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营养、水与环境卫生
我们的目标是保护每一名儿童生存、发展的权利，确保他们
茁壮成长、实现全部潜能。
生存与发展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儿童的卫生保健、营养、安全饮用水
和基本环境卫生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尽管孕产妇和儿童的死亡率显著下降，中国的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人数在全球仍排在第六位，每年因可预防疾病
而死亡的五岁以下儿童仍多达19万人，特别是在生后几
个月死亡的儿童绝对数仍很高。

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数百万儿童在
儿童早期发展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在这些地区仍缺乏
优质的卫生保健和服务，用水和厕所设施覆盖不足。这
些地区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营养不良、生长迟缓和贫血
等问题。中国的母乳喂养率比较低，每五个儿童中就有四
个无法充分享受纯母乳喂养所带来的益处。

青少年遭受伤害和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风险较高，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难以获得适宜的卫生保健服务。

我们的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旨
在强化卫生及环境保障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而确保儿童、妇女和青少年的生存和健康。

我们在26个省的140个县开展卫生、营养、水与环境卫
生综合项目，通过成本效益高、创新性的项目方式来展示
如何使这些弱势儿童的不良状况得到改善。

我们的项目成果，结合全球循证研究结果，形成有力证
据，以推动对行之有效的儿童政策、方针和模式的更大
力度的投入。

我们强调决策者和服务提供者能力的提升，帮助社区和
家庭获得相关信息，帮助他们做出对健康有利的选择，扩
大他们对优质服务的需求。
 

通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南南合作项目，中国和非洲多国的卫生部长承
诺“与其它合作伙伴一道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死亡，并改善妇
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2017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合作，中国通过南
南合作援助基金出资800万美元，帮助非洲八国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程。



强化国家体系

为了推广成果，惠及更多儿童，我们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等政府机构、社会组织、
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
 • 预防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疾病、残疾和死亡，倡导青

少年健康和发展
 • 促进最佳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
 • 改善妇女、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状况
 • 预防儿童伤害，确保为孕产妇、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免

疫接种
 • 在学校和社区推广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设施和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
 • 促进建立综合式、创新性的孕产妇及儿童卫生信息系

统

新生儿生存

我 们 与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开 展 长 期 合 作 ，将
工 作 重 点 放 在 扩 大 孕 产 妇 和 新 生 儿 保 健 服 务 的
覆 盖 范 围 并 提 升 质 量 ，特 别 关 注 为 出 生 第 一 天
和 第 一 周 的 新 生 儿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保 健 服 务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致 力 于 实 现 没 有 任 何 一 名 儿 童 因 可
预 防 原 因 而 死 亡，同 时 避 免 可 预 防 死 产 的 发 生 。 

母子健康手册应用程序

通过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强生公司的合作，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于2017年在14个项目省市区推出了母子健康
手册应用程序，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了服务可及、
便捷可行的健康信息，并就基本服务提供指导。这一应
用程序协助加强儿童照料者、卫生工作者及项目管理人
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覆盖出生登记、生长发育监测、营
养、免疫接种及转诊建议等内容。

青少年健康与发展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与 政 府 伙 伴 合 作 ，共 同 致 力
于 提 升 青 少 年 卫 生 服 务 的 可 及 性 、质 量 及 公 平
性 ，并 特 别 重 视 贫 困 地 区 青 少 年 的 健 康 与 发 展 。 

母乳喂养

我们采取的方法包括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母乳喂养知识
更新以及咨询技能的培训，在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过
程中提供母乳喂养知识，培训同伴间母乳喂养支持的
技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共同启动了“爱婴医院”举措，为孕产妇提
供母乳喂养宣传和支持的医疗机构可以获得“爱婴医
院”认证。我们的“母爱10平方”活动提升了母乳喂养
的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了促进母乳喂养的支持性环境。 

水与环境卫生

我们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办公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及基层政府等合作，
致力于确保妇女和儿童无论在家、在学校、还是在医院，
都能享受到安全的饮用水、使用卫生厕所以及处于清洁
且安全的环境中。我们的项目帮助推动中国“厕所革命”
，建设无粪便暴露社区、学校及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居民
及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国内交
流及与私营部门的探讨，我们帮助政府发掘安全可持续
的环境卫生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倡导及有效
的交流对改厕产生巨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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