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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疫源性疾病监测专题*

本期特邀专题主持人——窦相峰主任医师

　　窦相峰，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标准化与评价分会理事；北京市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委员。

2009年开始一直负责北京市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等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及新发、输入性疾病的监

测、防控和研究。现场处置了北京市建国以来首起肺鼠疫输入疫情，面对面完成了全国首例黄热

病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负责处置了北京市首起本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疫情、全国首起本

地猴痘疫情、北京市本地炭疽聚集性疫情、本地斑点热疫情等本地重点疫情；负责处置了全国首

起裂谷热输入疫情、寨卡病毒病输入疫情、类鼻疽输入疫情、基孔肯雅热输入疫情等重点输入性

疫情。全程参与了 2020－2022年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聚集性疫情现场调查

和处置。在新发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中面对面流调指示病例，迅速锁定新发地市场为疫情源头；赴非洲几内亚参

与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参与多项科研课题，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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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疫源性疾病和自然疫源地学说和相关的概念定义由前苏联学者首先提出，我国老一辈的专家和学

者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该学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欧美学者认可自然疫源地学说，但

在实际中较少应用，在欧美学者的文献中较少能看到自然疫源地或者自然疫源性疾病这类的词语。

自然疫源性疾病之前多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如森林脑炎、新疆出血热等疾病。但随着我国生态环境

的改善，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有了新的特点，需要进一步关注。

　　首先，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包括城区出现自然疫源地。2011年，我国首先报道了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的大别班达病毒（SFTS病毒），该病毒分布在我国胡焕庸线东南地区，在我国人口大省的农业地区流

行，该病由蜱传播，这些地区之前的蜱密度很低，有些地区甚至从未监测到蜱。本专题中的论著详细描述了北

京市首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间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此外，在昌平区还发现有

蜱传斑点热，提示蜱传疾病在北京地区、甚至城区公园可能已形成疫源地。

　　其次，人类活动越来越多的影响到自然疫源性疾病。在原来的定义中，自然疫源性疾病不依赖于人类传

播，但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活动对该类疾病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人类饲养鹦鹉，导

致人类感染鹦鹉热，而饲养和贩卖活动也导致了该病在鹦鹉等鸟类中的进一步传播。本专题报道了北京市大

兴区一起家庭聚集性鹦鹉热疫情，疫情共涉及 3例病例，发病前有鹦鹉的交易。

　　再次，自然疫源性疾病远距离传播、并且在非自然疫源地出现传播的概率越来越大。2019年北京市 2例
肺鼠疫的发现是自然疫源性疾病远距离传播的典型案例。除了人间病例外，动物、动物制品、甚至草料都有可

能造成传播。北京市不是鼠疫疫源地，但存在鼠疫的增强宿主，不排除鼠疫疫源地动物进入后引起本地动物

疫情的可能，因此，北京市自 20世纪 70年末开始一直开展鼠疫动物疫情监测。本专题报道了北京市近 10年
鼠疫鼠间疫情监测的情况，也提示预防自然疫源性疾病必须开展长期监测，特别是长期的动物、媒介监测，同

时也提示自然疫源地的监测需要拓展到传统自然疫源地之外。

　　最后，“病种多、病例数少”的特点导致早期发现自然疫源性疾病人间病例难度大。即使较为常见的布鲁

氏菌病，有些病例也需要辗转多家医院才能够诊断。

　　希望通过本专题，让临床医务人员、疾病防控人员和科研工作者进一步重视自然疫源性疾病，关注自然

疫源性疾病新的特点，以更好的做好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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