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

卫组织）正式发布《世界疟疾报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

示，2022 年，全球约有 2.49 亿例疟疾

病例，比 2021 年增加 500 万例，比

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流行水平多

出 1600 万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报告》

还首次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深度探讨

气候变化与疟疾之间的联系。《报告》

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已对疟疾传播和

疾病负担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对

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表示，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当前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可持续、有韧

性的疟疾防控措施。”

《报告》强调，全球要加大投入，开发

新的病媒控制方法、疫苗、诊断和抗疟药

物，以加快进展速度，实现全球目标。

非洲区域获益最大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蚊子

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也是全球最

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22 年，

全球疟疾发病率下降 28%，死亡率下

降 50%，避免 21 亿例疟疾病例和 1170

万死亡病例。大部分被避免的疟疾病

例（82%）和死亡病例（94%）在世卫组

织非洲区域。

同时，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在帮

助儿童和孕妇预防疟疾领域取得显著

进步。为保护生活在非洲中度至高度

疟疾传播地区的孕妇，世卫组织曾建

议当地采用“妊娠期疟疾间歇性预防

治疗 (IPTp)”。《报告》显示，2022 年，

非洲疟疾风险地区 42%的孕妇已受益

于三剂次的 IPTp，相比而言，2021 年

的比例为 34%，2010 年的比例为 1%。

世卫组织于 2021年推荐使用RTS,S

疫苗。这是首个被推荐在中度至高度疟疾

传播地区预防儿童疟疾的疫苗。满 5个月

龄以上的儿童需要接种 4剂。该疫苗已于

2019年至 2023年在 3个非洲国家部分

地区推广。《报告》显示，已有 200万儿童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在使用 RTS,S疫苗

的地区，严重疟疾病例大幅减少，幼儿死

亡人数下降 13%。据悉，2024年初，还将

有 12 个非洲国家开始接收 1800 万剂

RTS,S疫苗。

疟疾防控整体趋势并未恶化

不过，自 2017年以来，全球疟疾防控

步伐趋于停滞。2022年，疟疾发病率和死

亡率均略有上升。相比 2021年，2022年

全球新增 500万疟疾病例，总计约 2.49

亿例；全球疟疾死亡病例为 60.8万例，较

2021年（61万例）基本持平，比 2019年增

加 3.2万例。2022年全球 94%的疟疾病例

（2.33亿例）、95%的疟疾致死病例（58万

例）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对此，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新冠疫情之前，许多国家就开始面

临资源匮乏和重重困难，包括极端天

气频发、人道主义危机、生物入侵、蚊

虫抗药能力增强等，进而导致疟疾干

预效果达不到理想水平。部分国家面

对高风险人群的迅速扩大，由于资金

不足，甚至束手无策。疟疾病媒控制的

两个主要干预手段为药浸蚊帐（ITN）

和室内滞留喷洒（IRS），由于蚊子对杀

虫剂产生抗药性，效果也不断下降。

世卫组织曾预测，如果各国不能迅

速有效地应对疫情，疟疾负担将重回

2000年水平。所幸，在世卫组织及合作

伙伴的支持下，各国加大力度维持基础

疟疾服务。因此，尽管病例数量在 2020

年有所回升，疟疾防控整体趋势在 2021

年和 2022年并未进一步恶化。

但总体而言，《报告》认为，鉴于目前

的趋势，实现《2016—2030年全球疟疾技

术战略》（GTS）的目标挑战巨大———如果

延续当前态势，2030年 GTS降低疟疾发

病率、死亡率的目标均无法实现，且进度

落后分别为 89%和 88%。

气候变化影响疟疾防控进程

11 月 27 日，世卫组织曾联合全球

卫生界，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COP28）重视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特别是重视

对蚊媒传染病的影响。

气候变化首先会对传播媒介蚊子

的生存和繁育造成直接影响。蚊子的

理想繁殖和存活温度为 20~27 摄氏

度。气温上升可能让原本较为凉爽、疟

疾稀少的地区变得适宜蚊子生存，进

而导致疟疾流行。《报告》指出，最近几

十年的数据证明，气温升高已导致疟

疾开始在非洲高原地区传播，而这些

地区原本没有疟疾。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也会

直接影响疟疾防控。《报告》指出，2022

年，极端天气致使巴基斯坦降雨过多，洪

水泛滥。洪水过后的积水为蚊子提供了

理想的滋生地，致使该国暴发疟疾疫情，

全年病例总数比 2021年增加 210万。洪

灾还破坏了当地医疗设施，造成受灾地

区的数百万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大大

增加了疟疾死亡人数。

气候变化还对疟疾防控产生一系列

间接影响，例如，减少了人们获得基本医

疗服务的机会，中断药浸蚊帐、药品和疫

苗的供应链，流离失所的人群增加疟疾

扩散风险等。此外，气候变化还可能延

长疟疾的流行季，降低流行季的可预见

性，不利于准确计算季节性疟疾干预的

时机，加重抗疟负担。

《报告》指出，虽然气候变化影响

疟疾传播的程度缺乏相关数据，但整

体而言，气候变化对疟疾防控不利，且

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移民和有潜在

健康问题的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受到的

影响尤为严重。

抗疟创新方案涌现

《报告》介绍了一系列抗疟新工具，如

世卫组织于 2023年 10月推荐的第二种

安全有效的疟疾疫苗（R21/Matrix-M）。

加上前述 RTS,S疫苗，两种疫苗的使用

将使疟疾疫苗在非洲广泛推广成为可

能。同时，新一代药浸蚊帐出现，拟除虫菊

酯 -胡椒基丁醚（PBO）双成分药浸蚊帐

增强了对产生抗药性蚊子的效力，目前在

非洲分发的药浸蚊帐中有很大一部分使

用了这种化合物。

但鉴于前述种种挑战，尤其是面对

气候变化的压力，《报告》呼吁，在抗击疟

疾的斗争中，需要采取重大行动，包括增

加资源，加强政治承诺，制定数据驱动的

战略与创新工具，着重开发更高效、更有

效、更低成本的相关产品。

2021 年，中国成为世卫组织西太

平洋区域 30 多年来第一个获得无疟

疾认证的国家。多年来，中国在不断加

强国际合作，加速创新方案的研发和

推广。

自 2021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开始

联合资助一系列疟疾传播媒介控制的创

新解决方案的国际开发。

比如，由重庆大学等机构承担的

“户外杀蚊真菌农药研制”项目，拟开

发具有大规模生产潜力的杀蚊真菌油

基制剂，以解决化学杀虫剂引起的蚊

虫抗药性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由南方医科大学等机构承担的

“高效实时户外疟疾媒介蚊虫诱捕监

测技术和装置的研发”项目计划研制

实时高效的诱捕装置，以掌握蚊虫种

群密度、日常活动和季节消长规律，为

户外疟疾媒介监测和控制提供科学指

引和技术手段。

此外，昆药集团的抗疟药双氢青

蒿素磷酸哌喹片在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日前通过了世卫

组织预认证，为抗疟药品的国际公立

市场增加了采购来源。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研发治疗疟

疾的相关药物。在疟疾药品事业会和

疟疾药物加速器两家国际组织的合力

支持下，位于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

发中心（GHDDI）正在加紧研制一款

药物。其可将连续三天的服药周期缩

短至一次用药，从而解决患者用药依

从性等难题，并且在抗耐药性方面展

示出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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