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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中心在病原微生物健康风险评价方法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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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在人群中内链式传播最后导致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因此是食品和饮用

水安全管理中关注的重要对象。水介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特别是隐孢子虫直接导致1993年3-4月美国

Milwaukeee州发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40万人感染。至今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20起的隐孢子虫大规模感

染事件的发生。隐孢子虫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较厚的壁囊，在环境中可以长期存在，并且能够耐氯。

其主要感染特征是腹泻，一般持续2-3周，目前为止尚无有效药物控制。通常隐孢子虫感染并不会致死，

但是，如果是HIV患者，通常会持续腹泻数月而无法康复，直至死亡，死亡率可达70%。除此之外，由于

腹泻诱发并发症也容易导致死亡。 

然而，我国居民的生活习惯与国外有很大差异，例如，喝开水和吃熟食。隐孢子虫虽然耐氯，但是

不耐热。温度在70度以上时，隐孢子虫在数秒内即被灭活。不过，我国居民仍然有可能直接接触到自来

水，包括刷牙、洗碗和凉拌菜的残留水都有可能成为隐孢子虫的感染途径。 

环境水质学实验室杨敏研究组主持了十一五水专项“饮用水水质风险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课

题，其中针对饮用水中病原微生物的健康风险作为一重要内容。该研究组通过模型估算出不同的生活情

景下可能直接摄入的生自来水量，并建立了一套基于并发症和人体免疫响应的隐孢子虫摄入剂量感染概

率模型，采用疾病负担这一评价终点评估我国隐孢子虫高污染区的人体健康。结果表明，隐孢子虫在常

规处理工艺下，其健康风险略高于WHO规定的可接受风险；在臭氧-活性炭的处理条件下，其风险被削

减76%，显著低于WHO规定的风险值。本研究解释了我国在具备隐孢子大规模暴发条件下，居民喝开水

习惯而形成的感染风险末端阻断效应是抑制隐孢子虫暴发的主要原因。该成果是我国第一次针对隐孢子

虫风险评价开展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完善水质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成果发表在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Jun 1;45(11):4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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