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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人类的夙敌。历史上，传染病曾经一次又一次流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对人

类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其危害有时超过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例如，居烈性传染病之首的鼠

疫有3次世界性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持续了半个世纪，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大流行仅欧洲就死

亡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死者占其人口的半数，被称为“黑死

病”；第三次大流行波及60多个国家，其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

行。重翻历史，依旧令人触目惊心。 

长期以来，人类与传染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顽强、其悲壮，完全可以称得上“可歌可

泣”。回顾斗争历程，应该说，近100年来是人类在同传染病的较量中取得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肆虐数千年的天花被最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麻风被彻底消灭的日子也不是遥不可及了；白

喉、麻疹、百日咳、破伤风、结核病等婴幼儿的“杀手”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遏制；由于多种抗生

素的问世，不少过去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不再肆虐人间；另外，近年来极大地改进了对传染

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途径的研究，加强了对药物和疫苗的开发，并把传染病防治列入了国际议

事日程，由WHO协同各国组建起了一支与传染病斗争的全球同盟军。 

然而，人类要征服传染病，道路依然曲折漫长。WHO发表的世界卫生报告表明：传染病仍然是

人类第一杀手。让我们把日历翻到上一世纪，以1995年为例，全世界死亡共5200万人，其中

1700多万人死于各种传染病，并且多数是婴幼儿。目前全球57亿人当中约有半数受到传染病的

威胁。在各种传染病当中，疟疾每年发病高达数亿人，其中数百万人丧生；急性呼吸道感染每年

造成几百万儿童死亡；新生儿破伤风每年造成数十万婴儿死亡；霍乱、痢疾等腹泻病每年也导致

几百万人死亡；全世界性病患者已达3.5亿；10多年前拉美及其它地区登革热流行，1995年发病

60万人，死亡2.4万;最为严重的是病毒性肝炎，乙肝每年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丙肝发病率连年上

升，甲肝、丁肝和戊肝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流行，一些新的肝炎病毒及由其引起的肝炎陆续被发

现，成为本世纪困扰人类的“超级瘟疫”。更令人难以忘记的是萨斯（SARS）流行的那段特殊

岁月，最早的病例是在我国广东发现的，然后传播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8400多人被

SARS病毒感染，800多人死亡。SARS疫情平息，禽流感又步其后尘，悄然出现。传染病专家们

认为，虽然尚无证据证明人与人之间可传染禽流感，但人若被禽类传染上禽流感非常可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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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病死率是SARS的3—9倍。 

WHO认为，当前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斗争比以往更艰巨。有些似乎已被征服的传染病重新出现，

如1990年俄罗斯发生白喉流行，波及东欧15国，病例逾10万人。有些区域性传染病正在昔日的

“安全地带”蔓延，如60年代还局限于印度尼西亚个别地区的埃尔托型霍乱，目前正在全世界流

行。有些疾病的病原体产生了抗药性，使医生束手无策，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言，目前治疗某些

传染病的药物只有一、两种，一旦细菌产生了抗药性，那么我们就彻底回到了抗生素发现以前的

时代，其结果可想而知，如被称为“白色鼠疫”的结核病，近年来耐药菌株严重流行，致使结核

病每年造成300余万人死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年中又出现了数十种新的传染病，其中

艾滋病、埃波拉出血热、SARS等既无特效药物可治疗，也无疫苗可预防，是人类面对的新的致

命杀手。目前艾滋病感染人数已达数千万，流行地区越来越广；流行在扎伊尔的埃波拉出血热导

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占感染人数的80%。由于长期变异，某些原来对人类威胁不大的病原体也可

能变化成致病力很强的病原体，由其引起新的疾病，如果传播机制又容易实现（如通过空气经呼

吸道传播），其后果不堪设想。WHO总干事在报告中发出警告：“我们处在一场传染性疾病的

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这场危机。” 

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些研究者指出，人类和病原体都在变化；病原体繁殖很快，

进化也很快，其一天内的变化，可能相当于人类一千年中的进化，因此，人类在这场“竞赛”中

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同时，一些动物（有些是原始森林中的动物）身上的病原体不断地传播到人

类中间，而病原体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往往会导致一种新的传染病流行，并且异常凶

猛，众所周知的艾滋病、埃波拉出血热就是典型的例子。不难看出，传染病及其病原体之所以

“生生不息”，是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笔者认为，尽管斗争形式和疾病种类会有变化，但人

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可能是一场永无止息的斗争，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如果掉以轻心，就会为

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研究者还指出，除了医学因素之外，许多社会因素也在制约着人类征服传染

病的进程。在各种社会因素中，贫穷首当其冲。目前全世界一半人口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和

药物，10亿多人生活极度贫困；人口增长和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致使数亿人住房拥挤，造成环

境卫生恶化，并且缺乏清洁水；由战争、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往往造成传

染病大流行；某些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危机，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陷于崩溃境地，致使一些已经控

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此外，跨国旅行、国际贸易和海空运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某些传染病

的传播。 

总之，正如WHO所告戒的，人类必须对传染病的威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提醒

人们：传染病是人类面对的严峻而持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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