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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新发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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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最近几年发生的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来看，野

生动物与新发传染病密切相关。许多因素可以导致人兽共患病或新发人兽共患病的发生，如环境

改变、人类和动物的密切接触、病原因子的变异、农业行为方式改变等，社会和文化因素同样起

到一定作用。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和平共处，维护生态平衡，是控制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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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共患病(Zoonosis)是指脊椎动物与人类之

间自然传播的感染疾病。它可由病毒、细菌、衣

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休、螺旋体、真菌、原

虫和蠕虫等病原体引起。据 WH O 统计，从 194 0

年起，新发感染性疾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发生率一直持续上升, 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

高峰。来自野生动物的新发人兽共患病(Emerging

Zoonosis)发生率也随着时间推移上升，在1990～

2000年间发生的例数占过去60年总数的52.0% [1]。

特别是近期暴发流行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SARS)

和高致病性禽流感(AIV)提醒我们，野生动物源性

传染性人兽共患病作为新发传染病已经成为威胁人

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全球

负担，其确切程度尚难统计。

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世界粮农组织(FAO)

和国际兽医局(OIE)给新发人兽共患病的定义是

“一种新发现的，或新变异的，或虽然以前存在，

但目前其发病率增加或地域、宿主或媒介体扩大的

人兽共患病”[2]。新发传染病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①新病原体引起即出现了对人类致病的新病原体并

引起新的疾病; ②新变异株引起的新发传染病; ③新

认知的新发传染病(如莱姆病); ④新确认是传染病的

新发传染病; ⑤在某地新流行的新发传染病。

1  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

据统计，人类致病菌中有 61% 是人兽共患致

病菌，而在新出现的人类致病菌中则有 75% 属于

人兽共患致病菌[3]。

Jones 等[4]分析了1940~2004年全球335例新发

感染性疾病, 发现60.3%的新发感染性疾病是由人兽

共患病病原造成, 其中71.8%的病原来自野生动物。

1.1   气候因素

过去10 年中，媒介生物性疾病的发病趋势与

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全球气候变暖一方面改变了

虫媒的地区分布，使亚热带流行的传染病北移，

使原本没有亚热带传染病的地区出现了新疫情。另

外，降雨、重大气候事件等都将对疾病宿主造成

影响，从而影响媒介生物性疾病的发生情况[5~6]。

1.2   滥用抗生素

近年来抗生素的广泛应用，造成了一些发达

国家细菌耐药情况恶化，耐药菌引起疾病数量上

升，这造成一些传染性人兽共患病死灰复燃[7]。

1.3   地域因素

有人综合全球新发感染性疾病历次疫情暴发情

况、气候等各种因素做出了“危险分布图”，是

指全球可能发生下一个新发传染性疾病的地方[4]。

如图3所示，新发感染性疾病的高危地区在拉丁美

洲、热带非洲和亚洲。新发感染性疾病的分布有

地域差异，在北纬30~60度和南纬30~40度的区域

·述 评·

[收稿日期]2008-04-23



134 Jun.2008,28(3)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 Laboratory Animal and Comparative Medicine

内，新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比较集中，最“热

门”地区为美国东北部、欧洲西部、日本和澳洲

东南部。东亚、印度次大陆、尼日尔三角洲、非

洲主要大湖地区以及拉美部分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来

自野生动物中所出现的疾病攻击。

1.4   生物密度

人口密度可以影响各种类型的新发感染性疾病

的暴发流行，野生动物密度是野生动物源性新发传

染病的发生。由于人类社会日趋发达，人与自然

的矛盾日益突出[8]。由于人口过于密集，病毒的传

播速度加快。

1.5   生物因素

病原微生物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而发生变

异，使一些不致病的毒株变为致病的毒株，弱毒

株变为强毒株，或演化形成新的病原微生物，或

产生抗药性，从而导致新发传染病发生[10~14]。

1.6   饮食习惯

生食肉类等习惯，是造成许多动物源性传染

病传播的重要途径。粤菜以烹制蛇、狸、猫、

狗、猴、鼠等野生动物而负盛名，从而导致SARS

的暴发流行[15]。

2   新发传染病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自2001年以来, WHO已确认了1100多起具有

全球影响的传染病事件, 其中超过70%是人兽共患

传染病, 经证实的新老人兽共患传染病达200余种。

一些新发传染病与动物关系密切。野生动物

表 1  近年出现人兽共患病与动物宿主

Table 1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host animals in the recent years

                疾   病   名   称                                病    原    体                                         媒介动物

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灵长类动物

    Syndrome, AID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SARS 冠状病毒(SARS Coronavirus, SARS-CoV)                            蝙蝠或者果子狸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H5N1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                               禽类

登革热(Dengue fever)                                          登革热病毒(Dengue Virus)                                       蚊子

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aemorrhagic fever)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EBV)                                       灵长类动物

尼帕病(Nipah disease)                                        尼帕病毒(Nipah virus, NiV)                                       狐蝠

莱姆病(Lyme disease)                                          伯氏疏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                   蜱

肾综合征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 with           汉坦病毒(Hanta Virus)                                       鼠类

    renal syndrome, HFRS)

是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西尼罗河病毒脑炎等

病原体的宿主；莱姆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病原

体的宿主是鼠类；猫抓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疾

病与畜禽有关[16~19]。

野生动物栖息地被破坏，动物与人类接触增

加，可导致野生动物将病原体带给人类[20~22]。例

如马来西亚大量砍伐森林，导致水果蝙蝠的栖息地

迁移至农村和果园附近。尼帕病毒正是通过这类蝙

蝠的排泄物和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果园和猪圈。尼帕

病毒首先感染猪, 再由猪传染人, 这是1998~1999年

马来西亚尼帕病毒脑炎暴发的重要原因。莱姆病的

出现与城镇化导致人类和鹿、鹿鼠、蜱的接触增

加有关。随着气候转暖, 中国的莱姆病由南方向山

东、河南、河北、辽宁等中原和北方地区扩展。

20 0 5 年，中、澳、美三国的科学家在《科

学》杂志发表文章，揭示蝙蝠是类SAR S 病毒的

自然宿主[24]。同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学者合作

发现，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蝙蝠家族[25]。中、美

等国科学家共同于2007 年 10 月在《新发传染病》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发表文章，

揭示某些冠状病毒与其蝙蝠宿主之间存在着很强的

协同进化关系[26~27]。

野生动物体内携带的病毒能与动物和平共处，

但对人类来说却足以致命。例如，鸟类、蛇类、

蛙类等野生动物体内所含的寄生虫，一旦进入人

体，到达人脑，将导致失明、瘫痪、癫痫甚至

死亡。随着人类活动的蔓延，破坏了野生动物原

有的栖息地，人类新发疾病越来越多[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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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见的动物与人兽共患病

Table 2  The common zoonosis and animals

野生动物                                 病    原    体                                                    所   致   疾   病

  鼠类              鼠疫杆菌、出血热杆菌、钩端螺旋                              鼠疫、出血热、钩体病等50多种病

  蛇类              无数寄生虫如丝虫、悬毛虫等                                   各类寄生虫病

  鸟类                寄生虫和多种病毒                               鹦鹉热、森林脑炎、乙型脑炎

  青蛙                曼压裂头绦虫等寄生虫                                 肺、脑绦虫病

  灵长类              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                                 艾滋病、埃博拉病

  蝙蝠              亨德拉病毒、尼巴病毒                                 感染牲畜如猪、马再传染人类

  贝类                血吸虫等寄生虫和病毒                                 血吸虫病、甲肝

  野兔                兔热病杆菌                                   兔热病

3  新发传染病防治展望

新发传染病是社会的现实威胁，新发传染病

防治需要社会投入很大的资源。包括：

3.1   加强相关部门合作

加强部门间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农业、公共

卫生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之间。

3.2   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新发传染病多发生在中西部落后地区，这些

地区缺乏充足的人医和兽医卫生资源，需要建立经

济不发达地区的疾病预防网络。

3.3   建立全国范围野生动物和人兽共患病监测网络

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及时、透明地发

布新发传染病防控相关信息，包括疾病暴发报告、

诊断结果和相关基因信息，并促进各地之间信息和

样本的即时共享。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交流信息和

病原体样本是全国和全球及时做出反应的关键。扩

大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和利用，并开发数据库和其他

资源，供兽医科学界利用，使他们可以运用群体

水平的疾病观点，并进行野生动物、饲养动物和

人类相互作用的研究；可以跟踪在动物中传播的

病原体，包括宠物、食品动物和实验动物。

3.4    建立人兽共患病应急反应体系和卫生防疫体系

加强对野生动物的病原监测，找出可能导致

人兽共患病的野生动物。建立和完善经济体内和经

济体之间的新发传染病监测网络。

3.5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设法制化社会

为正确、合理地制定新发传染病防控策略，

对特定新发传染病的经济、社会影响开展专门的评

估[30~32]。广东省早在2001年就制定了地方性法律，

禁止捕食、贩卖野生动物。

3.6   减少人类在野生动物聚集区的活动

人类应该尽量保护野生动物聚集的地区，减

少在这类地区内的人类活动，这也将对减少对生物

多态性的破坏和人兽共患病的发生有极大帮助[33]。

3.7   提高公民意识

通过传播科学的预防信息和方法，提高公众

防护意识，爱护环境，杜绝或减少破坏生态环

境，从源头上堵住新发传染病的出现。

3.8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新发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对亚太地区的健康、

繁荣和安全带来持续的威胁。特别是艾滋病的全球

蔓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突发，以及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出现和不断发生，使得

建立有效的控制合作，并更重要的预防其威胁，

成为当务之急[34~35]。

3.9   加强专业培训和技能训练

大多临床医生未接触过新发传染病病例，也

未接受过相关的培训，缺乏对新发传染病的了解，

容易造成误诊和漏诊。

3.10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维护各地生态环境，禁止过渡捕猎、破坏生态环

境的事件发生，加大惩罚力度。

3.11   控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控制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是全球保护工作优先

考虑的事情。野生生物贸易对公共卫生、农业和

生物保护的影响代价极大，必须提出这项贸易是对

社会经济安全的真正威胁[36~37]。据野生生物保护学

会统计，全球野生动物年交易量包括大约4 百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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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640 亿条爬行动物和4 万头灵长类动物[38]。

3.12   加强保护医学研究

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健康密不可

分。最近兴起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新兴学科——保护

医学(Conservation medicine)，是在人类健康，动

物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三个层面的交叉。它主要从

两方面人手，一方面研究病原体，宿主与疾病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物种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

系。其目的在于证明健康联系着所有的物种，而

所有生命的健康又与它们所生活的生态系统的健康

密切相关。其研究的热点和关键问题包括：全球

生态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与

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媒介传染生物与景观变化

之间的关系；人兽共患疾病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

的关系。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健康水平相对低

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大国，需要重视和尽快

开展保护医学的研究[39~40]。美国的国际保护医学联

盟(Consortium for Conservation Medicine)主要研究

人类健康与生态健康和野生动物健康之间的关系，

并开展了与国内有关单位的合作。

4   总结

各种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

严重的影响, 威胁着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矛盾，

导致人类遭受了病毒的侵袭，也要引起人类新一轮

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维护生态平衡，保

护环境, 与动物和平共处, 是维护社会生物安全，也

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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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imals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QIN Chuan

(Institute of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CAMS) & Comparative

Medicine Centr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iseases

Comparative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The animals, from the surveillance reports o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main

reservoir of pathogens. Many factors lead to the prevalent of zoonosis or emerging zoonosis emergence.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human and animal demography, pathogen changes and changes in

farming practi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riggering those diseases. The human social behav-

iors like food habits and religious beliefs play a role too. The harmonious between the humankind

and animals and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we shoul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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