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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微生物学  

  1952年12月，成立中国微生物学会，设有兽医微生物，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学、病
毒学、医学微生物学等专业，1953年《微生物学报》创刊。当时的《微生物学报》不
仅包括细菌学、免疫学内容，而且还登载病理学和寄生虫专业的论文。至此，中国的
微生物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新五十年代初期，人间鼠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回归热、脊髓灰质炎、麻
疹等急性传染病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猖獗流行。党和政府对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十分重
视，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
鼠疫。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将防治鼠疫、天花、霍乱、伤寒、斑疹伤寒及回归
热、黑热病、流行性脑炎、预防结核等传染病列入工作计划大纲。 
  1949年10月察省发生鼠疫流行时，需要紧急赶制大批的鼠疫疫苗。当时储备的鼠
疫杆菌原苗数量有限。为解决问题汤飞凡等采用无毒性的鼠疫杆菌Otten菌株制备活
菌菌苗以满足需要。大量的活菌苗制备不仅手续简单，而且注射用量比较少。为减少
杂菌的生长，用肚肝汤琼脂培养基替代常规的羊血培养基。第一批活菌苗还经过了工
作人员的自身试验后方始发出。当时世界各国尚未普遍采用这种疫苗，在我国大批的
制造和应用也还是第一次。 
  自从1952年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散布的病菌有鼠疫、霍
乱、炭疽等。微生物学工作者又积极投身于粉碎敌人细菌战中，汤飞凡专门撰写了
《对细菌战的认识》讲座文稿宣传反细菌战的知识。细菌专家提供的科学证据，从各
个方面证实了美军使用细菌战的罪行。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曾经是威胁我国青少年的一种季节性流行病。流行性乙型脑
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微生物学者们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对其生物学特性、免疫
性、流行规律等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分离了我国各流行区的毒株，确定了乙脑的主要
传播媒介为三带喙库蚊，猪是本病的扩散宿主。五十年代初期，吴皎如在开展"乙
脑"病原学、流行因素及临床诊断的研究中，发现台湾蠛蠓等也是乙脑的传播媒介，
打破了医学历史上一直认为"乙脑为单媒介(蚊)传染的论断。 
  沙眼的病原问题，经世界许多学者几十年的研究，一直悬而未决。当时任中国卫
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汤飞凡教授，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协作下自
1955年6月至1956年7月经过多次试验，采用立克次氏体的研究技术，用鸡胚卵黄囊接
种和抗生素抑菌的方法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培养出沙眼衣原
体，1958年元旦他又把所分离的衣原体种进自己的眼睛，造成人工感染并且坚持40天
才接受治疗，以便观察典型沙眼的病理过程，并又把衣原体从自己的眼睛分离出来，
从而无可质疑地证明了这株衣原体对人类的致病性。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震动
了世界微生物界，称沙眼衣原体为“汤氏病毒”。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及对其
生物学性质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沙眼衣原体假说，促进了对沙
眼衣原体乃至衣原体的研究。当时我国发表的培养方法纷纷为世界各国所仿效，我国
提供的沙眼衣原体TE55株，被用作国际标准参考株。 
  引起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三个新亚型，即1957年的甲2型、1968年的甲3型
和1977年的新甲1型，都是首先从我国或我国附近发现的。该株抗原性与以往的猪
型、原甲型、亚甲型完全不同。对甲型流感的变异规律的认识我国学者提出了独到的
见解，认为流感病毒抗原性变异是连续性的，变异是不定向的。变异过程可看作是：
变异→选择→传播→再变异的过程。这些见解对于选择制造疫苗的毒种，预测流感趋
向和识别新变异株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脊髓灰质炎曾在国内传播很广，我国科学工作者在1958年开始引进Sobin病毒
后，又成功地用自己分离的病毒株制成活疫苗。同时用人胎肺二倍体细胞代替原代猴
肾细胞制备活疫苗应用证明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好。基本上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在麻疹疫苗问世以前，我国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1959年国内分离出麻疹
病毒，1962年成功地制成减毒活疫苗。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乙脑疫苗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初期。通过对乙脑病毒的变异规律的研究，筛选出
有效的减毒株，制备出灭活疫苗在人群中广泛应用，保护率为80%，用于预防孕猪流
产，保护率82～92%。 
  1966年以后，遭到了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研究机构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
专业杂志被迫停刊。“文革”后期各项工作才有了转机。 
  七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感冒和气管炎病原病因的研究工作，促进了
国内呼吸道病原的分离工作。从感冒患者鼻咽分泌物中分离出多株鼻病毒、副流感
1、2型、流感甲、乙型等多种呼吸道病毒。并在国内首次分离出冠状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 
  1971年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在上海发生流行，有8个单位参加的协作组对病原进
行研究。分离出了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病原体，并证明是一种新的微小RNA病毒，
属肠道病毒70型。 
微生物和免疫学会于1978年12月在天津正式成立。1981年2月将《生物制品通讯》改
为《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至八十年代免疫学又逐步从微生物学科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门古老而又新型的独立学科。1984年在我国病毒学创始人黄祯祥教授的积极倡
导下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医学病毒学刊物《中华实
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许1979年2月至3月中央卫生部派人对云南、西藏地区进行了天花既往流行病学的
调查结果证实中国最后1例天花，是1960年3月在云南孟连县发生。于是中国正式向全
世界宣布自1960年起中国已彻底消灭了天花。 
  我国对流行性出血热病原学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1981年宋干等在国内用黑线姬
鼠和细胞培养分离培养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后，不久又证明我国另有一类轻型出血热
的存在。从褐家鼠中分离到相应的病原，褐家鼠是该病原的贮存宿主。1982年洪涛在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出血热病毒在细胞内的形态。 
  我国自1982年以来，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成人流行性腹泄，1983年我国学者在这种
传染性腹泄病人的粪便中发现了一种不具有通常轮状病毒共同抗原的新轮状病毒即成
人腹泄轮状病毒(ADRV)，确立了病因学关系。 
  1983年初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在国内首次分离到三株甲肝病毒。1984年8月14
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廖万清，发现了一种能导致脑膜炎的
新菌种&#0;&#0;新型隐球菌变异菌种，在我国尚属首次。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微生物学中的组成部分免疫学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开展淋巴细
胞转化、E花环形成试验、免疫球蛋白的制备、纯化和鉴定的研究基础上，1979年举
办了全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学习班，推动了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1979年下半年，我
国开始进行了淋巴细胞杂交瘤工作。1981年10月，报道获得了抗脊髓灰质炎病毒单克
隆抗体对实验动物进行了系统的治疗研究，取得较好的效果。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单
克隆抗体等新型免疫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对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
用。 
  198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被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正式接纳为成员学会。不少单位相
继成为WHO的合作中心，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日趋扩大。中国医学微生物学事业已经走
出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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