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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常见自然灾害对传染病的影响及其预防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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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人与生活环境间

的牛态平衡被破坏．往往会带来次生传染病的流行，是千百

年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灾害纪实。然而。改革开放

后．我罔多次灾害后传染病控制的事实证明，大灾之后无大

疫，关键是将传染病的防控作为救灾抢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突出预防为主，强化灾区的传染病防治T作。通过对相

关文献的检索发现，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种自然灾

害对某一种传染病的影响，尚缺乏针对多种自然灾害对多种

传染病的研究。同时，对于灾害后次生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防控)措施方面的文献也相对较少。为此，本文对国内常见

自然灾害对传染病的影响进行综述，希望能对自然灾害后传

染病的防控T作提供依据。

1．洪涝灾害：洪涝灾害发生后．环境卫生恶化、人群暴露

危险闪素增加，往往导致多种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不同时

期需要防控的传染病各不相同。1998年湖北省咸宁市遭受

洪灾，经调查发现⋯，洪灾前期，发病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

灾期以肠道传染病为主；灾后期与灾后效应期又以呼吸道传

染病为主；虫媒传染病主要发生于灾期，自然疫源性疾病主

要发生于灾后与灾后效应期。

(1)对钉螺扩散及血吸虫病的影响：血吸虫病是南血吸

虫寄生于人体所致的疾病，由皮肤接触含尾蚴的疫水而感

染。在我国流行的只有日本血吸虫病，钉螺是日本血吸虫惟

一中间宿主，钉螺的扩散和莺新分布是造成血吸虫病再流行

的基本因素。

洪灾期间，钉螺随着洪水、漂浮物或其他途径向周边地

区扩散，使钉螺面积扩大．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增加。对

1998年长江洪水后南京市钉螺的分布调查显示乜。。1999年春

阳性钉螺面积较1998年上升了84．4％。对20余年来安徽省

钉螺分布变化情况进行分析J1．发现洪涝灾害年平均钉螺回

升面积及新增加钉螺面积分别是正常年份的2．56倍、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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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李书华等¨1报道，湖北省阳新县1998年特大洪灾期间，

急性血吸虫病例数比1996、1997年分别增加5l例(89．4％)及

26例(31．7％)。张世清等口1报道1998年特大洪水溃破的凤仪

洲，灾后居民血吸虫感染率较1997年上升了58．2％，并且维

持在15％以上。

(2)对钩端螺旋体(钩体)病的影响：钩体病是由致病性

钩体引起的动物源性传染病。主要传染源为鼠类和猪。多

数学者认为，洪涝灾害后能否发生灾区钩体病的流行主要取

决于传染源带菌率的高低怕】。研究发现鼠密度与钩体病发

病率呈正相关n1。当野鼠密度>10％(夹夜法)时可引起钩体

病流行。丹东市1995年洪水退却后50余天．在过水边缘地

带先后发生钩体病19例，死亡2例．流行持续28 d；调查表

明，本次暴发与洪水冲击使大批鼠类逃生到过水区的边缘地

带造成的鼠类污染关系密切【8’。刘红等归姬过对洪涝灾害后

沿汀地区自然人群连续4年监测，发现健康人群隐性感染率

最高为灾时的1998年，随后逐年下降，从13．49％降至2000

年的0．49％。

(3)对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的影响：HFRS为自然疫

源性疾病．鼠为主要传染源。人和鼠一旦有共同聚集，接触

和感染的机会增加．很容易发生局部暴发或流行。但有些时

候洪水可减少鼠类数量，反而使发病率降低。陈化新“驯对8

个水灾省(区)的调查显示。1998年的发病数比水灾前5年的

年均发病数减少27．10％；比1997年减少8．35％⋯】。该项调查

还发现，洪涝发生后，灾区HFRS发病不多，而非灾区发病增

加。这是由于洪水来得急，灾区鼠类来不及迁移或无处逃

生．会被洪水淹死一部分，阒传染源数最减少，发病数减少。

而伴随着鼠类向高处或边缘地区迁移造成非灾区传染源数

量增加，人鼠接触机会增多，发病率相应增加。

(4)对肠道传染病的影响：洪涝灾害期间，居民的供水设

施以及厕所等卫生设施受到冲毁或浸泡，使水井、水塘等水

源受到粪便垃圾等的污染，直接造成多种肠道传染病的暴发

与流行。其巾感染性腹泻是多发病。在1996年河北省遭受

洪灾后．选择其中7908名灾民进行调查““，发现腹泻病患者

939例，人群罹患率为11．87％。湖北省1998年洪灾前后。伤

寒累计报告1492例．比1997年同期上升21．01％。而痢疾发

病较1997年同期有较大下降一“。

(5)对疟疾的影响：疟疾是由按蚊传播疟原虫引起的寄

生虫病，经蚊虫叮咬皮肤为主要传播途径。研究显示降雨量

与疟疾发病率有相关性“。，洪水会加重疟疾高发区的疫情。

对安徽省疟疾发病的抽样调查显示““，各种类型灾区平均疟

史率高达1．96％。其中内涝地区疟史率为2．95％．远远高于行

洪区的0．71％。原因是行洪区洪水的排泻。冲击了蚊媒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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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对减少了蚊媒孳生面积，疟疾疫情较内涝地区为低。

而内涝地区积水排泻不出去，造成灾后蚊媒孳生地的扩大，

蚊媒密度增加，在存在大量传染源的条件下，疟疾疫情大幅

度上升，并造成小范围的暴发。

2．气候变暖：政府间气象变化委员会(IPCC)预测，到

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1．5—4．5℃““。我国科学家

预测，2020--2030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1．7℃。到2050年

将上升2．2 oC“”。全球气候变暖必然导致全球动植物地理

分布格局发生改变．热带和温带地区领域将扩大，一些热带

和温带地区传染病也必将随着媒介的迁移而扩散。

(1)对血吸虫病的影响：气温主要影响日本血吸虫中间

宿主钉螺的繁殖、虫体在螺体内的发育和幼虫在环境中的生

存(包括毛蚴的孵化和尾蚴的逸出)等。周晓农等“8】根据全

国气温资料对195l一2000年的钉螺分布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钉螺主要分布于沿长江及其以南的地区，而在今后50年

内钉螺的潜在分布范围可北移至山东、河北、山西省等境内，

明显大于目前钉螺的分布范围。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1月

平均气温0℃以上地区““，随着冬季气温变暖，将有利于钉

螺越冬，减少死亡率，缩短冬眠期，从而提高钉螺的密度。温

度可直接影响毛蚴在钉螺体内的发育速度，而且温度变化对

尾蚴的逸出有较大影响，以20—25℃为适宜温度㈨】。

(2)对疟疾的影响：疟疾的分布和传播与温度、降雨量和

湿度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我国疟疾流行区主要分布于北

纬450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气候变化

对蚊虫北移带来可能性，蚊虫向北扩散可使疟疾流行扩大。

另一方面，温度升高有利于蚊媒的孳生繁衍、提早出蛰，提

前形成密度高峰，并使其体内的病原体毒力增强。致病力增

高幢“。温度也影响蚊体内疟原虫的发育。在16—30℃之

间，温度愈高，原虫发育愈快。低于16℃或高于30℃时，其

发育速度均变慢【笠】。

(3)对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经伊蚊

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的传播主要受媒介蚊虫密度的影

响∞】，而影响蚊虫密度的决定性气象因子是气温。气候变暖

能使登革热的分布扩散到较高纬度或海拔较高地区。气温

还影响登革热的传播动态。在蚊虫的生存范围内，温度的小

幅度升高就会使蚊虫叮咬更加频繁．增加传播机会。登革热

病毒在蚊虫体内繁殖复制的适宜温度在20℃以上，低于

16℃不繁殖。登革热流行也即终止12“。

(4)对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影响：在我国。三带喙库

蚊是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蚊虫感染乙脑病毒后不发病，但

可带病毒越冬或经卵传代．成为乙脑病毒的长期储存宿主。

温度的改变可直接影响到病原体的致病力。乙脑病毒在蚊

虫体内发育时，气温低于20℃失去致病力，26—3l℃时体内

病毒载量上升。致病力增强12“。

(5)对肠道传染病的影响：经水传播是多种肠道传染病

暴发的最危险途径。气温升高有利于病原体在外界环境的

存活与繁殖．适宜存活的区域扩大。据文献报道。霍乱弧菌

(埃尔托生物型)在外界水体中维持存活的温度为16℃。以

22℃最为适宜．流行季节的水温多在20—30℃。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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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这样水温的区域必将扩大。一旦染菌，当地疫情也将随

之蔓延旧“。

3．干旱：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干旱的发生愈

加频繁。我国干旱灾害面积广、发生频繁，不仅给农牧业生

产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对传染病的流行也会带来一定影响。

严重干旱会造成供水不足，居民采用不流动的水潭供水、二

次供水、长期存水等措施；一旦出现水源污染，很容易造成肠

道传染病的暴发。西安市1995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四季连

旱，与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少的1997年对比，发病率明显上升

的惟一病种为痢疾(181．28％)㈨1。河南省两峡县某乡镇，遭

遇特大干旱期间发生了细菌性痢疾的爆发性流行，发病1317

例，发病率为6．17％∞】。

陈化新“州在对1999年主要旱灾地区HFRS的流行形势

分析中提出，干旱发生后野外无水和食物可寻，鼠要向居民

区迁移．致使室内鼠密度增高，有利于汉坦病毒在鼠间传播，

容易引起人间疫情暴发。

2000年春季武汉市遭遇特大干旱，垸内钉螺面积、活螺

框出现率、活螺平均密度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但旱灾年过

后均出现大幅度同升㈨】。这是由于干旱发生后，环境水源干

枯．土壤十燥，不利于钉螺的繁殖与播散，造成螺口数量的急

剧下降。而钉螺有较强的抗干旱能力，条件改善后可迅速孳

生繁殖。由此看来，干旱造成螺口数量的下降仅为暂时性

的。必须继续加强干旱年过后的螺情监测工作。

4．地震：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山体滑坡、堰

塞湖与暴雨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接踵而至．自然环境改变、人

畜尸体腐烂、饮水食品缺乏、群众密集安置、防疫网络重创等

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但由于早期实现了对灾区的卫

生防疫全覆盖、强化了各项疾病防控措施的落实，并未出现

地震后传染病疫情的暴发。

许军红等n"对四川省18个地震重灾县(市)2008年5月

13日至9月30日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与前3年同期平均报

告水平比较。肠道传染病下降33．67％、呼吸道传染病下降

37．60％、血源及性传播疾病下降61．25％、自然疫源性及虫媒

传染病下降75．12％，均未发现明显的病例聚集现象。与重灾

县前3年同期构成比较，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所占比重有所

增加。血源及性传播疾病所占比重下降明显。与全省同期各

类传染病发病构成比较，重灾县肠道传染病所占比重高予

全省。呼吸道、血源及性传播疾病的比重则低于全省。

李大明等汹1于2008年7一lO月对四川省绵竹市灾后血

吸虫病潜在流行因素调查分析，发现有螺条块钉螺复现率达

92．70％，有螺面积复现率达93．49％，31．46％的调查环境有螺

框出现率达100％，钉螺最高密度达每平方米556只。42％的

板房安置区周边有钉螺分布。本地常住居民血清学阳性率

在1．15％一2．45％。而外来流动人员血清学阳性率为4．36％。

可见．外来传染源和现场环境大面积、高密度的钉螺是最主

要的两大潜在流行因素．控制传染源的输入和压缩钉螺面积

是疫情防挖的重要措施。

王绪明等汹1对陇南地区地震后虫媒生物危害风险评估，

发现震后经采取综合措施．监测点蚊平均密度由1 60只／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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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下降到1～3只／入工小时；蝇平均密度由68．3只／m2下降

到0—2只／m2，蚊蝇孽生地得到有效控制，虫媒传染病与震前

相比无差异。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州发生7．1级地震。玉树州

属于青藏高原茸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近几年该州动

物问鼠疫疫情活跃，每年4月旱獭将陆续结束冬眠出蛰，灾

后鼠疫防控形势比较严峻．但由于早期采取了全面有效的

鼠疫防控措施，灾后无鼠疫发生：

5．自然灾害相关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措施：鉴于自然灾害

对传染病发病的上述影响，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防治丁作。

应有与正常时期不同的特征。根据灾害时期传染病的发病

特征。口f将传染病防控I=作划分为四个时期。

(1)灾害前期：①基本资料的积累：应蕈视平时基本资料

的积累．包括人口资料、健康资料、传染病发病资料、丰要的

地方病分布资料以及主要的动物宿主与媒介的分布资料

等。②传染病控制预案的制订：在一些易于受灾的地区都应

有传染病控制预案。预案应根据每个易受灾地区的具体情

况，确定小同时期的防病重点。

(2)灾害冲击期：在这一时期内，以紧急救护为目的派入

灾区的医疗队，应当配备足够数量的饮水消毒没备、预防与

治疗肠道传染病的药物，并警惕发牛大规模传染病的征兆，

做出适当处理，以控制最初的疾病暴发。

(3)灾害后期：①重建疾病临测与报告系统：根据灾民聚

居的情况蘑建疾病监测与报告系统．监测的内容应包括法定

报告的传染病、人口暂时居住和流动情况、主要疾病发生情

况、安置点附近啮齿动物和媒介生物的数量。②重建安全饮

水系统：应尽快恢复并保障安全的饮用水供应。③开展卫生

运动：组织居民改善住地卫生条件，消除垃圾污物．定期喷洒

杀虫剂以降低蚊，蝇密度，必要时进行火鼠。④及时发现和

处理传染源：发现患者和病畜，及时正确的隔离与处理。

(4)后效应期：当受灾人群迁【旦I原来住地，开始灾后重建

丁作时，传染病防治工作便进入针对灾害后效应阶段。①对

回乡人群进行检诊与免疫：了解网乡人员曾经到过哪些疫

区。并做相关检查．发现患者应立即医治；由于对流动人口难

以进行正常的计划免疫．这些人群往往会出现免疫卒白。因

此，应对『nl乡人群及时进行追加免疫。②对疾病重新进行调

查：自然灾害常能造成人畜共患的传染病疫区扩大．并导致

动物病的分布及流行强度的改变：应当对这屿疾病的分布

重新进行调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其在重建过程

中发生暴发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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