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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医学病毒获得迅速 

发展，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许 

多地方开展医学病毒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 

就。过去危害人类健康的天花、麻疹、小儿麻痹、 

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肺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腹 

泻、流感等病毒性疾病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有的 

已被消灭，为保障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白上一世纪 8O年代开始，我国医学病毒研究由经 

典病毒学时代步入分子病毒学时代。分子病毒学的 

兴起，在阐明病毒基因及其产物的结构和功能的基 

础上，有可能揭示病毒感染分子病理的本质，从而 

为采用新的思路有效诊断、防治和控制病毒感染提 

供了可能性。 

已从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分离出常见呼吸 

道病毒并阐明其病因。人类患急性呼吸道感染次数 

是患各种疾病之首，已证明急性呼吸道感染多数由 

病毒引起，尤以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流行对 

人类生命健康影响最大，我国许多病毒界的前辈或 

多或少的都从事过流感病毒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 

5O年代中，我国就成立了国家流感中心室，对流感 

病毒引起流感进行病原学、流行病学、病毒特性、 

疫苗等方面的研究。以朱既明院士为首的科学家发 

现 1957年、1968年、1977年引起世界流感流行的 

甲型流感病毒 3个亚型，推动了全国流感的防治研 

究。上个世纪 8O年代中期郭元吉教授又开展了流 

感病毒的生态学研究，成立了全国流感监测网，并 

发现动物流感病毒传人病例，为控制流感做出贡 

献。 

1958年冬我国北方地区流行中毒性小儿肺炎， 

病死率高(2O％)，严重危害小儿身心健康。以朱既 

明和任贵方教授为首的科学家搞清了小儿中毒性 

肺炎是由 3、7型腺病毒引起的，从而揭开了儿科 

单位研究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 (尤其是肺炎)的病 

毒病因工作的序幕。随之，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 

究所、吉林医大等单位对小儿肺炎进行了腺病毒病 

原、病毒特性、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等进行 

广泛长期的研究。l962一l964年侯云德院士率先在 

我国开展副流感病毒研究，成功地从小儿急性呼吸 

道感染患者中分离出副流感病毒 l一4型并证明其病 

因作用。 

在上个世纪7O年代初期防治“老慢支”会战时，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朱关福教授等 

从感冒患者中分离出冠状病毒和鼻病毒，并对鼻病 

毒进行初步分型。197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昆字 323 

部队首次报道从 1972—1974年间收集的感冒和肺炎 

患儿中分离出6株合胞病毒，1977年中国医学科学 

院儿科研究所也报道，从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分离 

出合胞病毒。因此，到 7O年代中期，我国已相继从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分离出引起呼吸道感染的常 

见呼吸道病毒并进行了病毒病因相关性研究。 

2002年冬季我国广东省部分地区突发SARS疫 

情，短短数月，疫情扩散到我国内地 24个省、市、 

自治区，严重危及人民身心健康。我国科学家象世 

界上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在香港大 

学之后，很快找出 SARS的病原，并对 SARS CoV 

的病毒形态、分子生物学、血清学、动物试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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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来源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在国际上成功地研制 

出SARS灭活疫苗，现已进入临床试验。此过程中 

香港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工作出色。 

麻疹是小儿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小儿普遍易 

感。在麻疹疫苗应用前，我国就采用母血来预防接 

触麻疹患者的易感小儿；此外，对麻疹病毒进行了 

深入研究。于 1965年由北京、上海、长春生物制 

品研究所 自行研制成功麻疹疫苗，经广泛接种，我 

国麻疹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在防治麻疹工作中， 

诸福棠、黄祯祥院士、章以浩、张菁、俞鼎新教授 

等作了大量有益的出色工作。 

在肠道病毒研究工作方面，成绩突出。早在上 

个世纪 50年代中期，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 

曾毅教授等就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并研制与 

试用脊髓灰质炎病毒 (Polio)减毒活疫苗，为我国 

消灭此病毒传播打下基础。由于广泛接种脊髓灰质 

炎减毒活疫苗，我国脊髓灰质炎发病人数逐年下 

降，并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消灭本土脊髓灰质 

炎病毒野毒株传播。 

197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苏诚 

钦教授 等 率先搞 清云南 林场 急性 心肌 炎患者 

CoxA9的病毒病因，推动了我国对心肌炎的病毒病 

因研究。首都儿科研究所组织了九省市儿科单位心 

肌炎协作组，并开展病毒病因、发病率和临床防治 

方面的研究，引起人们关注肠道病毒与人类疾病的 

关系。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国发现 ECHO3型病 

毒引起纸坊病；以及山东、延边地区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脑炎，弄清 CA16、 EV71引起手足口病在我 

国的流行；EV70、CA24V引起我国的 4次急性出 

血性结膜炎较大流行。由此可见，肠道病毒与人类 

许多疾病密切相关。 

我国是一个肝炎大国，有甲、乙、丙、丁、戊 

型肝炎等 ，人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高达 

10％。就研究肝炎的单位、人员而言，为我国研究 

病毒病之首。以研究肝炎的历史长短而论，应推以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刘崇柏教授为首 

的肝炎研究室，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医科大学、浙江医大传染 

病研究所、重庆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作 

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以赵铠院士和李河民教授为首 

科学家在我国研制成功乙肝血源性疫苗，接种后产 

生 良好免疫效果。浙江医科院毛江森院士和中国医 

科院医学生物所董德祥教授研制成功甲型肝炎病 

毒减毒活疫苗，已投放市场使用。由于广大科学家 

的协作研究，搞清楚了 1988年上海甲肝的流行和 

1986—1987年新疆等地戊肝流行。刘崇柏教授在乙 

肝的流行病学方面、闻玉梅院士在乙肝病毒分子生 

物学方面、庄辉院士在戊肝、庚肝研究方面取得突 

出的成绩。 

病毒性腹泻是人类，尤其是儿童中的多发病， 

它是仅次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第二位常见多发病。 

继 1973年国外发现轮状病毒是婴幼儿病毒性腹泻 

的主要病原后，1979年我国庞其方教授也用电子显 

微镜从腹泻患儿大便中检出轮状病毒，从此小儿腹 

泻中轮状病毒感染的研究就象雨后春笋一样的发 

展。接着有轮状病毒分型、分子生物学、分子流行 

病学、血清流行病学不同RNA片段的克隆、表达、 

测序等工作的开展，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工作。白 

植生教授等研制成功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已投放 

市场。值得提出的是，1982—1983年我国东北、西 

北矿区工人中爆发急性非细菌性腹泻，洪涛院士等 

研究其病因，并首次在国际上发现成人轮状病毒， 

为中国腹泻病毒研究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至此 

证明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有 A、B组轮状病毒 

流行的国家。 

虫媒病毒研究成绩显著。我国南方广大地区蚊 

子密度高，解放前乙型脑炎病毒感染普遍，危害严 

重，因此，我国医学病毒的研究首先是从虫媒病毒 

研究开始的。很多病毒学家 (如：黄祯祥、黄志尚、 

王逸民、沈鼎鸿、王用辑、魏文彬、吴皎如、王美 

先、余永新等)都做过乙型脑炎病毒的工作，以黄 

祯祥院士为首的研究组，在乙型脑炎病毒病原、病 

毒特性、流行病学、传播媒介、中间宿主以及疫苗 

研制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许多突出成绩。俞永新 

院士等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乙脑病毒活疫苗，已 

在国内广泛应用，国外部分使用，用已生产的弱毒 

株得到 WHO认可，已被列入 WHO指定的乙脑活 

疫苗生产指南。后来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还继续发现 

了一些新的虫媒病毒，如 Colti、Sindbis病毒等。 

1980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阎国 

珍教授等成功地从病人中分离出 4个型登革热病 

毒，还有中山医科大学等单位对登革热的病毒病 

因、病毒特性、流行病学、疫苗研制做了大量的工 

作，并测定了部分型别的 RNA全序列。此外，我 

国还对森林脑炎等虫媒病毒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 

乙脑疫苗由鼠脑型改用成细胞型，使接种疫苗的副 

反应发生率下降，同时预防效果增强。采用广泛接 

种疫苗，加上消灭传播媒介，使我国乙脑的发病率 

大幅度降低。随着研究深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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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料旧的虫媒病毒病将得到控制，还可能发现 

新的虫媒病毒感染病。 

我国是一个流行性出血热 (肾综合性出血热) 

的高发国家。全国 32个省市中有 29省市有病例报 

道。世界上流行性出血热病例中90％发生在我国。 

自南韩李镐旺教授发现流行性出血热病毒不久， 

1981年宋干、严玉辰、杭长寿教授就在国内分离出 

第 1株病毒，洪涛院士在出血热病毒形态方面做出 

了突出的成绩。其后不少单位及人员，如北京的李 

仲铎，西安的杨为松、浙江的朱智勇、湖北的向近 

敏教授等也开展了出血热及其病毒的研究。他们的 

研究，阐明我国流行性出血热的类型及中间宿主。 

疫苗研制取得突出成绩。余永新、朱智勇、宋干等 

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细胞灭 

活疫苗，并投入大面积应用，对控制我国的出血热 

流行起了重要作用。 

肿瘤的起因一直为世人关注，我国医学病毒工 

作者也十分关心此项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在发 

现 l2型腺病毒可引起地鼠发生肿瘤后不久，我国 

曾毅院士就开展 18型腺病毒致瘤研究，发现腺病 

毒 l8型也能诱发正常地鼠细胞恶性转化。1973年 

又从事鼻咽癌 (NPC)与 EBV 关系研究，相继南 

方不少单位和人 员也从事此研究工作。经多年研 

究，曾毅院士在国际上首先阐明EBV与 NPC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还提供了一套诊断 EBV感染的特 

异简便技术，使早期诊断率从 20％~30％上升到 

80％~90％，首次证明 EB病毒在促癌物的协同下 

能诱发鼻咽癌、T、B淋巴瘤，首次证明HBV与黄 

曲霉素协同作用，大大促进诱发人胚肝细胞癌变。 

还开展人乳头瘤病毒与人宫颈癌、食管癌、膀胱癌 

等方面的研究，此外许多单位相继从事此研究工 

作。曾毅院士还发现南方不少植物、中药有类似 

TPA (佛波醇二酯)的促癌作用。这些结果给中草 

药的生产、制造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也给我国中草 

药进入世界大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曾 

毅院士还在我国首先开展人白血病病毒 (HTLV-1) 

致成人 T细胞白血病的研究，以及此病毒感染的流 

行病学研究。有不少单位从白血病患者中分离出疱 

疹 6、7型病毒，尤以南京的姚垫教授做了大量有 

益的工作 。 

自 1981年发现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后，艾滋 

病象世界瘟疫一样逐渐迅速地 由非洲向其他地方 

扩展，亚洲地区呈迅速增长的势头，严重的威胁着 

我国。曾毅院士领导的研究组，于 1984年进行了 

HIV血清学普查，证明 HIV于 1982年进入我国， 

1983年首次感染外国公民，其后又成功地在国内分 

离出第一株病毒。鉴于艾滋病的威胁，卫生部成立 

了艾滋病防治组织，负责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了艾滋病参比中心实验室。 

以曾毅院士、邵一鸣教授为首的研究组摸清云南艾 

滋病的来源、分布、流行病学、HIV的特性、亚型、 

分子流行病学，为我国控制 HIV感染流行提供了理 

论依据。 

现已证明疯牛病是由朊病毒引起。疯牛病的流 

行，使畜牧业蒙受重大损失，此病也成为各国科学 

界和政府部门关怀的重点，严把进口关，严防输入 

病例。朊病毒属于慢病毒，早在 20年前，洪涛院 

士就着手研究慢病毒，不久引进羊搔痒病病毒，制 

成动物模型，进行病毒特性研究，开办讲习班，成 

立协作组，又引进人才，进一步推动朊病毒的研究。 

在我国医学病毒学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侯云 

德院士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 

侯云德院士非常有远见地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防治 

感冒、气管炎的研究工作，首先在国内研制成了人 

白细胞干扰素，并与中药黄芪联用可成功地预防感 

冒、气管炎。上个世纪 80年代初他在国内首先开 

展了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创建了第一个病毒基因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地研制出基因工程干扰 

素，获得批准生产并投放市场。带动了我国医学病 

毒学由经典病毒学时代推向分子病毒学时代，其后 

又研制了许多基因工程细胞因子，培养了一大批中 

青年医学病毒学工作者，不少成为不同学科技术带 

头人。 

在这 50年内，我国先后出版了不少有关医学 

病毒学的书籍。如上一世纪 50．60年代的脊髓灰质 

炎手册、流行性流感诊断手册、病毒性疾病诊断手 

册；70年代呼吸道病毒感染诊断手册、常见病毒病 

实验技术；80年代有病毒基因工程的原理与方法； 

90年代以来有医学病毒基础与实验技术、医学病毒 

学、分子病毒学、现代临床病毒学、现代医学微生 

物学、医学分子病毒学、分子克隆、分子生物学等 

方面的书籍，对医学病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总之，我国医学病毒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获得突飞猛进地发展，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为防 

治我国常见病、多发病做出了贡献。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尽管过去 50年来我国 

医学病毒取得长足发展，成绩突出，但鉴于我国幅 

员广阔、气候条件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 

衡，许多病毒病如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脑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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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炎、病毒性腹泻、流行性感冒、艾滋病，虫媒 

病毒病等等，或有的危害严重，或有的尚未能完全 

控制，要达到完全控制病毒病，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仍然是任重道远。 

今后要继续加强对常见的、多发的病毒性疾病 

进行病毒病因的检测。在 自然界中，同一病毒可以 

引起不同的临床表现，同一临床表现可由不同病毒 

引起，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过去对一些临床表现 

进行病毒检测的基础上，继续做这项工作，进一步 

阐明不同病毒与各种临床表现的关系，为防治病毒 

感染提供理论依据。为此必须大力发展临床病毒 

学，建立临床病毒实验室，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地区 

性临床病毒诊断中心，担负起地区内不同病毒感染 

的实验诊断。预料对不同临床表现病例的病毒检 

测，有可能还会发现引起人类疾病的新病毒。这次 

SARS—CoV即为典型事例。 

继续加强对肿瘤病毒病因研究。有报道我国每 

年死于肿瘤的病人达50万人之多，而肿瘤中约 15％ 

与病毒有关，现研究病毒与肿瘤关系的力量还不强 

大、人员不多、机构有限、经费不充足，值得今后 

进一步加强。 

为明确各种临床表现的病毒病因，首要任务必 

须明确病毒感染，因此诊断试剂、诊断技术成为关 

键。现有诊断试剂，或是敏感性和特异性还不强， 

或是价格高，或是未形成商品化的批量生产，因此 

研制新的简便特异敏感的诊断技术、诊断试剂也成 

为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研究病毒特性，特别是研究病毒基因的结构与 

功能应继续加强。它为寻找新的抗病毒手段提供理 

论基础，也为基因工程疫苗提供基础，还为改造现 

有疫苗提供理论基础；另外有助于揭示病毒感染的 

分子病理本质，也为发现新的病毒、诊断、防治思 

路提供了可能性。相信 21世纪医学分子病毒学将 

会对防治病毒感染做出新贡献。 

继续加强对抗病毒药物研究。虽然过去在抗病毒 

药物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明显，但现 

有抗病毒药物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仍需进一步加 

强研究，寻找新药。中医药在我国人民与疾病斗争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仍应继续发扬，努力挖掘。希望中 

医药在病毒性疾病的防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致谢：衷心感谢顾方舟、曾 毅、闻玉梅、俞永新、 

庄 辉院士，姚 垫教授审阅、指导并提供 

资料，以及杭长寿、杨佩英、宋燕燕，等教 

授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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