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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7 

2016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包括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七个专题领域 

 

 

  挪威和瑞典：决议草案 

 

  促进各种措施预防艾滋病毒和其他血液传播疾病伴随吸毒在怀孕、生产或哺乳

期间的母婴传播 

 

 麻醉药品委员会， 

 重申《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1971 年《精神药物

公约》2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3所持承诺，其

中缔约国对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表示关切， 

 回顾 2016 年举行的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第三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4在该文

件中，会员国建议邀请相关国家主管机关考虑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药物滥用对公众健

康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包括药物辅助治疗方案、注射器具方案、抗

逆转录病毒治疗及预防伴随吸毒的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其他血液传播疾病传播

的其他相关干预措施，同时考虑确保在治疗和普及服务中以及在监狱和其他拘禁环

境中可获得这类干预措施，并促进在这方面酌情利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发布的《指导各国为向注射

吸毒者普及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订立具体目标的技术指南》，  

__________________ 

 * E/CN.7/2018/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号，第 14152 号。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4 大会 S-30/1 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ch/E/CN.7/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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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快速加紧防治艾滋病毒，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疫情》5中所作的承诺，即提供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药物滥用对公

众健康和社会的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 

 又回顾其 2017 年 3 月 17 日关于预防与吸毒有关的艾滋病毒和其他血液传播

疾病并给此类工作提供更多资金的第 60/8 号决议、2013 年 3 月 15 日关于加大力度

减少吸毒者艾滋病毒传染的第 56/6 号决议、2011 年 3 月 25 日关于实现注射吸毒者

和其他吸毒者中间零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的第 54/13 号决议，以及 2010 年 3 月 12 日

关于实现向吸毒者以及受艾滋病毒感染或影响者普遍提供预防、治疗、护理和支助

的第 53/9 号决议， 

 回顾其 2016 年 3 月 22 日关于将性别视角纳入毒品相关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

第 59/5 号决议，并强调应当考虑到吸毒或因他人吸毒而受影响的妇女和女童所面

临的困难和需要，还应将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禁毒政策的主流， 

 赞赏地注意到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26 日题为“确保提供措

施预防监狱中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第 26/2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是联合国系统中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

的牵头实体，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分工中是处理艾滋病毒与吸毒

问题和监狱环境中艾滋病毒问题的召集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秘书处密切合作，与该规划署的其他共同主办方开展协作， 

 严重关切贫困等社会障碍仍然妨碍妇女获得戒毒治疗，以及在有些情况下为消

除这些障碍拨出的资源不足，并充分认识到吸毒的某些后果（如性传染病）、暴力

和毒品助长的犯罪的后果使妇女受到过重的影响， 

 警觉地注意到在减少艾滋病毒新增感染方面进展缓慢，综合预防方案的规模有

限，注意到许多国家艾滋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方案为妇女和少女、移民及某些关

键群体提供的获得服务的机会不足，流行病学证据显示，这些关键群体在全球范围

感染艾滋病毒风险较高，特别是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比一般成年人口

高 24 倍，囚犯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比一般成年人口高 5 倍，还注意到，在感染

艾滋病毒的注射吸毒人群中，有 82.4%还合并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而且丙型肝炎

正在成为发病和死亡的一大原因， 

 重申在《儿童权利公约》6中的承诺，即确保在涉及儿童的一切行动中，应以儿

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认可必须使监狱中的妇女和吸毒妇女有机会获得着眼于防治艾滋病毒的综合

保健服务，其中包括防止母婴传播艾滋病毒，以及杜绝母婴传播乙型肝炎和梅毒，

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并且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持续的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因为这种疗法是预防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最有效方法，还因为确保妇女健康

可提高婴儿出生时无艾滋病毒感染的几率， 

__________________ 

 5 大会第 70/266 号决议，附件。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http://undocs.org/ch/A/RES/60/8
http://undocs.org/ch/A/RES/56/6
http://undocs.org/ch/A/RES/54/13
http://undocs.org/ch/A/RES/53/9
http://undocs.org/ch/A/RES/59/5
http://undocs.org/ch/A/RES/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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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可《到 2015 年消除儿童中新增艾滋病毒感染并使其母亲存活下去的全球

计划：2011-2015 年》启动以来取得的进展，包括估计有 85 个国家即将做到杜绝母

婴传播，同时也注意到亟需继续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 2010 年至 2015 年全球儿童中新增艾滋病毒感染数量减少了

50%，这是由于有效推广了防止艾滋病毒垂直传播的干预措施， 

 注意到，《全球加强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指南》7称，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母婴

传播艾滋病毒，需要在公共卫生部门内外作出更多努力，以惠及边缘化人群，例如

注射吸毒妇女和卖淫妇女， 

 关切地注意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所有新增艾滋病毒感染有 20%发生在

吸毒者中，全世界注射吸毒者有近 1,200 万人，其中艾滋病毒感染者有 160 万人，

占八分之一，丙型肝炎感染者有 610 万人，占一半以上，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母婴传

播风险约为 5%，合并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风险较高， 

 1. 促请会员国依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8加强努力并采取措施促进实

现和平而包容的社会，确保所有人过上健康的生活并增进他们的福祉，实现性别平

等，协助杜绝母婴传播艾滋病毒、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梅毒，包括在吸毒妇女中

杜绝母婴传播，并为此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目标 5 和目标 16； 

 2. 还促请会员国根据《儿童权利公约》6 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保健

服务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并提供适当的预防性保健、对父母的指

导、计划生育教育和服务，以及对吸毒妇女的产前和产后保健； 

 3. 又促请会员国加大努力确保继续在政治上承诺防治吸毒者特别是注射吸

毒者中的艾滋病毒，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3，即到 2030 年终结

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4. 促请会员国向吸毒妇女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相关问题的信息、教育和辅

导，特别是在预防艾滋病毒、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和意外怀孕等方面； 

 5. 吁请会员国在开始进行或提供针对妇女的医疗辅助戒毒疗法时，也提供并

鼓励知情自愿使用避孕药具，最好是长效药具，以避免意外怀孕； 

 6. 请会员国特别是在对吸毒妇女和监狱中的妇女进行艾滋病毒相关治疗方

面，包括在提供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必要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时，以及在治疗乙

型肝炎、丙型肝炎和梅毒等其他血液传播疾病时，确保保密和知情同意； 

 7. 鼓励会员国按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题为《顾及注射吸毒妇女的

具体需要：促进性别平等的艾滋病毒服务提供者实用指南》的出版物以及世界卫生

组织在艾滋病毒治疗、关键人群艾滋病毒综合服务、丙型肝炎感染检测与治疗以及

药物依赖控制等方面的准则，为吸毒妇女提供服务； 

 8. 吁请会员国为与吸毒人员打交道的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社会服

务、保健服务及监狱工作人员，提供预防母婴传播艾滋病毒方面的培训和督导； 

__________________ 

 7 预防孕妇、母亲及其子女感染艾滋病毒机构间工作组（世界卫生组织，2007 年，日内瓦）。 

 8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http://undocs.org/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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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鼓励会员国遵循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制的《关

于识别和管理怀孕期吸毒和吸毒疾患的准则》，并且在对孕妇或身为儿童唯一或首

要养护人的妇女量刑或决定审前措施时，在可能且适当的情况下采用非拘禁措施； 

 10. 吁请会员国在依照《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快速加紧防

治艾滋病毒，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疫情》中所载的承诺采取措施消除母婴传播艾

滋病毒时，确保也为狱中囚犯和吸毒妇女采取这类措施，以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认证，并请世界卫生组织在评估是否可认证某一国家已在国内

消除艾滋病毒、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梅毒的母婴传播时，将防止狱中母婴传播的

措施包括在内； 

 11. 请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狱中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及吸毒相

事项召集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预防婴儿感染艾滋病毒及艾滋病

毒检测和治疗方面的召集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与其他相关的共同赞助方和联合规划

署秘书处合作，根据国际准则，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预防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

准则，协助会员国执行相关措施预防吸毒妇女母婴传播艾滋病毒； 

 12.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其艾滋病毒/艾滋病科，与世界卫

生组织一道，同联合国其他相关伙伴和政府伙伴及民间社会团体包括吸毒者网络合

作，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和提供指导，并协助各国提高能力和调动资源，

包括国内投资，以提供艾滋病毒综合防治方案； 

 13.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预算

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