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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认知及防控对策

张　婷

沈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辽宁省沈阳市　110000

摘　要：本文重点关注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所产生的风险，以病媒工作人员为研究核心加以探讨，经由对相关文献实施

综合分析并开展实际调研，阐述了病原微生物和病媒传播的基本概念，流传途径及其危害。详细分析了当下公众及有关从

业人员对于其中风险认知的情况，识别出存在认知短缺等问题，联系沈阳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流动特征等要素，给出了

一系列具有较强针对性且较为实用的防控策略，包含巩固监测警报体系创建，改善公众教育程度，增进多部门合作等，希

望削减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生几率，捍卫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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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候，世界各国之间的关联变得越

发紧密，人员和物资跨国流动的频率不断提升，这般大规模

的跨国流动给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的扩散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令全球范围内虫媒传染疾病流传的风险大幅

增多。沈阳位于东北地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

其地理位置佳，交通便捷，因而吸引诸多国内外人员流动，

物资流通量也大。近年来，到沈阳旅行的国际游客数量持续

上升，这种情况既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助力文化交流，又令

沈阳遭遇两重压力：一是国内多种病原微生物和病媒传播疾

病可能传出，二是国外此类疾病也许会传入。能准确把握病

原微生物与病媒传递的风险并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这对守

护公众健康，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十分关键。

1. 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概述

1.1 病原微生物

病原微生物指那些可侵犯人体，引起感染甚至传染病

的微生物，其包含诸多类型，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

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及寄生虫等，各类病原微生物具备

独有的生物学特性与致病机理。以病毒为例，它无细胞结构，

需寄生于活细胞之中，凭借宿主细胞的物质和能量来执行复

制繁殖，诸如流感病毒，其变异速度很快，可致季节性流感，

给人群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1]。而细菌有比较完整的细胞结构，

可以经由生成毒素或者直接侵害组织器官从而引发病症，就

拿霍乱弧菌来说，其所产的霍乱毒素会造成严重的腹泻与呕

吐，致使人体重度脱水，甚至死亡。

1.2 病媒传播

病媒流传指的是病原体凭借病媒生物（像蚊子，苍蝇，

老鼠，蜱虫之类的）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之

间流传病症的过程 [2]。病媒生物不但能够携带病原体，而且

能在合适的条件下把病原体传递给易受感染的宿主。以蚊

子作为例子，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是登革热病毒的主要传播

者，它们叮咬过感染病毒的人之后，病毒会在它们体内繁殖，

再次叮咬别人的时候，就会把病毒传染出去，从而导致登革

热疫情爆发。

1.3 传播途径与危害

病原微生物与病媒的流传途径多种各类，空气流传，

水流传，食物流传，接触流传等都较为常见，比如流感病毒，

麻疹病毒等依靠飞沫经空气流传。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可

能污染水源造成疾病。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会污染

食物引发食物中毒 [3]。而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等则经由血

液，体液等接触形式流传，各种流传途径彼此交错，令疾病

的流传变得越发繁杂，预防控制工作也愈发艰巨。 倘若出

现大规模的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流行，就会严重危及

公众健康，致使众多人员患病甚至死亡，而且还会极大地冲

击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旅游业，农业生产，加重医疗资源负

担等，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便是如此，它由新型冠状病

毒引发，经由空气传播，接触传播等多种途径快速在全球范

围扩散，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庞大的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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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阳地区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现状

2.1 地理环境与病媒生物分布

沈阳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带，这里四季分明，地势平坦，

这样的地理环境给许多病媒生物创造了恰当的生存繁衍空

间，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又多雨，这有益于蚊蝇之类昆虫

的滋生繁育。冬天很冷，但有些鼠类会寻觅暖和的室内场所

栖居，如此便增多了与人接触的几率，经调查得知，沈阳常

见的病媒生物包含淡色库蚊，中华按蚊，家蝇，德国小蠊，

褐家鼠等等，它们大量存在于居民区，公共场所，建筑工地

等处。

2.2 人口流动与疾病传入风险

沈阳身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兼国际化都市，每年会迎接

众多国内外游客，国际航班和列车来往不断，这就致使境外

病原微生物及病媒传播疾病传入的风险大幅提升，而且国内

其他地方人员的流动也许会带来沈阳原本没有的病症，比如

近年来伴随旅游业的兴起，沈阳地区时不时就会出现输入性

疟疾，登革热等病例，给当地疾病防控工作造成了新难题。

2.3 现有防控措施与成效

病媒工作人员同有关部门执行了一系列防控举措，并

获取了一定成果，在监测警报方面，形成了病媒生物监测点，

定时展开病媒生物密度监测及病原体检测。提升了出入境人

员健康检查和传染病监测力度，从而及时察觉并处理输入性

病例，就防控行为而言，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

生治理强度，去除病媒生物滋生地。推行病媒生物防治技术，

比如利用杀虫剂，设置防蚊蝇设备等，依靠这些措施，有效

地抑制住了部分病媒传播疾病的产生和蔓延。

3. 公众及相关从业人员对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

认知现状

3.1 公众认知情况

经由问卷调查和访谈察觉，沈阳地区公众关于病原微

生物与病媒传递风险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公众对蚊子

传递的疟疾，登革热等常见病媒传递疾病稍有了解，但是对

一些比较少见或者新出现的病原微生物和病媒传递疾病缺

乏认知。在防范举措方面，多数人虽知晓维持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很重要，但不太精通具体的病媒生物防治办法和应急

处理措施，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大多依靠电视，

网络等媒体，对专业机构所发权威信息的关注度并不高。

3.2 相关从业人员认知情况

从事公共卫生、旅游，餐饮等行业的从业者对于病原

微生物与病媒流传风险的认知水平偏高，不过仍然存在知识

更新迟缓的状况，部分基层卫生工作者未能充分把握新的诊

断技术和防控策略，旅游行业人员不太了解游客可能带来的

传染病风险，而且缺少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餐饮行业人员

在食品加工与存储环节，急需提升对病媒生物污染食品风险

的防范意识。

2.3 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公众也好，相关从业者也罢，对病原微

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欠缺，这种欠缺主

要体现为对新型病原微生物及病媒传播疾病的认识迟缓，风

险防范意识薄弱，缺少系统的培训与教育等方面，这些问题

引发在遭遇突如其来的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事件时，

很难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从而加大了疾病流传蔓延的

风险。

4. 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防控对策

4.1 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4.1.1. 完善监测网络：要进一步改良沈阳地区病媒生物

监测点的布局，扩充监测范围。将城乡结合部，机场，车站

等重点区域纳入其中，增多监测指标，除了开展传统的病媒

生物密度监测之外，还要提升对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从而及

时了解病媒生物和病原体的动态变化情况。

4.1.2. 优化警报能力：创建全面的传染病警报机制，经

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来分析和预测检测数据。增

进与国内外相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从而及时掌握

全球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的流行趋向，并预先发出警

报信号，在防控工作中占据先机。

4.2 提升公众教育水平

4.2.1.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要利用各种媒体平台，

电视，广播，报纸，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全面宣传病原

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的防治知识。制作简单易懂的科普资

料，宣传手册，海报，动画等，提升公众的知晓率，定时组

织健康讲座，社区宣传活动等，加强公众的参与度。

4.2.2. 巩固学校健康教育：把病原微生物与病媒流传疾

病防治知识归入学校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按照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特点，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和教案，借助课堂教学，主

题班会，操作活动等形式，塑造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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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意识，达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

社会”的目的。

4.3 强化多部门协作

4.3.1. 创建协调机制： 组建以政府为主导，包含卫生健

康，海关，交通运输，农业，城管等诸多部门的病原微生物

与病媒传播疾病防控工作协调小组，明晰各部门职能，定时

举办联席会议，增进信息交流与协作互助。

4.3.2. 开展联合行动： 在重大活动保障，疫情防控等关

键节点上，各部门会共同开展行动。卫生健康部门承担疫情

的检测及应对工作，海关要巩固对出入境人员和货物的检疫

检查，交通运输部门需做好交通工具及场所的消毒通风事

宜，农业部门要提升动物疫病的防控力度，城管部门也要加

大环境卫生治理强度，这样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防控力量。

4.4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4.4.1. 加大培训强度：病媒工作人员相关医疗机构的专

业人员定期参与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防治知识和技

能培训，培训班邀请国内外专家授课，传授最新的诊断技术，

防控策略和应急处置方法，而且，专业人员被鼓励参加学术

交流活动以持续加强业务水平。

4.4.2. 引进专业人才： 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公

共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等专业人才赴沈阳工作，也要加强同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建人才培育基地，为防控工作储

蓄专业力量。

4.5 推进科技创新

4.5.1. 研发新技术与新方法时，要加大病原微生物检测

技术，病媒生物防制技术的研发投入，促使科研机构和企业

展开相关研究，比如开发快速而准确的病原体判断试剂，研

究环保且高效的病媒生物消杀产品与防制设备。

4.5.2. 应用信息化手段： 经由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

术，创建起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防控信息管理系统，

达成监测数据的及时上传，分析及共享目标，凭借这种信息

化途径，可以提升防控工作的效率与精准水平。

5. 结论

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给公众健康和社会发展带

来了潜在威胁，特别是在沈阳这种国际化都市，其防控形势

越发复杂。经由加强监测警报体系创建，改善公众教育水

平，巩固多部门协作，加强专业队伍塑造以及推动科技创新

等防控举措，可有效减小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生

风险，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以后还要一直留

意病原微生物和病媒生物的变化趋向，不断完善防控策略，

以保证沈阳地区甚至全国的公共卫生安全，病媒工作人员要

全面发挥自身优势，在病原微生物与病媒传播风险防控工作

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为保护公众健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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