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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氣候變遷與健康 

氣候變遷是全球發展面臨的最大威脅，且有可能破壞過去 50年公共衛生努力的

成果。護理師可以為緩解氣候變遷做出有力的貢獻，並協助世界各地的人們和

社區適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護理領導者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以建立具有氣

候適應能力的衛生系統。這包含開發減少不必要移動的照護模式、為新興傳染

病發展氣候告知保健計劃、參與衛生部門的永續方案、建立衛生人力的應變能

力、參與健康與氣候之研究、參與跨部門政策和治理制定。醫療保健行業對氣

候變遷具有正面和負面的貢獻。護理專業致力於保護健康福祉並促進社會正

義，故有責任促進氣候變遷中之適應（降低傷害之影響）與緩解（減少或預防

溫室氣體 GHG之排放）。 

 

氣候變遷意旨氣候狀態的變化，因人類的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成

分，在可比較的時期內觀測到的自然氣候變化。氣候變遷是明確的：大氣和海

洋已經暖化，冰雪的數量減少，海平面上升。 

 

氣候變遷是全球大氣中溫室氣體 GHG濃度上升的直接結果。這些人為所引起

的溫室氣體排放導致自然資源的耗竭，尤其是在能源、運輸、工業、農業、林

業和土地的使用單位。為了減少氣候變遷，並且保護健康和福祉，需要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但只有透過國際合作及策略的承諾，才能實現此目標。「巴黎協

定」（2016年）旨在強化全球整體反應策略以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目前已有

179團體已簽定此協定。 

 

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的健康和福祉具有深遠影響。這些不利的影響來自對人類基

本健康決定因素的衝擊，包含: 食物、水、空氣以及一個可以保護免受極端天

氣影響的安全環境。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人類健康已經受到影響，且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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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在 2030年至 2050年之間，預計氣

候變遷將造成每年因營養不良、瘧疾、腹瀉和高溫壓力而死亡人數，額外增加

約 250,000人。依據 Lancet Commission指出：「過去 25年來，對氣候變遷的反

應延遲，已經危害了人類的生命和生計。」並且已經造成人類發生潛在不可逆

的症狀。 

 

健康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氣候變遷影響健康的機制，有些是直接

影響的，包含：與高溫有關的事件、極端溫度和極端天氣事件（洪水、乾旱、

風暴）；有些是間接影響的，包含：水質、空氣污染、土地利用改變和生態改

變。這些機制又與某些社會動態交互作用，產生不良的健康結果。社會動態包

括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社經地位、社會資本、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以及遷

徙移動和衝突的狀況。由此產生對健康和福祉的影響，包括喪失生計、精神疾

病、增加食物和水傳染、蟲媒傳染病、呼吸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營養不足。 

 

所有地區和人口都將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但那些中低收入國家人民和因氣候

變遷而導致流離失所者，將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這種易受傷害性將因適應力

低、資源獲取機會較低、適應和因應氣候變遷威脅能力較低而面臨更大挑戰。

各國對氣候變遷不利影響的敏感性取決於地形、人口密度、經濟和基礎設施發

展、糧食供應、收入水準與分佈、當地環境條件，以及初級衛生保健的質量和

可用性。在人口方面，已被視為處境較不利的易受傷害群體，包含：幼兒、老

年人、婦女（在 13億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有健康問題或殘疾的人、貧困和邊緣

化社區與原住民人口當中，佔 70％）是氣候變遷造成健康和福祉不良結果的高

風險族群。原住民不僅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還受到一些緩和策略的衝擊。此

外，他們的適應能力受到法律、政治、技術和財務方面的危害。 

 

改善核心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服務（清潔水、衛生設施），確保基本衛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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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和兒童保健服務）以及提高災害準備和應對能力，將在近期內有效

的降低風險。氣候告知策略也有可能直接降低對健康的風險、增強社區抵禦能

力、減輕貧困，以解決全球不公平現象。 

 

衛生部門可從資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廢棄物的產生來關注氣候變遷問題。據估

計，英國和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醫療保健設施，各自投注 3-8％在氣候變化的足

跡上。 

 

隨著全球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的發病率和盛行

率不斷上升，對受過良好培訓教育的護理師之需求可能會增加。再加上人口老

化的趨勢，氣候變遷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對護理人員的需求，這些護理人員能夠

照顧不斷增加的慢性疾病人口群。護理人員需要提供整合性照護，透過健康促

進、疾病預防、管理和控制生活型態等因素，來預防或延遲慢性疾病的發病

率 ，這將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頻率和強度都在增加中。因此，護理與人道主義組織現有

的合作和夥伴關係，將變得更加重要；因為災害對於健康所帶來的挑戰和不利

影響，加上流離失所，將是複雜和長期的。 

 

國際護理協會立場和建議 

作為全球護理之聲，ICN建議： 

• 敦促尚未簽署「巴黎協定」之各國，毫不拖延地盡快簽定。 

• 堅信護理師有責任維持和保護自然環境免受枯竭、污染、損害和破壞。 

• 意識到建立氣候變化的適應力，必須透過永續發展，持續努力提升及維持

健康的社會和環境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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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到有機會利用執行緩解和適應政策的巨大潛力，而這些政策對健康具

有共同益處。 

• 呼籲各國政府提供更多資金在具備氣候適應力的衛生系統，包括為醫療保

健工作者開發模式，以持續參與實踐。捐助國應確保支持中低收入國家強

化其衛生系統，並減少醫療保健對環境的影響。 

• 鼓勵政府透過選擇先進技術和產業，以及對環境影響較小的基礎設施和公

共政策進行投資，來降低氣候變遷預期面臨的風險。包括： 

o精心設計的城市交通系統，以減少機動車輛的使用；促進大眾運輸，

以減少城市空氣污染，支持身體活動和心理健康。 

o居住於具有高效隔熱和防止極端天氣事件的住房，以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暴露於寒冷和高溫；減少傳染病和蟲媒傳播疾病。在某些國家，減

少燃燒生物燃料的需求，及相關的室內空氣污染。 

o制定政策和支持個人選擇減少動物產品的消耗，以減少顯著的溫室氣

體排放和非傳染性疾病負擔。 

• 呼籲各國政府投資於氣候變遷和公共衛生研究、監測與調查，以增進對緩

解氣候變遷對健康的益處，以及社區和國家層級採取因應措施對健康影響

的理解。 

 

ICN鼓勵國家護理協會（NNA）與其政府合作： 

• 努力使護理領導和護理師能夠支持醫療保健組織，透過環境政策及永續實踐的

施行，為減緩氣候變遷做出貢獻。 

• 參與國家和多部門的措施，減輕氣候變遷對於人口的影響，重點在於關注弱勢

群體和容易暴露於疾病和傷害的群體。 

• 參與制定緩解、適應和復原力策略的國家行動計劃與政策，為環境衛生和

司法決策做出貢獻。 

• 透過制定相關政策文件，提高對氣候變遷對於健康影響的認識，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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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和因應氣候變遷對於健康造成的風險。 

• 將永續性的概念納入護理實務，並將氣候變遷相關知識納入護理課程和繼

續教育。 

• 在制定健康因應政策和計劃時，與其他衛生專業組織、政府組織、環境衛生組

織以及其他民間社會團體合作。 

• 與媒體合作，提高公眾對氣候變遷造成健康危害影響的認識，並促進改善策

略。 

• 支持引進激勵措施，鼓勵護理師將對環境負責的健康實務納入護理處置中。 

• 與人道主義組織或其他國家護理學會，加強現有或建立新的伙伴關係，以提升 

合作行動。 

 

ICN呼籲護理人員們在他們擔任臨床工作者、教育者、研究人員、

政策影響者或管理階層的角色中去： 

• 倡導減少醫療廢棄物和確保正確廢棄物管理的政策。 

• 積極參與環境衛生委員會和政策制定，聚焦於健康工作者的安全和保護，

以及醫療環境的管理和法規。 

• 賦能個人、家庭和社區，使其能夠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改變自己的做法

（例如大眾運輸、使用綠色能源、改變飲食），以減少製造溫室氣體。 

• 與其他部門合作，支持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策略，例如城市重新設計、加

強公共運輸和改造室內工藝（即爐灶）以減少排放。 

• 與社區合作，根據當地環境和需求，建立對付氣候變化影響的防禦能力，

跳脫固有的反應模式，而朝向解決潛在脆弱性。策略包括脆弱性評估，以

制定抵禦能力計劃，將不確定性納入抵禦能力規劃中，將貧困和社會排斥

的群體納入決策制定過程，擴大成功因應的介入措施，以及監測和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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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通過及 2018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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