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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病的现状与对策

徐建国

世界卫生组织（$%&）’((( 年关于传染病的分

析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每小时有 ’ )** 人死于传染

病，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总干事在

《’((+ 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告诫：“我们正处于一场

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

幸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并把

’((, 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全球警惕，采取行

动———防范新发现的传染病”。在世界各国新发传

染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传染病总的形

势是：!少数传染病将被消灭，如脊髓灰质炎等；"
一些过去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的传染病又卷土重来，

如结核、梅毒等；#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传染病（在

我国已经发现的新发传染病有艾滋病、肠出血性大

肠埃希菌&’),- %, 感染、&’.( 霍乱、军团病、空肠弯

曲菌腹泻、莱姆病、单核细胞李斯特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汉坦病毒肾综合征出

血热、新型肝炎、肺炎衣原体感染、小隐孢子虫感染

腹泻、汉赛巴通体感染的猫抓病等。在国外已有报

道，在国内还没有发现的新发传染病有人类克雅病、

埃博拉出血热、立克病毒脑炎、拉沙热、裂谷热、埃立

克体感染等）。所以我国面临着新老传染病的双重

威胁，和传染病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发传染病的发生与微生物进化及社会、环境

因素有关。微生物进化是导致出现新的病原体的内

在因素。过去认为，缓慢进化是发生新的病原体的

主要力量，需要时间比较长；现在发现，病原体可以

在短时间发生大片段基因的获得和缺失，发生“飞

跃”。也就是说，基因的获得或丢失，可以在短时期

内产生许多新的突变株，其中一部分可以是致病原。

病原体通过上述机制可以获得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产生毒素的能力等；还可以通过“扔掉”（缺失）一部

分基因，增强生命力，由弱毒株变为强毒株。微生物

“拿来”和“扔掉”基因的机制，对人类的意义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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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得不面对新的传染病的斗争。只要世界上有人

类存在，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传染病的问题，任重而道

远。除了病原性微生物本身的因素外，许多社会因

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

有关：!人口流动。在经济发展阶段，大量的农村人

口拥向城市，大城市周边出现了许多居住条件、卫生

条件等比较差的居住区，容易造成呼吸道和消化道

病原性微生物的传播。"不良行为方式。如性生活

混乱和静脉吸毒容易造成 %01 等的传播。#生态

环境的改变。由于开垦荒地、砍伐森林、修建水坝等

人类活动，可以造成居住环境的改变，引起传染病的

发生和传播。砍伐森林或到林区旅游，可以接触某

些动物，使一些本来在动物间传播的病原性微生物

传给了人类，并造成人间传播。$全球性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有利于一些病原性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造成一些传染病发生的地区的移动。%食品的集中

供应。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校等单位的食品由相对

较少的几个大公司供应，如果其中某一种食品被污

染，就可能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感染某种病原微

生物。&免疫受损人群的增多。由于人口老龄化、

因器官移植等原因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等因素，使

免疫功能下降或受损，容易感染某种病原性微生物。

’社会交流的增多。由于交通的发达，国际、地区间

交流日益广泛，一些病原性微生物很容易被旅客或

交通工具带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日用电器普遍进

入家庭，有利于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如由于空

调的使用，可造成嗜肺军团菌的传播；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可在冰箱中生存很长时间，极易引起食源

性疾病。

由新发现的传染病带来的问题是世界性的，绝

非局部、独立的事件。当某一种病原性微生物在某

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后，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和地

区不存在这种问题，不能以分离病原时间的先后为

依据，而认为这种病原性微生物是从最先发现的国

家或地区传过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新发传染病并

不是“输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只不过是我们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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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罢了。

新发传染病已经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

重大威胁。!""! 年 ## 月始在广东省发生了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
’%$,-’(+.’/ $/01’.2%，3453）］的爆发性流行，疫情逐步

扩展到 !6 个省、市、自治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

括我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 !7 个国家和地区共

报告8 89:例确诊病例，其影响巨大。

新发传染病具有不确定性，不知道会在何时何

地发生何种新发传染病，无法作好特异性的准备。

在疫情发生初期，临床医生不认识，不知应该采取何

种治疗方案；预防医生不认识，不知应该采取何种预

防和控制措施；政府官员得不到专业人员的明确意

见，无法及时作出决策；大众得不到有效的宣传和教

育，恐慌心理严重，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新发传染病影响经济的发展。此次 3453 的爆

发性流行，虽然至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对疫区经

济的影响已经显现。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向本国公

民建议暂不去疫区旅游，我国大陆和香港特区的许

多国际性会议和旅游计划因此取消。据报道，3453
对香港可造成 #" 亿美元的损失。禽流感的流行曾

使香港特区政府屠宰和销毁了大量的家禽，严重影

响了疫区禽类的饲养、销售和出口。疯牛病的爆发

已从单纯的畜牧业疾病，扩展到危及食品、化妆品、

医药产业、新型生物技术产业、人类公共卫生健康甚

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仅英国 !""# 年为处理疯牛

病耗资高达 9; 亿英镑。不仅使英国和欧共体在农

牧业上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相关产业的

市场份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应对新发传染病应该具备很强的技术能力和储

备。因此，我们应该做到：

（#）建立有效的传染病实验室监测网络，可以预

警早期发现新发传染病爆发性流行的先兆；

（!）发展快速、敏感、特异、系统的病原微生物的

筛查技术、方法和试剂，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或明确

可疑病原体，缩小检测范围；

（9）发展先进、系统的病原微生物分离和检测方

法，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分离或检测病原体，作出实验

室诊断；

（8）研究敏感的未知病原体的基因检测技术，能

够在分离不到病原体时，提供病原体的其他证据；

（;）建立系统的和标准化的病原微生物分子分

型技术、方法和资料库，能够客观地揭示系列分离菌

株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进行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

分析；

（6）开展对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研究，

减少死亡人数；

（<）开展对我国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现状的调查；

（7）研究新发病原微生物的发生机理，指导应对

新发传染病的战略措施；

（:）加强疾病监测工作的管理，确保疫情报告网

络的畅通，在疫情或可疑病例出现时，能够及时上报

有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为防治和决策

提供准确信息，便于政府部门及时采取措施；

（#"）开展新发传染病的培训工作，使基层卫生

防疫人员能够了解新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流行病

学特点、病原学特点、治疗和控制措施；

（##）建立具有较高装备水平的新发传染病病原

学诊断实验室系统；

（#!）开展有关新发传染病的群众性宣传教育工

作，提高公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和如何预防新发

传染病的措施及方法；

（#9）建立新发传染病的专业疾病控制队伍；

（#8）建议把重要的新发传染病列入法定传染病

的范畴，并对新发传染病的防治、监督和法律责任做

出明确规定；

（#;）积极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

动，在广大农村地区促进大卫生措施的落实，积极进

行“三管五改”；

（#6）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加强和邻近国家在

新发传染病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互通新发传染病的

信息，借鉴成功的经验；

（#<）对那些已经证实在我国存在的新发传染

病，制订有关的诊断标准、病原体鉴定方法、疾病控

制指南、治疗原则等，加强预防和控制工作；

（#7）密切关注那些有资料显示并有可能在我国

爆发的新发传染病的临床诊断和病原学诊断工作；

（#:）引进在我国还没有出现，但在邻近国家已

经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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