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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被病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可否认定为传染源，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物传人”的理论基础。

方法　分析中、西方学术界对传染源定义的差异，回顾甲型肝炎、禽流感，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等多种病毒

性传染病“环境传人”和“物传人”的实例，运用生命科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分析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

作遇到的“进口冷链”“边贸或口岸作业”“国际邮件”等多种渠道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结果　阐明我国对传

染源定义严谨，强调可增殖性，只认可被病原体感染的人和动物为传染源；而西方的定义较宽泛，强调传染性，被病

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也可认定为传染源。通过理论分析和多方面实例证实新型冠状病毒在常温环境中存活期

较长可至数天，在低温冷冻条件下存活期可延长至数月，被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器物可以引发间接接触感染，只是

这种“物传人”的概率相对较低。结论　我国的传染源定义严谨、科学、实用，已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形成惯例，不

宜改动。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病毒性传染病筛查的目标可以从“快查传染源”转变为

“快查病毒来源”，包括环境中的病毒。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物传人”理论基础，就理解了坚持“人物同防”等积极策

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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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带来

剧烈冲击，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深刻改

变着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其病原体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或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

作为一种新病毒，有诸多未知性、特殊性，在一定程

度上冲击、挑战着医务工作者和病毒学家对病毒性呼

吸道传染病的传统认知。例如新冠病毒在体外环境

中存活期长，引发“环境传人”“物传人”的风险增大。

在与疫情的斗争中，查明传染源对阻断疫情传

播至关重要。而中外学术界对传染源的定义存在差

异，差异的关键在于除被感染的人与动物之外，被病

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是否可以纳入传染源定义的

范围。我国的传染源定义是否有更新、完善的必要？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面对“环境传人”“物传

人”的问题愈发突出，如何全面、系统地理解“环境传

人”“物传人”的问题？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点分

析和讨论。

１　中、西方学术界对传染源定义的差异分析

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传染源的定义一直是

统一的，传染源（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是病原体已在

体内生长繁殖并能将其排出体外的人和动物，包括

患者、隐性感染者、病原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１］。

我国学术界公认的传染源范围限定为被病原体感染

的人和动物，特别强调病原体的可增殖性，不包括被

病原体污染的器物及环境。而西方医学界对传染源

的定义较宽泛，在被感染的人和动物之外，被病原体

污染的器物及环境也可认定为传染源。例如世界卫

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对传染

源的定义（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ｈｏｓｔａｃｑｕｉｒｅｓｔｈｅａｇｅｎｔ）
［２］，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ＤＣ）和欧洲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ＣＤＣ）的网页资料也是认同被病原

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也可以被包括在传染源定义

范围内。

对比来看，中、西方学术界对传染源定义的差异

关键在于被病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能否被认定为

传染源。面对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常用引起破伤风

的破伤风梭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犫狅狋狌犾犻狀狌犿）和引起军团

病的军团菌（犔犲犵犻狅狀犲犾犾犪狊狆狆．）来举例。破伤风梭菌

可在土壤和生锈铁器表面长期存活，军团菌可在热

水系统内长期存活并繁殖，成为引发相应疾病的来

源。脚气病由多种真菌性皮肤藓菌引发，病原真菌

可以在病患使用过的鞋内长期存活并增殖，由此成

为引发他人感染的源头。西方学术界将被上述病原

体污染的生锈铁器、供水系统及鞋都可认定为传染

源。由此可见，西方学术界对传染源的定义范围较

宽泛，重点强调其传染性。

上述３个案例的病原细菌、真菌都是兼性寄生

生物，可在特定环境下长期存活并增殖，所引发的传

染病的发生规模和对经济、社会的危害程度有限，而

能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的新发传染

病多是病毒性传染病如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ＳＡＲＳ）、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ＥＲＳ）、Ｈ７Ｎ９型禽流

感及新冠病毒感染等。病毒是严格的专性寄生物，

仅在寄生细胞内可增殖。所以以下关注、讨论的传

染病都是以病毒性传染病为例。

我国学术界对传染源的定义极为严谨，特别强

调病原体在人和动物体内的可增殖性，所以限定传

染源仅为被病原体感染的人和动物，而被病原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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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器物及环境习惯称为“污染物”或“媒介物”，英

文为ｆｏｍｉｔｅ。但“污染物”或“媒介物”未经我国医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中、西方学术界对“传染源”定义强调的方向不一

致，分别强调可增殖性与传染性。从另一方面分析，

定义的差异反映出中、西方学术界对器物和环境能否

传播病原体，病原体“环境传人”“物传人”的概率大

小，相应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等多方面有分歧。新

发传染病暴发之时，“环境传人”“物传人”是急需面对

的棘手问题，下文将分析“环境传人”“物传人”的理论

基础，讨论如何更科学地防范、化解“物传人”的风险。

２　被污染的环境可以引发感染

器物和环境是否可以引发传染病的传播？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被病原体污染的环境可以引发感染，

扩大疫情传播。相关的学术名词为环境感染（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定义为：环境感染指通过接触

已被污染过的无生命的物品或工具而获得的感染。

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门把手、水龙头、电话听筒、床单、

衣服、抽水马桶和各类器械等获得感染；还可以认为

除了人传人感染或自身感染以外的其它来源的医院

感染均为环境感染，包括食品、化妆品、药品、大气、

水等引起的感染［３］。环境感染通常发生在医院及有

病患生活的家庭、公共场所等特定环境，其感染方式

是接触性感染。面对这类环境感染，如何认定其传

染源？西方学术界将这类被病原体污染的环境认定

为传染源［４］，而我国学术界的主流仍然坚持严谨的

传染源定义，通常将这类能引发感染，有利于病原微

生物生存的环境称为“环境储源”［５］。但“环境储源”

也未经我国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此外，医院

感染专业更多使用“感染源”而非“传染源”，但对应的

英文仍然为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定义为病原体生存、繁

殖、储存排出的场所或有机体。按病原体的来源可分

为生物感染源、非生物感染源、自身感染源［６］，此“感

染源”的定义采纳了西方学术界重视传染性的观念，

承认被污染的环境可引发感染；但是“传染源”适用

范围广泛，而“感染源”的使用范围有限。

３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引发“环境传人”“物传人”的

新课题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自

境外输入的风险，钟南山院士提出“原来是人传人，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课题，环境传人”［７］。在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中，“环境传人”或“物传人”的确是一

个急需面对的棘手的新课题。传统的“环境传人”或

“物传人”多是在病患家庭和医院发生，而医院感染

的重点途径是环境接触传播，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的

“物传人”。医院感染专业控制环境接触传播有规范

化、标准化、系统化管理制度可遵循。但是不同于医

院等特定场所的环境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环

境传人”或“物传人”有其特殊性，如不了解新病毒的

特性则缺乏制定防控方案的依据。

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实践中发现，除新冠

病毒感染患者通过旅行传播病毒外，新冠病毒还可

以随着无生命物品远距离跨洲际、长时间间隔（以数

周、数月计）传播，实现远距离的“物传人”，而对这种

“物传人”最初是缺乏防范意识的。如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北京新发地［８］及大连［９］等地多次有新冠病毒自海外

沿进口冷链食品渠道传播入境的报道。２０２２年初

北京首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近期有

接触国际邮件，经环境采样检测到该国际邮件新冠

病毒阳性环境标本，检测结果中体现出的病毒量和

存活时间都超出了此前的认知，由此不排除经境外

物品而感染的可能［１０］。

４　新冠病毒远距离“物传人”的理论基础分析

低温可以延长病毒的存活期。依据一般的生物

学常识推算，大多数病毒在相应温度下维持感染性

（传染性、活性）的半衰期：６０℃以ｓ计，３７℃以 ｍｉｎ

计，２０℃以ｈ计，４℃以ｄ计，－７０℃以月计，－１９６℃

以年计［１１］。由于低温，在进口冷链食品渠道中的新

冠病毒可以存活数月，由此成为跨洲际传播新冠病

毒的主要来源。这就是新冠病毒随进口冷链渠道传

播的理论基础。同理，中俄、中蒙等高纬度寒冷地区

边境口岸由于冬季漫长，低温延长病毒存活期，致使

边贸或口岸作业在严格管控人员接触的条件下，仍

然有“物传人”引发的感染发生［１２］。经流调和病毒

基因组序列比对分析，证实在属于亚热带地区的宁

波，于２０２１年年底遭遇持续５ｄ最高气温低于１２℃

的低温天气，发生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自越南随物

料输入，引发宁波北仑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１３］，这

也是低温增加“物传人”风险的实例。

在日常环境中脱离寄主体的病毒，如飞沫中的

病毒粒子，保持感染性传播的时间和距离是有限的，

通常情况下不能成为长时间间隔、远距离传播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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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但是，相比同为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如流感

病毒（Ｈ１Ｎ１）和引发ＳＡＲＳ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新冠病毒在日常条件下更

稳定，存活时间更长。多项研究探讨了呼吸道传播

病毒，如流感病毒（Ｈ１Ｎ１）、ＳＡＲＳＣｏＶ 及ＳＡＲＳ

ＣｏＶ２在日常环境器物表面的存活时间，见表１。

表１　３种呼吸道病毒在日常环境中多种物体表面的存活时

间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ｉｒｕｓｅｓ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文献来源及物体表面类型 病毒种类 存活时间

钢类

　张朝武
［１４］（不锈钢）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ｄ

　Ｃｈｉｎ
［１５］（不锈钢）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７ｄ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６］（钢） Ｈ１Ｎ１ １ｄ

塑料类

　张朝武
［１４］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ｄ

　Ｃｈｉｎ
［１５］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７ｄ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６］ Ｈ１Ｎ１ １ｄ

玻璃类

　张朝武
［１４］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ｄ

　Ｃｈｉｎ
［１５］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４ｄ

　Ｃｈｉｎ
［１５］ Ｈ１Ｎ１ －

木材类

　张朝武
［１４］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６ｈ

　Ｃｈｉｎ
［１５］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６］ Ｈ１Ｎ１ １ｄ

纸类

　张朝武
［１４］（打印纸）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６ｈ

　Ｃｈｉｎ
［１５］（打印纸）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３ｈ

　Ｃｈｉｎ
［１５］（论文纸） Ｈ１Ｎ１ －

　Ｃｈｉｎ
［１５］（纸币） ＳＡＲＳＣｏＶ －

　Ｃｈｉｎ
［１５］（论文纸）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４ｄ

　Ｃｈｉｎ
［１５］（便签纸） Ｈ１Ｎ１ －

棉类

　张朝武
［１４］（衣物棉布）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６ｈ

　Ｃｈｉｎ
［１５］（棉）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６］（衣服） Ｈ１Ｎ１ ８ｈ

其他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６］（外科口罩） ＳＡＲＳＣｏＶ －

　Ｃｈｉｎ
［１５］（手术服）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７ｄ

　Ｃｈｉｎ
［１５］（面罩） Ｈ１Ｎ１ －

　　注：－表示文献中无该项数据。

　　虽然不同的研究机构对接种病毒的滴度、培养

条件控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上述３种病毒存活时

间均有随温度的降低而延长的趋势。在相同条件

下，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比ＳＡＲＳＣｏＶ、Ｈ１Ｎ１型流

感病毒更长，在日常环境中更稳定。２０２２年初有试

验验证新冠病毒 Ｏｍｉｃｒｏｎ 变异株在常温条件

［２５℃，相对湿度（ＲＨ）为４５％～５５％］的塑料表面

可存活１９３．５ｈ，长达８ｄ；在皮肤表面可存活２１．１ｈ，

近１ｄ时间
［１７］；而ＳＡＲＳＣｏＶ在常温条件的塑料表

面仅可存活２ｄ
［１４］。相较于新冠病毒武汉株，及Ａｌ

ｐｈａ、Ｂｅｔａ、Ｇａｍｍａ、Ｄｅｌｔａ变异株，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

在日常环境中的存活时间最长，而病毒存活时间的

延长大幅度增加了病毒“物传人”的风险。

近十余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刺激航空商旅

和航运、海运物流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正在颠

覆全球传统物流行业，全球的人口、货物、交通运输

工具从来没有如此紧密联系。全球化的高速发展给

了病毒可乘之机，使病毒在保持活性的时限内，远距

离随货物传播概率提升。在货物包装、装载、运输过

程中，境外、疫区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有机会将含有

高载量新冠病毒的飞沫及唾液、鼻涕等分泌物污染

货物表面，引发间接的接触感染或气溶胶传播，由此

成为向异地输入病毒和疫情的来源。这种“物传人”

的病毒传播方式不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引

发感染的概率低，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为全球大

流行，国外感染率高，病例基数大，而我国参与全球

市场国际贸易体量巨大，相应输入进境的被新冠病

毒污染的货物数量庞大［１８］，由此我国新冠病毒“物

传人”的问题日益突出。

了解了“物传人”的理论基础，再分析２０２２年北

京首例Ｏｍｉｃｒｏｎ变异株感染病例。其接触的国际

邮件于１月７日自加拿大发出，途经美国及中国香

港到达北京，加拿大、美国、香港当时都是Ｏｍｉｃｒｏｎ

变异株暴发流行的地区，均有污染邮件的可能。病

例于１月１１日收到邮件
［１９］，时间间隔不足５ｄ，且

冬季低温可大幅度延长病毒的存活时间，所以新冠

病毒存在随国际邮件跨洲际传播的可能。

５　其他病毒“环境传人”、远距离“物传人”的案例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见，病毒在日常环境中较稳

定，存活期长（以数天计），当污染周边环境时就具备

了“环境传人”的基本条件。而被病毒污染的器物随

自然力或现代化交通的远距离移动，增加了病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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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物传人”的风险。相关的病毒“环境传人”和远

距离“物传人”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２００３年香港

淘大花园的ＳＡＲＳ聚集疫情暴发是一个“环境传

人”的经典案例，后来被证实是由设计不合理的污水

排放系统和病毒粪水的“气溶胶化”等一系列环境及

卫生问题的同时发生，引发这起３２１人感染，最终

４２人死亡的悲剧事件
［２０］。

甲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ＨＡＶ）是消

化道病毒，“病从口入”就是对消化道病毒“物传人”

的精辟解释。１９８８年初，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是因

生食被 ＨＡＶ污染的毛蚶引起，毛蚶本不是 ＨＡＶ

的寄主而是病毒的被动携带者［２１］，引发此次疫情的

毛蚶来自甲型肝炎常年流行区江苏启东，远距离调

运被ＨＡＶ污染的毛蚶成为１９８８年上海甲型肝炎

大流行的传染来源。ＨＡＶ对热的抵抗力明显高于

普通肠道病毒，灭活病毒的通用流程５６℃水浴加热

３０ｍｉｎ不能使其完全失活
［２２］。ＨＡＶ耐热，同时在

低温下存活期长，这些生物学特性致使 ＨＡＶ可以

远距离以“物传人”的方式传播甲型肝炎疫情，在冬

季尤甚，而不经沸水蒸煮的食用方式最终导致甲型

肝炎大流行。

不同于消化道病毒的传播方式，呼吸道病毒，如

禽流感病毒主要传播方式包括气溶胶、飞沫和直接

接触分泌物［２３］。但有研究［２４］表明，Ｈ５Ｎ１亚型禽流

感病毒在４℃的鸟粪中可保持感染活力长达８周，

Ｈ１Ｎ１、Ｈ５Ｎ１亚型在温度高达３５℃的水中，保持感

染活力１～３周
［２５］。由此说来，鸟粪甚至是水都可

能成为禽流感病毒传播的介质，鸟粪随货物或交通

工具的远距离运输可以成为禽流感疫情的来源。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于２００６年初曾提醒：鸟粪是禽

流感病毒的重要源头，气温越低存活越久［２６］。对

此，我国防疫部门一直重视对家禽和野生禽鸟相关

的禽类粪便、饮用水、污水等环境样本中禽流感等病

毒的监测和风险评估。

综上所述，病毒可以“环境传人”“物传人”其实

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病毒能够“环境传人”和远距离

“物传人”是由病毒的理化特性、传播途径、感染机制

及人类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共同决定的。新冠

病毒不是“环境传人”“物传人”的孤例，很多病毒在

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环境传人”，而甲型

肝炎病毒、禽流感病毒等在特定环境下相对稳定的

多种病毒都有“物传人”的可能性，只是通常“物传

人”的风险较小，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６　正确认识和控制“物传人”的风险

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呼吸道传染病，

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经呼吸道的飞沫传

播以及眼、鼻、口直接接触病患的口水、鼻涕等人体分

泌物［２７］。虽然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之后造成感

染，这种“物传人”风险是存在的，但是２０２０
［２８］、

２０２１
［２９］、２０２２年

［３０］连续有国外专家在《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Ｎａｔｕｒｅ》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撰文阐述新冠病毒

“物传人”的概率极低，“物传人”的风险被严重夸大。

在我国的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实践中，经历“进口

冷链”“边贸或口岸作业”“国际邮件”“进口服装”等

相关的多样化途径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我国疾控

部门逐渐认识到新冠病毒“物传人”的重要性和复杂

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在２０２１年５月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第八版）》增加提示了新冠病毒对环境的污

染可能造成接触传播或气溶胶传播，在总体要求中

新增加了“人物同防”的策略［３１］。针对奥密克戎变

异株在我国的流行，疾控部门强调在防控和流调溯源

工作中坚持“人物同溯、同防、同查”的原则［３２］。在

２０２２年３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九版）》中明确指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

播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也包括经气

溶胶传播和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造成感染［３３］。

总的来说，国外的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政策不重

视“物传人”风险，而我国经历了“进口冷链”等途径

的境外疫情输入，十分重视“物传人”风险，坚持“人

物同防”的策略。但也应当指出，虽然新冠病毒比流

感病毒等其它呼吸道病毒在体外的日常环境中存活

期较长，但并未有数量级的差别，病毒在细胞内专性

寄生的特性也限制了其在环境中增殖的可能性，只

能在环境中渐渐衰退、失活。所以也不应过分夸大

“物传人”的风险，对环境过度消杀不但会造成浪费，

还可能对人体及环境等其它方面造成负面效应。

７　讨论

７．１　使用更科学、更实用的科学名词　总的来说，

我国的传染病学科也是在近代引进自西方医学体

系，又结合了我国数千年疫病防治实践中积累的丰

富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学科。我国传染病

学科中一些关键的科学名词的定义与西方学术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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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如本文关注的“传染源”的定义，西方医学界对

其定义较宽泛，强调其传染性；而我国学术界对“传

染源”的定义更加严谨，强调其可增殖性。定义差异

的关键在于被病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是否能被认

定为传染源。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之前，这个定义

的差异并未引起关注；而新冠病毒经进口冷链食品

甚至国际邮件等渠道远距离跨洲际传播的病例，打

破了医学界固有的对呼吸道病毒传播特性的普遍认

知。由“物传人”引发对传染源定义的争议，被新冠

病毒污染的器物和环境，如进口冷链食品是否可以

认定为传染源？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物传人”的

风险，是否应该更新、完善传染源定义，是否可以如

西方学术界强调传染性，采纳较宽泛的传染源定义？

通过本文对新冠病毒“物传人”的理论基础分

析，可知新冠病毒在体外的日常环境中存活期较长，

这是病毒不断变异和进化的结果，由核酸序列的变

异导致蛋白质序列和空间结构的改变，而空间结构

的变化影响病毒在体外环境中的稳定性，这是符合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基本理论的。病毒要维持自

身的主要功能，其变异的幅度有限，因此新冠病毒大

概率不会变异为在日常环境中可长期存活（存活期

以月计或年计）的病毒变异株。而在低温下病毒能

长期保持活性，这也是微生物学的基本常识。新冠

病毒“环境传人”或“物传人”看似是个新课题，但没

有突破已有的生命科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新冠

病毒在“物传人”的过程中没有增殖，所以被新冠病

毒污染的“物”这就不符合我国学术界对传染源的定

义要求。传染源的概念主要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

而流行病学调查主要是在人际间展开，追踪传染源，

发现疾病传播规律，理清传播链，发现潜在的病例密

切接触者，为疾控部门科学决策、控制疫情扩散提供

基础数据信息。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的数个版本坚持认定传染源主要是新冠病毒

感染者［３３］。综合多方面因素，我国学术界对传染源

的定义严谨而科学，并已使用多年，没有必要更改，

如引入西方学术界较宽泛的传染源定义，可能引起

实际工作中的混乱。

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学术界使用较宽泛的传染源

定义也有其道理。被病原体污染的器物和环境的确

可以引发感染，因此，强调传染源的传染性有其合理

性。我国学术界限定传染源为被感染的人和动物而

不包括器物和环境的原因，除了强调可增殖性，也是

受先前的检测技术不够精准所限制。在２１世纪初

期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ＣＲ）的核酸检测技术推广普及之前，我国乃至全球

对传染病的监测主要依靠免疫血清学系列技术筛查

病例，而监测的对象是病原体的抗原及相应的抗体。

例如最常用的“感染四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ＨＢｓＡｇ）、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ＨＣＶ）、梅毒螺旋

体抗体（抗ＴＰ）、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ＨＩＶ）］

检查，通过采血标本检测相应抗原、抗体，可高效便

捷地筛查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这４种

重要传染病。在同时期对甲型肝炎等消化道传染

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也是主要依靠检测

相应病毒的抗原或抗体。但是免疫血清学技术对生

物体以外的环境标本中的痕量病毒的检测不够灵

敏，无法用于监测环境标本中的病毒［３４］。因此，以

前对传染病的监测均是针对人和动物筛查抗原或抗

体，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关注环境中病毒（病原体）

的情况。近十几年来，基于ＰＣＲ技术的核酸检测技

术的推广、普及，对传染病病例筛查、流行病学调查

等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ＰＣＲ技术可精

确地扩增病原体的特异性核酸序列，具有高特异度、

高灵敏度、高精确度、简便快速等优势，是病毒检测的

“金标准”。核酸检测技术的普及使疫情防控中监测

的目标由人和动物体内病毒的抗原、抗体，转变为监

测人、动物、器物和环境中病毒核酸的有与无。以新

冠病毒疫情防控为例，病例筛查以核酸筛查为最可靠

的技术手段，有利于早发现病例实施精准防控；此外

还可以对环境标本进行核酸检测，以确定器物表面和

环境中是否存在新冠病毒，这是解答“环境传人”新课

题，贯彻“人物同溯、同防、同查”策略的必要手段。

更进一步设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否逐渐淡化对

“传染源”这个概念的使用，有针对性强调对病毒的

监测和防治，如由“快查传染源”转变为“快查病毒来

源”。因为引发传染病的直接原因是病毒，病毒具有

传染性，其既可以存在于病患和动物宿主体内，也可

以附着于器物表面及整个病患生活的小环境中。病

毒具有传染性，在病患和动物宿主体内具有可增殖

性；同时应用核酸检测技术，病毒还具有易于检测的

特性。可见，病毒同时具备传染性、可增殖性、可检

测性的三方面特点，由此疫情防控的筛查对象可由

被感染病患转变为病毒，这样是否更科学、全面，与

“人物同防”的防治策略相适应。

７．２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防范化解“物传

人”的风险　相比于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新冠

病毒“物传人”的概率较低，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

视，但我国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工作十分重视“人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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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与西方对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策略的本质差异。多数西方国

家强调“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等策略，其人际间

的病毒传播一直存在，病毒流行率高，传播普遍，感

染率随管控水平、免疫水平、病毒变异等因素动态变

化，因此“物传人”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而我国“动

态清零”的方针，强调及时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染源、

迅速锁定管控目标、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当病毒“人

传人”被控制时，“物传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就

是在特定条件下，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

在采取严格管控条件下，“物传人”的传播途径成为

新冠病毒从“疫区”向“非疫区”或“清零区”传播的重

要途径，例如新冠病毒自境外随进口冷链食品或其

它物品输入大连等城市。在我国的新冠病毒感染防

治实践工作中及时认识到“物传人”的风险，强调“人

物同防”是适合我国国情和防疫要求的。在关注“物

传人”的风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病毒在“物传人”过

程中没有增殖，在体外日常条件下存活期一般不超

过数天等这些基本的生物学常识，不应过度强调甚

至夸大“物传人”的风险，采用过度的消毒操作和非

必要的隔离管控可能造成浪费，还可能对环境和健

康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要实现“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就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通过调查

研究、加强监测和模拟试验，掌握新冠病毒在不同环

境条件下的存活期时长，了解新冠病毒的多种传播途

径，从而对“物传人”的风险做出精准的分析和评估。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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