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意见：如不开展多级应对，肝炎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将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世界肝炎日,强调病毒性肝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2011年 7月 28日，北京) 首个世界肝炎日，一批病毒性肝炎领域的顶级专家正在敦

促亚太地区的政府和公众，提高肝炎对个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认

知。该团体，CEVHAP（亚太病毒肝炎扑灭联盟）是为了解决对于与病毒性肝炎相关

问题的公众意识和政治意愿缺乏而新近成立的。 

 

作为 2010年 5月 21日世界卫生大会有关病毒性肝炎决议（WHA 63.R18）的结果，

今年的 7月 28日将成为全球第一个世界肝炎日。该决议也表示了对全球病毒性肝炎

的预防、控制和治疗缺乏进展的关注。  

 

全世界每 12个人中就有 1人感染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和丙型肝炎，每年致死人

数约为一百万人。1 亚太地区是全球病毒性肝炎的最严重地区。 

 

“慢性肝炎是一种悄然发生的疾病，患病初期的几年几乎无明显症状，而同时公众和

政府对这一疾病仍旧缺乏认知和关注。这种状况导致我们今天处于这样的境况，即大

量病毒性肝炎患者并不主动寻求医疗关注或接受治疗——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许多提

供治疗补贴的国家。” 国立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CEVHAP 的联合创立者，陈定

信教授说。 

 

病毒性肝炎的慢性感染者数量和年死亡率与艾滋病（HIV/AIDS）、肺结核和疟疾相

当。尽管它们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影响，但社会群众对于肝炎却缺乏同等的认知，也缺

乏相应的公共政策推动。 

 

CEVHAP的目标是——致力于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决议，与亚太地区之间建立起一

座桥梁。其最初的关注点为乙型和丙型肝炎，也是对该地区造成最大影响的两种肝炎

类型。 

 



 

 

“世界卫生组织号召采取应对病毒性肝炎问题的全球方案，我们认为作为这一领域的

专家，保证亚太地区作为这一全球方案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责任。”澳大利亚墨尔本维

多利亚传染病参考实验室分区主任、CEVHAP的联合创立者，Stephen Locarnini 教

授如此说。 

 

根据 2002年的数据统计，中国和印度估计有 1亿 2300万慢性乙型肝炎和 5900万慢

性丙型肝炎感染者，几乎占全世界所有感染者的 50%。2,3  

 

“中囯近年来虽经大力推广乙肝疫苖免疫预防为主的策略，並采取加强血液安全监督管

理等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仍有约 9,3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2,000万慢性

乙肝患者和近 1,000万丙型肝炎感柒者，这些仍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CEVHAP在华

成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防治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王钊教授说，“CEVHAP组织

有责任对社会继续宣传丶协助政府继续加大对病毒性肝炎防控工作的支持力度，为保

护人们免受肝炎危害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在亚太地区实行为患者提供筛查和治疗途径的政策是紧迫的。目前，超过一半的慢性

肝炎患者生活在不能提供免费检测的国家，41%的患者生活在医疗体制还不予以资助

治疗乙型或丙型肝炎的国家。4 
 
“医疗卫生系统的乙型肝炎负担将会持续增长，除非政府在该地区实施有效的公共政

策干预。”Stephen Locarnini教授说。“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善现在的

境况——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普遍接种疫苗的地区，其实已经有了进步——只是我

们可以并需要做得更多，从而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 CEVHAP 
亚太病毒肝炎扑灭联盟（CEVHAP）是这一地区首个独立的，多学科的，为提倡进行

公共政策改革，以减轻病毒性肝炎在亚太地区的负担而设立的组织。  

 

CEVHAP成立于2010年10月，成员由许多世界知名的肝炎和病毒学专家组成，利用其

成员共同的专业知识，通过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公共政策制定和

进行健康教育的政府单位，从而协助该地区工作。 

 

CEVHAP 在中国的成员有：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防治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王钊教



 

 

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教授；北京大学肝病研

究所所长魏来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袁正宏教授；北京大学

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教授庄辉教授；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学科带头人侯金林

教授。	  

  

更多相关信息请登陆 www.cevhap.org.（该网站将在第一届世界肝炎日当天同步上

线。） 
 

2011年亚太世界肝炎日 

世界肝炎日将被全球上千个个人、病友团体、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医疗专家、政府和

公司所关注。在亚太地区，世界肝炎日将在以下国家及地区开展活动：澳大利亚、孟

加拉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巴

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美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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