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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曾是人类第一
大死因

包括病毒、细菌在内的微生物在地球

上已经存在了超过 36 亿年，而人类在地球

上的生存时间不过几百万年。由于微生物

无处不在，人类与这些微生物的共存与抗

争也从未停止。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共发

生了 1700 余次传染病，平均每 2-3 年就会

有一次。汉代王充在《论衡·命义》里写道：

“瘟气疫疠，千户灭门。”

古代，人类并不知道这些传染病的真

正致病原因，因此防疫之战被动而惨烈。北

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在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在没有抗生

素和疫苗之前，传染病是人类的第一大死

因，“人类与微生物共同演化具有漫长的历

史，但真正发现微生物以及认识到其与传

染病的关系则时间很短，至今才 150 多年，

对病毒的认识更短，在电子显微镜下见到

病毒还不足 90 年”。

张大庆说，中医在古代主要是治传染

病，因为当时威胁老百姓生命健康的病主

要是传染病，《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

许多中医名典也都是在大疫之后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不足 35 岁。张大庆表示，人均预期寿命这

么低，主要是由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拉

低了整个人群的人均寿命。造成婴儿死亡

的主要原因，则是新生儿破伤风等。当时，

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 200‰，相当于每 5
个新生婴儿中有 1 个会夭折。同一时期，美

国的婴儿死亡率约 60‰，印度、埃及等国

的数据也低于我国。

张大庆说：“当时，12 岁之前夭折的小

孩都不会专门下葬，因为太常见了。因此也

会给小孩起一些很随意的名字，如狗剩，铁

蛋 儿 ⋯⋯ 就 是 希 望 他 们 可 以 平 安 地 活 下

来。”此外，当时孕产妇因难产和产后感染

的死亡率也高达 1500/10 万。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
“中国速度”

今年 4月 29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了“中国

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年”发布会，公布

了一组数据：2020年，婴儿死亡率为 5.4‰，全

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9/10万。相对于新中国

成立初期，婴儿死亡率下降了194.6‰，孕产妇

死亡率也下降了 1483.1/10万。2019年，我国

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

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宋莉说，我国

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已经位居全球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

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

率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

标，这三大指标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志。

我国婴儿死亡率等妇幼健康核心指标

从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至 2020 年 ，仅 用 70 年 左

右时间，就跻身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人

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张大庆说，这样的

速度在世界上比较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推广疫苗接

种，防控传染病。以我国已经宣布消除的

天 花 为 例 ，1950 年 ， 我 国 开 始 在 全 国 免

费为新生儿接种天花疫苗，要求婴儿在出

生 6 个月内即应初次接种天花疫苗，满 6
岁、12 岁、18 岁再各接种一次。据 《中

国疫苗百年纪实》 记载，到 1953 年，全

国已有 5.6 亿人次接种了天花疫苗，大部

分地区接种率达 90%以上，天花发病病例

随即大幅下降，全国各大城市已不再有天

花 病 例 。1961 年 ， 在 几 乎 没 有 外 援 的 情

况下，我国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

的时间早 16 年。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生产牛痘疫苗

（用于预防天花），需要把牛放在育疱室里

育疱，育疱室里要做到无菌，牛是活的，

当时条件差，为了保证育疱室里无菌，不

能让牛的大便和小便污染环境，就得人工

接着。《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里记载：牛

接 种 痘 后 会 发 烧 ， 要 水 喝 ， 而 且 随 喝 随

尿，随尿就得随接，“如果图省事给牛喝

的水少了，痘疱就会长得干瘪。只有随时

给牛喂水喝，痘疱才长得丰满，才能保证

质量，提高产量”。

原成都生物研究所干扰室主任、研究

员钱汶光回忆：“就在里面看着，看到它

翘尾巴就马上去接，夜晚也不能睡觉，因

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大小便。”

在改进牛痘技术方面，中国工程院院

士 赵 铠 当 时 刚 大 学 毕 业 ， 阅 读 国 外 文 献

后，通过研发试验，历经挫折，用 3 年的

时间，成功在鸡胚上培育出牛痘苗，200
个鸡胚的痘苗产量相当于一头牛，且是无

菌痘苗，更加安全，还大大节约了成本。

此后不久，中国科技工作者又研制出了耐

热液体痘苗，这种痘苗的耐热和稳定性要

优 于 普 通 甘 油 豆 苗 ， 延 长 了 疫 苗 的 保 存

期，满足了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和气候炎热

又无冷藏设备地区的接种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防疫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除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贡献

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外，还与当时整个

世界的医学发展水平相关。青霉素在二战

期间开始广泛使用，传染病人数得到了有

效控制，卡介苗、牛痘等众多疫苗也已经

研发成功。这些可以参考和利用的医学成

果也为我国的防疫事业提供了支持。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体
现了中国良好的社会治理
能力

张大庆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执

行传染病的防治策略十分考验一个国家的

社会治理能力，因为需要权衡防治疾病和

经济发展、民众自由、社会稳定等多方面

的 关 系 。 在 此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过 程

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能力经受住了

检验，取得了全球瞩目的防治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

传染病大流行，面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

康的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2020 年，武汉疫情暴发

后，中国政府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

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

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

当。疫情发生以来，从出生仅 30 多个小时

的婴儿到 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

生到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

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得到悉心呵护。

面对此次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国家集

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办难事的制度优

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众所周知，疫苗是对

抗传染病的有力武器，通常情况下，疫苗

从开始研发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平均需要

8- 10 年 ， 而 此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以

来，我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98 天成功研

制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并成为全球首家

获得临床批件的新冠病毒疫苗。

6 月 1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二

级巡视员崔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

剂次和覆盖人群数量均居全球首位。截至

6 月 20 日，中国已经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

苗超 10 亿剂次。

张大庆说，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力还体

现在可以及时纠错，比如工作中也有个别

落实不细不实等问题。这次百年未遇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十分复杂，可借鉴

的经验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

探索中不断改进防治方案，兼顾了整体性

和灵活性。

免费接种疫苗只是其中一项，此外，

中国还有多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并行

推进。疫情发生以来，确诊和疑似患者均

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

费用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2020 年 上 半 年 ， 我 国 疫 情 最 严 重 的

时候，全国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结算人

数 5.8 万人次，总医疗费用 13.5 亿元，确

诊 患 者 人 均 医 疗 费 用 约 2.3 万 元 。 其 中 ，

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一

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

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

在抗疫过程中，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

建 设 也 迈 入 了 新 阶 段 。 2021 年 5 月 13
日 ， 国 家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正 式 挂 牌 ， 这

意 味 着 疾 控 机 构 职 能 从 简 单 预 防 控 制 疾

病 ， 向 全 面 维 护 和 促 进 全 人 群 健 康 转

变，新机构将承担制定传染病防控政策等

五大职能。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

御风险挑战 、 提 高 国 家 治 理 效 能 的 根 本

保 证 。 当 前 ， 疫 情 仍 在 全 球 蔓 延 ， 造 成

近 期 广 州 疫 情 暴 发 的 德 尔 塔 毒 株 正 在 成

为 全 球 主 要 流 行 的 新 冠 病 毒 变 异 毒 株 ，

我 国 仍 需 全 面 做 好

外 防 输 入 、 内 防 反

弹 工 作 ， 坚 持 常 态

化 精 准 防 控 和 局 部

应 急 处 置 有 机 结 合 ，

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

网，巩固牢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对于宋乐信来说，1982 年是一个特殊

的年份。

那一年，宋乐信研制出的双瓮漏斗式

厕所，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三等

奖，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一等奖。而且，双瓮

漏斗式厕所正在河南普及，并走向全国乃

至世界。

时间回到 1953 年，29 岁的宋乐信是河

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卫生防疫站的一名西医

内科医生。为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

方针，组织上决定让他担任专职防疫医生。

同行中有人认为做防疫工作没出息，劝他

别去。宋乐信却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

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从此，他风里来雨里

去，全身心投入卫生防疫工作。

当时，农村环境普遍不清洁，人畜共同

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牲畜粪便堆在院内。旱

厕所臭味大、蝇声响，一进厕所，一股恶臭，

苍蝇扑面飞出，蛆虫到处爬，昆虫病媒多、

细菌多。露天粪坑、粪便暴露、蝇蛆乱飞乱

爬的现象，致使农村井水受到污染，痢疾、

伤寒等肠道传染病高发，蛔虫病更普遍。

以霍乱为例，宋乐信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人得病了最主要的症状是上吐下

泻，脱水以后血液黏稠，氧气供给不足，患

者最后心脏衰竭死亡。霍乱大流行的时候，

群众都害怕得这种病。广为流传的一种说

法是‘清早他埋人，下午人埋他’。”

“病从厕生。厕所不改变，病就不会消

灭。所以我想办法改厕所。”宋乐信说。

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爱卫办在农村地

区开展了以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

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为主要内容的“两

管五改”。80 年代，又发起推动了改水、改

厕、健康教育“三位一体”爱国卫生运动，并

以筹备亚运会为契机，拉开了“厕所革命”

的序幕。

公开报道显示，从 1984 年到 1989 年，

北京共新建、改建公厕 1300 多座，改建通

下水道的溢流粪井 1000 个，扩大公厕面积

1.6 万平方米，增加坑位 3300 个，6000 多座

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全国很多地方紧

跟北京步伐，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

生厕所，其中就包括宋乐信研发的双瓮漏

斗式厕所。

提起双瓮漏斗式厕所的研发过程，宋

乐信颇为感慨：“4 次失败，第 5 次才成功。”

前几次由于瓦罐经不起严寒的考验、卫生

效果不理想、群众不满意厕所没盖、单瓮不

能彻底达到无害化等原因而失败。宋乐信

不甘心，依然潜心研究，反复探索。“我搞厕

所比较坚决，这是除害灭病的治本措施。”

终于，在河南省环境卫生学专家徐国

雄指导下，宋乐信成功研制出双瓮漏斗式

厕所。他介绍，双瓮漏斗式厕所最主要的特

点就是防蝇、防蛆、杀菌、灭卵，相对卫生清

洁且能够无害化处理粪便，减少病菌传播，

又有利于积肥保肥。

据河南省有关技术人员于 1983-1990
年的研究显示：应用双瓮漏斗式厕所可有

效减轻粪便对地下饮用水源以及土壤的污

染。据应用该种厕所观察区的调查，农村学

龄儿童及居民蛔虫发病率比对照区分别减

少 29.2%和 42.7%。使 用 该 种 厕 所 的 村 庄 ，

苍蝇密度可降低 77.13%，使肠道传染病的

发病率下降 76.5%，并有明显的防臭效果。

随着时代发展，“厕所革命”的内容在

不断丰富——辽宁和贵阳的智能控制可移

动马桶能有效解决农村上厕所难、建厕所

难、管厕所难等问题，实现节水、方便、实

用、耐寒、无异味；河北省提升厕所智慧化

管理水平，引入“互联网+厕所”信息技术，

鼓励建立具备显示地理位置、开放时间、

使用状态等功能的大数据平台，解决厕所

难找等问题；今年 5 月，河南财政下发资

金 1.5 亿 元 ， 用 于 支 持 农 村 户 用 厕 所 改

造，粪污收集、储存、运输、资源化利用

和后期管护维护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设施建

设，进一步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各地因

地制宜建造环保厕所，改善村容村貌，提

升居民幸福感，在新时代跑出突破性发展

的加速度。

厕所虽小，却浓缩了民生。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

2020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表 示 ， 农 村 “ 厕 所

革命”是一项关系农村居民健康和生活质

量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

重要标志。要充分发挥农村“厕所革命”

卫生防病与环境改善的作用。农村改厕等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改 善 与 健 康 教 育 的 同 步 实

施，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村居民远离

了恶臭与蚊蝇，远离了“脏乱差”的环境，解

决了他们的“烦心事”。

小厕所连接大民生

3 月 27 日，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内，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现场。现场共设置 6 个接种工作区，包括测温区、知情同意书签订及健康问询区、信息登记区、疫苗接种区、留置观察及应急处置区、供物资储存冷链区。随着学生

返京返校，首都高校进入疫苗全面接种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传染病医学史上的中国抗疫奇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整理：刘昶荣 制图：李 晗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一
年多，何时结束，依然是个未知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6月20日，全
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1.7亿，死亡
人数超 380 万。这意味着，全球几乎每
45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而死亡人数将近格鲁吉亚整个
国家的人口数。

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场浩劫，然而
这样的浩劫在人类发展史上却并不少
见：1918 年-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感染了 5 亿人，死亡人数超 2500 万；
1347 年-1353 年，欧洲鼠疫大流行，夺
走了 2500 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
人口的 1/3；死亡率达 30%的天花，据

《DK 医学史》记载，到 20 世纪末，全球
死于天花的总人数有 3 亿；此外，还有
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疟疾、霍乱等，
数以亿计的人类因传染病死亡。

卡介苗注射器。卡介苗是防治结核病的疫苗，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推广的疫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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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玙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

科医院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

床 中 心） 的 一 名 医 生 ， 今 年 90 岁 。

60 多 年 来 ， 她 一 直 坚 守 在 结 核 病 诊

疗、防治一线，至今仍在从事临床工

作，她最看重与患者的沟通，哪怕只

是说几句“闲话”。她总说：“医生最

大 的 敌 人 是 冷 漠 ， 最 有 效 的 处 方 是

爱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2019 年 ，我 国 每

100 人 中 只 有 0.058
例 结 核 病 病 例 。 结

核 病 防 治 工 作 取 得

如 此 显 著 成 效 ， 离

不 开 众 多 像 马 玙 这

样 的 “ 防 痨 人 ” 的

辛勤付出。

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
最有效的处方是爱

新中国成立后使用的结核病宣传资料。结核病

俗称“肺痨”，防治结核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

推广的一项事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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