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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物种丰富，分布广泛，有很强的飞行能力， 

其中一些蝙蝠种类还有迁飞的习性，与人类接触密 

切。迄今为止，已在蝙蝠体内分离到80多种病毒， 

其中一些是多种重大人兽共患疾病的传染源，给人 

类公共健康和蝙蝠生物保护带来威胁。近年来，一 

些新病毒病的暴发，老病毒病的重返都与蝙蝠有 

关，如 1994年澳大利亚爆发的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n．2】，1997年澳大利亚爆发的梅南高病毒(Me． 

nangle virus)f3j,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的尼巴病毒 

(Nipah virus) J，以及 Tioman病毒(Tioman virus)p 

等；而人类在防止蝙蝠传播病毒的同时，很可能由 

于采取的方法不当而对蝙蝠物种的保护构成潜在 

的威胁。此外，一些保护生物学家认为病毒可能是 

引起蝙蝠种群密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许多研 

究者认为环境质量的下降、森林的砍伐、外来动植 

物的入侵对新病毒的暴发起作用，因而那些栖息地 

受到侵袭的物种对新病毒的暴发很敏感。因此，从 

人类健康和蝙蝠保护的角度来看，研究蝙蝠所携带 

的病毒、可能的传播途径、潜在的危害性以及蝙蝠 

与病毒的关系十分必要。 

1 蝙蝠简介 

蝙蝠隶属于翼手目，包括大蝙蝠亚目和小蝙蝠 

亚目。在全世界约有 1107种[61，是哺乳类中仅次于 

啮齿目的第二大类群；也是除人类外，分布范围最 

广的哺乳动物类群。除南北极外，蝙蝠在世界各地 

都有分布，包括在高纬度地区、荒凉的沙漠和孤立 

的岛屿上，甚至在撒哈拉大沙漠也有蝙蝠的活动。 

然而，大多数蝙蝠种类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小蝙蝠主要分布于东、西半球的热带和温带地 

区，体型较小，身体结构特化，包括菊头蝠 

(Rhinolopidae)、犬吻蝠 (Molossidae)、叶口蝠 

(Ph3，llostomidae)、蝙蝠 (Vespertilionidae)、鞘尾 

蝠 (Emaballonuridae)等十余科。小蝙蝠绝大多数 

以捕食昆虫为主，多栖息在树、树洞、中空的竹筒、 

废旧的鸟巢、洞穴、矿井、坑道和房屋等地，与人 

类接触频繁。由于蝙蝠携带多种病毒，与人类有密 

切地接触，因而会使人类受到病毒的威胁。一些蝙 

蝠种类经常出没于人居房屋等建筑，主要捕食蚊 

(是日本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蚋、蝇等，因而 

这些蝙蝠在乙脑病毒的保存和扩散中起重要作用。 

大蝙蝠体型较大，身体结构也较原始，只有狐 

蝠科 (Pteropodidae)1科，包括42属 188种，其 

中狐蝠属有 59种 √J。大蝙蝠主要取食水果，故又 

称果蝠，多营树栖生活，经常聚成上百甚至上千只 

的大群，体型较小的种类通常集群较小，甚至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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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的。果蝠主要分布于东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西起印度洋西部诸岛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 

科摩罗群岛)、喜玛拉雅南部的巴基斯坦、印度， 

穿过东南亚、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 

以及太平洋东南部诸岛，东到澳大利亚，都有它们 

的分布。果蝠有很强的长距离飞行能力，据报道， 

新西兰的一种小红狐蝠 (Peterous scapulatus)可以 

飞行 320公里；印度狐蝠 (Peterous giganteus)的飞 

行距离可达2000公里 J。一些种类的果蝠由于取食 

的需要而不断改变栖息地。果蝠的这种长距离飞行 

能力和栖息地的改变对病毒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2 国外对蝙蝠病毒的研究现状 

当前，通过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IcTv)鉴定 

的能够感染脊椎动物的病毒种类隶属于25个科【8】， 

其中 1O个科与蝙蝠有关。在能够感染脊椎动物的9 

个DNA病毒科中，只有疱疹病毒科(Herpesviridae) 

与蝙蝠有关。相反，在 16个RNA病毒科中，至少 

有 9个科 的成员可感染蝙蝠 。线状病毒科 

(Filociridae)、副粘病毒科 (Paramyxoviridae)和 

弹状病毒科 (Rhabdoviridae)为负链 RNA病毒， 

其中的成员都可能与蝙蝠有关。副粘病毒科中与蝙 

蝠有关的病毒就有亨得拉病毒、尼巴病毒、梅南高 

病毒、Tioman病毒、Mapuera病毒和澳大利亚狂犬 

病毒等，这些都是引起近年来人兽共患病大爆发的 

病毒。但哪些蝙蝠种类含有病毒，却很难有精确的 

统计。根据 1970年以来资料的初步统计，携带有 

病毒的蝙蝠主要集中在狐蝠科、叶口蝠科、犬吻蝠 

科、蝙蝠科、菊头蝠科和鞘尾蝠科，而其中狐蝠科 

蝙蝠携带病毒种类最多 (见表 1)。近年来爆发的亨 

德拉病毒、尼巴病毒、梅南高病毒等都与狐蝠科种 

类相关。 

表 1 与蝙蝠相关的病毒 

1’able l Viruses associated with b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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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皮蝠亚科Stenodermatinae 

美洲果蝠属Artibeus 

牙买加果蝠Artibeusjamaicensis 

大食果蝠Artibev．sfitumtus 

美洲果蝠属Artibeus 

? 

筑帐蝠属Uroderma 

筑帐蝠 Urodermabilobatum 

黄肩蝠属Smmi~ 

黄肩蝠Sturniralilium 

短尾叶口蝠亚科Carolliinae 

短尾叶鼻蝠属 c口mf2 

昭短尾叶鼻蝠 Carolliaperspicillata 

? 

? 

吸血蝠亚科Desmodontinae 

吸血蝠属Desmodus 

吸血蝠 Desmodus roamdus 

长舌叶口蝠亚科Glossophaginae 

长舌叶鼻蝠属 GIossophagea 

晌形长舌蝠Glossophagea soricina 

短尾叶口蝠亚科Carolliinae 

叶吻蝠属Rhinophylla 

小叶吻蝠Rlffnophyllapumilio 

犬吻蝠科Molossidae 

非洲犬吻蝠属 Chaerephon 

皱唇犬吻蝠Chagrephonplicata 

小犬吻蝠 Chearephonpumila 

獒蝠属Molo．~sus 

? 

马来犬吻蝠属Mops 

安哥拉犬吻蝠Mopscondylurus? 

游尾蝠属Otomops 

纳塔耳游尾蝠 Otomops martiensseni 

犬吻蝠属 Tadarida 

巴西犬吻蝠Tadarida brasiliensis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彩蝠亚科Kerivoulinae 

棕蝠属 Eptesicus 

大棕蝠 Eptesicusfuscus 

棕蝠Eptesicus semffn~ 

? 

蝙蝠亚科 Vespertilioninae 

鼠耳蝠Myolis 

莹鼠耳蝠 Myotislucifugus 

龙马鼠耳蝠 Myotis yumanensis 

山蝠属Nyctalus 

山蝠 Nyctalus noctula 

侏凹脸蝠Nycteris nana 

伏翼属Pipistrellus 

库氏伏翼Pipistrellus kuhlii 

黄蝠属Scotophilu 

? 

' 

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 

布尼亚病毒科Bunyaviridae 

沙粒病毒科Arenaviridae 

沙粒病毒科Arenaviridae 

甲状病毒属Alphavirus 

? 

沙粒病毒arenavirus 

沙粒病毒arenavirus 

披膜病毒科 Togaviridae 甲状病毒属A~ virus 

披膜病毒科 Togaviridae 甲状病毒属 A~ virus 

披膜病毒科 Togaviridae 

疱疹病毒科 Herpesviridae 

披膜病毒科 Togaviridae 

， 

甲状病毒属Alphavirus 

? 

甲状病毒属Alp~virus 

W EE 

NEP 

TAc 

TAC 

PⅨ  

SⅡ 

MAP 

VEE．瞰  

AP(DNA) 

MUC 

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 甲状病毒属Alphavirus SIN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黄病毒属Flavivirus YF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黄病毒属 Flavivirus SLE 

布尼亚病毒科Bunyaviridae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布尼亚病毒科Bunyaviridae 

? 

黄病毒属Flavivirus 

? 

披膜病毒科 Togaviridae 甲状病毒属Alp~virus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 

黄病毒科 Flaviviridae 

弹状病毒科Rhabdoviridae 

黄病毒科Flavivindae 

布尼亚病毒科Bunyaviridae 

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 

疱疹病毒科Herpesviridae 

冠形病毒科 Coronaviridae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弹状病毒科Rhabdoviridae 

正粘病毒科D D哟! ， —出 

' 

布尼亚病毒科Bunyaviridae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黄病毒属Flavivirus 

? 

甲状病毒属Alphavirus 

? 

? 

黄病毒属Flavivirus 

? 

流感病毒Irdluenzavirus 

? 

白蛉病毒Hipposideros 

黄病毒属Flavivirus 

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 甲状病毒属Alphaviru 

布尼亚病毒科B ? 

KTR．KK 

BUB．DB 

C rU 

M Y 

MSB 

RB 

GoS 

RB 

CUM_C 

色E 

CM (DNA) 

BoC 

lO豇 

KC 

FLU 

FOM 

RVF 

～ⅣE 

C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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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ions are as follows：ABL，Austrilian Bat Lyssavims；AP,Agua Preta；BOC，BangIli bat；BOC，Bocas；BPI，bat parainfluenzavims,BSQ，Bukalasa； 

CAB，Cabasssou；CATU，Cam；CHIK，Chikungunya；CI，Carey Island；CM，cytomegalovims；CUMC，putative hantaan-like isolates；DB，Dakar bat；EEE， 

ea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ENT,Entebbe bat；FLU，influenza H3N2；FOM，Fomede；GMA，Guama；GOS，Gossas；HE，Hendra(~rmedy equine morbillivims)； 

IFE，fie；IK，Issyk-kul；ILH，Ilheus；JAP,Japanaut；JE，Japanese encephalitis；几，G Jugra；KASO，Kasokero；KK，Kaeng Khoi；KTR，Keterah；KYA，~ansur 

forest disease；M他 Mapuera；MAY,Mayaro；MDC，Mojui dos Campos；ME，Menangle；MEB，Mount Elgon bat；MNIL，Montana Myotis leukcencephalitis； 

MSB，Mount Suswa bat；MUC，Mucambo；MVE，Murray Valley encephalitis；NEP,Nepuyo；NI，Nipah virus；PIX，Pixuna；PPB，Plmom Pen bat；RB、‘Rio 

Bravo virus；RR，Ross River；RVF,Rift Valley Fever；SAB ，Saboya；SF,Semliki Forest；SIN，Sinbis；SLE，Saint Louis encephalitis；SOK,Sokuluk；TAB ， 

Tamana bat；TAC，Tacaribe；TOK，urmamed suspect Japanese flavivims；TOS，Toscana；UA，unassigned to specific group within the family；UC，undassified to 

a specific family；UNA，Una；VEE，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VS，vesicular stomalitis；WEE，w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WN，West NIle；YF,Yellow 

Fever；YOG,Yogue． 

注：本表参照BAT ECOLOGYtg1．表中’?’为蝙蝠种名或病毒所属科属名不清 

2．1 亨德拉病毒 (Hendra virus，HEV) 

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尼(Brisbane) 

近郊的亨德拉 (Hendra)镇一个赛马场暴发了亨德 

拉病毒病I 引，导致 14匹赛马和 1人死亡。在亨德 

拉病毒宿主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中央狐蝠 

(Pteropus alecto)、灰头狐蝠 ( poliocephalus)、 

小红狐蝠 ( scapulatus)、眼镜狐蝠 ( consp— 

icillatus)等 4种狐蝠体内存在亨德拉病毒的抗体 
[1o,11]

。 此后，又在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生殖道内分 

离到亨德拉病毒【l 。对昆士兰的 1043个狐蝠样本 

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47 的样本呈亨德拉病毒阳 

性反应【l引。抗体监测发现狐蝠体内的抗体水平与疾 

病的地方流行性相一致，预示狐蝠处于感染的亚临 

床状态。虽然没有发现病毒从狐蝠直接传播给马 

但实验室感染证实这种方式是可能的IH】。最可能的 

传播途径就是马取食了被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 

织或胎水污染的牧草所致【l ’l 。在昆士兰，马群的 

发病时间正好与狐蝠的繁殖季节相吻合【l引，而且从 

实验室感染和 自然感染的狐蝠胎儿组织中分别分 

离到亨德拉病 】，进一步支持这一推测。其次， 

马由于采食狐蝠吃剩的果实而感染也是发病的原 

因之一，病毒在马群中的传播是通过感染的尿液或 

鼻腔分泌物，人由于与病马接触而感染【l 。 

2．2 尼巴病毒 (Nipah virus。NIV) 

1998年9月至 1999年4月，尼巴病毒在马来 

西亚首次爆发，导致成千上万头猪死亡，并在几周 

内感染给人，所感染的276人中有 105人死亡【4】。 

尼巴病毒属于副粘病毒，与亨德拉病毒亲缘关系最 

近，被归为一个新属。鉴于尼巴病毒与亨德拉病毒 

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所以蝙蝠就成了首要的监测目 

标。马来西亚蝙蝠种类多样，包括至少 13种食果 

蝙蝠和6o多种食虫蝙蝠。对 14个种 324只蝙蝠血 

清进行检测，其中5个种 (包括 1种食虫蝙蝠)的 

21只蝙蝠有尼巴病毒中和抗体 】。后来又从黑喉狐 

蝠 ( hypomelanus)尿液中分离到尼巴病毒，进一 

步证实了狐蝠就是尼巴病毒的自然宿主【l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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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尼巴病毒的爆发直接与环境破 

坏有关：森林面积减小、食物不足，迫使狐蝠从传 

统的森林生境栖息地中迁移到森林边缘附近的果 

园取食。而马来西亚有许多养猪场与果园毗邻，狐 

蝠污染的果实掉落到地上，被猪吃掉，从而把这种 

致命的病毒带到人类社会【】 。 

2．3 梅南高病毒 (Menangle virus，MENV) 

1997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地区养猪场爆发 

了一场人猪共患感染病，从病猪的肺、脑和心脏分 

离出了一种新病毒．．梅南高病毒，分子生物学特性 

表明该病毒属于副粘病毒科Rubulavirus属，但其结 

构蛋白和其它同属的病毒只有不到 50％的同源性 
】
。 梅南高病毒病流行时，在养猪场附近 200米处 

栖居一群灰头狐蝠和小红狐蝠，所以狐蝠被怀疑与 

这一事件有关。对来自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 125 

份狐蝠血清样本进行病毒中和试验，发现 42份呈 

阳性，抗体滴度范围为 16—256，而其它一些动物血 

清检测则呈阴性 】。此外，在梅南高病毒爆发以前， 

从距离养猪场 33千米处采集的狐蝠血清中发现了 

该病毒抗体，而对猪场附近采集的其它野生动物和 

家养动物的血清进行抗体试验，表现为血清抗体阴 

性，因而狐蝠被认为是梅南高病毒的自然宿主。但 

该病毒从蝙蝠到猪的传播方式依然还不清楚【2州。 

2．4 狂犬病毒(Rabies virus) 

狂犬病病毒可分为古典狂犬病、Mokola和 

Lagos蝙蝠病毒、Duvenhag病毒、欧洲蝙蝠狂犬病 

病毒 I和II、澳大利亚狂犬病病毒。在 20世纪 30 

年代发现狂犬病病毒能侵袭吸血、食虫和食果蝙 

蝠。Shope等[2111970年鉴别了Mokola和Lagos蝙 

蝠病毒，发现这两种病毒与狂犬病病毒很相近，但 

却不完全一样。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Meredith等 

人于 1971年在南非一个叫 Pretoria地方，追踪 

调查一个狂犬病病例，结果发现某一男子在被普通 

长翼蝙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咬伤后的5个 

星期死亡。引起这一死亡的病毒后来被命名为 

Duvenhag病毒，在对狂犬病病毒进行诊断性试验 

时，Duvenhag病毒与狂犬病病毒呈高滴度抗体反应 
[231

。 1996年，研究者在澳大利亚的中央狐蝠中分离 

得到澳大利亚蝙蝠狂犬病毒【2训。据报导，有两例患 

者死亡与澳大利亚病毒有关：一例是食虫蝙蝠和果 

蝠的保育员，从死者体内分离到的病毒和食虫蝙蝠 

体内分离到的病毒完全相同；另一例是一妇女在 

1996年被一大狐蝠 (种名未知)咬伤，并于 1998 

年死亡，从该死者体内分离到了澳大利亚蝙蝠狂犬 

病病毒 。目前，已在中央狐蝠、灰头狐蝠、小 

红狐蝠、眼镜狐蝠，以及黄腹墓蝠等食虫蝙蝠体内 

发现该病毒 圳。 

2．5 Tioman病毒 (Tioman virus，TⅣ) 

在寻找尼巴病毒天然寄主的过程中，一种新病 

毒—_TiomaI1病毒却意外地在小狐蝠 ( hypome— 

lanus)的尿液中被分离出来。Tioman病毒属副粘 

病毒科 Rubu~virus属。Tioman病毒的基因序列 

(约15．4kb)表明与澳大利亚梅南高病毒核壳蛋白 

有80％的同源性；与人类腮腺炎病毒的关键蛋白有 

50％～6o％的同源性；与Rubulaviruses相比有45％～ 

50％的同源性；而与麻疹病毒相比同源性不到30％。 

尽管该病毒与梅南高病毒很接近，而且同是Rubula— 

virus属的成员，但Tioman病毒是否引起人类和其 

他动物的疾病还未知。然而这也说明其它未知病毒 

很可能也存在于与小狐蝠属相近的其它种类。实际 

上，诸如副粘病毒科的其它病毒已经从澳大利亚和 

马来西亚蝙蝠身上分离出来【2 ，但Tioman病毒的 

地理分布还不清楚。 

3 我国对蝙蝠病毒的研究现状 

我国大约有 120种蝙蝠，其中共有9种狐蝠呈 

自然分布，2种狐蝠在我国尚未发现种群【2引。但我 

国对蝙蝠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对其生态学、行为 

学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其体内含有什么病毒， 

以及病毒和蝙蝠的生态学关系如何，对人类健康又 

有怎样的影响，研究还相对很少。迄今为止，我国 

科研工作者对蝙蝠所携带病毒的研究有以下发现： 

从蝙蝠体内分离到罗斯河病毒 (Ross River virus， 

RR)、乙型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JEV)、基孔肯雅病毒 (Chikungunya virus。CHIKV)、 

森林脑炎病毒 (Russian spring summer encephalitis， 

RSSE)等 (见表 2)。 

3．1 罗斯河病毒 (Ross River virus，RRV) 

罗斯河病毒病最初由Doherty等人于1963年在 

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平原的罗斯河沿岸雌蚊中分离得 

到【3 。随着对罗斯河病毒研究的进展，研究者从澳 

大利亚的一种狐蝠体内分离到RR病毒【3引。Gard和 

MarshaUd于 1973年在从纳尔逊海湾捕获的灰首狐 

蝠 (Pteropus poliocephlus)中，发现有 25％的蝙蝠 

体内含有RR抗体【3 。这说明蝙蝠可能对RR病毒的 

贮存和传播起作用。1993年，在我国海南省三亚市 

立才山区捕获的37只蝙蝠脑组织中分离出了1株罗 

斯河病毒，并从当地人，鼠体内血清中检测出抗体。 

RR病毒是一种虫媒病毒，能在蚊体内复制，并可通 

过蚊媒传播。海南省立才山区地处北纬18。左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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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气候，蚊虫种类繁多，因此，以蚊虫为食 

的蝙蝠对该病毒的传播将起重要作用。通过 IFA检 

测当地健康人，发热病人和鼠血清中罗斯河病毒抗 

体的结果表明该病毒在当地感染人和鼠很广泛 。 

但由于所用参考文献并未指明蝙蝠的种类，因而很 

难描述该病毒在我国其它地区有可能的分布范围。 

表 2 我国发现与蝙蝠相关的病毒 

Table 2 Viruses associated wim bats found in China 

注：表中 “?”为蝙蝠种类不清 

3．2 乙型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其病毒是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自然疫源性病毒。研究表明蝙 

蝠在感染乙脑病毒后不显任何症状 J，乙脑病毒可 

在蝙蝠体内复制，且生命力极强，即便是越冬后JE 

病毒仍然旺盛，并能感染乙脑病毒的传播媒介一蚊。 

国外曾在蝙蝠中分离到 JE病毒，在蝙蝠体内病 

毒血症可持续6d或更长时间，少数可达2～3年， 

这足够感染更多的蚊子⋯】。自然界中，蚊子与蝙蝠 

息息相关，可将 厄 病毒传给蝙蝠，而蝙蝠对于 厄 

病毒的越冬起了关键作用I42】，受染蝙蝠在10℃时不 

产生病毒血症，可持续存在 107天之久；但当它们 

处于室温环境后，则出现病毒血症I4引。我国1940年 

从脑炎死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乙脑病毒，证实本病 

存在。目前，在我国已经从棕果蝠、双色蹄蝠和金 

管鼻蝠体内分离出厄病毒 】。棕果蝠在我国云南、 

广西、广东和福建属优势种，分布广，数量多，对 

乙脑病毒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金管鼻 

蝠在黑龙江、吉林、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均有 

分布；双色蹄蝠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 

西、湖南、广东、海南等地。从地理分布上看，厄 

在我国南北均有分布，这与蝙蝠的地理分布也是一 

致的。这虽然不足以说明有这几种蝙蝠在的地方就 
一 定有 厄 的发生，但至少说明这几种蝙蝠作为 厄 

的宿主对厄病毒的传播有重要的流行学意义。 

3．3 基孔肯雅病毒 (Chikungunya virus，CHIKV) 

基孔肯雅病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主要分布于非洲、东南亚及印度等地。 

1950—1953年该病毒在坦桑尼亚暴发，并首次从蚊 

和病人体内分离出来。泰国、越南、老挝和缅甸等 

国家都有CHIK病毒的流行，在对云南和海南等地 

进行虫媒病毒调查时，从蚊虫和蝙蝠中分离出 

CHIK病毒[30,31]。1986—1989年我国首次在从云南景 

洪市房屋顶棚捕捉的棕果蝠的脑组织中分离出 

CHIK病毒【3 ’45】；在云南 CmK病血清流行病学调 

查中，发现蝙蝠的抗体阳性率高达49．30％，初步说 

明棕果蝠是该地CHIK病毒的重要贮存宿主[46】。施 

华芳等I4 7J也从人体内分离到CHIK病毒，并从健康 

人和动物血清中检测到CHIK抗体，说明本病毒在 

云南动物和人体存在。该病毒可经蚊媒传播，我国 

现已从白纹伊蚊、致倦库蚊、雪背库蚊和三带喙库 

蚊中分离到该病毒【3 ．4 。从现有资料表明，CHIK 

病毒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和海南，棕果蝠作为 

CHIK病毒的宿主在该地是优势种，因而棕果蝠对 

CmK病毒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3．4 森林脑炎病毒 (Russian spring summer enceph 

alitis，RSSE) 

森林脑炎由苏联病理学家于 1935年最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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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延边地区在1953年也证实有RSSE病毒的流行 
H引

。 是由蜱媒传播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中枢神经系统 

传染病。我国主要见于东北及西北原始森林地区。 

但近年来，在云南怒江洲的患者，硬蜱和鼠类中也 

分离到了RSSE病毒，这说明云南也存在森林脑炎 

的自然疫源地[491。黄文丽等【5o]在云南森林脑炎病毒 

的调查中指出，蝙蝠体内携带蜱媒病毒抗体，其 

m 抗体阳性率为6．19％，这为RSSE病毒在自然界 

循环的生态学特点及RSSE病毒的流行病学特点提 

供了预防和控制的科学依据。 

3．5 我国蝙蝠携带病毒的可能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我国云南已经从蝙蝠体 

内分离到厄 病毒、RSSE病毒、CHIK病毒和 RR 

病毒，其中厄和RSSE已经在我国有发生。虽然还 

未从蝙蝠体内分离出其它病毒，但这并不足以说明 

我国蝙蝠不携带其它病毒，更何况世界上一些感染 

性病毒很有可能传播到我国。西尼罗河病毒 (West 

Ⅳf Virus，WN)在近年来暴发比较频繁，其主要传 

媒是蚊虫，蝙蝠很容易感染该病毒。据 Constantine 

报道，在澳大利亚的棕果蝠 (Rousettus leschenaulti) 

体内分离出WN病毒。棕果蝠在我国四川I、贵州、 

云南、西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等地 

均有分布。我国目前尚未发现西尼罗河病毒引起的 

病例，也没发现动物及蚊虫携带此病毒，但从遗传 

学角度来看，WN病毒和厄 病毒有很高的同源性， 

且为虫媒病毒，因而传入我国的可能性很大，这势 

必将对我国人民健康造成威胁。 

WN、TBE、MVE、SLE、EEE、WEE和 VEE 

等虫媒病毒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且在蝙蝠体内分 

离得到。由于环境的污染、森林的砍伐导致栖息环 

境的破坏，使蝙蝠更多地暴露于病毒的自然状态， 

从而易受病毒感染。目前国际交往和贸易旅游日益 

频繁，加上蝙蝠的迁飞习性，都有可能促进了病毒 

的传播，因而，这些世界范围分布的虫媒病毒在未 

来传入我国的可能性很大。 

3．6 我国蝙蝠病毒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于蝙蝠和病毒关系的研究存在如下问 

题：第一，我国蝙蝠的地理分布、行为学、生态学 

的研究还很薄弱，这给蝙蝠和病毒的进一步研究带 

来困难。第二，对于蝙蝠所携带病毒的研究十分有 

限。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 

云南，海南一带，而对我国北方及其它地区蝙蝠病 

毒研究很少，这些地区蝙蝠体内是否携带病毒，或 

带有何种病毒尚未见报道。第三，从保护生物学的 

角度讲，病毒的侵入对蝙蝠种群密度有很大影响， 

也可能是促使蝙蝠物种濒临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第四，生物学 

家与病毒学家联合研究蝙蝠与病毒关系的力度不 

足。从现有资料来看，我国蝙蝠的研究工作起步较 

晚，而蝙蝠所携带病毒的研究较之更晚，且研究人 

员多为病毒学家，而非动物学家。虽然我国病毒学 

家已在蝙蝠体内分离到一些病毒，但病毒在自然界 

循环的生态学以及病毒的流行病学等方面的研究 

则需要动物学家的参与来完成。因而，加强动物学 

家与病毒学家联合开展蝙蝠携带病毒的研究十分 

必要。 

综上所述，加强蝙蝠与病毒的研究，对预防某 

些病毒病的暴发，保护人类健康和蝙蝠的生物保护 

均有重要意义。因而，我们应紧密跟踪目前蝙蝠和 

病毒的研究动态，加强动物学家与病毒学家的合 

作；查清蝙蝠所携带病毒的种类，预防蝙蝠作为病 

毒宿主可能导致的疾病传播。 

致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劲硕、赵辉华、贾 

广乐等对该文章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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