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

迫切需要加强鼠源性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工作

俞东征

一、为什么要单独提出鼠源性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问题

在人类的传染病中，有一些病种并不依赖人类而存在。

它们都是古老的疾病，有些甚至比人类本身的历史还要悠

久，这样的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这些疾病中，有相当

一部分存在于啮齿动物之中，通过不同的方式，由鼠类传播

至人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鼠源性传染病，是自然疫源地疾

病中最为活跃，对人类危害最大的部分。

要单独提出这类疾病问题，首先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特

征———以鼠类作为主要的宿主。由于啮齿动物在世界上几

乎无处不在，这类疾病在自然界的分布极为广泛。在这类疾

病中，鼠疫最为突出，除南极和大洋洲外，在世界上各个大洲

都存在或曾经存在过。在我国，所有西部!"省区，都有大面

积的、活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新发现的莱姆病，最初只

见于东北林区，经调查才发现，这种疾病在我国南北省区都

有大面积分布［"］。

这类疾病成为问题，还在于它们对人类能造成巨大危

害。与全世界的流行趋势相一致，近年来我国人间鼠疫的发

病也在迅速上升，从"#世纪$#年代年发病不足!#例，到

"###年已超过"##例［!］。印度的苏拉特鼠疫事件，最终证实

的病人也不过"##余例，但却造成了!%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钩端螺旋体病在我国的流行也非常严重，曾引起过多次重大

流行，最高的发病数字达!#万例以上［&］。我国是世界上肾

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

病例发生在我国，这是一种相当难于救治的疾病，病死率一

度非常之高。除这些现实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些疾病，如斑

点热和鼠型斑疹伤寒，在特殊条件下也有可能酿成大规模流

行。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对许多这样的疾病，我们几乎没

有什么了解。土拉伦菌病曾是我军进军西藏途中遇到的’
大不明热之一，从它的存在条件分析，这种疾病应在我国西

部地区广泛存在，但至今仍未做过系统的调查；我国的胶东

半岛和西藏的墨脱山谷，都是恙虫病的顽固疫区，可在这中

间的广大地区，是否存在这种疾病，依然一无所知；汉坦病毒

肺综合征和巴尔通氏体病，都是在与我国相近的自然条件

下，新发现的严重传染病，我国也还没有开展调查。由于人

类一般并不接触这类疾病，因而对它们普遍易感；当疾病在

啮齿动物中流行时，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一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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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至人，常可能造成重大灾难。

更重要的是，这些疾病的病原体多为现行的生物战剂。

如果对它们在我国的分布知之不详，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就

会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

二、先期发现，是有效控制鼠源性传染病的前提

监测，是疾病控制的基础。与纯人类传染病的监测不

同，对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监测，特别要求在发生人类疾病之

前，首先发现疾病在动物间的流行。我国目前在这类疾病的

监测中，存在重大缺陷。以鼠疫为例，!))#年以来所发生的

所有重大流行，都是在事先没有发现鼠疫在鼠间活动的情况

下，突然发生人间的爆发性流行。这是)#年代以来我国鼠

疫发病上升的根本原因。据初步估算，要在大多数流行中达

到先期发现，至少需要将鼠疫监测的工作量和覆盖面积扩大

!#倍。钩端螺旋体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监测水平，似乎还

不及鼠疫，至于其他鼠源性疾病，甚至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

监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的经济还不十分发达，

财力和技术条件均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尽快地改善监测

条件？鼠源性传染病均以啮齿动物为宿主，疫源地的存在方

式和动物病的流行条件，以及动物间的疾病与人的关系都有

一定的共同性，这就给解决监测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

式：应当将这类疾病的监测联合起来。

以往，我国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多采取单病监测的方式。

各病的监测网络，均反映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远不能

满足需要。而所有鼠源性传染病的监测，都需要捕获鼠类标

本，并使用类似的检测技术。若把这些疾病的监测联合起

来，争取用同一支技术队伍，捕获一批鼠类标本，同时对多种

疾病进行监测，有可能在投入较少的条件下，获得更完善的

监测效果。

然而，我国幅员广大，自然条件复杂，不同地区间疾病的

分布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各种疾病在自然生境，流行季

节和监测要求方面也有所不同，实现联合监测必须解决一些

技术问题。最近，经过有关方面专家集中讨论，认为联合监

测可行，但需在我国不同自然条件的区域，选择若干地区先

行试点，以解决各疾病监测中的协同问题。

三、研究工作仍需先行

尽管人类与鼠疫的斗争，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但对所

有鼠源性传染病的认识，与生物科学当前的发展水平相比，

都有相当程度的滞后。疾病控制中的基本问题，仍需要从基

础领域加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应当有&个主导方

向：病原体遗传特征的研究，宿主和媒介的研究，以及支持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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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存在的自然环境研究。

分子时代的微生物学，不同于传统微生物学的一个重要

特征，在于把基因作为追溯疾病来源的基本单位，在鼠源性

疾病，这些基因多来自人类以外的自然界。追溯这些基因的

来源、变迁和传播过程，才有可能解释疾病的突发和隐伏，也

才有可能建立更有前瞻性的疾病控制工作。除致病基因之

外，微生物的突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次重大的流行过后，

病原微生物就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特点；而如果动物间的流行

蔓延到一个新的地域，然后便在与原来流行的地域隔绝的条

件下，经历了较长的流行过程，病原体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异，

从而形成新的型别。研究这些特征，可以追溯传染的来源，

也可以分析一种疾病在较长时期内的传播和变迁过程。新

型疫苗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基因的改造和操作。这些方面的

工作，将对鼠源性传染病的控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并非每一种鼠类都可以支持鼠源性传染病的存在，也并

非每一种吸血昆虫，都能起传播疾病的作用。我们已经通过

疾病的监测，了解了能够作为宿主和媒介的物种，但却不十

分了解为什么这些物种能够支持疾病的存在。和微生物领

域相比，疾病媒介生物的研究还完全没有进入分子水平。我

们迫切需要知道，生物体内的哪些代谢过程，以至决定这些

代谢过程的哪些基因，怎样决定了疾病的存在。只有这种研

究，才能指导我们发现疾病在自然界的真正根源，也才能通

过对这些生物种类的控制，消除或减少疾病对人类的威胁。

无论病原体，还是宿主与媒介，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自

然环境之中。决定疾病存在与否，不是一两种个别的自然条

件，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完整的生态体系。现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支持疾病存在的生态条

件。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技术，是进行这方

面研究的得力工具。只有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确定

某一种疾病可能存在的范围，也才可能了解这些疾病在长时

间段中的变化趋势，以及大范围的作用因素，如全球性的气

候变化，对这些疾病的决定作用。只有通过这些方面的研

究，才能把我们的疾病控制工作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

四、需要建立正确的啮齿动物控制策略

减少啮齿动物的数量，自然是控制鼠源性传染病最根本

的手段。然而，啮齿动物数量的控制策略，却应当各不相同。

与人类共栖的啮齿动物，对人类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

破坏，对于这一类疾病宿主，自然应尽可能地加以消灭。因

而，在人类的居住地点，特别是在城市中，需要持续不断地开

展灭鼠活动，综合利用断绝鼠类食物来源、毒杀和捕杀等手

段，尽可能地降低鼠类密度。

对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鼠类，单纯地人工杀灭很难达

到长期减少鼠类数量的目的。为了控制像鼠疫这样的严重

传染病的流行，曾经试图将疾病的宿主作为一个物种加以灭

绝。事实表明，这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目标。一般情况下，鼠

类的天敌作为生态体系的一个环节，比鼠类自身更加脆弱。

大规模的灭鼠措施，未能根除鼠类，却首先消灭了鼠类的天

敌。这样，当人工灭鼠措施一旦松弛，鼠类的数量反而无限

制地增长起来。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彻底根绝一种

疾病在自然界的存在，而是避免其对人类的威胁。需要确定

一种适当的鼠类数量水平，既可以将人类感染疾病的危险降

至最低限度，又可以维持鼠类天敌的存在，以限制鼠类数量

的增长。

有些鼠类，例如一些生存在荒漠中的啮齿动物引起疾

病，实际上是生态破坏的结果。生态改造工程，例如重建森

林和草原，自身就可以限制这一类啮齿动物的繁衍。需要注

意的是，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需要以人工的手段，防止这些

作为疾病宿主的啮齿动物适应新的环境，例如原本生活在荒

漠中的长爪沙鼠成为林地鼠害；或发生鼠种交替，例如长爪

沙鼠被营草原生活的黄鼠所取代，传播鼠疫的威胁反而加

重。

对于一些必须依靠生物媒介传播的疾病，降低媒介数量

的效果有时优于降低鼠类数量的效果，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

加强。

最后，还应当指出，有些疾病类型，例如旱獭间的鼠疫，

原来和人类并无关系。如果人类不去猎取旱獭，基本上就没

有感染鼠疫的机会。企图通过杀灭旱獭来扑灭鼠疫，产生的

却是增加人类感染机会的效果。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鼠

疫，禁猎会比捕杀产生更好的控制效果。当然，从长远的眼

光看，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有价值的毛皮兽，甚至需要像保护

人类一样，保护旱獭免受鼠疫的侵袭。那时，杀灭传播媒介，

将成为主要的控制手段。

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对鼠源性传染病的认识不断深入，

将能建立更完善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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