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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被确定为SARS冠状病毒主载体(组图） 

  

元凶冠状病毒图 （中新网） 

    昨（10.10）天上午，广东防治SARS科技攻关组的专家们在“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研究”科技成

果的鉴定会上认定：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载体。据悉，经过一年多的刻苦攻关和国际协作，广东省防治SARS科技



攻关组在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试剂、动物溯源、临床救治及疾病预防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创下了多项世

界和国内第一。 

    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昨天接受鉴定的防治SARS科技成果是在广东省防治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的组织和指挥下，由广东省和香港、上

海、北京及哈尔滨等地的30多个单位的40多位专家、百余位科研人员共同协作的成果。鉴定会上，由广东省防治SARS科技

攻关组的总顾问钟南山院士作项目汇报。据介绍，广东省防治SARS科技攻关组自从一年前建立后，立即在病原学、流行病

学、诊断试剂、动物溯源、临床救治及疾病预防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现已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鉴定委员会认为，取得了重大成果，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SARS防治方法，为指导我国控制疫情提供了科学依

据，该研究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研究创下了数个科研“第一”。最早提出广东省2002年～2003年“非典”流行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较早地证明

该次流行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最早明确SARS的临床特征、潜伏期和易感人群，提出了预防医院内感染是控制SARS流

行的关键措施之一；首先建立了SARS监测报告系统和社区家庭隔离模式等。  

    制定SARS定义全球采用  

    据介绍，广东省在防治SARS科技研究路上起步最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钟南山院士介绍说，经流行病学调

查，广东首次在全世界提出了SARS这种新发传染病的最初病例定义，即：1、急性发热；2、胸片有X线改变；3、早期检查

白细胞正常或降低；4、与患者密切接触史／抗菌素治疗无明显效果。该定义是全球SARS定义的雏形，后来得到国家卫生部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推广应用。  

    此外，通过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广东首次发现SARS的潜伏期1～12天，平均4.5天。SARS潜伏期的发现为在广

东省、全国乃至世界SARS预防与控制中对接触者实施隔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参考依据，是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时的

重要依据。  

    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首次证明人类SARS冠状病毒的动物源性、提出SARS病毒可能具有广泛的动物感染谱。据专

家介绍，香港大学和广东的科技人员首次在动物中分离到SARS样冠状病毒，目前有血清学或PCR检测方面有阳性结果的动物

涉及多种鸟类、水禽、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狐狸、猕猴、刺猬、田鼠等野生动物和部分家畜。研究结果表明：SARS病

毒可能具有广泛的动物感染谱。  

    果子狸“主凶”身份被认定  

    昨天上午，在广东迎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广东防治SARS科技攻关组的专家们在“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防治研究”科技成果的鉴定会上再次作出结论：现有研究表明，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载体。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果子狸是人类SARS病毒重要的动物宿主之一，具有传播SARS病毒的能力；果子狸是目前

SARS病毒最易感染的野生动物和较理想的试验动物模型。虽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果子狸就是人类传播SARS病毒唯一

的自然宿主，但是专家们在昨天的鉴定会上肯定地认为，果子狸是SARS样冠状病毒在市场的主要携带者。  

    此外，广东还最早提出临床诊断标准。如密切接触史或群体发病或传染他人依据；发热等相关的症状；白细胞正

常或降低；胸部X线影像学变化；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等。据悉，这一标准被北京、香港等地采用，同时依据上述诊断标准，

对临床病例诊断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来源：新华网    记者 凌慧珊 通讯员 林晓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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