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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疟疾终结者”——疟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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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种传染病在中国被消灭了，这次是疟疾（malaria）。

疟疾曾每年致 3 000万中国人发病、30万人死亡。2021年
6月 30日 8时，WHO总干事谭德塞正式宣布，中国已经消除

了疟疾。这个“消除”代表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内所有人类疟

疾寄生虫的本地传播至少中断连续 3年，且该国已经建立

起一个能够防止本地传播再次发生的全面运行的监测和应

对系统。从 3 000万到连续 3年，中国的“疟疾终结者们”到

底做了什么呢？

疟疾主要由携带疟原虫的蚊虫叮咬传播。疟原虫会在

蚊虫咬人的时候进入人体。它们一开始先在人体中为非作

歹，我们的身体会感觉特别冷。之后我们身体里免疫军团

细胞前来围剿，焦灼的战役又会让我们发热。受挫的疟原

虫就躲到红细胞中暂避风头，养精蓄锐，通过大量繁殖壮大

战力。趁人体的免疫军团放松警惕，疟原虫转战人的肝脏

中，继续它们的“寒冷谋杀”计划。此时，血液里面也有大量

疟原虫雌雄配子，蚊虫吸食血液后，配子在蚊虫体内变为子

孢子（类似虫卵），蚊虫通过叮咬传播给下一个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疟疾发病人数居各种传染病

之首，每年报告近 3 000万例［1］。尽管疟疾可以治愈，恶性

疟疾患者死亡率却居高不下［2］。为此，我国迅速开展了全

面的“消灭疟疾”计划，“疟疾终结者”吹响了集结号，开始了

消灭疟疾的长期战役。

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项目”——一项旨在寻

找疟疾新疗法的全国性研究计划。面对未知的困难，当时

有 60个研究机构的 500多名科学家加入了“疟疾终结者”的

行列，屠呦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起初，研究者们翻遍了

中医典籍，又在民间偏方、药方中海底捞针。通过大量筛查

和实验，用了 3年时间筛选出重点药物：乌头、雄黄、鳖甲、

青蒿。随后，屠呦呦小组率先突破，发现雄黄药效明显好于

其他几类药物。但由于雄黄为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类化

合物，不便在临床上使用。大家又将目光转向青蒿，但它的

各类提取物疟疾抑制率都很低，难以堪当大任。1972年，屠

呦呦小组攻坚克难，不断尝试和改进提取方法，在“523中医

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青蒿乙醚中性成

分对疟原虫抑制率 100%！之后他们小组不断精进提纯技

术，甚至自体服用测试药性，终于得到了针状晶体并命名为

“青蒿素”［3］。

疟疾主要由蚊虫传播，“疟疾终结者”的首个战术就是

用蚊帐来阻断蚊虫传播。1980年，中国开始广泛尝试使用

药浸蚊帐来预防疟疾。据统计，到 1988年国家给重点疫区

发放了 240万顶药浸蚊帐，2年后疟疾死亡人数下降了

95%，病例数也下降至 11.7万例［4］。随后，我国“疟疾终结

者”队伍不断壮大，来自卫生、教育、财政、研究和科学、发

展、公共安全、军队、警察、商业、工业和信息技术、海关、媒

体和旅游等多个部门联手消除疟疾。设备升级了、队伍壮

大了、制度完善了，使疟疾病例进一步减少。截至 2014年，

中国本地发病数只有56例，现患病例数也急速下降。

在本地疟疾为零后，输入性疟疾变为最主要的传染源，

我国已全面迈入消除疟疾新阶段。从 2015年开始，“疟疾

终结者”改变战略，战斗主力由最初的实验室“终结者”换成

疾控中心“终结者”，加强中国边境（尤其东南亚地区边境）

的监管，严防输入病例引发的继发传播。因为一旦境外输

入的疟疾患者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治疗，疟疾就可以在当地

重新开始传播。“疟疾终结者”采取“137行动”：在疟疾在诊

断后，1 d完成病例报告，3 d完成病例核实与流行病学个案

调查，7 d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5］。同时，“疟疾终结者”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对输入人员进行密切监测，评估出高风险地

区加以严管。经过不懈努力，截至 2021年中国实现连续

3年“0”本土病例，“疟疾终结者”取得全面的胜利！

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三十多年来首个

获得消除疟疾认证的国家。中国的抗疟史给世界带来了宝

贵的经验参考，“中国疟疾终结者”不会止步于此。无疟中

国，“中国疟疾终结者”在过去，在现在，更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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