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4位老

人因患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

称蜱虫病）先后不治去世的消息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3位老

人疑似为一位因蜱虫病去世的老者擦

洗身体而被传染。

究竟什么是“蜱虫病”？它会人传人

吗？“蜱虫病”可否治疗和预防？

莫恐慌，“人传人”不易发生

“这次因该病去世的第一个患者

可能是被幼蜱或者若蜱叮咬的，患者

没有明显疼痛感，而蜱虫叮咬完后会

离开人体，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孙毅告

诉记者。

2010年 8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病毒所在全球首次分离到这种蜱传

“怪病”的病毒株，并称之为发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病毒（SFT SV），属于一种

新型布尼亚病毒。2017年，该病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入急需研究的重点疾病清

单，目前已在亚洲多个国家流行。

“该病是一种烈性疾病，但并非不

能治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野生

动物疫病研究组组长何宏轩研究员说，

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就医、早诊断、早治

疗。尤其是特定人群，如免疫力较弱的

老年人和儿童，更要在出现症状的初期

及时就医和诊断。

研究显示，病毒载量越低的患者越

早接受治疗，治愈率越高，发病 6天内接

受治疗病死率可降至 5%左右。而高龄尤

其是 70岁以上的患者病死率较高。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

员刘玮介绍，目前我国治疗该病主要依

靠支持性疗法，也会应用一些免疫调节

药物和广谱抗病毒药物。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周金林认为，由于老年人可能患

有基础疾病，本身抵抗力较弱，而该病

的治愈很大程度上依靠患者本身的免

疫力。这可能是几名老年患者先后离世

的原因之一。

受访专家均表示，这类“蜱虫病”的

主要传播途径是蜱虫叮咬，人和人之间

的传播不易发生，只有在体液接触等密

切接触情况下才有可能，所以公众大可

不必惊慌。

尚无获批的有效疫苗和药物

刘玮告诉记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发热、胃肠道

症状、血小板减少和白细胞减少，重症

病例常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该病

主要通过被携带病毒的蜱叮咬感染，也

可通过密切接触病例血液或体液感染。

“近年来，我国该病报告病例逐年上

升，病死率始终维持较高水平（约 16%），

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刘玮说。

截至 2019年，我国已有 25个省份

报告该病病例，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丘陵

地带的农村，时间基本在每年夏秋季

节。“这种病高度散发，但在地域分布上

又相对集中。”刘玮说，全国存在 4个主

要疫情聚集区，主要是因为当地适宜的

生态环境、气候因素、足够的动物密度，

可以为主要传播媒介蜱虫提供良好的

生长和繁殖机会。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防治指

南（2010版）》明确指出，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一旦发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疑

似或确诊病例，需参照乙类传染病的报

告要求于 24小时内通过《国家疾病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医院接收这类传染病患者后，应按

照《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防治指南

（2010版）》进行处置，按照《发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诊疗方案》《发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中医诊疗方案》进行诊断

和治疗。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

员黎浩指出，从最初发现至今，国内学

者对该病毒的传播媒介、流行规律及临

床特征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感染致病

机制及抗病毒策略也开展了相应研究，

但目前仍缺乏获批的有效疫苗和抗病

毒药物。

关注蜱传疾病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仅是被

蜱虫叮咬后可能传染给人类的疾病之

一。受访专家均提示，应当关注其他蜱

传疾病，特别是人兽共患的蜱传病。

孙毅介绍，截至 2019年，中国蜱类

已知 2科 11属 128种。蜱身上携带有

多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

体、螺旋体、寄生虫等 5类 220多种。不

过，大多数病原体并不会感染人，也不

会引起烈性疾病。

“蜱传疾病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

蜱传疾病的数量仅次于蚊子可传播的

疾病数量。”何宏轩说。

“只要蜱虫在自然界中存在，蜱传

病就不可能消失。”孙毅说，而自然界中

的蜱虫是无法消灭的。

防控蜱传疾病并非难事

尽管蜱虫身上有着很多未知的传染

源，但预防和控制蜱传疾病并非难事。

孙毅介绍，蜱虫幼虫阶段主要寄生

在小动物身上，如鼠类、爬行动物等，长

大之后才会转移寄主到大型动物身上，

如牛、羊、马，甚至人身上。他建议做好

野外防护工作———穿长衣长袖，最好束

口以免蜱虫爬入，也可以喷涂驱避剂驱

走蜱虫。

“蜱虫只会爬，不会飞。幼虫阶段和

若虫阶段体形很小，爬行速度快。它爬

到人身上后不会立刻咬人，而是在数小

时至一天时间内寻找合适的地方叮

咬。”周金林说，这也是蜱虫不易被发现

的原因。但同时说明，做好个人卫生，勤

洗澡勤换衣，对避免叮咬、防治蜱虫病

非常有效。

刘玮说，都市中除大型公园、植被

茂盛地区外，一般社区内极少有蜱类生

存，无需过分担心生活在都市里会感染

上该病。但当携带宠物到蜱类生活地区

旅行时，除做好个人防护外，还应仔细

检查宠物体表是否有蜱类附着。

“该病主要见于每年 5月至 10月，

因此夏秋出游要特别注意防护。”周金

林说，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后，应及时

就医，将蜱虫拔除，并积极治疗。

刘玮还建议，在照顾有出血症状的患

者或者处理插管时，应该穿戴个人防护用

品，避免经黏膜或破损皮肤造成传染。

因本报记者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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