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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以来，人类正面临着各类重要传染病特别
是新现传染病的严重威胁，各种新现传染病在世界各
地不断出现，其中一些在我国也已陆续被发现。这些
新现传染病往往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
的特点，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
响。目前，新现传染病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中的
重点和热点。

新现传染病或称新发和再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是指在某个种群首次出现的，
或者此前业已存在但是发生频率正在加快，或者地理
范围正在迅速扩大的疾病。目前，世界范围内共有新
现传染病 40余种，截至目前，在我国陆续发现的有 10
余种。新现传染病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1）新病原体
引起的新现传染病：即出现了对人类致病的新病原体
并引起新的疾病，如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艾滋病
等。（2）新变异株引起的新现传染病：原已认识的病原
微生物发生变异后出现新的型别而引起的传染病，如
现在研究认为O139群霍乱弧菌可能是O1群霍乱弧菌
基因突变的结果；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是由冠状

病毒变异引起的。（3）新认知的新现传染病：有些疾病
早已存在，但未被认知，近年才被认识，如丙型和戊型肝
炎、军团菌病和莱姆病（lyme disease）等。（4）新确认的新
现传染病：一些疾病早已存在并被认识，但未被认为是
传染病，近年来，发现这些疾病是传染病，如幽门螺旋杆
菌引起的消化性溃疡。（5）在某地新流行的新现传染病：
某种传染病早已在一些地方流行并被人们所认识，而当
它在新的地方流行时，通常被认为是该地的一种新现传
染病，如西尼罗病毒病和猴痘在美国发生流行。

1 新现传染病的流行病学
1.1 流行特点

1.1.1 流行范围广，影响因素多 新现传染病往往具
有流行范围广，影响因素多的特点，如莱姆病、军团病、
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呈全球分布，SARS在 32个国家和
地区出现，疯牛病在欧洲22个国家流行。同时，生物、
自然和社会等因素可对新现传染病的传播范围、传播
途径产生影响，如局限在非洲等地区的西尼罗病毒脑
炎和猴痘却在美国出现暴发流行。
1.1.2 传染性强，传播方式复杂 一些新现传染病具
有传染性强，传播方式复杂的特点。埃博拉出血热、
SARS等疾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西尼罗病毒脑炎可经

蚊虫叮咬而传播；O139霍乱主要通过水传播引起暴发
流行。近年来新现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呈现复杂化的趋
势，如2003年12月17日，英国政府宣布一名因输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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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疯牛病的病例，打破了人类的常规认识。
1.1.3 与动物关系密切 一些新现传染病与动物关系密
切。野生动物是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西尼罗病毒脑炎
等病原体的宿主；莱姆病、肾综合征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HFRS）等病原体的宿主是鼠
类；猫抓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疾病与畜禽有关。
1.1.4 病死率高，危害大 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
综合征、军团病、人禽流感等疾病的病死率很高。同
时，新现传染病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巨大，严重
危害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1.1.5 病原体多样，防治困难 引起新现传染病的病
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等，但以病毒性
传染病居多，变异快，抵抗力强，给防治工作带来较大
困难，如引起疯牛病的朊病毒，对所有杀灭病毒的物
理、化学因素均有较强的抵抗力，在 136 ℃高温和 2 h
的高压下才能将其灭活。
1.2 流行病学

1.2.1 气候因素 过去10年中，媒介生物性疾病的发
病趋势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全球气候变暖一方面
改变了虫媒的地区分布，使亚热带流行的传染病北移，
使原本没有亚热带传染病的地区出现了新疫情。另
外，降雨、重大气候事件等都将对疾病宿主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媒介生物性疾病的发生［1，2］。
1.2.2 地域因素 研究人员根据全球新现感染性疾病
历次疫情暴发情况、气候等各种因素预测，新现感染性
疾病的高危地区在拉丁美洲、热带非洲和亚洲，其分布
有地域差异，热点地区为美国东北部、欧洲西部、日本和
澳洲东南部。其中东亚、印度次大陆、尼日尔三角洲、非
洲主要大湖地区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特别容易受到
来自野生动物中所出现的疾病攻击［3］。
1.2.3 生物因素 病原微生物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
而发生变异，使一些不致病的毒株变为致病的毒株，弱
毒株变为强毒株，或演化形成新的病原微生物，或产生
抗药性，从而导致新现传染病发生［4-8］。
1.2.4 生物密度 生物密度可以影响各种类型的新
现感染性疾病的暴发流行。一方面，野生动物种群密
度高，易于形成新现传染病的传播流行；另一方面，人
类社会日趋发达，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9］。由于
人口过于密集，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
1.2.5 饮食习惯 生食肉类等习惯，是造成许多动物源
性传染病传播的重要途径［10］。粤菜以烹制蛇、狸、猫、犬、
猴、鼠等野生动物而负盛名，从而导致SARS的暴发流行。
1.2.6 滥用抗生素 近年来抗生素的广泛应用，造成
一些发达国家细菌耐药情况恶化，耐药菌引起疾病种类
数量上升，造成一些传染性人兽共患病死灰复燃［11］。

2 重要新现传染病与鼠类的关系
鼠类是多种病原体的储库，而这些病原体会导致

各种人畜共患病，包括细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以及寄
生性疾病。目前已知鼠类传给人类的疾病有57 种，其
中病毒性疾病有31 种，细菌性疾病14 种，立克次体病
5 种，寄生虫病 7 种［12］。其中很多种疾病是世界性疾
病，如鼠型斑疹伤寒，而其他一些疾病，如发生于中南
美洲的由克鲁斯氏锥虫（一种原虫）引起的恰加斯病
（Chagas’disease，即“南美锥虫病”）则是地方性疾病。

鼠类重要新现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直接传
播和间接传播。直接传播途径是通过鼠咬伤或其他伤
口直接接触鼠的粪便、尿、鼻腔或口腔分泌物，食入被
鼠粪便、尿等污染的食物、水以及吸入鼠粪便、尿等污
染物所形成的气溶胶而传播；间接途径则是通过蜱、
蚤、螨等媒介传播。

在鼠类疾病中，有些是现在经常发生的疾病，如沙
门菌（Salmonella）病，经常会导致地区的大流行。有些
疾病在历史上曾经非常严重，但是现在很少发生（如腺
鼠疫）；还有些疾病时有发生，比如钩端螺旋体（钩体）
病（leptospirosis），会造成严重症状和个体死亡。
2.1 鼠疫 鼠疫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在自然界中主要
以蚤类为传播媒介寄居在特定的宿主（啮齿动物）内，
引起鼠疫的周期性暴发，通过偶然与患畜接触或被带
菌跳蚤叮咬进入人体，由皮下途径感染，随后进入血液
循环系统，在淋巴结部位引发腺鼠疫，如果未加以控
制，最后将发展成为致命的肺鼠疫。从生态的角度看，
鼠疫菌、蚤和宿主之间形成特殊的寄生（食物链）关
系。在自然界中，鼠疫菌在媒介（跳蚤）和自然宿主（啮
齿动物）之间的循环，导致鼠间鼠疫，人间腺鼠疫和肺
鼠疫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有多种机制帮助鼠疫菌完
成蚤体内生存、形成菌栓、在宿主体内黏附、侵袭、抗吞
噬以及宿主细胞毒性等功能。鼠疫菌传播过程和多宿
主生活周期，决定了鼠疫菌必须存在多种适应宿主机制
最终才能得以生存，并能在宿主间传播以至最终致病。

鼠疫传染源主要是啮齿动物，感染了鼠疫菌的啮
齿动物死亡前常出现严重的败血症，每立方毫米末梢
血中可含有10万～100万个鼠疫菌。目前认为当寄生

蚤吮吸上述带菌血后，鼠疫菌能导致蚤进入称为“栓塞
蚤”的状态，造成动物或人感染。一般来讲，上述过程
首先在鼠间发病流行，通过鼠蚤叮咬而传染人类，尤其
当大批病鼠死亡后，失去宿主的鼠蚤转向人群。

鼠疫主要发生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由于环境、病
原体、宿主、媒介种类、杀虫剂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
相互作用，鼠疫自然疫源地有扩大趋势；在蒙古国，鼠
疫自然疫源地约占国土的 30%，90%的鼠疫病例是腺
鼠疫。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40%以上的腺鼠疫患者
发展为肺鼠疫，死亡率可高达 70%以上［13］。据WHO
报告，2003年全球共有9个国家报告鼠疫病例，总数为
2118例，其中182例死亡［14］，鼠疫依然是许多国家关注
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其储存宿主包括许多鼠种，如
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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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鼠（Rattus rattus）均为城镇最常见的宿主［15］。在非
洲，多乳鼠（Mastomy）也是鼠疫菌的主要储存宿主［16］；
在哈萨克，沙鼠属是主要储存宿主［17］；我国已经明确的
主要宿主有 12种，即灰旱獭（Marmota baibacina）、喜
马 拉 雅 旱 獭（Marmota himalayana） 、长 尾 旱 獭
（Marmota caudata）、蒙古旱獭（Marmota sibirica）、达
乌 尔 黄 鼠（Spermophilus dauricus） 、阿 拉 善 黄 鼠
（Spermophilus alashanicus）、长 尾 黄 鼠（Spermophilus
undulatus）、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布氏田
鼠（Lasipodomys brandti）、大绒鼠（Eothenomys miletus）、
齐氏姬鼠（Apodemus chevieri）以及黄胸鼠。

鼠类是鼠疫的自然宿主，而人类原来只是被受感
染的鼠类或病媒跳蚤咬啮了的意外牺牲品。许多林栖
啮齿类一直保持鼠疫感染状态，其中包括非洲的多乳
鼠、大裸蹠沙鼠（Tatera）和 Arvi⁃camthus，中亚的旱獭
（Marmota）和沙鼠（Gerbillus），美国西部地区的草原犬
鼠（Cynomys）。这些啮齿动物一般都已充分适应了该
病原体，很少死于这一疾病。

当这些鼠与无抵抗力的共生性鼠类（如褐家鼠或
屋顶鼠）混居时，鼠疫传播速度快，易导致大规模流
行暴发。小板齿鼠（Bandicota bengalensis）在其分布区
内被看作鼠疫的主要哺乳动物储库，很容易被病原菌
鼠疫菌感染，但其对鼠疫具有很强的抵抗力，这就使其
具有极大的疾病传播能力。由于科学地控制啮齿动
物、体外寄生蚤以及病原细菌，现在鼠疫相对来说比较
少见，但有时依然还会出现，因此不应低估其“东山再
起的实力”。

当今世界曾经应用于人体免疫的鼠疫疫苗大体上
可分为死疫苗和活疫苗两大类。最初的鼠疫死菌苗出
自鼠疫正在肆虐的印度（1897 年），而在越南战争
（1961－1971年）中得到较为广泛应用的鼠疫死菌苗
为美军的USP疫苗。但近期的动物学研究表明，死菌
苗对肺鼠疫的保护效果较差。鼠疫减毒活疫苗出现于
1908年，在 20世纪下半叶减毒的EV76活菌苗在许多
国家得到广泛使用。但由于EV76不是无毒株，在使用
安全方面存在许多隐患，因此许多国家已不再使用。
到目前为止，尚无足够研究数据可以评价任何一种鼠
疫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且上述疫苗还伴有严重
的副作用，所以发展一种安全、有效的鼠疫疫苗是当
务之急。目前，鼠疫疫苗的研发工作主要集中在新型
减毒活疫苗株的选育和重组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研
制上。
2.2 肾综合征出血热 HFRS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HPS）均为布尼亚病毒
科汉坦病毒属（Hantaan virus，HTNV）中的某些病毒所
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新现传染病。近十几年来，汉坦病
毒（Hantavirus，HV）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HPS 多发生于美洲国家，我国感染 HV 发病主要以
HFRS为主。

HV属布尼维亚病毒科（Bunyaviridae），它可以在
宿主细胞的胞浆内复制，形态呈椭圆形，具有一个脂质
包膜和 4个病毒蛋白；3个单链负性RNA片段分别编
码核衣壳蛋白（NP），包膜糖蛋白G1和G2，RNA依赖
性的RNA聚合酶。其中NP作为主要的结构蛋白，与
RNA基因组片段结合形成螺旋状核衣壳。

HFRS是多宿主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陆栖脊椎
动物的哺乳纲、鸟纲、爬行和两栖纲的一些种类均可自
然感染HV。HFRS的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是啮齿
动物，其中主要是鼠科中的姬鼠属（Apodemus）、家鼠属
（Rattus）和 仓 鼠 科（Cricetidae）中 的 田 鼠 亚 科
（Cricetinae）鼠平属（Clethrionomys），其他动物（如牛、猫、
犬等）也可成为HV的宿主。在我国，HFRS的主要宿
主 动 物 和 传 染 源 是 野 栖 的 黑 线 姬 鼠（Apodemus
agrarius）和以家栖为主的褐家鼠。其次，数量较多、带
病 毒 率 较 高 的 还 有 以 家 栖 为 主 的 小 家 鼠（Mus
musculus）、黄胸鼠和野栖的黄毛鼠（Rattus losea）、大仓
鼠（Tscherskia tyiton）和黑线仓鼠（Cricetulus barabensis）
等。此外，林区大林姬鼠（Apodemus peninsulae）和实验
用大白鼠也可成为传染源。

HFRS的传播可分为 3类，即动物源性传播、节肢
动物传播和垂直传播，宿主可终生携带病毒，并呈无症
状的持续性感染。动物源性传播主要为接触传播、消
化道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途径主要包括吸入排泄
物（如粪、尿、唾液等）形成的气溶胶、食入被污染的食
物和伤口接触感染等方式，特别是气溶胶经呼吸道传
播，在人类感染HV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节肢动物传
播主要涉及到革螨、恙螨、蚤和蚊的作用问题。目前在
蚊体内仅查到抗体，蚤体内虽然分离到病毒，但HV不
能在蚤体内增殖。研究人员曾多次自鼠体外、鼠巢内
及游离的一些革螨和恙螨中分离到HV，也证明其能经
卵传递病毒，但目前还未证实由螨传播的病例，这一传
播途径也未得到国际间的公认。垂直传播即通过胎盘
传播，在黑线姬鼠、褐家鼠及人均已得到证明，对HV
在鼠间传播及疫源地的维持有重要意义。
2.3 钩体病 钩体病是由致病性钩体（Leptospira）所
引起的一种较为常见的重要鼠类传染病。钩体病广泛
分布，世界五大洲均有此病，目前该病主要在亚洲、非
洲、中美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流行［18-20］。我国是钩体
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自1955年钩体病被列入
法定报告传染病以来，全国累计报告 240万例，死亡 2
万多例。共发生几十次规模较大的流行，发病率高达
10/10万以上的有 10年，其中 9年均与洪涝灾害有关，
小的流行与发病则从未间断，每年发病人数曾达数万
之多，其中以 15～34岁的青壮年居多，患者以农民为
主，其次为学生，一年四季均有病例发生，7－10月为
发病高峰。

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许多动物都感染钩
体，其中危害最大的主要宿主动物是啮齿动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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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姬鼠、黄胸鼠和褐家鼠，家畜有猪、犬和牛。在某些
地区，鼠类、猪和牛带菌率可分别高达36%和68%。我
国分布地区也很广泛，除新疆、青海、宁夏、甘肃省（自
治区）没有发现病例以外，其他 27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均有病例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区域，特别是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省发病率较
高。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省份菌群复杂，主要是黄疽
出血群、爪哇、波摩那群等；长江流域以北菌群较少，主
要是波摩那群［21，22］。

褐家鼠是最常见和分布最广的共生性鼠类，又是
钩体的主要储库。由于钩体病很容易通过带菌鼠尿液
所污染的水源而传播，所以就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
人畜共患病，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尤为如此。工人的工
作若必须与污染的水接触，则该病在他们中间就可常
见。养禽场饮水器的水若被遭受感染的鼠类所污染，
则相关工作人员也就特别容易感染此病。

钩体具有多种不同血清型，并可传播给多种不同的
动物宿主。黑线姬鼠、大林姬鼠和欧鼠平（Clethrionomys
glareolus）是黄疸性出血性钩体的另外一些储库，黄疸
性出血性钩体是传播最广的血清型之一。在英国，通
常15%～30%的褐家鼠被感染。黄疸性出血性钩体是
最重要的血清型，因此可以认为相关的防治人员每天
都有被感染的危险。

据认为，人类钩体病的发生率会有少报现象，因为
该病的症状类似于流感症状（发热、头痛、寒战、呕
吐），所以往往不会向医疗行政机关报告。
2.4 莱姆病 莱姆病是由伯氏疏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经蜱（中国一些地方俗称草爬子）传播的
自然疫源性疾病，是一种新现的人兽共患病，在世界范
围内于人和动物中广泛流行，且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23］。据WHO统计，莱姆病在全世界五大洲的 30多个
国家都有病例报告［24］。中国于 1986年首次在黑龙江
省海林县林区发现此病，并于1990年从蜱中分离出病
原体［25］。目前经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原学证实中国至少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山林地区人群中有莱姆
病的感染存在，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山林地区
为莱姆病的自然疫源地，1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
莱姆病散在发生和流行。长白山、天山、祁连山、六盘
山、太行山和武夷山等，都有莱姆病疫源地［26，27］。

莱姆病传染源主要为患病和带菌的动物，贮存宿
主为啮齿类动物和蜱类，且贮存宿主多样，如白尾鹿、
牛、马、鼠类、鸟类。我国北方地区蹶鼠和姬鼠类可能是
主要贮存宿主。黑线姬鼠和棕背鼠平（Myodes rufocanus）
是中国莱姆病螺旋体的重要贮存宿主。鸟类对莱姆病
的远距离传播有重要作用。莱姆病螺旋体作为病原体，
通过某些硬蜱的吸血活动在动物间循环传播，具有高度
的遗传异质性，至少可分为11个基因型［28］。

自然感染莱姆病螺旋体的动物主要分两大类，一
类为小型兽类和啮齿类动物，是幼蜱和若蜱的主要供

血寄主和病原体贮存宿主；另一类为大型鹿科动物以
及牲畜，是成蜱的供血寄主［29］。由于鼠类不仅能耐受
高水平的螺旋体血症，而且直接参与螺旋体的生活周
期，因此是莱姆病螺旋体的主要储存宿主和传染源。
北美洲已查明29 种哺乳动物是伯氏疏螺旋体的保存宿
主和传染源，其中白足鼠（Peromyscus leucopus）携带伯氏
疏螺旋体高达 88%，在欧洲主要是林姬鼠（Apodemus
sylvaticus）、黄喉姬鼠（Apodemus flavicollis）、长爪沙鼠
等［15，30］。自1986年以来我国从棕背鼠平、白腹鼠（Niviventer
coxingi）、北社鼠（Niniventer confucianus）、褐家鼠、针毛鼠
（Niniventer fulvescens）、华南兔鼠（Lepus sinensis）、白腹巨
鼠（Rattus edwardsi）、黑线姬鼠、普通田鼠（Microtus
arvalis）、天山蹶鼠（Sicista tianshanica）、大林姬鼠分离到
伯氏疏螺旋体［31，32］。

莱姆病螺旋体的储存宿主因地而异，但主要是鼠
类。家野鼠数量多、分布广、密度大、感染率高，是莱姆
病的主要传染源，其危害性极大，今后防制莱姆病应采
取灭鼠措施。莱姆病虽然主要通过媒介蜱的叮咬传
播，但也可通过直接接触水平传播，如人、犬、猫的莱姆
病可互相传播。因此，必须警惕与带蜱和染菌动物接
触，尤其是犬、猫。美国、加拿大曾研究控制或消灭蜱
的措施，但均未取得成功。免疫研究一直在进行，但尚
未有商品化疫苗出售。

3 新现传染病的预防展望
3.1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控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新现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对亚太地区的健康、繁荣和
安全带来持续的威胁。特别是艾滋病的全球蔓延、
SARS的突发，以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出现
和不断发生，使得建立有效的合作，从根本上预防其威
胁成为当务之急。

控制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是全球保护工作者优先
考虑的事情。野生生物贸易对公共卫生、农业和生物
保护的影响代价极大，必须提出这项贸易是对社会经
济安全的真正威胁。据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统计，全球
野生动物年交易量包括大约4百万只鸟、640亿条爬行
动物和4万头灵长类动物。
3.2 加强相关部门合作，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加强部
门间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农业、公共卫生和野生动物管
理部门之间。新现传染病多发生在中西部落后地区，
这些地区缺乏充足的人医和兽医卫生资源，需要建立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疾病预防网络。
3.3 建立野生动物疾病监测网络，加强应急反应体系

和卫生防疫体系 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及时、透
明地发布新现传染病防控相关信息，包括疾病暴发报
告、诊断结果和相关基因信息，并促进各地之间信息和
样本的即时共享。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交流信息和病
原体样本是全国和全球及时做出反应的关键。扩大生
物信息学的研究和利用，并开发数据库和其他资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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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科学界利用，使他们可以运用群体水平的疾病观
点，并进行野生动物、饲养动物和人类相互作用的研
究；可以跟踪在动物中传播的病原体，包括宠物、食品
动物和实验动物。加强对野生动物的病原监测，找出
可能导致人兽共患病的野生动物。建立和完善经济体
内和经济体之间的新现传染病监测网络。
3.4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设法制化社会 为正确、
合理地制定新现传染病防控策略，对特定新现传染病的
经济、社会影响开展专门的评估。广东省早在2001 年
就制定了地方性法律，禁止捕食、贩卖野生动物。
3.5 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意识 通过电视、报纸
和网络等媒体积极开展有关新现传染病的群众性宣传
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新现传染病的认识和防范意
识。同时，建议广大市民要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和生
活行为方式，爱护环境，杜绝或减少破坏生态环境，从
源头上堵住新现传染病的出现。

此外，人类应该尽量保护野生动物聚集的地区，减
少在这类地区内的人类活动，这也将对减少生物多态
性的破坏和人兽共患病的发生有极大帮助。通过传播
科学的预防信息和方法，提高公众防护意识。
3.6 加强国境卫生检疫，防止新现传染病的输入和输

出 对国外已经发现但在我国可能不存在的新现传染
病，应引进病原学诊断技术和方法，并借鉴其成功经验，
防止其输入；对那些我国可能存在但尚未发现或发现不
久的新现传染病，则应采取各种措施，查明其发病情况
及影响因素，降低其感染与发病率，并防止其输出国外。

4 小结
各种新现传染病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的

暴发流行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威胁着
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矛盾，导致人类遭受了病菌的
侵袭，也要引起人类新一轮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考。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与动物和谐共存，是维
护社会生物安全，也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
要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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