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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探讨

刘�飞
盘锦市兴隆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盘锦市兴隆台区卫生监督所）�辽宁�盘锦�124000

摘�要：狂犬病，这一致命的病毒感染，正悄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其传播，我们必须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管理传染源，严控病毒扩散；及时处理伤口，阻断病毒入侵途径；加强预防接种，提高人群免

疫力；同时，通过广泛的公众教育与宣传，提升大众对狂犬病的认知和防范意识。这些举措共同构筑起抵御狂犬病的

坚固防线，守护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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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狂犬病，作为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所引发的恶性传染

病，以其高致死率和无法治愈的特性而令人闻之色变。

病毒潜藏在动物的唾液中，一旦通过伤口或黏膜侵入人

体，便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正因如此，预防和控

制狂犬病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狂犬病的病原

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切入，深入剖析其预防控制措施，以

期为有效遏制这一病魔提供科学指导。

1��狂犬病概述

狂犬病，这个名字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恐惧。它是一

种高度致命的病毒感染，一旦染病，生还的希望渺茫。

狂犬病主要通过动物的唾液传播，尤其是当人类被感

染的动物咬伤或抓伤时，病毒就可能乘虚而入，开始其

在人体内的致命之旅。狂犬病病毒对神经系统有着极高

的亲和力，一旦病毒进入人体，它会迅速在神经系统中

复制并沿着神经纤维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在这个过程

中，病毒会不断破坏神经细胞，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随着病情的加剧，患者会出现一系列严重的症状，

如恐水、怕风、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这些都是狂犬

病典型的临床表现。最终，病毒会猛烈攻击脑干等生命

中枢，导致患者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而死亡，狂犬病的

可怕之处在于其高致死率和潜伏期的隐蔽性。在病毒感

染初期，患者可能无明显症状，这使得狂犬病在早期难

以被发现；而一旦症状显现，病情会迅速恶化，治疗难

度极大。鉴于狂犬病的巨大危害，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

措施至关重要，这包括避免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

及时处理动物咬伤的伤口，以及接种狂犬疫苗等。对于

家养宠物，定期接种狂犬疫苗更是必不可少的预防措

施，狂犬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难题，更是一个严峻的公共

卫生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并掌握

基本的预防控制措施，以有效抵御狂犬病的威胁，确保

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安全[1]。

2��狂犬病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

2.1  狂犬病的病原学特征
狂犬病，作为一种严重的病毒感染，其病原学特征

主要体现在狂犬病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和传播途径上。

（1）狂犬病病毒的生物学特性。狂犬病病毒属于弹状
病毒科，这一科的病毒因其形态似子弹而得名。狂犬病

病毒具有嗜神经性，即它特别喜欢侵犯神经系统；在神

经细胞内，病毒能够高效复制，并沿着神经纤维迅速传

播，这也是狂犬病病毒致病力极强的原因。此外，狂犬

病病毒对外部环境条件较为敏感，它对脂溶剂、紫外线

和酸碱度的变化都有明显的反应；在特定的物理或化学

条件下，如使用脂溶剂处理或暴露在紫外线下，病毒容

易被灭活；这一特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病毒的传

播，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处理可能含有病毒的样本或

环境时，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以避免病毒失活前

的潜在传播风险。（2）狂犬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
通过动物的唾液进行传播，当人类被感染的动物咬伤、

抓伤，或者伤口被舔舐时，病毒就有可能通过这些接触

点进入人体；这也是为什么在与疑似感染动物接触后，

需要立即进行伤口处理和疫苗接种的原因。除了通过唾

液传播，狂犬病病毒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播，虽然这

些途径相对较少见。例如，病毒可能通过气溶胶形式传

播，这通常发生在实验室环境或病毒浓度极高的封闭空

间中；在极罕见的情况下，病毒也可能通过器官移植或

输血等途径传播，这通常与医疗操作中的不慎有关。了

解狂犬病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和传播途径，对于我们制定

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策略至关重要；这些知识不仅能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病毒的致病机制，还能指导我们在面对

潜在感染风险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2.2  狂犬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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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揭示了该病在全球的分布情

况、易感人群及其与时间的相关性，这些信息对于预防

和控制狂犬病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1）地域分布。
狂犬病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病例报

告；但发病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

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经济条件相

对落后，动物控制、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系统可能不够

完善；在这些区域，流浪狗和野生动物的数量较多，且

难以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加了狂犬病传播的风险。相

比之下，发达国家由于动物控制严格、疫苗接种普及率

高以及公共卫生体系健全，狂犬病的发病率相对较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完全忽视狂犬病的威胁，

因为随着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增加，狂犬病病毒有可能

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这些国家。（2）人群分布。狂犬病是
一种无差别的感染疾病，任何年龄、性别和种族的人都

有可能被感染；但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由于免疫力相

对较低，感染风险相对较高；儿童通常好奇心强，喜欢

与动物互动，但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因此容易被动物咬

伤或抓伤；老年人则可能因为行动不便或反应迟钝而增

加暴露于狂犬病病毒的风险。（3）时间分布。狂犬病发
病并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有

可能发生感染；但春季和夏季是动物活动频繁的季节，

人们与动物的接触机会也会相应增多，在这段时间里，

人们更有可能被动物咬伤或抓伤，从而增加感染狂犬病

病毒的风险；于是，在春季和夏季，公众需要更加警

惕，避免与野生动物或未接种疫苗的宠物过度接触[2]。

3��狂犬病预防控制措施

3.1  管理传染源
（1）针对已经感染或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必须

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这些动物体内携带的病毒是狂

犬病传播的主要源头，因而，立即捕杀并进行无害化处

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能够直接消除病毒的一个重要

传播源，还能有效阻断病毒通过接触、撕咬等方式向其

他动物或人类传播；无害化处理必须严格按照防疫规定

进行，确保病毒被彻底消灭，不再对环境和生物构成威

胁。对于感染动物的捕杀和无害化处理，需要专业的防

疫队伍进行操作，以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和有效性；这

一行动也是对公共安全和动物福利的负责体现，旨在保

护更广泛的生物群体免受狂犬病的侵害。（2）病兽尸体
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深埋或焚烧是处理感染狂犬病动

物尸体的有效方法，通过这些方式，可以确保病毒不会

通过尸体传播给其他生物。在处理过程中，必须遵循严

格的防疫规定，以防止病毒泄露或扩散；另外，与防疫

部门的紧密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提供专业的指导

和支持，确保处理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家养宠
物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成为狂犬病的传播

媒介。于是，加强宠物管理，定期为宠物注射兽用狂犬

病疫苗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宠物感染

狂犬病的风险，从而间接保护人类免受病毒的侵害；还

应该避免宠物与野生动物接触，以减少病毒在不同物种

之间的传播机会，这既是对宠物健康的负责，也是对公

共安全的贡献。

3.2  伤口处理
（1）伤口的初步处理和清洗是被咬伤后的首要任

务。在病毒尚未深入体内之前，通过流动的清水持续冲

洗伤口，能够有效清除伤口表面的病毒；这一过程至少

需要持续15分钟，确保病毒数量尽可能减少。这一步骤
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后续治疗的效果

和患者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在清洗过程中，应确保水流

直接对准伤口，以便更好地清除病毒和细菌。伤口的初

步处理和清洗是阻断病毒侵入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的

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后续治疗措施的成败；于是，在处理

伤口时，必须严谨、认真，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

（2）清洗伤口后，接下来的步骤是消毒与包扎。使用
碘伏或酒精等消毒剂对伤口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可以

进一步杀灭可能残留的病毒和细菌。无菌纱布的包扎则

能够保护伤口免受外界污染，降低感染风险；这一过程

同样需要细致入微的操作，以确保消毒和包扎的效果达

到最佳。伤口的消毒与包扎是预防狂犬病感染的关键环

节，正确的消毒方法和适当的包扎技巧能够有效减少病

毒和细菌的滋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保护。（3）对于较
深的伤口或位于头面部的伤口，免疫球蛋白的局部浸润

注射是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免疫球蛋白能够与病毒结

合，中和其毒性，从而降低病毒对人体的侵害；这一步

骤的实施需要专业医护人员的精确操作，以确保药物能

够准确、有效地作用于伤口周围。免疫球蛋白的局部浸

润注射是针对高风险伤口的重要治疗措施，通过中和病

毒，它能够显著降低患者感染狂犬病的风险，为患者的

康复提供有力支持。

3.3  预防接种
（1）在选择狂犬病疫苗时，需要根据市场上可用的

种类，如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等，来做出合理的决

策。不同的疫苗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人群，所

以，选择哪种疫苗应根据个体情况，如年龄、健康状

况、过敏史等，以及医生的建议来综合考虑。例如，对

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可能需要选择更为温和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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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这一步骤是预防接种的第一步，也是确保接种效

果和安全性的关键。疫苗接种种类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体

健康，也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在充分了解各种疫

苗特性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做出最为合理的

选择。（2）进行疫苗接种时，遵循规定的接种程序至
关重要。这包括接种的时间间隔、剂量以及接种部位的

选择等，接种前后的一些禁忌事项，如避免剧烈运动、

不饮酒等，也需要严格遵守；另外，接种后可能出现的

不良反应，如发热、局部红肿等，应提前了解并做好应

对准备；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就医，以便得到专

业的处理和建议。规范的接种程序和严格的注意事项是

确保疫苗接种效果最大化的关键，需要对接种者进行充

分的告知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依从性和自我保护意识。

（3）对于高风险暴露者，如被疑似感染动物咬伤或舔舐
伤口的人群，除了进行常规的疫苗接种外，还需要注射

免疫球蛋白以增强免疫效果。免疫球蛋白能够迅速提供

被动免疫保护，降低病毒在体内繁殖和扩散的风险；但

免疫球蛋白的注射并非一劳永逸，需要定期对接种效果

进行评估，以确保免疫效果的持久性和有效性，这包括

检测体内的抗体水平、观察接种者的临床表现等。通过

综合应用疫苗接种和免疫球蛋白注射等手段，能够更加

全面地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的传播，这不仅是对个体健康

的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贡献[3]。

3.4  公众教育与宣传
（1）必须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狂犬病的认识。狂犬病

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疾病，更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

传染病；利用媒体、宣传册、讲座等多种形式，可以向

公众广泛传播狂犬病的基本知识、传播途径、危害程度

以及预防措施。这样的教育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公众建立

起对狂犬病的正确认知，还能激发他们主动参与预防工

作的积极性；只有当公众充分认识到狂犬病的严重性和

预防的重要性，我们的防控工作才能事半功倍。（2）宣
传预防狂犬病的知识和方法同样重要。让公众了解如何

有效预防狂犬病，是教育工作的核心目标；需要向公众

普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定期为宠物接种疫苗、正确处

理动物咬伤等实用知识，这些知识不仅能够帮助公众降

低感染风险，还能在不幸遭遇狂犬病暴露时，为他们提

供科学的自救方法。且还要强调个人卫生和防护措施的

重要性，提醒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减少病毒传播的可能性。（3）教育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
狂犬病相关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面对狂犬病疫

情时，保持冷静和理性至关重要，需要引导公众避免恐

慌和盲目行为，以免加剧疫情的传播和扩散。为此，可

以提供正确的求助渠道和就医建议，确保公众在需要时

能够及时获得专业帮助和支持；通过教育和引导，可以

帮助公众建立起科学、理性的应对态度，共同构筑起抵

御狂犬病的坚固防线。

结语

狂犬病，这一高度致命的病毒感染，时刻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与安全。然而，通过我们对狂犬病的病原学及

流行病学特征的深入了解，以及积极实施有效的预防和

控制措施，我们可以显著减少其发病率和致死率，从而

坚实地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这是一场需要全人类共同

努力的战役，只有我们携手并进，才能让狂犬病这一恶

魔无处遁形，共同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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