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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传染病的发生原因、表现形式及社会影
响等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主要与社会行为、个人行为、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环境生态等有关，即行为生态型传
染病（behavior and ecological infectious diseases）［1］。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可能都将面临新发和再
发的行为生态型传染病威胁，需要全力应对。行为生
态型传染病主要依靠改变行为、改善生态来实现预防
和控制。与个人行为有关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改变个
人行为来实现预防和控制；与社会行为有关的传染
病，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改变社会行为来实现预防
和控制［1］，且经济、快捷、安全、有效。

1. 禁止规模化果子狸贸易，成功预防了SARS再
度发生。2003年在我国出现的SARS，给全国乃至世
界人民造成巨大创伤。香港大学管轶教授的科研团
队发现，果子狸是 SARS 病毒的主要动物宿主［2］。
2004年春季SARS病例在广东省再度出现。当年 1
月广州新源农贸市场的果子狸，全部检出 SARS 病
毒；而为该市场供货的 14个省市饲养场的果子狸，
则无一检出SARS病毒［3］。我们的解释是，广州新源
农贸市场已被 SARS 病毒严重污染，源自外省市的
果子狸进入该市场后，随即被感染。再通过销售环
节将携带 SARS 病毒的果子狸进入餐馆，直到就餐
顾客被感染。继而通过某种不明的变异机制，引发
区域或更大范围的流行［3，4］。 在我国局部地区存在
对果子狸消费的特殊嗜好和需求。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后，这种需求快速增长，并形成一个产业。在全国
十余个省市人工养殖的果子狸，几乎全部运到广州
地区，形成一个果子狸集中交易市场。即果子狸产
业形成在前，广东省发生SARS疫情在后。

为有效预防再度发生大规模 SARS 疫情，钟南
山院士、管轶教授等提出禁止果子狸交易的建议。

广东省政府采纳了该建议，在全省范围内严禁果子
狸交易。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广东省从此再未出
现SARS疫情。 因此，禁止果子狸规模化交易，成功
预防了SARS再度发生。

我国对 SARS 疫情的有效预防，是科学家和政
治家共同胜利。科学家提出了禁止果子狸交易的建
议，政治家采纳了，付诸实施，改变了社会行为，预防
了SARS的再度发生。而单纯依靠疫苗和药物将难
以实现这个目的。

2. 疫区关闭活禽市场，有效控制了人感染禽流
感疫情规模。在我国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疫情初
期，大多数患者均有病、死禽的接触史。当公众知晓
接触和处理病禽有感染禽流感的风险后，改变了个
人行为，发病人数即大幅度下降。

2006年 2月广州市一例感染H5N1禽流感患者
死亡。该例居住在市中心，无病、死禽接触史。那
么，传染源来自哪里？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
调查该患者 2006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22 日期间到过
的 9个菜市场。这些菜市场均位于广州市区，面积
200～2 500 m2，卫生条件良好，管理规范。与我国北
方城市食品超市不同，这些市场均约有 2～10 个销
售活禽的摊位，主要经营活鸡和少量鸭、鹅、鸽、鹌鹑
等的现场宰杀，日均销售活禽 100～1 000 只。在 9
个菜市场的 79份动物笼拭子标本中，发现 1份标本
禽流感病毒H5N1基因阳性，从中分离到病毒。在9
个菜市场112份活禽交易人员血清标本中，发现1份
血清禽流感病毒 H5N1 中和抗体阳性［5］。 研究认
为，可能是一些进入菜市场的禽类携带禽流感病毒，
但不表现出明显症状，以极低概率感染顾客。建议
在发生动物禽流感暴发和散发疫情、人感染禽流感
病例的省、市、自治区，暂时禁止在菜市场、农贸市场
等以零售、现场宰杀等方式销售活禽［5］。

2013 年我国发生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后，
我们随即提出出售活禽的农贸市场可能是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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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场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很快从出售
活禽的农贸市场环境标本中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
毒核酸。流行病学调查也发现，携带病毒的禽类是
传染源，出售活禽的农贸市场是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毒的主要场所。

理论而言，H7N9禽流感病毒的潜伏期为7 d。如
措施有效，采取措施 7 d后，原则上不应有新病例发
生。上海市政府断然采取措施，2013年4月6日率先
关闭了农贸市场。之后报告的27例患者中有22例为
4月6日以前发病，13日后再无新发感染病例，上海地
区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图1）。杭州市政府4月15
日关闭农贸市场，之后报告的23例患者中有18例是
在4月15日以前发病，22日后再无新发感染。从关闭
农贸市场的当日算起，上海和杭州两地区所有新发病
例的潜伏期均未超过7 d。也就是说，这些患者都是
在关闭市场之前感染、关闭市场之后发病的。因此，
在疫区流行期间关闭活禽农贸市场，是预防人口密集
大城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有效措施［6］。

研究发现，关闭活禽市场可使城市居民感染禽流
感病毒的风险降低97%～99%；并认为，关闭活禽市
场是2013年春季控制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效果
最好、效率最高的措施；建议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或禽间疫情的地区，短期内应迅速采取活禽市场
关闭措施。从长远来看，应研究我国活禽市场定期休
市、定期消毒、活禽集中宰杀、冰鲜上市的可行性［7］。

控制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必需做到3
点：减少发病人数、降低病死率和防止疫情扩大。在
流行地区流行期间关闭农贸市场，有效降低了发病人
数；研究、发展和使用新的药物、设备、技术及策略，可
有效降低病死率；但由于2013年疫区内未采取严格的
措施，禁止或限制携带病毒的活禽通过贸易扩散，疫
区反而扩大了，并为2014年疫情发展提供了条件。

3. 断然关闭疫区活禽市场，成功预防2014年发
生更大规模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从2013年

10月开始，至 2014年度陆续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
感病例。截止 2014年 3月 17日，共报告 384例。与
2013 年疫情相比，2014 年度的发病时间有所提前
（2013年首例确诊报告的时间为 3月 30日），发病省
份增多，但病例仍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疫情呈上升态势。社会、媒体、政府和专业人士高度
关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2014年度人感染
禽流感疫情来势凶猛，规模可能要远远大于2013年
（图1）。特别是临近春节，人口流动密度和强度空前
加大，对疫情发展的影响难以估量。我国相关部门
领导先后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行政部门、科研单位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也展开热烈讨论。

活禽消费在我国根深蒂固，不仅是一种习惯，也
是一种文化。关闭活禽市场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和社会风险。尽管关闭活禽农贸市场对控制疫情的
作用得到相关部门高度认同，但考虑到对养禽业的
影响及社会和经济风险，隶属于不同部门的人员对
该结论具有不同的视角。 为此2014年1 月 26 日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召开了视频会
议，要求发生疫情的地区相关部门，应向当地政府建
议关闭农贸市场。当断不断，必然大乱。

结果如何呢？2014年春节过后，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数并未出现预期或担心的高峰。根据2013
年疫情数据，当年发病人数在3月开始迅速上升，4月
达高峰。如果没有采取措施，2014年度的疫情趋势应
与2013年相似。在疫区采取关闭活禽市场的措施后，
发病人数迅速下降，并未出现2013年3、4月相同的发
病高峰。因此，关闭活禽市场的措施，有效预防了
2014年度的大规模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图1）。
而采用其他任何措施，难以达到该目的。卫计委的断
然决策，是预防出现大规模疫情主要、决定性因素。
因而2014年预防和控制人感染H7N9禽流感，堪称我
国卫生行政部门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决策的
典范，其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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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自疫情网，并按发病日期统计；白色箭头表示2013年
上海市政府关闭活禽市场的时间（周）；黑色箭头表示2014年国家卫
计委建议疫区采取关闭活禽市场措施的时间（周）

图1 关闭活禽农贸市场对我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

疫情发病人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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