品的投入，为人类健康和

环境谋求福祉，在这方面还注意到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重要意义（第 V/5 号决定）

和关于授粉媒介的国际倡议（第 VIII/23 B 号决定）； 

(c) 粮食和营养：促进作物和牲畜以及包括来自海洋和内陆水资源的野生食物的

多样性和可持续使用，促进改善人类营养和饮食的多样性，包括通过提供有关不同食物营

养价值的有关信息，以期改善人类健康；促进可持续饮食，包括通过适当的信息和公共宣

传活动、承认传统、国家和地方饮食文化，并在整个供应链中利用社会和经济激励措施；

在这方面还注意到生物多样性用于粮食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的相关性（第 VIII/23 A 号决

定）； 

(d) 人类住区：在城市规划、设计、发展和管理中，考虑生物多样性在提供生理

惠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植被在改善空气质量和抵消热岛效应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促

进环境微生物和人类微生物组之间交换方面的作用； 

(e) 生态系统管理和传染性疾病：提倡采取综合（“一体健康”）办法管理生态

系统、相关的人居环境及牲畜，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系统不必要的干扰，避免或减轻看你能

的新病原体的出现，管理病原体在人类，牲畜和野生动物之间传播的风险，以减少传染性

疾病，包括动物传染病和媒介传播疾病的风险和发病率； 

(f) 心理健康和福祉：促进人（尤其是儿童）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

提供有益于心理健康的福利，在绿色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支持文化福祉和鼓励体育活动，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g) 传统医药：保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医药知识、创新和做法，促进用

于传统医药的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管理和贸易，促进安全且对文化有敏感认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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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事先知情同意的基础上，促进整合并分享知识和经验，以及在传统医药从业者与更广

泛的医疗界之间公平和平等地分享惠益； 

(h) 生物医学发现：保护陆地、内陆水、沿海和海洋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

统知识，特别是在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地区，促进按照第

8(j)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

屋议定书》获取遗传资源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i) 医药产品的影响：在人类医学和兽医实践中避免过度使用和不必要的定期使

用抗生素和抗菌药物，减少对有益和共生微生物多样性的伤害，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风

险；更好地管理内分泌干扰化学品的使用和处置，以防止对人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造成伤害；减少会对野生动物种群构成威胁的非甾体抗炎药的不当使用； 

(j) 物种和生境保护：在实施保护物种和生境的政策（包括保护区）和其他旨在

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方法时，考虑在遵守国家法律的情况下，改进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尤其是贫困和资源依赖型社区，对野生食物和其他必要资源的获取和可持续习惯使用； 

(k) 生态系统恢复：在开展生态系统恢复活动时考虑人的健康，必要时采取措施

促进积极的健康结果和消除或减轻负面的健康结果； 

(l) 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在分析和落实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减缓和减少

灾害风险措施时，将共同有助于人类健康以及生物多样性和脆弱生态系统的保护，为脆弱

人群的健康、福祉、安全和保障提供支持，以及建立复原力的措施放在优先地位。  

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