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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是在埃博拉病毒病$

H?A

%流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障碍及行为表现)它的产生

不仅与
H?A

的高致死性(易传播性(不易鉴别等特点有关#而且与西非滞后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极不完善的医疗体系(传统的

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当地政治等多种因素有关)笔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成员#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也感受

到了针对
H?A

患者(密切接触者甚至相关医务工作者的恐惧(歧视甚至伤害#也体会到这些行为对
H?A

防控带来的不利影

响'在积极救治
H?A

患者的过程中#通过深入当地社区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培训当地医务人员防护技能(雇佣
H?A

治愈者参

与防控工作以及援助大量防护装备等方式提高当地
H?A

防控水平#消除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及歧视)通过加紧研制针对

H?A

的药物和疫苗#坚持全方位的援助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将有助于消除埃博拉疫情及其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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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

年
&

月开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

埃博拉疫情从几内亚一个偏远的农村暴发蔓延#很快

便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及塞内加

尔等西非国家大范围流行开来)截至
!"#$

年
E

月
#

日#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V024+ R,*48J B2

=

*3.Y*8.03

#

VRB

%报道的全球埃博拉病毒病$

HZ04*;.21<+.<,*<,

#

H?A

%疑似(可能及确诊病例
!$!#&

例#死亡
#"E'"

例+

#

,

)报道的病死率高达
N"̂

+

!

,

)面对这一严重

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国际社会在积极

援助西非的同时都纷纷加强各自国家的疫情防范措

施#尽可能避免其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流行)笔者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批援利医疗队的成员#于

!"#$

年
#

月至
&

月在利比里亚中国埃博拉治疗中

心$

HZ04*M2,*8-,38:3.8

#

HM:

%参加了抗击
H?A

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除感受到疫情的严峻外#也

深刻体会到因
H?A

而引起的恐惧(耻辱和歧视对有

效开展
H?A

疫情防控(尽快恢复当地生产生活有着

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对国际交流也产生着一定影

响#应引起足够重视)

9

!

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的定义

恐惧$

5,*2

%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有机体企图摆

脱(逃避某种情景而又无能为力的情绪体验'或者说

是因受到威胁而产生并伴随着逃避愿望的情绪反

应)人类的大多数恐惧情绪是后天获得的)恐惧反

应的特点是对发生的威胁表现出高度的警觉+

&

,

)耻

辱$

<8.

=

-*

%#又称为污名化#最早是指一种深度怀

疑#是个体无法被社会完全接受的心理特征'而且#

被污名化的人会因此从一个完整的个体被贬低为一

个有污名和不完美的个体+

E

,

)埃博拉相关的耻辱就

是指对于患有或者有可能感染这类疾病的人的一种

贬低的态度和想法+

$

,

)歧视$

+.<)2.-.3*8.03

%是对那

些有污名的人进行区分(排斥和限制#而与其个人能

力无关+

'

,

)恐惧(耻辱和歧视这
&

种心理障碍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耻辱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是一种恐惧的表现#也可以是被羞辱者在遭受

别人歧视和敌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体验)

疾病特别是感染性疾病由于它的侵害性(无国

界性(未知性和不可抗性#最容易在人类社会中引发

恐慌和歧视#而这种心理障碍就被称为疾病相关的

恐惧(耻辱和歧视)

:

!

造成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的原因及表现

!>#

!

疾病本身的原因

!>#>#

!

高致死性及难治性
!

埃博拉病毒共有
$

种

亚型#包括扎伊尔型$

W*.2,HZ04*;.21<

#

WH_B?

"

H_B?

%(科特迪瓦型 $

K08,+.;0.2,HZ04*;.21<

#

KH_B?

%(苏丹型 $

61+*3 HZ04*;.21<

#

6:A?

"

6H_B?

%(雷斯顿型$

P,<803HZ04*;.21<

#

PH_B?

%

和本迪布焦型$

_13+.Z1

=9

0HZ04*;.21<

#

_H_B?

%)

$

种亚型病毒的毒力各不相同#因此确诊
H?A

患者

的病死率也从
"

"

#""̂

不等)在此次暴发前的
!E

次流行中#

H?A

多以
H_B?

和
6:A?

两个亚型为

主#而本次流行的
H_B?

为病死率最高的亚型+

D

,

)

H_B?

最早暴发于
#ND'

年
%

月刚果共和国北部$现

为扎伊尔%#病死率达
%%̂

$

!%"

"

&#%

%'而本次疫情

截至
!"#E

年
'

月#

H?A

死亡人数已近
$"""

例#至

!"#E

年
%

月#确诊患者数已超过了既往所有
H?A

流行感染人数的总和+

%

,

)

H?A

不仅病死率高#而且

病情进展迅速#从出现症状到死亡的中位时间仅有

%+

+

N

,

)极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对非洲极不健全的

医疗保障体系产生了巨大压力#导致大量患者得不

到有效隔离救治)当地许多医务工作者因疫情早期

预警不足(防护设备缺乏而在工作中被感染并死亡)

幸存者则因恐惧而关闭诊所#拒绝接诊)同时#

H?A

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发达国家开展的相关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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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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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海光#等
>

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及歧视不容忽视

抗病毒药物临床试验以及疫苗的研制工作仍在进行

之中'这在社会上造成了.

H?A

无药可治/的可怕印

象)社会上
H?A

恐惧气氛浓厚)

!>#>!

!

传播途径简单!传播效率高
!

现已明确#

H?A

主要通过接触传播#其次近距离接触患者喷溅

物也可造成传播+

#"

,

)直接接触或生食患病动物或

其尸体(接触
H?A

患者身体或其体液$唾液(乳汁(

呕吐物(粪便(尿液(血液(精液等%以及刚被污染的

物品都能造成传播+

##

,

)有证据显示#刚治愈的
H?A

患者通过性接触也会造成传播+

#!

,

)尽管目前还没

有
H?A

患者在潜伏期传染人的证据+

#&

,

#但潜伏期

是病毒在人体内逐渐增加的过程#因此#理论上潜伏

期末也可能具有传染性+

#E

,

)由此可以看出#

H?A

的

传播途径具有容易被忽略(不易被发现(传播效率高

的特点)例如#在本次疫情流行高峰期$

!"#E

年
N

月至
#"

月%#仅利比里亚就新发确诊病例
!#N&

例#

约占截至目前$

!"#$

年
E

月
#

日%累计确诊病例的

D"̂

+

#

,

)这一特点极易导致社会对
H?A

患者(接触

者和参与
H?A

防治的医疗人员产生恐惧和排斥)

有报道在西非
H?A

流行期间#大量孕妇被当地医疗

机构拒之门外#一是由于有医生因判断失误#在

H?A

孕妇分娩过程中接触大量体液而被感染'其次

是孕妇感染
H?A

的症状#如腹痛(阴道出血(恶心(

腹泻(呕吐等#很难与常规的孕期反应区别开来)据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P(

%估计#截至
!"#E

年
#"

月#西非埃博拉疫情直接或间接导致
#!

万名孕产妇

死亡+

#$

,

)此外#因害怕被传染#民众排斥患病亲属(

运尸队罢工等一系列行为也屡见不鲜)笔者在工作

期间#经常遇到
H?A

相关密切接触者被民众驱赶出

社区而前来寻求帮助)

H?A

相关医务人员也不敢

向同一社区的邻居或朋友透露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否则会被社区歧视和孤立#甚至会遭受社区的暴力

伤害和死亡威胁+

#'

,

)

!>#>&

!

不易鉴别的早期临床表现
!

H?A

的早期临

床表现包括发热(极度乏力(纳差(头痛(咽痛和全身

肌肉关节疼痛等全身中毒症状'此后逐渐出现皮疹(

上腹痛(恶心(呕吐及腹泻'有些患者同时出现严重

的出血倾向$如口鼻(眼结膜(皮肤(消化道及泌尿道

等部位%#并迅速加重#出现低容量性休克(多器官功

能衰竭和意识障碍等并发症#直至死亡+

#D

,

)可见#

H?A

早期与其他非洲常见传染病如流感(伤寒(疟

疾(霍乱(黄热病等很难鉴别)因此#在
H?A

流行期

间#由非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类
H?A

/症状会使患者

产生严重的疑.埃/心理#表现为烦躁(拒绝和放弃等

心理体验'也会使接触者产生恐惧情绪#并遭受其他

人的排斥(羞辱和暴力威胁#甚至他们的房屋(财产

也会遭到故意破坏+

E

#

#%

,

)在本次疫情中#有些患者

正是因.类
H?A

/症状而被医疗机构拒之门外#最终

因延误治疗而死亡#这也更加重了公众对
H?A

疫情

的恐惧感)

!>!

!

社会经济的原因
!

传染病的流行和暴发#除了

有其自身规律以外#往往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

发展水平有关)从这次
H?A

疫情来看#埃博拉相关

恐惧(耻辱和歧视的产生#与西非国家基础设施落

后(贫穷(国民受教育程度低下(特定的生活生产方

式以及政治斗争等因素有关+

E

,

)据报道#疫情早期#

西非三国$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政府为了

尽可能保证国内经济不受影响#都不同程度采取了

隐瞒(掩盖等方式.淡化/处理疫情)直到
!"#E

年
%

月#疫情出现向非洲以外的国际社会蔓延的趋势后#

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开始采取紧急措施#但此时

已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另外#很多医务人

员因防护用品匮乏(防控知识不足而受感染并死亡)

这一群体中的惧怕情绪浓厚#导致本就稀缺的医疗

人员拒收
H?A

患者)此外#当地民众文化水平低下

$仍以部族文化为主%#对疫情缺乏认识#对政府的紧

急隔离行为又极度反感#出现阻挠隔离措施#甚至冲

击隔离点抢夺患者的事件+

#NG!"

,

)最后#随着疫情加

剧#病死率升高#民众对疾病的认知又走向另一个极

端#对和
H?A

有关的一切都产生严重的恐惧(排斥

和歧视)

!>&

!

其他因素
!

除了疾病本身以及社会(经济等原

因#还有很多因素会引起或加剧埃博拉相关的恐惧

和歧视)例如媒体的过度宣传往往会在社会上造成

较大影响)有些媒体脱离科学常识#对
H?A

过度夸

大#甚至引用一些未经科学证实的观点以博取关注)

这些都会加重社会恐慌#导致更严重的歧视和羞辱

等现象)另外#人为因素也是原因之一)这包括一

些社会团体和政府机关为避免疫情传入本国#脱离

科学地制定隔离措施或限制条款#无形中就造成了

歧视和差别对待)有报道#在
!"#E

年
#"

月美国热

带医学和卫生学年会举办前
$+

#路易斯安那州相关

部门规定在最近
!#+

内有西非三国旅游史或
H?A

患者接触史的与会者禁止参会'对于有埃博拉相关

的旅游史或者暴露史的参会者也建议不要参会并使

用公共交通#大会不会为其提供公共设施并会将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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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

限制在房间内)这引起了很多本想参会讨论本次疫

情的西非专业人士的不满#认为过度的(毫无科学依

据的限制措施不仅造成明显歧视#阻碍了学术交流#

更不利于疫情防控+

!#

,

)除此以外#美国新泽西的学

校也曾规定除非自行隔离
!#+

#否则禁止从卢旺达

来的学生返校)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大学拒绝来自尼

日利亚的入校申请+

!!

,

)由此不难看出#疾病引起的

恐惧往往会通过过度的反应表现出来#而这对人际

交往(社会秩序乃至国际交流等都会产生严重影响)

;

!

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对
!<=

防控的影响

埃博拉相关负面情绪对患者本人及健康人群#

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理或生理变化#进而由此引

发不同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各方面造成影响#其中对

疾病流行预防控制的影响最为严重)患者本身是这

种负面心理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不但要承受疾病本

身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社会大众的指责(抛弃(歧

视(羞辱甚至伤害)这常常迫使患者隐瞒病情#逃避

筛查(隔离#对
H?A

的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

!"#E

年
N

月
&"

日#美国本土首次确诊输入性
H?A

患者
#

例#该患者正是逃避筛查后进入美国本土发

病的+

!&

,

)另外#埃博拉相关医疗工作者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有些医务人员因害怕被感染和遭受羞辱而

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宁愿丢掉工作#也不愿丢掉生

命/'而坚持工作的医疗人员#面对高风险和别人的

歧视(排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不满'甚至一些来

自非疫区的医疗援助人员也不愿接触患者#采取躲

避(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

#%

,

)笔者在医疗队工作过

程中也发现#有些利比里亚方工作人员经常抱怨当

地政府没有给予他们额外的风险补贴并消极工作)

这些消极情绪会直接削弱针对
H?A

疫情的防控效

果#而疫情发展又促使相关恐惧(歧视(侮辱现象不

断涌现#形成恶性循环)

>

!

消除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的措施

E>#

!

加强
H?A

诊断治疗方面的研究及应用
!

疾病

本身是引起恐惧(歧视等心理反应的主要原因#因

此#只有掌握了有效诊治疾病的方法#才能真正消除

人类对疾病的恐惧)就
H?A

来说#目前还没有一种

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和疫苗被广泛应用#仅有的治

疗手段就是补液和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支持

治疗)近期#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埃博拉抗体药物

7CSDD

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成功治愈
#

例

H?A

患者+

!E

,

#为
H?A

疫情的防控又增添了一件

.利器/)同时#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英国葛

兰素史克制药公司也分别研制出了针对
H?A

的治

疗性疫苗并已进入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

%

,

)这

些研究成果将极大提高人们战胜埃博拉的信心#有

助于消除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

E>!

!

加大对西非国家的援助力度
!

本次
H?A

疫情

的暴发#与西非国家的贫穷落后有着密切关系)联

合国(

VRB

先后派遣了数百名专家抵达疫区开展

援助)无国界医师组织共有数千人投入到西非各

国#开展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和动员教育等工

作)我国政府也先后派遣了多批次医务人员开展

H?A

相关救治和培训工作#帮助当地政府建立(完

善疾病防控体系#对当地民众加强有关埃博拉的宣

传教育#并通过紧急物资援助为他们提供防护设备#

建立诊断(隔离及治疗设施)这些多方位援助措施

不仅有效地控制了
H?A

流行#还极大地增强了公众

战胜
H?A

的信心)除此以外#国际社会还应该建立

长效机制#帮助西非国家从根本上消除贫穷#加强教

育#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完善并提高应

对新发传染病的快速应急体系#科学防控#将疫情的

不良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E>&

!

加强宣传教育
!

针对
H?A

防控相关问题#深

入社区开展科学(全面(客观的宣传#对凝聚社会共

识#团结大众力量共同抗击
H?A

#消除民众当中的

恐惧(误解和偏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医疗

队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深入学校(社区(企业#开展

H?A

防控相关知识的讲座'通过互动和实际操作演

练#传授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措施和方法#显著减

少了民众对
H?A

的恐惧心理)在授课中#注重强调

埃博拉相关的恐惧(耻辱和歧视问题#使受训者意识

到这种负面心理对自身和他人以及疾病控制的影

响#鼓励他们加入到反歧视的行列中来#主动帮助那

些
H?A

幸存者融入社会)曾有美国学者建议雇佣

H?A

幸存者加入到
H?A

防治工作中来#这样既可

以加强西非当地医疗力量#又有助于疫情控制#还有

助于消除患者的耻辱感#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信

心+

!$

,

)据此#笔者所在医疗队雇佣了
#

名经我国

HM:

治愈的患者#对留观或治疗病区的隔离患者开

展心理辅导#消除他们在治疗期间的各种心理问题#

提高治疗的依从性)这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此以外#应积极关注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和歧视

问题#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做好宣传引导#促使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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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辛海光#等
>

埃博拉相关恐惧(耻辱及歧视不容忽视

众客观(理性(科学对待
H?A

#从而减少由此引起的

不良影响)

疾病引起的恐惧(耻辱和歧视很难完全根除#这

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有关)但积极采取措施尽可

能减少其对疾病防控(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影响#将更

有利于人类社会战胜疾病#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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