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受台风“杜苏芮”残余势

力影响，京津冀地区出现了大暴雨

天气。其中，北京市的降雨量创造了

北京有仪器记录以来的 140 年新

高。民间有“大灾之后有大疫”的说

法，在洪涝灾害后，往往可能发生传

染病及其他流行病，对受灾群众造

成二次伤害。

因此，在此次洪涝灾害过后，应

该重视对灾后疾病的预防，提高人民

群众的防病和抗病能力，避免洪涝之

后疾病发生，让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常见疾病和发病的主要原因

洪涝灾害可能导致人体发生多

种疾病，目前与洪涝灾害相关的各

种身心疾病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

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

关注。其中，常见的主要疾病有传染

性腹泻、痢疾等消化系统疾病，流

感、普通感冒等呼吸系统传染病，手

足浸渍、湿疹、皮炎和皮肤细菌及真

菌感染等皮肤病，蚊虫等节肢动物

咬伤引发的疾病、接触疫水导致的

钩端螺旋体病等感染性疾病，流行

性出血性结膜炎等眼部疾病，还有

外伤及心理障碍 / 精神性疾病等。

洪涝灾害后疾病发生的因素有

很多，主要包括人体免疫力及抗病

能力下降、生活环境及卫生恶化、医

疗救治条件变差等。

从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下降

方面来看，由于洪涝灾害导致房屋、道

路和供水系统受损，人们的饮水和食

品供应可能会受影响，导致营养不足、

健康受损，使人体出现头晕、疲劳甚至

虚脱等不适症状。同时人体的免疫功

能也会受影响，使免疫系统对病原体

的应答能力以及免疫调节能力降低，

从而更易发生传染病等疾病。

由于受到洪水威胁，人们的精神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容易发生心理、精

神、神经功能紊乱，从而进一步降低机

体的免疫力，严重时还可能出现抑郁

等精神性疾病。而且，由于洪涝灾害，

人体的皮肤可能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

中，有时还可能在水中被长时间浸泡，

从而导致皮肤细胞及皮肤屏障受损，

出现皮肤局部的糜烂和溃疡。这有利

于细菌等病原体入侵和感染，最终导

致人们发生湿疹、皮炎、皮癣甚至丹

毒等感染性疾病。

洪水泛滥会破坏人类居住的环

境，四溢的污水、顺水漂流的垃圾会

污染居民的饮用水源和食物，导致各

种消化系统传染病。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公布的既往病原学监测结

果显示，雨季肠道病原体主要包括致

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弯曲菌等

细菌，以及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病

毒。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粪 - 口途

径传播，从而造成消化道传染病疫情

的发生。

洪涝灾害造成房屋受损，往往需

要转移部分群众并集中居住和管理，

这就有可能增加人群的密集度，从而

增加流感、普通上呼吸道感染等呼吸

系统传染病的发生概率。洪涝灾害中

死亡动物的尸体有可能携带钩端螺旋

体等病原体，并通过污染形成疫水。

接触这些疫水的人，有可能患上钩体

病等疾病。

洪水导致的垃圾及积水，还会滋

生蚊蝇，进一步形成传染病流行的有

利条件。

此外，洪涝灾害导致供水、供电

中断以及房屋、道路设施受损，会严重

影响医疗机构的运行及患者的就诊，

使疾病无法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治。

疾病的易感人群

老人和儿童等人群本身抗病能

力差，往往更需要其他人群的照顾。

洪涝灾害发生后，这些人群因为体弱

和得不到充分的照顾，更容易发生腹

泻和流感样疾病等传染病。在洪涝灾

害后，应该加强对老人和儿童的关注

和照顾，为他们提供洁净的饮用水和

卫生安全、营养充足的食品，提高这

部分人群的抗病能力。

同时，青壮年人群是抗洪救灾的

主力军，如果睡眠和休息不足，身体往

往会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之

经常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疫水，因此

容易发生感染性疾病。他们需要充分

休息、劳逸结合，从而提高免疫力，预

防感染性疾病以及皮肤病的发生。

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那么，洪涝灾害之后，我们应该如

何采取措施，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呢？

首先，应该积极应对洪涝灾害，

开展抗洪抢险和修复工作，减少公共

基础设施和道路交通设施的损失，减

少洪涝灾害对人民生活和就医条件的

影响。

在洪涝灾害地区，应该注意环境

卫生，要积极排空积水，清理垃圾和死

亡动物的尸体，注意粪便和水源的管

理，避免污染。必要时，应该用消毒剂

对被病原体污染的环境和水源等进行

消杀，消灭致病病原体和蚊虫等有害

节肢动物。

对于受灾群众，应该注意防疫知

识的宣讲，并提供卫生安全的饮水和

食品，改善居住环境，采取有效的通风

措施，减少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传染

病的发生。在抗洪救灾过程中，人们

应该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注意保

持手足及其他部位的皮肤干燥清洁；

在接触污水或者疫水时，应该穿戴防

水手套和长靴等防护装备；在皮肤糜

烂或者损伤的部位涂抹硼酸氧化锌冰

片软膏、外用激素或抗生素软膏等。

对于老年人和儿童等特殊人群应该更

加关注，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保

证他们的营养和饮食健康。对于受灾

群众，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对可能

患上应激性心理疾病的人，要加强心

理疏导，避免或者减少心理 / 精神疾

病的发生。

总之，洪涝灾害是常见的自然灾

害之一，人类与洪涝灾害的斗争由来

已久，几乎贯穿了整个文明史。在洪

涝灾害之后往往会发生各种相关的疾

病，威胁人们的健康生活。由此，我们

更加需要关注洪涝灾害对公共卫生环

境和人体免疫力的影响，及时采取措

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保护人民的

身体健康，这是抗洪救灾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取得抗洪救灾胜利、保障

人民健康生活的有效方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

疫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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