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传染病，

你需要知道这些

我们应该怎么做？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

因食用野生动物的需求而发生贸
易， 这是让未知病原体入侵人类的危
险因素。 其供应链遍及亚洲、 非洲等
地，蝙蝠、野鸭、豪猪、乌龟、竹鼠、许多
鸟类和其他动物一起堆积在市场里。

现在，中国已暂时禁止了这类贸易。

尽量避免生态干扰

地球上数十亿人需要食物果腹，

其中一些人生活贫困， 迫切需要补充
蛋白质，有一些人富裕且浪费，乘飞机
到各处旅行。 这些因素对地球而言是
史无前例的：从化石记录中我们得知，

没有任何大型动物达到人类群体这样

庞大的规模， 更不用说有效地消耗资
源了。 群体如此庞大带来的后果之一
便是生态干扰 ， 导致病毒交换的增
加———首先从动物传染到人， 然后人
传人，有时甚至引起疾病大流行。

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人类侵入热带森林和其他野生动
物栖息地，那里栖息着多种动物，生长
着许多植物，在这些生灵中，藏有许多
未知的病毒。 我们砍伐森林，猎杀动物
或将它们关进笼子，然后将它们送到市
场进行交易。 人类破坏了生态系统，就
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病毒脱离其自然
宿主，就会寻找新的宿主。此时，人类往
往就会成为那个新宿主。 （西岸/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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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华

贪吃野味的陋习破坏了阻挡病毒跨物种传播的天然屏障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来势汹汹 。 眼下 ，

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 。 根据

病毒解析和流行病学

分析 ， 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很可能来源于野

生动物 ， 这是自 2003

年 “非典” 疫情之后，

自然界再次给我们敲

响的警钟。

野生动物是自然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拒食野味 、 保

护野生动物 ， 不单是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人

类自己。

去年底， 一种不为人知的新型冠状

病毒悄然在人群中蔓延， 仅仅在一两个

月间就演变成了一场引起全国高度戒备

的肺炎疫情。

纵观人类历史， 不管是食用野生动

物， 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

蚀和剥夺， 都使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面大

幅增加。 这不仅造成越来越多曾与人类

相伴的物种濒临灭绝， 甚至相继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同时还给病原体，包括各种

烈性病毒， 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群体的中

间传播创造了条件。

蝙蝠个头虽小 ， 但也是种哺乳动

物， 和人类一样属于温血动物。 目前已

经发现和记录到的蝙蝠有 1000 多种 ，

分布于世界各地， 构成了脊椎动物亚门

哺乳纲的翼手目。 这是哺乳动物中物种

最多的第二大类群， 仅次于啮齿目 （包

括老鼠、 豪猪、 海狸、 水豚等）， 也是

唯一一种具有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

蝙蝠的基因组里 ， 有很多与 DNA

修复相关的基因， 并且表达量远远高于

其他哺乳动物。 这些 DNA 修复基因在

抑制病毒复制方面有着显著的作用， 所

以虽然蝙蝠携带很多致命病毒， 但是病

毒的复制在蝙蝠体内是被严重抑制的。

正因为自身具备很强的免疫力， 蝙蝠传

播病毒的能力非常强。

不同种群的蝙蝠是众多高致病病原

体的天然携带者 ， 比如狂犬病病毒 、

SARS 冠状病毒就是蝙蝠携带的。 在最

近几起传染病疫情中， 科学界有种意见

认为， 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病毒

的天然宿主也是蝙蝠， 通过骆驼这一中

间宿主传染到人； 埃博拉病毒可能的原

宿主是果蝠， 类似于埃博拉病毒的马尔

堡病毒的宿主则是埃及果蝠。 最近， 中

国科学家在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上

发表论文， 推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

主可能也是蝙蝠 ， 而在从蝙蝠到人的

传染过程中很可能还存在未知的中间

宿主。

严格来说， 只有当从动物体内分离

到病毒 ， 才能证明它是原初的天然宿

主， 仅通过动物基因组序列比对作为依

据， 也只能说是推测性的。 如果找不到

原初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即使这次疫情

平息， 之后还会有卷土重来的风险。 只

有找到感染人类的直接源头与动物宿

主 ， 才能找到从根本上切断传播链的

对策。

然而， 寻找天然宿主源头是个艰难

的过程。 非典疫情暴发后， 中国科学界

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成功构建了非典病

毒传播途径大体完整的图像———其天然

宿主是云南省一些岩洞里的中华菊头

蝠， 中间宿主是果子狸， 病毒通过蝙蝠

传播给果子狸， 最终传染给人。

蝙蝠会把病毒传染给很多野生动

物， 大多数病毒变异不会导致大问题。

然而， 突然有一天， 病毒的某次变异跨

物种传到人类， 就会引发相应的疫情。

不管是食用野生动物， 还是与野生动物

的过度密切接触， 都给病毒从野生动物

向人类的种间传播创造了条件。

人为什么要吃野味？ 很多时候只

是由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使然 。 事实

上， 总体而言， 野生动物的营养价值

并不比家养动物好多少。

人类从狩猎社会发展到农业社

会，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驯养了动物。

而人类驯化动物的过程也是不断制服

它们身上各种病原体的过程。 比如，

人在驯化牛的过程中， 承受了麻疹、

肺结核、 天花等可怕传染病的折磨，

直至上世纪还有疯牛病的肆虐。 对于

从未被人类驯化、 甚至极少与人类接

触的野生动物而言， 它们身上所携带

的病原体更是对人类健康充满未知的

巨大威胁。

野生动物原本生存在适合自身的

环境里， 并没有多少机会和人类群体

密切接触。 普通人能够接触到野生动

物的地方只有在动物园。 然而， 动物

园里每只动物的饲养都有严格的程序

和安排， 不会轻易将不同动物不经科

学分析就放在一起饲养。

而在所谓的野味市场 ， 不同种

类的野生动物被关在极狭小的笼子

里。 这种条件下， 动物很容易患病，

也给病毒互相传播提供了温床 。 野

生动物身上的病毒， 人类可能从未接

触过， 一旦发生变异， 进而传播到人

身上 ， 我们没有充分的免疫力进行

抵抗。

SARS 疫情的出现， 让很多人对

野生动物传播传染病的问题有了比较

清醒的认识， 增强了防范意识， 进而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 对野生

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增强， 各

地相关部门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

为进行严厉查处。 可时间一长， 人们

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伤痛。

17 年过去了 ， 有些地方吃野味

的陋习还没有彻底改变， 食用野生动

物的行为屡屡发生， 甚至成为新疫情

再次出现的导火索。

人类与野生动物本应有一个安全

距离。 距离产生美， 空间和时间上的

距离是屏蔽人类免受储存在野生动物

个体身上的各种病原体 （其中包括人

兽共患病原体） 侵扰的屏障。 随着人

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张， 与野生动物的

接触越来越频繁， 人与野生动物之间

的中间屏障逐渐消失， 不仅侵占了它

们的生存空间， 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了

极大风险。

在 “野味” 名义下捕捉、 饲养、

销售、 处置、 烹煮、 食用野生动物的

行为并不只是中国文化范畴内特有的

现象。 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一些土著

人群中， 自远古狩猎采集时代沿袭而

来的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还在以不

同的形式存在着。 其中， 影响最大的

是非洲大陆的 Bushmeat。 Bushmeat

大概可以翻译为 “丛林肉” 或 “林下

肉”， 更多地指从栖身于非洲大陆中、

西部或更广阔地区的野生动物身上获

取的肉， 特别用于描述从濒危猿类所

获取的肉。

虽然许多英语文献都更多地关注

类人猿的丛林肉交易活动 ， 但事实

上 ， 丛林肉交易几乎涉及了所有的

野生物种。 虽然许多猎手以黑猩猩、

大猩猩 、 倭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动

物为捕猎目标， 但从类人猿获取的丛

林肉的总数只占丛林肉交易市场份额

的 1%。

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经济模式下，

野生动物狩猎对于当时人类的日常生

计和膳食蛋白的供应相当重要 。 然

而， 当下的野生动物狩猎已是为了丛

林肉的市场交易， 野生物种的生存就

此受到威胁。

丛林肉猎取已导致许多野生动物

数量急遽下降， 也使动物栖息地流失

或被破坏。 如若这种狩猎活动得不到

有效遏制， 大批野生物种会面临大规

模灭绝的威胁。 截至 2016 年， 已有

301 种陆生哺乳动物濒临灭绝， 其中

包括灵长类、 偶蹄类、 蝙蝠、 啮齿类

和各种食肉动物。

获取 、 处置和食用丛林肉的过

程， 为一些严重疾病向人类传播提供

了渠道。 比如， 埃博拉出血热、 艾滋

病病原体从动物宿主向人类的种间转

移， 就是非常著名的例子。 此外， 炭

疽病也可能与屠宰和取食有蹄类动物

有关。 同时， 被猎取的野生动物还可

能是结核病、 麻风、 霍乱、 麻疹、 流

感等一系列传染病的病源。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上海市政
协常委）

蝙蝠 人兽共患病原体的天然宿主

自 SARS 疫情暴

发， 仅过去了一代人

的时间。 由于我们中

间极少数人对大自然

缺乏最起码的畏惧和

敬重， 人类再次遭遇了冠状病毒的突袭。

17 年前 SARS 疫情暴发时 ， 社会舆论整齐划一 ，

对于食用野味等种种陋习， 无一例外地加以谴责批评。

然而 ， 当疫情过去 ， 这难得的同仇敌忾渐渐淡出了 ，

甚至鲜有人再提及， 而非典时期已销声匿迹的一些声

音则渐次兴起。 时至今日， 我们仍可以在各种专业出

版物的电子版数据库里找到这些声音的痕迹 ， 诸如

“‘非典’ 后特种养殖

前景依然看好” “可

食 野 味 名 单 将 出 ”

“科学对待吃野味 ”

等等。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不可避免

地呈现多元化特征。 而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呼吁人

大立法严令社会 “禁食野味” 的声音再次响起。 然而，

是否宣布吃野味犯法， 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呢？

当然， 有些事情是需要持之以恒地付出不懈努力的。 虽

然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被制服， 但我们如何战胜人类自己

非科学、 非理性的种种陋习， 却还任重道远。

如何判断一种
传染病的病原体
有一个非常古老但行之有效的

办法， 那就是科赫法则。 这是德国
细菌学家科赫在 1884 年提出的标
准， 用来判断某种病原体和某个传
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它的主要原
则如下：

1.每一个病患体内都能找到大
量的这种病原体；

2.这种病原体可以从患者体内
被分离出来， 然后在体外培养；

3.体外培养的病原体可以让健
康人患病；

4.新患病的人体内仍然可以找
到同样的病原体。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科赫法
则也在持续地被修正过程中， 但总
体而言仍然是整个科学界明确传染
病病原体的金标准。

具体到这次新冠病毒肺炎， 中
国科学家在最早发病的几十位患者
体内， 利用电子显微镜、 RT-PCR

和高通量 DNA 测序等方法检测到
了这种病毒的存在 （科赫法则 1?；

也成功分离出了这种病毒颗粒， 并
且证明了它们在培养皿里仍然能够
侵染人上皮细胞 （科赫法则 2?。

当然， 因为目前人们还没有新
冠病毒的动物模型， 无法直接验证
科赫法则 3 和 4， 但是科学家也证
明了只要在老鼠细胞里转入一个人
类的 ACE2 蛋白———猜测中的新冠
病毒受体， 病毒就可以顺利侵染这
些老鼠细胞。 这个结论至少部分支
持了科赫法则 3 和 4 的成立。

接下来
科学家能做什么
新世纪以来，SARS、禽流感、中

东呼吸综合征、 新冠病毒肺炎的连
续出现和肆虐， 是对人类社会的一
个高度警示。 尽管我们建立了无与
伦比的人类文明和高度发达的信息
社会， 但是非常原始的病毒生命仍
然可能对人类世界造成巨大打击。

更重要的是， 这些病毒的出现
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
一个 “产物”。 伴随着人类越来越
多地入侵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 越
来越多地饲养家禽家畜以满足我们
的生活需求， 那些天然寄居于动物
体内的微生物就获得了越来越多入
侵人体的机会。 而人类世界高度密
集的群居环境、 高度发达的人员和
物资流动网络， 又给传染病的肆虐
提供了温床。

比尔·盖茨曾经在一次演讲中
说， 未来几十年， 人类最大的威胁
很可能是某种高度传染的病毒， 因
为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还
很少， 人类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一场
大疫情的发生。

而这重担会有相当一部分落在
科学家的肩上。 研究各种微生物的
起源和进化、 研究人类传染病的传
播规律和数学模型、 建立更精确的
疾病预警和追踪系统， 开发药物、

制备疫苗、 研究疾病的基础生物学
机理等等， 所有这些工作， 都是我
们的未来使命。

（摘自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几个你会关心的
科学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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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 破坏了兽源病原体向人扩散的屏障

丛林肉 人类贪婪带来物种濒危与传染病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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