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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姻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小狗惊动市长

5月 12日，北京正值春夏之交，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炎热的气息。这天，一只不足 4岁的普通
小黄狗，引发了整个京城的关注。此后 24 小时
内，很多民众一直处于紧张之中。

5月 12日晚 6点左右，在地铁 4号线陶然
亭站附近，市民张先生正从出口走出来，突然觉
得右腿一凉，“感觉有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张
先生回头一看，一只长约半米，高约 20 厘米的
小黄狗从他腿边迅速跑开。这只不怎么叫的狗，
在咬了人之后迅速混进人群。

此后，这条小黄狗连续在西城区白纸坊、牛
街附近咬伤多名路人。多名伤者说不清咬人小
狗的具体模样，因为这条狗“都是突然袭击”。有
目击者称，这条狗“眼睛有些发红，头顶的毛发
竖起来，看起来像疯了一样”。

当晚被咬伤的市民超过 10 人。此后，伤者
陆续前往附近的回民医院打狂犬病疫苗，因为
疫苗告急，部分伤者被转往北大人民医院就诊。
据《中国科学报》记者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
人员询问得知，事发当晚，该院接到 9名被狗咬
伤的患者，但伤情并不严重，在急诊室进行了伤
口消毒处理、注射狂犬病疫苗和其他药物后，均
自行离开医院。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接到伤者报警后，
连夜布警。天宁寺、广内、月坛等 7个辖区派出
所民警以及多部巡逻车组出动，全力查找袭人
黄狗。当晚，警方搜捕范围扩大到了城六区。
疯狗咬人，在人流密集的京城确实不是一

件小事。“大家都很担心，要是这条狗携带了狂
犬病病毒，我们可都完了。再说，找谁索赔去。”
一名女性伤者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

5月 13日，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组织召开
会议，对查找伤人流浪犬和救治工作进行全面
部署。
当日下午 5 点，丰台区巡逻民警在右安门

开阳里附近发现一条黄色流浪犬，并立即将其
捕捉。经多名伤者指认，该犬只正是连续咬伤 30
名路人的流浪犬。目前，该流浪犬已被送往农业
部门作进一步检测。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养犬管

理大队犬类留检所获悉，目前该黄狗正在接受
狂犬病的检疫，暂不能确定其是否携带狂犬病
病毒。

在华北有扩大趋势

近年来，在京城郊区疯狗咬人事件屡见不鲜。
2010年的海淀区苏家坨镇、2011年的通州区，就
曾出现数十名居民和 4名中小学生被疯狗咬伤的
事件。但在城区内出现疑似狂犬伤人的事件，近年
来较为罕见。
频频发生的疯狗伤人事件背后，折射的是大

家对恶犬伤人事件逐年上升、狂犬病是否扩散的
担心。

就在“小黄狗咬人事件”爆发前不足半个月，
北京市卫生局就发布了一例本市最新狂犬病死亡
病例。死者 43岁，男性，顺义区常住人口，手部被
流浪狗咬伤后因没有处理以及没有接种狂犬病疫
苗，最终死亡。
卫生部门还宣布，截至今年 4月底，北京已经

出现 3例因狂犬病死亡病例。这已是北京市连续
第 8年报告狂犬病致死病例。而在 2005年之前，
狂犬病曾在北京“绝迹”11年。但 2005年后，狂犬
病的幽灵一直盘旋在京城上空，始终不曾消散。

据统计，仅在 2011年 1月至 8月，因被猫狗
抓伤、咬伤，到本市各狂犬病免疫预防接种门诊接
种狂犬病疫苗的人数高达 19万余人次。2011年，
我国因患狂犬病死亡的人数创历年新低，但仍达
到 1879例。这意味着，每天约有 5人死于狂犬病。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有多名网友事后在论
坛里批评北京警方不该小题大作，但从医学的角
度来看，“全城搜捕小黄狗”却是一种对生命负责
的做法。

5月 17日，在小黄狗是否携带狂犬病病毒的
报告尚未出来之前，我国首届狂犬病年会在京举
行。会议涉及地区、机构、人员之多，显示了各部门
对于消灭狂犬病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狂犬病的发病期有过
三个高峰期，2007年前后是狂犬病最后一次高发
期。但多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死亡的人数
始终维持在 2000人左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维

中在此次会议上介绍，近 4年来，我国狂犬病患者
遍布全国 26个省，800多个区县，其中广西、广
东、贵州、湖南是近年来狂犬病的重灾区。患者以
农民为主，达到 69%，其次是学生，也超过 10%。从
狂犬病发病的季节性来看，主要集中在春夏季节，
尤其是在 9月份前后。从年龄角度来看，15岁以
下的孩童得病率最高。

杨维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等多家媒体采访
时表示，从目前形势看，狂犬病在华北地区有日益
扩大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加强狂犬病的

治理，更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防治重点应从人转向犬

根据相关数字统计，我国政府投入大量公共
卫生资源防治狂犬病，每年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
约为 1200万到 1500万人份，合人民币 35亿到
50亿元。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所生物制品检
定所虫媒病毒疫苗室的董关木在首届狂犬病年会
上介绍，仅 2011年度，人用狂犬病疫苗累计签发
批量 1299.6万人次。
如此高额的费用，为何仍然未能消灭狂犬病？

对此，多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其中
有狂犬病监测不力、涉及多部门协调不畅、公民宣
传力度不够等因素，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往狂
犬病的防治重点都落在人的身上，而疏忽了对于
狂犬病的根源———犬只的防控。
杨维中等专家指出，是时候转变预防狂犬病

的思路了。“以后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犬类的管理和
防疫上。”

有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狂犬病疫苗的接种
量保持在 1000万人份以上，全世界超过 80%的狂
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对此，武汉生物制品研
究所研究员严家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解决狂犬病问题应主要依靠兽用疫苗而
不是人用疫苗。
“就狂犬病疫苗而言，人使用的疫苗相对多了

些，而兽用疫苗数量实在太少。”严家新指出，在基
本消灭犬中的狂犬病以后，人就基本不用接种狂
犬病疫苗了。

在狂犬病监测方面，中国疾控中心疾控应急
办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治办公室主任殷文武介绍，
自 2005年开始，卫生部建立并完善了国家狂犬病
监测网络。但目前的监测尚不能完全满足狂犬病
消除项目的需要，不仅缺乏犬类密度和免疫率的
准确数据，人群实际的暴露率和狂犬病知识知晓
率等也需要调查补充。

为此，殷文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等媒体采
访时指出，当务之急需要整合卫生、兽医和野生动
物部门的监测资源，加强狂犬病网络实验室的建
设；更重要的是，重视利用狂犬病的监测信息，采
取行动，逐个疫点消除，从而实现全国消除的目
标。

在犬只管理方面，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学博士刘富强介绍，目前我国居民养犬量增
加，但犬只免疫接种率低。以湖南为例，犬只密度
为每百人 1.97～9.37 只，平均每百人养犬 4.78
只。犬只带病率高，全省伤人犬只平均带病毒率

为 1.8%。
养犬量增加带来狂犬病管理和犬只管理脱节

的问题。目前，犬只管理由畜牧兽医机构负责，审
批发证管理由公安部门负责，动物疫苗生产和使
用由畜牧兽医机构管理，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
销售由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管理，人用狂犬病疫苗
的使用由卫生部门负责，存在“多个婆婆”的现象。
事实上，从国内某些省份的经验看，加强犬只

管理确实可以有效减少狂犬病的发病率。贵州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定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表示，贵州在疫情多发区初步建立了县级狂犬病
防治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推进新农合报销疫苗
费用，保障了农村暴露人群及时接种疫苗，狂犬病
发病率逐年下降。

2025年路线图

未来中国狂犬病的防治将如何开展？对此，杨
维中介绍，目前相关部门已拟定了消除狂犬病的
路线图，从加强犬只的管理和防疫着手，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消除家养动物引发的狂犬病。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等媒体集中采访时，杨
维中指出，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即为狂犬病消除应
以消除犬间狂犬病为优先策略，开展犬狂犬病疫
苗接种、犬登记管理、犬群数量控制。而消除狂犬
病行动可分三个阶段推进。

2011 年～2015年为我国消除狂犬病的准备
阶段，通过落实各项综合防治措施，力争 2015年
报告病例数较 2010年报告病例数下降 50%以上，
报告病例数控制在 1000例左右。2016年～2020
年为控制阶段，推广兽用口服疫苗，试点消除野生
动物狂犬病，力争 2020年报告病例数较 2010年
下降 90%以上，报告病例数控制在 200例左右。
2021年～2025年为消除阶段，应用口服狂犬病疫
苗消除野生动物狂犬病，力争在 2025年没有家养
动物引发的人狂犬病病例报告。

其中，在消除狂犬病的准备阶段，将重点解决
组织机构建立、政策措施出台等一系列问题。如成
立国务院狂犬病防控协调小组；完善狂犬病法规，
制定国家及地方狂犬病防治或犬管理条例；确定
城乡犬的登记管理部门，加强犬只的管理，建立流
浪犬、猫收容机构；加强基层兽医体系建设；开展
野生动物狂犬病疫情的调查和监测。在控制阶段，
将着重推广使用兽用口服狂犬病疫情，试点研究
应用口服疫苗消除野生动物狂犬病等。

据悉，上述建议举措已通过卫生部门和有
关专家讨论，将尽快制定完整方案上报国家有
关部门。

早期识别狂犬病
有新方法

从人到犬：中国“灭狂”策略转向

延伸阅读

本报 2011 年 10 月
10日曾刊发《社会“狂犬
病”》的报道，从风险社会
层面探讨基于国家防治
策略的偏差，恐惧狂犬病
的心理在全社会蔓延的
现象。狂犬病缘何难以消
灭，有专家认为，关键在
于未实现从人到犬的转
变。5月 17日在京召开
的首届中国狂犬病年会，
提出到 2025年消除家养
动物引发的狂犬病的目
标。其中，如何落实各项
综合防治措施，将成为考
验政府行政能力的棘手
问题。

姻本报见习记者彭科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陈志海，是北京地区收治狂犬病
患者的主要负责医师之一。据他介绍，每
年经他收治的狂犬病人在 10 到 20 例之
间。“但很遗憾，目前我还没有救活过一例
患者。”陈志海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目前在狂犬病的早期识别方面，国内
专家普遍公认的标准是：患者恐风、恐水、
怕光。经过多年临床经验，加上选取 2010
年 9月～2011年 10月北京地坛医院收治
的狂犬病患者进行实验室诊断研究，目
前，陈志海的研究团队已经得出尽早诊断
狂犬病的新方法。

这几例患者中，4 例潜伏期小于 1个
月，2例患者自诉的潜伏期分别为 3年和
10年。根据查看患者的临床表现，9人均
在观察的前 3天出现完全失眠、异常烦
躁、兴奋的情况。而之前专家公认的恐风
等症状反而是在后期才出现。

据此，陈志海表示，如果患者出现完
全失去睡眠但是仍然很有精神，即可诊断
为狂犬病患者，可由此尽快展开治疗，“通
俗地说，就是失去睡眠而不困倦。经过我
的研究，目前这一临床表现并未发现在其
他疾病的患者中”。他表示，希望可以把这
一研究成果写入有关狂犬病防治的教科
书中，以让人们能更快速地诊断狂犬病。

英国政府目前仍沿用相关规定，即没有狂犬病国家的猫、狗等宠物入境时可不接受动物检疫。图为一只猫在英国伦敦检疫中心。
图片来源：新华社

姻本报见习记者彭科峰
早在 2009年前后，世界卫生组织就

曾发出倡议，呼吁 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
消除狂犬病。如今距离目标规定时间仅差
8年，包括南美多个国家以及我国的澳门、
台湾地区早已成为无狂犬病区。那么，他
们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首届中国狂犬病年会上，华中农业
大学“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傅振芳向《中国
科学报》记者介绍了南美洲防治狂犬病的
经验。自 1993年开始，在泛美卫生组织的
带领下，美洲各国家和地区发起了消灭由
狗传播的狂犬病运动，每年拨款 4000万
美元左右，并选择 1到 2天为狂犬病免疫
日，开展疫苗发放、社区宣传等活动，每年
可免疫大约 4400万条狗。
此外，各国卫生系统还免费提供狂犬

病暴露前和暴露后的免疫和治疗，并大力
宣传被狗咬后伤口处理、免疫治疗的重要
性。经过 20年的努力，目前南美和拉丁美
洲人的狂犬病数量减少了 91%。

台湾中兴大学兽医系的董孟治也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了台湾地区扑灭
狂犬病疫情的经验。台湾从 1956年开始
实行狂犬病防治政策，从 1960年至今，台
湾地区未发生过狂犬病病例。台湾的主要
做法是加强犬族群的控制，具体包括建立
动物收容所，对于流浪犬有认养、安乐死
等多种处理方法。同时，在城市和农村也
实现了对犬类的免疫处理。

来自澳门民政总署的蔡淑仪在年会
上介绍，目前澳门地区统计狗类超过 60
余万只，但从 1980 年开始就没有暴发过
狂犬病。澳门地区在加强立法和公民教
育方面有着一定的经验。根据《澳门市政
条例》，犬饲养 6 个月以上，居民必须申
请宠物犬准照，并强制接种狂犬病疫苗。
对于不够尽责、不实行疫苗注射的宠物主
人，可对其进行监控，并处以数千元不等
的罚款。

事实上，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消
除狂犬病的经验来看，一方面注重犬只防
疫和流浪狗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公民宣传
教育，两者都极为重要。

谈及狂犬病，大部分人的第一感受是“致
命”，但如何防控，一般人都是知之寥寥。记者
询问周遭的朋友，大都只知道应该在被咬伤
之后注射狂犬病疫苗，对于犬类的管理和兽
用狂犬病疫苗，了解内情的人很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我国之前对狂犬病的宣传导向所
致。记忆中，那些相关部门张贴的资料，大多
是宣扬被狗咬伤后如何处理，或者提前打疫
苗的重要性，又或者提醒大家要加强提防流
浪狗、注意识别疯狗，至于要对看家犬或者
宠物犬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这一项内容几
乎是缺失的。相关部门在宣传人身安全的重
要性时，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性，并没有将
目光转到狂犬病的源头上去。再看看我国澳
门地区，早在 2000 年前后就开始推行犬类的
疫苗强制注射，大力宣传“做尽责的宠物主
人”，相比之下，内地的狂犬病防控教育确实
落后了很多。

即便是现在，国内生产人用狂犬病的厂
家数量远远大于生产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厂
家，而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销量在很长一段时
间都高于兽用疫苗。一方面，这和时下经济发
展，人们更加爱惜生命愿意注射人用狂犬病
疫苗有关；另一方面，与之前忽视对犬只的管
理不无关系。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之前大家都不注重
兽用疫苗，最大原因其实是经济利益，“厂家
都是精明的。你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大家是愿意选择给自己注射疫苗还是愿意把
钱花在犬只的注射上去？”

不管怎样，好在如今的政府部门和专家
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正把防控
的目光投向源头———犬只。这就是一个难得
的进步，尽管现在还有专家就人用狂犬病疫
苗是否被滥用、国产兽用疫苗是否真的有效
等展开各种争议，但只要迈出第一步，可以预
见以后的狂犬病防治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记者手记

狂犬病防治在争议中前行

“无狂犬病区”的
实现路径

链接

农村地区犬类饲养及管理无序，是我国狂犬病防治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片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