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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
,

也可 以用人体腰部与臀部周长的比值
。

现

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机构 (# ) ∗ #+ ,− 所采用

的所谓
“

身体质量指数
”

(./0− 是最为流行的判断方

法
,

它是体重 的公斤数除以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

方
。

对于成年人来说
,

%∋ 以上为超重
,

1& 以上 为肥

胖
,

∃ & 以上为极度肥胖
。

医学界对于肥胖的担忧是

因为它与心血管病和糖尿病有密切 的关系
。

对于引起 ,∗ 2 , 的新的冠状病毒及其蔓延方式

的研究工作是这一时期另一个新的热门课题
。

直至

% & & % 年底
,

还没有人听说过什么 ,∗ 2 ,
。

但 % &&% 年

在期刊上发表的有关 , ∗2 , 的论文平均每周超过 %&

篇
,

可见这种来势汹汹的疾病如何在短时间内影响

了我们的世界
。

,∗ 2 , 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别
,

所以在

诊断过程中首要 的任务是排除各种可能引起人们

呼吸系统问题 的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 的病因
。

实际

上这种综合征是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引起来的
,

首

次分离的 ,∗ 2 , 病毒被称为 34 567 8系
,

这是为了纪

念 9 ) : 的一位专家 ;6 4 � 345 67 8而命名 的
,

他在为

,∗ 2 , 患者工作时献出了生命
。

新 的冠状病毒首先

是 由电子显微镜辨认出来的
,

它与以前确定的三种

冠状病毒都不 同
。

,∗ 2 , 的蔓延能很快得到控制
,

在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合作
,

其中中国也做出了

重要贡献
。

如果 ,∗ 2 , 又重新蔓延
,

那么其来源很可

, ∗ 2 , 病毒主蛋白酶二聚物结构图

能是某种动物携带者
,

或者是实验室事故
。

由于这

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病毒
,

要求三级密封设备
。

医学

领域的其他热门课题还 包括 绝经 后妇女用激素治

疗
、

克罗恩病治疗
、

白血病药物治疗
、

乙型肝炎的治

疗
、

骨髓细胞研究
、

血小板治疗
、

间叶细胞 干细胞 的

多效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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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窥传染病看保护医学

口张树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 & & Χ&−

最近一些年来
,

随着艾滋病
、

登革热
、

埃博拉
、

莱姆病
、

尼帕
、

,∗ 2 , 等新发传染性疾病的不断 出

现
,

人类的生命与生活受到极大影 响
,

经济遭受巨

大损失
,

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Β
传染性疾

病的出现为何越来越频繁 Δ

艾 滋 病 艾 滋 病 目前在 全球 每 年 造 成 % & & Ε

1& &万人死亡
、

∋& 亿美元的花 费
。

尽管关于艾滋病的

起源还有争议
,

但它从非洲 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传播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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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已是不争的事实
。

登革热 登革热存在 于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在 ≅&

多个国家和地 区流行
,

有 近 %& 亿人 口受 到感染 的

威胁
。

当前
,

登革热有急剧扩大流行的趋势
,

其原 因

一是全球气候变暖
。

这造成该病流行范围从热带
、

亚热带向温带地区扩展
,

受害人群增多
,

并使蚊子

活动季节延长
,

活动区域扩大
,

病毒在蚊体内增殖

活跃
,

病毒的毒力增强
。

人 口大量流动是登革热流

行扩大 的另一重要因素
,

现代化交通促成登革热的

远距离扩散
。

埃博拉 埃博拉出血热是 目前 已 知的毒性最大

的病毒性疾病
,

病死率达到 ∋&
一
Μ& Ν

。

该病起源于

非洲丛林中
。

尽管 非人 的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传染

源
,

但它们并不是 自然宿主
,

它们和人一样是通过

直接 接触 自然 宿 主或者从 自然 宿主通过某 种传播

链而感染
。

实验表 明
,

感染病毒的蝙蝠不会死亡
,

这

提示这些 哺 乳类动物在 热带雨林中起到保存病毒

的作用
。

莱姆病 莱姆病 是一 种新发 现 的人兽共患病
,

病原体为莱姆病螺旋体
,

通常以蟀为传播媒介
,

在

人和动物中广 泛流行
,

人被蟀 叮咬后约有 < Ν 左右

的发病率
。

莱姆病在全世界 五大洲的 1& 多个国家

都已有病例报告
。

此病在美国是传播最快和最常见

的一种疾病
。

我国长白山
、

天山
、

祁连 山
、

六 盘山
、

太

行山和武夷山等
,

都是莱姆病疫源地
。

莱姆病侵犯

人体多个器官和系统
,

早期以慢性游走性红斑为特

征
,

同时出现发烧
、

多汗
、

疲 乏
、

无力
、

头痛
、

颈强直

以及肌肉
、

骨和关节疼痛等症状 Ο 后期则 出现关节
、

心脏和神经系统等受损表现 Ο 如不及时治疗
,

可使

人永久性残疾
。

尼 帕 < Μ Μ Χ 年 Μ 月
,

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首次

暴发
,

在几个月的时间大批 的猪死亡
,

所感染的 % ∀≅

人中有 <& ∋ 人丧生
。

随后 的研究证实
,

狐蝠是尼帕

病毒的 自然宿 主
。

,∗ 2 ,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
,

导致全世

界 Χ& & 余人丧生
,

造成数百亿美元经济损失
。

尽管

自然宿主是否野生果子狸迄 今还 在探究过程中
,

但

,∗ 2 , 病毒由市场或餐馆 的果子狸传给人 已经是学

术界公认的事实
。

从以上 的流行病例可以看 出
,

这些暴发突然
、

传

播迅速
、

危害猛烈的疾病与野生动物
、

外界环境条

件往往有着直接的关系
。

人们逐渐意识到
,

人类健

康与动物健康
、

生态系统健康已经融为一体
,

密不

可分
。

于 是
,

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

保护医学

(;
� 7 Κ = 4Π 6 Α8� 7 /= Φ 8= 87 =

−诞生 了
。

< ΜΜ ≅ 年
,

Θ �Γ ? 在一篇题为《野生动物
、

人类与发

展》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 了
“

保护医学
”

这一名词
,

并提出了它的概念和基本含义
,

将这一健康与生态

交叉 的学科正式提出来 川
。

Θ �Γ ? 理念 的核心是
Β

健

康涉及整个生命网 Ο 健康体系包含了包括人类在 内

的所有物种 Ο 生 态过程联结物种 之间的相互关系
,

约束所有 的生命体系
。

随后
,

人们对人类健康与野

生动物
、

生物多样性
、

气候或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

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

这方面 的综述文章和

专著也较多
,

例如 Ρ4 8ϑ� 论述了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

康的关系
Σ”

,

+ΤΚ Α= 87 论述 了气候
、

生 态和人类健康

的关系
’1 ’。 至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共患疾病

,

或包

括家养动物 的人兽共患疾病的研究和报道
,

以及论

述人类健康与动物疾病之 间的关系的文章和著述
,

则更加丰富
‘∃ ’。

然而
,

保护 医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

可 以认为是

《保护医学
Β
生态健康实践》(Γ � 7 Κ =4Π 6 48� 7 Υ = Φ 8= 87 = Β

= = �  � ς 8= 6  ?= 6  Α? 87 Ω46 = Α8= = −一书的问世
Σ”

。

% & & % 年 ∀

月
,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

∗ ςΞ8 44= 等人编辑
、

≅∋ 位

国际 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这本学 术专著全 面系统

地介绍了保护医学 的内容
、

方法
、

研究意义和实践

工作
,

成为这一交叉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

目前
,

美国的多家研究机构 已经正式以
“

保护 医学
”

命名
,

著名的有
Β
;� 7 Κ � 4Α 8Ξ Υ ϑ� Β ; � 7 Κ =4Π 6 Α8� 7 / = Φ 8= 87 =

= Ι &

9 8 Φ  8ϑ= Η 4 Ξ Κ Α
,

, =?� �  � ϑ � = Α= 48 7 6 4Ψ / = Φ 8= 87 = � ϑ

Η Ξ ϑΑ Κ 3 7 8Π = 4Κ 8ΑΨ 的 ;= 7 Α= 4 ϑ� 4 ; � 7 Κ= 4Π 6 Α 8� 7 / = Φ 8= 87 = ,

= � 7 Κ =4Π 6Α 8� 7 / = Φ 8= 87 = = = 7 Α= Β � ϑ = ? 8= 6即 等等
。

可见
,

保护 医学是年轻而且极其活跃的学科
,

它的产生和

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

从概念上讲
,

保护 医学是在人

类健康
、

动物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三个层面 的交叉

(图 < − Ο 但它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科交叉
,

而是各个

衡4 Φ ΚΓ 8=二
。

67 Φ Η= =

?7 � 之琏沙 Ι /� Φ= 47 姗Α8�
7
�ϑ ∀’46 Φ8 如76  Γ? 87=Κ

�

/= Φ8Γ 87=
6

7Φ /Φ Α=48 6

/= Φ8Γ 6Λ 卯



% &&∋ 第七卷 第四期 Ζ � � 
!

∀ # �
!

∃

学科知识与方法 的整合
。

它 主要从两方面人手
,

一

方面研究病原体
、

宿主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

另一方

面研究物种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

例如
,

它探讨

气候变化对疾病传播与控制的影响
,

也探讨疾病对

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影响
。

事实上
,

传统的人类医学在审视人类与环境之间

的健康联系方面往往很片面
,

通常将危害人类健康的

焦点集 中在污染扩散等环境的下游因素
,

而不是生态

退化
、

物种减少
、

污染防治等预防性的上游因素
。

保护

医学的目的在于证明健康联系着所有的物种
,

尤其是

从生态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时
,

人类的

健康离不开其他物种 的健康
,

反之亦然 Ο

而所有生命的健康又与它们所生活的生

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图 % −
。

目前
,

保护医学研究的热点和关键

问题主要 有以下 四个方面
Β  − 全球生态

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
,

其中气候

变 化是关系到生 态健康的最紧迫 的问

题之一
,

它在促进传染性疾病从热带地

区到温带地区的传播中起 主要作用
。

例

如
,

温带地区现在已经发现 了疟疾和登

革热等原先只有热带地 区才能见到 的

疾病
。

%−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

关系
。

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 的速度

提高到了人类出现前的 4� � 一 <& & & 倍
。

我们在失去大量动植物物种的时候
,

很

可能有许多物种还没有被人类发现
,

而

保护医学

社会政治 温室气体的释放 为生存 繁殖
全全球气候候
温温度 降雨雨

平平均 变化化

人人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野野野野野野生动物物

家家养动物物

传播

它们可能是有价值的新药物 的来源
。

而且
,

所有的物

种和 自然环境构成了生态系统
,

其特点是具有服务

功能
,

包括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
、

大气水分循

环
、

净化饮用水
、

调节全球温度和降水量
、

形成土壤

和保肥
、

植物授粉
,

以及提供食物和燃料等等
,

因此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离不 开所有生命支撑的服务功

能
,

而这种功能的丧失正是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引起 的
。

1− 媒介传染生物与景观变化之间的关系
。

这

里所说的景观变化就是指原始森林的砍伐和人工造

林带来的森林的演替
,

这种变化使得病原体寻找新

的自然宿主
,

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感染给人
。

例如
,

狐

蝠本来分布于原始热带雨林
,

但由于人类不断砍伐

森林
,

它们飞到人类活动的地区
,

将尼 巴病毒传播给

家畜和人
。

∃ −人兽共患疾病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

关系
。

一方面
,

动物携带 的病原体和寄生虫会传染给

人类
,

给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Ο 另一面
,

野生动物 的自

然保护 问题也成为人类共患疾病管理的挑 战
。

西尼

罗河病毒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

蔓延迅速
。

已 知美 国有

巧: 多种鸟类
、

巧 种哺乳动物和 < 种爬行动物 已经

感染上 了这种病毒
,

对许多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影

响越来越大
。

与生态旅游相关
,

中非 的山地大猩猩受

到人类疾病的威胁
,

流行性感冒
、

麻疹和肺结核都给

%& & 〔肠4 Λ ΚΓ 8=7Γ
。 。

耐 Η=
=人7 � 哪

Ι 肘。
山47 汤 Α8。。 �ϑ 玩己8Α8� 76 [以 87 = Κ=

肠己记87=
6

耐 /6 Α=4 86 /=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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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种群带来巨大伤害
。

在达尔文时代
,

自然科学与医药科学分道扬镰
,

就像进化树上的分支
,

朝各 自的方向发展 Ο 现在
,

保

护医学终于将二者重新聚在一起
。

我国是一个人 口

众多
、

健康水平相对低下
、

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大

国
,

尤其需要重视和尽快开展保护 医学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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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祥性宁一美于申阎种质资源

面琦的挑战与瑜累

口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 <& & & Χ< −

根据化石考证
,

地球上最早出现的低级形式 的

生命 (例如细胞和蓝藻 −起源于 ∃ & 亿年以前
。

经过

∃& 亿年 的缓慢进化与分化
,

逐渐形成了各种 各样的

千变万化的生命形式
,

形成 了生物多样性
。

换句话

讲
,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 的生态复合体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川
。

种质资源是生物多样性 中与人类生存与发展密

切相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是具有实际利用和潜

在发展价值
、

且可再生的生物资源
。

种质资源是伴

随着人类活动
、

农业起 源而生成
,

且不断创新
、

不断

发展的生 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

是人类繁衍 和

发展 的最 根本 的物质基础和战略资源
。

一
、

种质资源的起 源
、

内涵与发展

据出土化石分析
,

人大约在 %& 万年前 由猿人进

化成早期智人
,

开始 了人类 以渔猎
、

采集为生的原

始 阶段
。

大约 < 万年前
,

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
,

开始栽培植物
、

养殖动物
,

随后又开始利用微生物
,

农业 开始出现
,

使地球上首次 出现了农业 生态系统

和人文景观
。

可 以讲
,

这是人类为生物多样性做出

的贡献
,

特别是极大地创造
、

丰富了种质资源的多

样性
。

地球上大约有 < 一 Χ 万可食用 的植物
,

而人类

在各个时期至少利用 了 1&& & 种可食用 的植物
。

经过

近万年农业的发展
,

人类 已完成 了 < %& & 种植物 的栽

培
,

1 & 一 ∋ & 种动物的驯化
、

数百种微生物的利用 Ο 而

真正 大面积栽培 的植物只有 <∋& 种
,

其中 %Μ 种占了

农 田生产 的 Μ& Ν <%<
。

种质资源是与人类活动
、

农业起源
、

发展密切相

关的重要物质基础
。

因此
,

种质资源不仅包括在任

何地区
、

任何时间栽培
、

驯化
、

利用的生物种及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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