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西太区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于 2004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7 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就非典、禽流感、艾滋病、

食品安全、血液安全、烟草控制等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该

会议的目的是审议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工作并确定今后

的卫生工作方向和重点 ,100 多名代表 ,包括来自西太区 32

个成员的卫生部长出席了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

部长吴仪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任

大会主席。

会议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一项专门议题进行了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提高应对天然、意外和有意的食品污

染引起的突发事件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尾身

茂博士在发言中指出 ,必须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包括额外资

源的调配和更多的信息共享。尾身茂博士说 :“食品生产和

贸易的快速全球化增加了国际性事件的可能性 ,其中涉及微

生物和化学危害引起的食品污染。为了最有效地降低食源

性疾病的危险 ,应采取针对整个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预

防措施以及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尾身茂博士在食品安全方面指出了 3 个重要的问题 :

(1)在亚洲发生的人畜共患疾病 ———由动物传播给人的疾

病 ; (2)利用食品进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和为打击恐怖活动

快速共享信息的重要性 ; (3) 本区域目前食源性疾病和食品

污染造成的卫生和经济后果。

尾身茂博士援引了禽流感 H5N1 的最近暴发和当前对

本区域食品污染的关注 ,并指出 :“为了降低食源性疾病和人

畜共患疾病的危险 ,卫生部门和负责农业和贸易的部委之间

必须密切合作 ,同时对食品安全采取全面而综合的举措 ,使

生产者、加工者、贸易者和消费者都参与其中 ,各司其职。如

果对整个食物链不采取全面综合的措施 ,就很难保障食品安

全和消费者健康”。

尾身茂博士指出 ,对于与食品安全和人畜共患疾病有关

的跨国性问题 ,不仅必须在国家层次加以解决 ,而且还有赖

于国际和区域层次有关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会议形成的有关食品安全的决议中 ,世界卫生组织西

太区委员会敦促各成员国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1)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增加资源投入 ;可以通过包

括国际食品安全政府网络的形式与其他成员国和世界卫生

组织共享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信息。(2)建立和维持国家食源

性疾病监测网络 ,参与区域监测系统 ,对食品中危害因素进

行监测并收集分析结果 ,共享监测数据 ,以减少食源性疾病

的发生。(3)制定相应政策和行动计划 ,鼓励在食品安全生

产、加工、销售全过程中政府部门、生产者、加工企业、销售商

和消费者间的合作 ,确保食品安全贯穿食品生产和消费全过

程。(4)在肉用活禽活畜销售市场中引入基于证据的法规管

理 ,减少突发人畜共患病和相关食源性疾病造成的负担。

(5)参与并加强国际组织促进食品安全的合作 ,如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各成员国的合作。

决议要求区委员会主任做好以下工作 :

(1)与成员国、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其他

食品加工、销售链中参与机构协作 ,减少突发性人畜共患病

的发生。(2)促进更大程度的国际区域信息共享和协作 ,通

过保证西太区在国际食品安全政府网络和其他相关网络中

的代表地位加强食品安全。(3)与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地区

办公室协作 ,区域间携手促进食品安全。(4) 对食品安全给

予足够的重视 ,努力争取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捐赠机构的更

多支持 ,投入更多力量应对不断增加的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

染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一向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在第 53 届

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要求总干事制定监测食源性疾

病的全球战略 ,并展开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与健康的其他活

动。世界卫生组织经与会员国的进一步磋商以后 ,拟定了一

项全球食品安全战略 ,其目标是减少食源性疾病对健康和社

会造成的负担。战略地提出了包括食源性疾病监测、危险性

评估、新技术的安全利用、发挥食品法典委员会的作用、促进

危险性信息交流、开展国际合作和加强能力建设等 7 项措

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食品安全战略 ,西太区办事处

也提出了 10 项有关食品安全的区域战略措施 ,包括 : (1) 呼

吁把食品安全作为重要问题对待 ; (2)加强政策、国家行动计

划和政府机构间的合作 ; (3) 鼓励把食品安全问题与国家的

其他政策相结合 ,如国家发展、扶贫、妇女权益保护、卫生场

所及环境等政策 ; (4) 倡议采用综合和现代化的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标准 ,加强对国际食品法典工作的参与 ; (5) 促进建

立在科学基础上有效的、多部门组成的国家食品安全计划 ;

(6)由有能力的监管机构对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开展多部

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 (7) 支持食品生产和流通行业履行

其食品安全义务 ; (8) 建立有效的消费者参与和食品安全教

育的机制 ; (9)在灾难和突发事件中更有效应对食品安全问

题 ,鼓励和发展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有效勾通机制 ; (10)

更有效的监测和评价国家食品安全计划。

针对以上每一项策略 ,西太区办事处均制定了相应的行

动措施 ,确保成员国及相关组织把食品安全工作有效落实。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办事处还专门为食品安全工作制

订了一个标识 ,把西太区食品安全工作的战略、问题与行动

三部分内容合成一个整体。标识为圆形 ,由稻米、牛、鱼的图

形、阶梯及三条曲线组成。稻米、牛、鱼表示在农业、畜牧业、

水产养殖业三方面具有相应知识非常重要 ,食品安全应贯穿

于包含三方面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中。上升的楼梯

代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得到公众的重视 ,消费者、政府、生

产企业和卫生服务机构应共同努力迎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的挑战。曲线符号代表向本战略的目标的前进路线 ,道路是

曲折的 ,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樊永祥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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