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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问世!盘尼西

林开始量产"时任美国

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

随即宣布战胜流行性

传染病指日可待"

%"&'年! 随着骨

髓灰质炎疫苗问世!诺

贝尔奖得主$病毒学家

弗兰克%麦克法兰%伯

内特公开宣称&'就像

是在研究已经载入历

史的一样东西!研究传

染病已经失去了任何

的意义( )

尽管人类想要相

信这些论述!但事实并

没有与这些观点相印

证* 人类进程中!一座

座城市拔地而起!疾病

总是随之而来!循环往

复* 一次次历史的骤

变! 也总能看到大规模传染病

的身影& 当欧洲人殖民美洲大

陆!天花疫情爆发+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 流感又搭上了顺风

车,,

人类历史上! 社会的变化

速度从来没有像当今社会如此

迅速*!((年前!世界人口是 )(

亿! 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攀升

到 *&亿!并且大多数人都涌向

城市* 从 )(($年起!城市人口

所占比例就已经超过了总人口

的一半*

也正是在这一座座钢铁森

林中! 病原体能够以极快的速

度进行传播! 并且迅速发展出

抗药性* 正因如此! 相比较

%"$(年的数据! 如今每 %(年

的疫情爆发数量翻了 +倍*

全球化进程也起到了助推

病毒传播的作用!毕竟!光是飞

机运载旅客的数量较 ,(年前

就翻了 %(倍*

上世纪 $(年代!艾滋病开

始缓慢地在人群间传播! 让当

时的人们见识到了新型病毒的

威力* 截至目前!已有 +-((万

左右的人死于艾滋*

然而!)((+ 年 ./0. 病毒

突然出现! 并以一种比艾滋快

得多的速度在人与人之间疯狂

传播* 不到 &个月的时间里!

./0. 就扩散到了全球 '" 个

国家!感染了超过 $(((人*

这标志着病毒的新纪元已

经到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病

毒传播的地理屏障逐渐被扫

除! 而原本主要在本地传播的

病毒现在成了赤裸裸的全球威

胁*

面对传染病，人类准备好了吗？
文/王康宁

100年前令1亿人丧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仍在“作乱”

! ! ! ! !""年前，一场流感病毒大爆
发，在两年里带走了大约 !亿人的
生命，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 !#$，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更加惨重，
史称“西班牙大流感”。当时，病毒的
源头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卡尔郡
的一座军营，并迅速扩散至欧洲各
国与中国等地。那次传染病大爆发
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
一，也让世界见识了流行性传染病
的巨大危害性。

今年是 !%!&年西班牙大流感
!""周年纪念日，人类开始反思自
身应对传染病的能力。毕竟，在这
!""年间，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接二
连三，甚至遵循着一定的周期规律。
如此看来，下一次疫情爆发并不遥
远，而人类是否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面对疾病
人类无比脆弱

在这 !""年里，令人类恐惧的
流行性传染病大爆发不止一次。

!%%$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收到了一则消息：扎伊尔（现刚
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以东大
约 '""公里的城市基奎特爆发大规
模的出血性流感疫情，一下子感染
了 (!$人，其中 )$'人死亡。而最近
一次埃博拉疫情爆发是 )"!'年的
西非埃博拉疫情，导致 )*&万人感
染，其中至少有 !*!万人死亡。

而数据统计显示，在过去 ("

年，全世界每年都会出现一种新型
传染病。从中东呼吸综合征，到尼帕
和亨德拉，病毒的种类层出不穷，不
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它们如同暗
流一般涌动着，只要人类稍不注意，
就会被它吞噬。
科学家认为，藏匿在鸟类和哺

乳动物体内的病毒中，有 +"万到
&"万种对人类有潜在威胁。科学工
作者试图在禽类牧场、兽肉市场等
人畜接触最频繁的地方对这几十万
种病毒进行一一甄别，但要对下一
次传染病大爆发进行精确分析难上
加难。比如，寨卡病毒早在 !%',年
就为人们所知，但还是在 )"!$至
)"!+ 年间席卷了美洲大陆。而人
类，似乎需要时不时地提醒才能保
持对传染性疾病的警惕和敬畏。

美国政府
常砍医疗预算

在美国国家健康卫生协会，坐
落着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
心；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是世界上数
一数二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在疫
苗接种覆盖率方面，美国也处于领
先地位……诸如此类的信息会使许
多人认为，美国已经为下一次疫情
的爆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然而，事
实却是，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基
础设施在面对大规模疫情爆发时的

脆弱程度令人深感不安。
首先，美国的医疗物资储备建

立在一个刚刚好的市场供需关系平
衡点上。医疗物资库存长期处于恰
好够用的状态，就连关键物资也是
根据订单数量生产的，库存长期维
持较低水平。比如，美国的大多数医
疗输液袋都产于波多黎各，所以当
飓风“玛丽亚”)"!,年席卷波多黎
各时，美国立刻陷入输液袋供给荒。
许多医院被迫使用针筒注射器进行
生理盐水的注射，这继而又使针筒
注射器供不应求。而美国大多数常
用药物的供给则依赖着一条条狭长
的供给链，其中包括大洋彼岸的中
国和印度等地。这一条条细长脆弱
的供应链，在大规模爆发的疫情面
前，可谓不堪一击。明尼苏达大学传
染病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
豪姆说：“每年这个供应系统都在不
停缩水，变得越来越细长、脆弱。这
也意味着只要稍有不慎，整个链条
就会断裂，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不论是富有还是相对贫穷的国
家，在大规模疫情面前总是显得很
“健忘”。美国亦是如此，尤其是在近
些年：公共卫生项目缺钱；医院资金
除支持日常运营之外也捉襟见肘；
医疗方面的关键预算还经常被政府
砍掉……种种例子都指向一个问
题：下一次流行性传染病大爆发，美
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比尔·盖茨基金会长期研究流
行性传染病模型。在一次采访中，比
尔·盖茨表示，根据最近的数据模
拟，如今一次严重的流感大爆发，可

以在短短 )$"天内带走全球范围内
((""万人的生命。说到这里，比尔·
盖茨似乎已经没有了他标志性的乐
观主义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忧虑。
“这次很遗憾，我给人们带来的是个
坏消息。”采访结束，比尔·盖茨对记
者说，“兄弟，我们真的没有做好准
备迎接这种挑战。”

全球监控
依然防不胜防

在所有传染病中，流感被认为
是最具有威胁性的一种。流感的种
类能不断翻新，有时通过基因上的
微小改变，有时则通过重新排列组
合。流感总能不断给人类制造新的
麻烦。即使在没有传染病大爆发的
阶段，这些流感病毒的变种还是能
够带走全球 $"万人的性命。有时，
某个个体的一次重感冒，瞬间就会
演变成一场“大屠杀”的幕后凶手。

正因为流感病毒的变化多样，
流感疫苗必须每年进行对应的更新
才能跟上流感病毒的变化速度。美
国政府在防控流感方面投入巨大。
在美国境内建立起的全球流感监测
网络会实时收集医生和护士有关疑
似新型流感的报告，以及医学实验
室发来的最新实验数据和结果，并
将所有信息传回到美国疾控预防中
心，后者正是这张全球大网的中心。

按理说有了这么一张大网，美
国人心里的石头早就应该放下了。
然而，!"年前的例子却让人感到担
忧。)""%年，当美国疾控预防中心

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爆发的
-$.!型流感上时，一种早已被人
类熟知的流感病毒却悄悄溜进了美
国人的后院，它就是 -!.!———!""

年前制造了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是最有可
能引发下一次传染病大爆发的病毒
时，-!.! 却在墨西哥通过家猪传
染给人类，并于 )""%年年初在美国
多地引发集体感染。而那张全球流
感监测网却一直等到当年的 '月中
旬才意识到这是一次流感的爆发。
这一切说明，流行性传染病的

“防火墙”面临实战时依旧脆弱。而
这第一道防线的“失职”直接导致了
)""%年美国 -!.!流感大爆发。当
年 '月至 !)月，-!.!流感致使美
国国内大约 !万人死亡。可以说，当
威胁性强的流行性传染病一旦开始
传播，防治它的难度便直线上升。而
要克服流行性传染病，必须要在大
规模传播开始前就对其进行确认并
做好十全的准备。
做好应对流行性传染病大爆发

的准备，最终依靠的是一个个看得
见摸得着的细节：忙碌的医生在看
到不寻常的病症时，没有选择一带
而过，而是深入考究；护士在接待疑
似病人时，认真负责地记录病人的
近期旅行史；医院设置好可以随时
将病人隔离的病房；库房中防护面
罩的储备充足；保证医疗方面的政
府财政预算……这一个个看似无关
紧要的事，却能在关键时刻决定一
条条生命的去留。“这是一根链条，
只要有一环不够扎实，那么整个链
条都会断开。所以每一个环节都不
能出错。”美国过敏性和传染性疾病
协会会长安东尼·斐契说。
传染病这个无形杀手，在人与

人之间传播，撕碎着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与沟通。它是对一个国家的综
合考验，考验着国家凝聚力、政府公
信力和执行力等。面对大规模爆发
的疫情，全球化的意义就在于各个
国家之间的互相扶持与合作。如果
目光短浅地认为只要将自己的国家
隔离开来就能避免疫情的入侵，那
么只会受到惨痛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