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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卫生组织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出全球警告并于6月11日宣布将流感大流行预警级别升至6级，拉
开了人类迎战21世纪第一轮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序幕。
尽管一开始没人能预料到甲型H1N1成为这次流感大流行的主角，但人类对于流感大流行已经早有准
备。
因此，从确定甲型H1N1那一刻起，全球科学家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协同工作机制，在流行病学、临
床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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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鸣，男，1957年生，流行病学主任医师、中山大学研究生导师。
现任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广州分会会长、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为《华南预防医学》副主编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国公共卫生》、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编委。
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2年本科毕业于广州医学院：1984年就读于暨南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专业，师从我国著名传染
病学专家朱师晦教授，1987年获硕士学。
1993－1994年考取“世川医学奖学金”，赴日本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热带医学系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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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流感疫苗的作用新的世界性流感大流行一旦发生，疫情将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人都无
法躲避。
即使在第一波流行中没有感染，也会在第二波或以后的流行中感染。
如果新的病毒株成为人类流感大流行的驱动器，那么每个人都需要产生抵抗这种病毒的保护性抗体，
接种流感疫苗则是公认最有效的方法。
WHO已经公布了针对甲型N1H1流感病毒的配方，各大疫苗生产厂家正在努力生产疫苗。
但接种流感疫苗也有问题，一是疫苗量的生产能否满足人群的需要？
因为疫苗的生产需要三至六个月的时间，而生产65亿人口使用的疫苗估计至少需要几年，有限的疫苗
产量如何分配？
这将使公共卫生问题转化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这甚至比处理疫情本身更为复杂；二是疫苗的安全性
问题。
因为针对甲型H1N1的流感疫苗不像季节性流感疫苗已有多年应用的经验，这次为了对付甲型H1N1疫
情而省略了应有的人群试验程序，是否会产生不良反应尚不得而知；三是如果在疫苗生产期间病毒发
生了变异，则疫苗未必能起到预期的保护作用；最后是如何处理应用甲型H1N1流感疫苗与季节性流
感疫苗的作用？
今后一个时期，人类或许需要同时面对甲型H1N1流感流行和季节性流感流行，当两种疫苗都推出市
场的时候，公众应如何选择？
是接种其中之一，或是两者都接种，取舍与得失不但令公众迷惑，恐怕专业人员都难作决策。
因此，在推广使用甲型H1N1流感疫苗前，需要对流感疫情及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出科学的评估
，以制定科学和合理使用疫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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