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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蔓延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社
会带来了全方位、灾难性的影响，也使“如何及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重要命题走人
公众的视野，并成为2l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回顾人类历史，生存与发展、文明与进步无一不是在一次次与疾病、瘟疫的对抗与交锋中，在总结危
机事件应对的经验教训中不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
此书从迫切的现实需要出发，从人与生态、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等多维角度，对历史上发
生的有关传染病、食物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核与辐射事故、化学物品急性中毒、大气污染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分别加以阐述。
作者从事件的历史背景出发，叙述事件发生的过程，探究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对事件的应对与
结果进行历史性的剖析。
其中既有～定的理论阐述，又介绍了很多具体措施，并总结了处理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虽然本书的专业性较强、知识面较广，但是文字深入浅出，将事件产生的原因与机制阐释得简明易懂
。
作者本着公共卫生学者特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经济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对人类干
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思考，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不仅仅要从技术与管
理人手，更要从更新价值观和发展观中寻求应对危机的新策略，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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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SARS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广大国人，特别是各级政府和卫生工作
人员以很大的震动和启示。
人们开始认识到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极端重要性。
人类的文明进程便是在一次次与瘟疫斗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以及一系列危机事件应对的经验和教训
中不断成熟和长大的，本书就是通过对古今中外发生的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总结经验教训，不仅从技术角度，更重要的是从管理和决策角度，深入和系统地总结人类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由此带给人类的一种启迪，一种思考，一种示范，一种指
导，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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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来自热带雨林的幽灵——埃博拉第一章 人与生态第一节 来自热带雨林的幽灵——埃博
拉在云南边陲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地有一种外形酷似黄鳝的毒物，叫做“化骨丹”，一
旦被人误食，食者就会中毒而死，化为一滩血水，非常恐怖。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类似于“化骨丹”的生物，它就
是非洲雨林中的闪电杀手——埃博拉病毒。
人们有理由恐惧埃博拉，因为它是众多神秘并且极其危险的非洲出血病毒之一。
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病死时的恐怖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一位传染病专家曾这样描述：“病人体内外大出血，由于体内器官坏死、分解，他还不断地把坏死组
织从口中呕出，我觉得就像看着一个大活人慢慢地在我面前不断溶化，直到崩溃而死。
”而曾在乌干达执行埃博拉控制使命的美国传染病专家海曼是这样描述的：“埃博拉患者住的病房里
到处都是鲜血，被褥上、地板上、墙壁上；他们吐血、便血⋯⋯”埃博拉是人类迄今为止未能征服的
致命杀手之一，是世界医学界面对的一道难以解读的“哥德巴赫猜想”。
那么埃博拉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不妨先与这种病毒简单认识一
下。
一，揭秘埃博拉人类首次认识埃博拉是在1976年的夏天，在非洲国家扎伊尔埃博拉河边的一个小镇，
一位叫尼果·姆硕拉的医生首次记载了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症状： “这种疾病传播迅速，能置人于死
地。
它使患者高烧39℃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
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图1-1-1）。
后来，科学家们从一位患者的体内首次分离出了这种疾病的“元凶”。
这是一种新病毒，由于发现地附近的一条河叫埃博拉河，因此将其命名为埃博拉病毒，由它引发的疾
病被称为埃博拉出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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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有这部书稿的想法源于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的暴发。
这一影响深远的现代瘟疫在中国和全球的蔓延，成为2l世纪引发世人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时与危
机管理的分水岭。
sARs事件对中国的意义正如“9·11”之于美国，将已经逐步淡出人们视野的公共卫生重新拉回到政府
议事日程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中。
sARs危机后，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危机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外活跃，公共卫生系
统的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巨额投入。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571593）和国家科技部863课题（2006AA022460）的支持下，我们在这一
领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得以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古今中外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公共
卫生事件案例，编撰成这样一部集历史事实和应对反思于一体的书稿。
在人类迈进21世纪的今天，重温过去已经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掀开每个典型事件的应对处置环节，
梳理每个案例发生的深刻根源，提示后人如何更好地应对危机，在更广阔和深远的社会背景下反思事
件对人类的警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代启示录》，从书的提名可略见我们编撰此书的初衷。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穿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每一个历史瞬间，认真反思人类以惨重生命代价
所换得的经验和教训，从每一次灾难中感悟其带给我们的关于人和自然——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刻启示
和内涵，从而找寻到正确的方向。
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仍会有很多事件无法避免，但我们却可以以更小的代价换得生机。
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人类应对危机的历史案例中意识到每一个体和组织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更理性地
反思如何与自然共处、与生物共存、提升灾难和危机的应对技术及管理谋略，我们会在下一次危机和
灾难面前，变得更从容、自若.这也是此书编写者的最大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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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现代启示录》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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