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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一座浮出水面的冰山 

曹尔澄 

回顾禽流感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象一座逐渐浮出水面的冰山，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越来越大，目前 

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禽流感于 1878年在意大利首次暴发； 

1933年墨西哥暴发 了H5N2弱致病性禽流感；1983年暴发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的H5N5禽流感引起 

的间接经济损失估计达 3．49亿美元；1997年在中国香港暴发的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被首次证实能感染 

人类并有很高的病死率。此后，荷兰、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相继发生地区性流行并出现人禽流感病例，世 

界卫生组织(WHO)曾因此发布警告，认为禽流感对亚洲的威胁可能比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更为严 

重。2005年，随着土耳其、罗马尼亚以及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相继发现 高致病性H5N1型禽流感，世界很多国 

家如临大敌，采取各种紧急措施防治禽流感。中国目前的防治形势相当严峻，需要全社会提高对禽流感的认 

识 ，科学地防治禽流感。 

1 掌握禽流感病毒的相关特征 

禽流感病毒表面的糖蛋白有高度变异性，除有可能感染人外，还感染许多其他种属的动物，如马、猪、禽 

类、海豹等。WHO认为，每年从人体和病鸡体内获取的H5N1型病毒株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表明该病毒能够 

吸收重组其他病毒的遗传物质而发生迅速变异。H5N1病毒型禽流感病毒是囊膜病毒，对去污剂等脂溶剂的 

灭活性比较敏感。禽流感病毒没有超常的稳定性，因此对病毒本身的灭活并不困难。病毒可在加热、极端的 

pH值、非等渗和干燥的条件下失活。禽流感病毒的毒力主要决定于病毒粒子的复制速率和血凝素蛋白裂解 

位点附近的氨基酸组成，不同禽流感病毒亚型，甚至同一亚型不同病毒株之间，对不同宿主的毒力亦有很大 

差别。疾病的症状可能表现在呼吸道、肠道或生殖系统，并随病毒种类、动物种属、龄期、并发感染、周围环境 

及宿主免疫状态的不同而不同。 

目前认为，H5N1病毒由呼吸道进入人体，在呼吸道黏膜上皮内复制，引起呼吸道的中重度病变，最常见 

的是呼吸道上皮细胞坏死与炎症。H5N1病毒可引起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淋巴细胞减少，感染的患者血清白 

细胞介素一2(IL一2)、IL一6、7一干扰素增高，但没有继发的细菌性肺炎。有实验证明，病毒能够在大鼠肺内快 

速、不受控制地复制，无需对宿主的预适应。感染 3 d后出现弥漫性呼吸道炎症，引起弥漫性肺泡损伤和间质 

纤维化；病毒还可在其他器官内播散和复制，出现弥漫性肝中心小叶坏死，急性肾小管坏死等改变，脑组织可 

出现胶质结节。14 d后出现明显的血管周围浸润及噬神经细胞现象。另外，H5N1病毒对外周血白细胞的影 

响说明它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有一定作用，至少意味着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损伤的患者预后较差。不 

同的动物病变部位和严重程度有很大不同，这主要取决于禽种和感染病毒的致病力。 

2 认识禽流感防治的复杂性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病毒传播的形式和速度都发生 了变化。随着人流、物流的迅速移动，国与国之间的 

空间距离越来越小，阻遏病毒传播的空间屏障也变得越来越脆弱。禽流感的自然感染过程复杂，传染源一是 

野生鸟类，二是家禽，特别是迁徙性的水禽，其他动物也有携带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有证据表明，火鸡的流感 

可能为猪源性流感病毒所致。禽流感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接触感染禽和易感禽及其粪便；二是接触 

气溶胶(微滴)或病毒污染物引起的间接感染。另外，迁徙的候鸟可能把H5N1或H5N2亚型病毒从一个国家 

带到另一个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在禽群之间的传播主要依靠水平传播 ，如空气、粪便 、饲料和饮水等。也有 

学者认为，禽流感快速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病毒基因序列快速发生变化，以及亚洲养鸡场和家禽市场空间 

狭窄造成的。这些都给防治工作带来巨大难度，难以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 

禽流感的易感人群普遍存在。多数学者认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尚无确切证据，但人群普遍易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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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从事家禽业或在发病前 1周内去过家禽饲养场所或与家禽及禽流感患者有密切接触史者，应警惕患禽 

流感的可能。近 日，权威机构已明确表示，从日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不接触病死禽类的普通公众一般不会感染 

禽流感病毒。除此之外，禽流感病毒还有可能通过遗传重组将病毒基因转给人类毒株，对人类新毒株的演化 

产生一定作用，这点在抗原和遗传学证据中已证实。如 1968年引起人类大流行的病毒血凝素基因就源于鸭 

中循环的病毒；1918年造成西班牙流感暴发流行的病毒与现在亚洲出现的H5N1禽流感病毒有共同的基因 

变异，并不是人流感病毒或猪流感病毒的变异。但 H5N1型禽流感病毒能跨越“物种障碍”感染人类，人群对 

H5N1病毒普遍易感，并可能在将来引发严重的人类流感疫情。 

禽流感没有特异症状和体征。人类感染 H5N1禽流感后，早期表现类似普通流感，主要为发热、流涕、鼻 

塞、咳嗽、咽痛、头痛、全身不适，部分患者可有恶心、腹痛、腹泻、稀水样便等消化道症状。早期x线胸片、血 

常规检查等均无特异性改变，不借助病原学检查手段往往难以确诊。 

人禽流感确诊的技术要求较高，最终需要病原学方法确定病毒的存在。取患者呼吸道标本，采用免疫荧 

光法(或酶联免疫法)检测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抗原(NP)、M1蛋白抗原及禽流感病毒H亚型抗原。还可用 

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禽流感病毒亚型特异性 H抗原基因。从患者呼吸道标本中(如鼻咽 

分泌物、口腔含漱液、气管吸 出物或呼吸道上皮细胞)分离禽流感病毒；或血清学检查显示发病初期和恢复期 

双份血清抗禽流感病毒抗体滴度 4倍或以上升高，有助于回顾性诊断。 

目前没有治疗人禽流感的特效药物。患者可在发病48 h内试用抗流感病毒药物如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 

司他韦(Oseltamivir，达菲)或者离子通道 M2阻滞剂金刚烷胺(Amantadine)及金刚乙胺(Rimantadine)。其 

他药物如解热药、缓解鼻黏膜充血药、止咳祛痰药、中医药等均为对症治疗的方法。 

给家禽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在家禽中的传播，也可以减少病毒在家禽与人之间的传播几率，大幅 

度降低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病速度，防范疫情的发生。中国政府已采取 了多种措施控制禽流感在家禽内的传 

播，包括疫区禽类疫苗免费覆盖接种，国家财政对重点家禽养殖企业、禽产品加工企业、疫苗定点生产企业按 
一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 5O 给予防疫贷款贴息支持等。 

3 禽流感的预防形势严峻 

中国出现的禽流感疫情具有以下特点：①对人类的威胁不断加大。去年中国禽流感疫情属于多点散发， 

每起规模较小。2005年则有疫情迅速蔓延，某些疫情规模较大、覆盖面广的趋势，并发生 了少数人感染禽流 

感疫情，为有效防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造成了困难。②防控人流感和防控禽类疫情交织在一起，使防控 

工作更加复杂。③防控世界流感大流行已成广泛共识，我国在防控疫情特别是防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方 

面担负着重要责任。④禽流感防控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农村卫生条件差，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基层农村卫 

生防疫人员意识较差，尤其是 乡村两级缺乏疫情监测人员，在农村建立防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快速反 

应机制任务更加艰巨。⑤有些地方对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不重视，措施不落实，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培 I1空白点还很 多。 

迄今对付禽流感最好的手段是预防和隔离控制。人禽流感的特征显示，在目前治疗措施无法将人禽流感 

的病死率降到很低的情况下，对禽流感的预防无疑是最重要的措施。预防工作是一项多层次的社会工作，涉 

及广泛宣传教育、人禽疾病监测、病禽扑杀、患者隔离、加强毒株管理、改善卫生习惯等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卫生部近 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集中开展一次预防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宣传月 

活动，并发布 了《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宣传提要》，提要中提出的 1O条宣传标语和警句正在城 乡广大地区 

普及开来。 

11月 30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在有效防控人间传播禽流感疫情工作中卫生 

部主要采取的8条措施：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联防联控的机制；加强疫情监测，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及时 

采取标本，做好实验室监测；加强人 员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监督检查，落实防控措施；加强信息通报 

和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疫苗研制和药物研究，做好疫苗、药物、技术和物资储备，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传 

播；加强国际合作，及时通报疫情信息。 

4 全球合作，以理性应战禽流感 

防控禽流感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10月 25日，“全球流感预防部长会议”在加拿大渥太华闭幕，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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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禽流感的战役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目前医学技术不能提供给人类足够安全感的情况下，这场人疫之 

战中，更多的是在考验一个国家政府的理性控制力。首先，中国政府主动承担起 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中 

国国务院近 日颁布 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卫生部发布 了《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修订版)》和《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宣传提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药品特别审批程序》，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所需防治药品尽快获得批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中国科技界也大大加强了对禽流感病毒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启动新疫苗的研制和抗病毒药物的长期 

研发机制。“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l1月 14日下午通过科技部课题验收，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完成人用禽 

流感疫苗临床前研究，意味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水平及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究和开发已与全球同步，将 

为我国预防流感大流行提供重要的技术与物质储备。一旦流感大流行疫情暴发，中国政府将有能力依靠自己 

的研发成果控制疾病，保障人民群众自寺健康和社会自寺稳定。同时，也将会对国际社会防控人禽流感做出巨大 

贡献 。 

l1月 20日，中美两国元首就加强禽流感防控双边合作的共同倡议达成一致，制定 了《中美禽流感共同 

行动倡议概念文件》，并计划在 2006年 1月由中国主办旨在研讨国际和区域禽流感防控行动方案和动员资 

金的禽流感筹资大会，4月在华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新发传染病高层论坛”，就防控禽流感以及新发传染 

病的传播实行双边、地区性和全球合作，支持联合国特别是 WHO、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在其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中国政府对禽流感的疫情防控启动了全国应急预案，实行每 日零报告制度，并在公共 

健康问题的教育及防治领域推行信息公开化。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在遇到公共危机的时候，政府的信息越是 

透明才越安全。 

5 科学地看待禽流感 

以往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甚至对全人类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今天，禽流感再一次将“生存还是死亡”这一对人类命运的提问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随着对疾病认识能力的提 

高，人们对禽流感这样的新发传染病更加警惕，防控疾病的能力也大大加强。禽流感的发生必然会提高人们 

的防病意识，增进对病毒相关疾病的认识，客观上也会加速疫苗等相关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催化相关学科， 

增进人类防控病毒的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正在组织专家分析世界历年流感和禽流感流行的 

毒株，抽取典型的毒株存储，一旦发生某一毒株导致的流感或人禽流感，我国即可迅速将库存毒株制备生产 

疫苗。目前，我国研制的针对H5NI型禽流感病毒的人禽流感疫苗已经通过《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入临床 

研 究阶段。 

禽流感问题已成为目前世界关注的话题。由于专家预测禽流感可能引发世界性大流行，使国际社会十分 

敏感。禽流感引发流感大流行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危险性的存在并非表示大流行已经存在，应当避免过度 

的担忧甚至是恐慌的情绪。事实证明，完善的措施可以减少可能由高致病性H5NI病毒造成的禽流感大流行 

所引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如 2003年世界范围内流行的SARS给人类带来的心灵震撼一样，禽流感可 

能使我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促使人类向文明更加迈进一步。 

此外，禽流感还带给我们某些思索：人禽流感的起源在于原本存在于禽类的病毒感染了人类，这和生态 

环境的破坏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得不同生物种群间应有的基因屏障不断受到挑战。是 

动物的原因还是人类自己的行为不检点?目前人类的防控措施要以无法计数的禽类生命为代价，这将给禽类 

造成空前的灾难，从而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和恶化，是否会使原本就失衡的生态环境进入一种恶性循 

环之中?自然界中的生物种群问原本应该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人类在地球的生物种群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 

么角色?这需要后人来评说。 

禽流感的发生 ，是人类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反省、调整自己的契机。总结疫情的防控经验，可以促使我 

们反思不足，调整策略。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收稿 日期：2005一l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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