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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发传染病不断，已发传染病死灰复燃，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传染病防治事关国家安全、人

民健康，虽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增强，但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为全面了解当

前我国传染病的防控情况，本文介绍了我国重要传染病的流行现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传染病领域的研

究与防治进展，总结我国传染病防控成果。同时分析了传染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传染病防控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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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resurg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a serious threat to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ople’s 
health. Although China’s research level in the field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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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increasing, the sit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 still grim.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important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
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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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加速，人、动物、环境间的平衡受到破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

病不断涌现，鼠疫、结核病等传统传染病在局部地区再度流行，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随着科技与社会发展，我国对重要传染病的防控日益重视，加大了传染病防控领域的投入，在

传染病基础、应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2. 我国重要传染病的流行现状 

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直饱受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

争史[1]。历史上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流感等曾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随着传染病

防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发病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就中国而言，2019 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报告法定传染病 10,244,507 例，死亡

25,285 人，报告发病率达到了 7.33‰。在重大传染病中，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位居前列，目前我

国约有 1.2 亿乙肝病毒慢性携带者，每年新增乙肝患者 100 万例左右；我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 2
位，每年新增结核感染病例 80 万例左右。2019 年报告死亡数居前 5 位的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

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流行性出血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 99.6%。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的

不断出现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新发传染病疫情包括新冠肺炎、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多种传染病，大多为病毒病、人兽共患病。新发传染病受人类

活动和社会因素影响，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强，社会影响更大[2]。 

3. 传染病的预防 

“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更是传染病防治的根本方针和重要原则。传染病具有明显

的的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传染病一旦流行传播，则将对流行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故大危害。不仅如

此，还将对流行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啊。因而，“防患于未然”，用各种预防措施防

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是传染病防治的首要原则。“预防为主”体现了传染病防治的客观需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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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人人参与的积极意义，体现了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经济性[3]。 

3.1.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日本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影响经济发展的人兽共患病，其保虫宿主众多，包括

人、牛、猪、羊、狗、马、鼠等几十种哺乳动物。因此，传染源的管理和控制在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工

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该综合策略有效降低了家畜在日本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如四川省普格县 2006 年

水牛感染率达 27.34%，综合治理 4 年后 2008 年家畜平均水平下降了 94.90% [4]。可见在传播控制后期，

患者、病牛等主要传染源得到全面控制后，犬、鼠等未纳入管控对象的动物传染源具有潜在传播风险。

传染病有严重危害，可以通过空气等媒介传染病菌，使得人们发生感染,进而使患病群体不断扩大，如果

要想控制传染病传播范围，则需要控制传染病源，而医院内传染科室存在大量细菌，若不及时进行抑制

和控制，则会导致危害范围扩大，对人们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因此需要引起重视,做好传染病消毒隔离工

作，患者由于在病房的停留时间是最长的，因此对病房的消毒和隔离是最为重要的，对病房的合理消毒

和隔离是确保患者良好疗效的关键，因此需要将病房作为传染病消毒隔离工作的重点。在医院中进行传

染病消毒隔离护理，只有采用强有力的措施，才能够控制传染病的发展[5]。当前由埃博拉病毒马科纳变

种(EBOV/Mak)引起的疾病爆发，鉴于其地理范围和持续传播，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国外

某科学家将 EBOV/Mak 悬浮在模拟的有机土壤负载中并在表面上干燥。在 1 小时、24 小时、72 小时和

192 小时测量生存力。为了评估消毒剂，将模拟有机土壤中的 EBOV/Mak干燥到不锈钢载体上，并用 0.01% 
(v/v)、0.1% (v/v)、0.5% (v/v)和 1% (v/v)次氯酸钠溶液或 67% (v/v)乙醇，接触时间为 1、5 或 10 分钟。

EBOV/Mak 在钢和塑料表面(192 小时)比棉花(<24 小时)持续时间更长。稀释的次氯酸钠(0.01%和 0.1%)
几乎没有抗病毒作用，而 0.5%和 1%的次氯酸钠溶液在一分钟内表现出可回收的病毒，因此可以说明次

氯酸钠和乙醇可有效净化悬浮在模拟有机负荷中的 EBOV/Mak；然而，浓度和接触时间的选择证明是至

关重要的[6]。 

3.2. 保护易感人群 

3.2.1. mRNA 疫苗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对用于开发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的基于 RNA 的技术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临

床前和临床试验表明，mRNA 疫苗可在动物模型和人类中提供安全和持久的免疫反应。这些疫苗有可能

被快速制造并成为对抗传染病的强大工具[7]。大量研究表明，mRNA 具有引发针对传染性病原体和不同

类型癌症的强大免疫反应的出色能力，使其成为疫苗开发的可行平台。已经开发了多种mRNA疫苗平台，

并在小型和大型动物和人类中进行了评估，结果似乎很有希望。基于 RNA 的疫苗与其他疫苗方法相比具

有重要优势，包括出色的功效、安全性以及快速、廉价和可扩展生产的潜力[8]。 

3.2.2. 纳米颗粒的疫苗 
在过去的几年里，基于纳米颗粒的疫苗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提高疫苗效力、免疫策略和靶

向递送以在细胞水平上实现所需的免疫反应。为了提高疫苗效力，这些纳米载体应保护抗原免于过早蛋

白水解降解，促进抗原摄取和抗原呈递细胞处理，控制释放，并且对人类使用应该是安全的[9]。 

3.2.3. 改善营养，提高免疫力 
传染病和感染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死亡原因，也是婴儿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面临的主要风险。

免疫系统在这些感染的易感性、持久性和清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 70%~80%的免疫细胞存在于

肠道中，因此肠道微生物群、肠道上皮层和局部粘膜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除了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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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的局部粘膜免疫反应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肠道微生物组也会影响全身免疫[10]。最近的研究结果表

明，氨基酸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发挥重要作用：1)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激活；2) 细胞氧化还原状态、基因表达和淋巴细胞增殖；3) 抗体、细胞因子和其他细胞毒性物质的产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给患有营养不良和传染病的动物和人类补充特定氨基酸可以增强免疫状态，从而

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11]。 

3.2.4. 中医药防治 
在疫情阻击战的“中国答卷”中，中医药全面、全程参与疫情防控成为此次抗疫的亮点与特色.但面

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参与防控的储备和应急能力均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中医药快速应急响应机制、

应急救治制度、专业人才培养、应急科研体系与平台建设、应急战略资源储备等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加

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不仅能提升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控

能力，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与生命健康的必然需求[12]。 

4. 传染病的治疗 

4.1. 病原治疗 

4.1.1. 脂质体抗生素 
脂质体递送系统已被用于开发有效的抗癌疗法以及靶向宿主细胞内外和生物膜群落内的微生物。基

于脂质体的药物最吸引人的特点是提高新药或现有药物的治疗指数，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副作用。脂

质体是安全的，适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和医学中多种分子和药物的输送。已知它们可以提高胶囊化药物的

治疗指数并降低药物毒性。最近对化学治疗剂和生物活性剂的脂质体制剂及其靶向递送的研究表明，脂

质体抗生素在治疗微生物感染方面具有潜力[13]。 

4.1.2. 转移因子：被忽视的传染病防治潜力 
转移因子(TF)是一种低分子量淋巴细胞提取物，能够将抗原特异性细胞介导免疫(CMI)转移至 T 淋巴

细胞。它已成功用作病毒、寄生虫、真菌和某些细菌感染以及免疫缺陷、肿瘤、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辅助或主要疗法。从似乎对转移因子有明显反应的感染列表中，由疱疹家族病毒引起的感染尤为显着。

事实上，对于这些病毒，已表明 TF 可以预防感染或复发，充当 CMI 疫苗。数据还表明它可能用于辅助

治疗，并可能用于预防两种目前广泛传播的感染：肺结核和艾滋病。此外，TF 有一个有趣的潜力：应对

来自未知病原体的挑战，黑盒效应允许产生针对新病原体的抗原特异性 TF，甚至在其被识别之前[14]。 

4.1.3. 治疗性单克隆抗体 
自北里和贝林发现“灵丹妙药”血清疗法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是抗体的首次治疗用途。80 多年

后，对免疫球蛋白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以及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引入了单克隆抗体(MoAb)的产生。自

第一个制造单克隆抗体的工艺问世以来的 35 年里，它们一直是不断发展的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核心

[15]。 

5. 小结 

在立足于防的基础上，应对传染病病人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做到“无病防病，有病治病，防治结

合”。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来讲，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与对传染病病人的治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的。对传染病病人的治疗本身就有积极的预防含义，这是因为它既是恢复病人身体健康的一种手段，也

是控制传染源、防止病人传染他人的一种需要。所以治疗本身就是一项防止传染病流行扩散的有效预防

措施。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传染病的防治是统一的。因而防治结合也是控制传染病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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