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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分析与防控研究
李亚斌 1，2

（1.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2. 青岛航运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200）

摘　要：针对邮轮呼吸道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暴发的风险，分别从船上人员、环境条件、行程活动、诊疗条件等方面

开展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的因素分析，提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相关培训，提高邮轮防控能力，加强邮轮疫情传播机理研究，

针对性优化改进船舶结构设备，加强邮轮诊疗设备，提高病患快速甄别能力，以及加强船港合作，建立疫情防控国际合

作机制等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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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钻石公主”

号、“至尊公主”号、“威斯特丹”号等多艘大型邮轮

上也接连发生了不同程度、范围的病毒感染事件 [1-3]，

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被高度关注。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

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疾病。病原体中大部

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传染病暴发是指在局限

的区域范围和短时间内突然发生许多同类传染病例的现

象。 大型邮轮载客数量多，人员密度大，流动性强，

一旦暴发传染病，不仅危害大量船上人员的生命健康，

也会对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甚至造成地

区社会秩序紊乱。因此开展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分析及

对策研究，对降低邮轮运营风险，保障人命安全，促进

邮轮产业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1 邮轮易发的传染病

可在邮轮上暴发的传染病基本分为呼吸道传染病

和消化道传染病两种类型。

的航道，可适当降低通航代表船型标准，配套针对超限

船舶的相关管理规定，如“一船一议”等事前管控手段

来实现区段航道的安全运营。

5.3 现状不通航航道可适当提高通航代表船型吨级

考虑部分现状不通航航道未来沿线码头企业发展、

水路货运需求提升，带来一定的船舶流量，部分现状不

通航的低等级航道可适当提高代表船型吨级，以后航道

复航可再按照现阶段提出的标准分期实施桥梁防撞设

施。

6 结语

江苏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区段通航代表船型

确定方法研究对于其他航道通航代表船型的确定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有助于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自查及评估

工作的开展，同时对以后新建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抗撞

设防船型的确定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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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呼吸道传染病

是指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经空气飞沫传播、通

过呼吸道侵入并能引起易感人群感染和流行的一类疾

病。 常见易引起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疾病有甲型 H1N1 流

感、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甲型 H3N2 流感、肺结核、

军团菌、脑膜炎等 [4]。通过对 1973 年以来的 38 篇邮轮

传染病暴发的文献研究发现，共统计 136 次传染病暴发

事件中，呼吸道传染病暴发事件为 60 次，占比 44％，

主要病原体是流感、军团菌和风疹等 [2]。

2020 年在“钻石公主”号等邮轮发生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也属于呼吸道传染病，该轮上 3711 人先后

有 712 人被确诊感染，感染率近 20%，最终导致 13 人

死亡 [5]。类似的案例还有 2010 年 “富士丸”号邮轮发

生的聚集性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等 [6]。

1.2 消化道传染病

是指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经口侵入肠道引起感

染而导致的疾病，以粪——口为主要传播途径，病人或

病毒携带者可通过排泄物（如呕吐物、粪便等）排出病

原体，然后通过污染食物和密切接触造成感染和传播。

常见的消化道传染病病原体包括：霍乱弧菌、沙门氏菌、

产毒性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弯曲杆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沙波病毒、

札幌病毒、戊肝病毒、蓝氏贾第鞭毛虫、环孢子虫、旋

毛虫、隐孢子虫、肉毒毒素、化学毒素等；

邮轮消化道传染病暴发事件相对较多，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对 2005 年至 2008 年间发生的 66 起

邮轮群体性腹泻事件的调查发现，47 艘邮轮上 9031 名

旅客、船员发生的 66 起腹泻事件中，有 59 起事件能够

确定出病原体，其中的 57 起主要是由诺如病毒感染引

发，占比 97%[7]。 

2 邮轮传染病暴发原因分析

2.1 船上人员复杂

大型邮轮不但旅客、船员数量大，而且人员来源

地也非常复杂，旅客、船员往往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大量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员密切接触，客观上导致了传染

病感染风险的增加。

老年游客由于体力、语言等原因，较为青睐邮轮

旅游，尽管根据国际邮轮协会对邮轮乘客调查结果表明，

邮轮乘客中中青年比例近年有所增加，但超过 60 岁的

乘客占比仍然高达 28%，另有 10% 的旅客携带了儿童

[8]。老人与儿童一般抵抗力较低，儿童卫生防护意识相

对较差，传染病感染风险相对较高。“钻石公主”号之

所以感染人数众多，很大程度上与乘客年龄层有关。

其中，80 岁以上的乘客多达 226 人，70~80 岁之间有 1 

008 人，60~70 岁之间有 910 人，不到 60 岁的仅仅 522

人 [3]。

另外，邮轮航行过程可能遭遇恶劣天气海况导致

船舶颠簸，引起部分乘客晕船。晕船一方面使得人员免

疫力降低，另一方面，呕吐物中的病原体可能通过气溶

胶、飞沫等途径造成他人感染，增大了疾病暴发的风险。

2.2 船舶环境条件有限

邮轮内部空间相对狭窄，人员密集度高，舱内空

气相对滞浊，病原体容易通过飞沫和气溶胶发生人际传

播，造成传染病暴发。邮轮一般都设置多种娱乐活动场

所，影剧院、卡拉 0K 厅、酒吧、商店、游泳池、健身

运动场所、阅览室等，大量旅客、船员在上述场所聚集

活动，极易造成病毒传播，导致疾病暴发，尤其是呼吸

道疾病的感染。由于水密性能等原因，船舶空间大多有

较强的密闭性，通风性能不佳。大型邮轮的通风空调系

统出于节约能耗等原因，普遍采用“新风”与“回风”

混合后“送风”的运行机制，导致部分传染病病原体可

能通过空气传播造成人员感染，造成传染病暴发 [9-10]。

邮轮上的洗手间等公用设施清洁消毒不规范，可

导致病毒传播。根据 2005-2008 年对 9 家邮轮公司旗下

的 56 艘大型邮轮上随机选定的 273 个公共洗手间中的

8344 个区域表面进行了评估，发现仅有 37% 目标区域

进行了按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船舶卫生控制程序（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VSP) 进行了日常的预防性清洁消毒
[11]。缺乏对公共洗手间等公共设施的日常性清洁消毒可

能是某些邮轮诺如病毒感染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邮轮航行期间旅客的食品、饮用水具由船方提供，

如果船上食品、饮用水的采购、存储、加工等环节受到

病毒污染，也极易引发传染病暴发风险，尤其是消化道

传染病。

2.3 行程活动多且频繁

一般邮轮旅途中会停靠多个港口，尤其是短程邮

轮多是夜间航行，白天靠港。邮轮靠港期间，大量旅客

上岸观光旅游。该过程中大量乘客短期内实现跨区域快

速流动，造成人员接触大量“新”的微生物和病原体，

客观上增加了传染病感染风险。邮轮停靠港口的温度、

湿度等环境条件差异也较大，导致乘客体感疲劳，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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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降低，更易于感染传染病。旅客在岸期间也可能发生

的就餐、饮水等，增加了消化道传染病感染的风险。船

员在船舶靠港期间需进行补给等相关活动中，也需与岸

上人员进行频繁接触，也增加了传染病感染风险。

部分邮轮航线会随着季节、旅游淡旺季变化而调

整，船舶会在全球不同区域的始发母港和航线运行，造

成船员等人员的区域间或洲际间、甚至全球范围的流动，

邮轮该运营地理季节性特征也增大了传染病暴发风险。

近年来，多家邮轮企业开通了南北极航线，邮轮“两极”

旅游逐渐增多。根据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的相

关要求，载客量少于 500 人的中小型邮轮可以开展登陆

活动。地球部分区域的古老冰川中存在一些未知病毒，

青藏高原的冰川中就发现了 28 种未知病毒 [13]。伴随全

球变暖，古老冰川融化导致一些人类未曾接触的“全新”

病毒解封，船上人员在登陆过程中有可能接触上述病毒，

导致“全新”的传染病在邮轮首先暴发。

2.4 诊疗条件不足

目前，对于船上人员数量，大型邮轮的船上诊疗

设施、检查手段技术以及接诊能力都很有限，难以满足

传染病风险防控需求。按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

船舶卫生方案相关要求，邮轮上每 1500 名旅客要配备

医生和护士各 1 名，目前，大部分邮轮都不满足此项要

求。2018 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为 2.59 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 2.94 人。邮轮的医疗环境相对“封

闭”，加之乘客中老年人占比相对较大，因此，医护人

员配备的数量水平应进一步提高，以获得不低于国家平

均水平的实际诊疗效果。此外，邮轮上的医护人员普遍

缺乏传染病相关知识与防控能力，此前曾发生邮轮船医

将发病的肺结核病人诊断为“咯血待查”的案例 [14]。

邮轮医护人员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控技能，很可能造成

对传染病初发病例的错误诊断，错失最佳防控时机，导

致传染病暴发。 

3 防范措施建议

3.1 加强疫情防控相关培训，提高邮轮防控能力

尽管在传染病暴发阶段，邮轮对其控制能力有限，

但船上的初期防控工作对于疫情发展控制却具有非常关

键的作用。加强邮轮经营管理人员的传染病防控培训，

除做好基本的卫生、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及执行监督

外，还应提高其传染病风险意识，做好游轮传染病防控

预案。疫情防控应成为航线、挂靠港的选择因素，邮轮

航线应避免挂靠发生疫情的港口。同时，应将相关港口

的疫情防控能力、防控政策等纳入决策因素，避免在邮

轮传染病暴发后，船舶无法靠港获得有效救助。

加强随船医护人员传染病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

传染病辨识、处置能力，研究制订邮轮医护人员配备标

准，适当增加医护人员数量，才能具备对传染病“早发

现、早诊断”的条件。同时，增加邮轮病患隔离舱室数

量，完善隔离舱室医疗设施配备，做到对传染病的“早

隔离”。同时邮轮运营企业可以考虑与医疗机构合作，

采取聘请“航次医生”的模式解决随船医护人员数量不

足的问题 [15]。

加强船员的传染病防控培训。当邮轮上发生传染

病时，船员在保护自身免受感染的同时，还要履行岗位

职责，维持邮轮服务体系正常运转。因此，提高全体船

员的传染病防控意识及防控能力，在疫情初期能够及时

发现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对防止疫情暴发至关重要。

加强旅客传染病防控培训。乘客登船后，应做好

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包括旅行途径地易发传染病的介

绍与防护，邮轮传染病信息报告，船舶传染病防护设备

设施配备及使用等，充分动员乘客最大限度参与疫情防

控。

3.2 加强邮轮疫情传播机理研究，针对性优化改进船舶

结构设备

“钻石公主”号新冠疫情暴发后，疫情传播与该

船空调通风系统关系问题的讨论较多。本文建议针对新

冠病毒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途径问题，加强病原体

邮轮内部的人际传播机理研究，科学评估在邮轮通风系

统引发传染病暴发的风险。从经济和技术等方面论证邮

轮通风系统升级改造，改善邮轮室内空气质量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通风、空调系统设计，针对邮轮呼吸道传染

病制定防控技术方案，研究邮轮空调新风比例、颗粒物

过滤及病毒消杀等相关标准，降低呼吸道传染病通过空

调回风渠道传播几率。

相较于邮轮，飞机座舱多采用“垂直通风”系统，

即座椅上方设置送风口，座舱下部设置排风口，舱内空

气自上而下垂直流动，并在通风系统中安装高效空气过

滤器（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HEPA），有

效控制舱内空气的污染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浓度，避免病

原体空气传播 [16-17]。优化船舶结构，增加病患隔离舱室

的数量，完善隔离舱室的医疗条件设施，在疫情初期能

够将病患进行有效隔离，是防止传染病暴发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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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增强邮轮诊疗设备，提高病患快速甄别能力

大型邮轮医疗条件有限，难以对船上出现的传染

病发病人员实施快速筛查甄别，尤其是初期感染者。而

尽早发现初期感染者，对其隔离以切断传播途径，对于

防控传染病暴发风险至关重要。增加必要的健康监测与

医疗检测设备，提高传染病在船监测、检测与控制能力；

利用最新检测技术与设备，提高船上人员的健康检测效

率，以快速甄别传染病感染人员。例如，红外热成像的

体温快速筛查技术与设备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就发挥了重

要作用。 

邮轮母港和挂靠港所在区域的卫生检验检疫系统，

也应进一步提高邮轮出入境人员健康状况快速监测能

力。通过加强检验实验室等基础能力建设，配备先进检

验技术设备，增加检验检疫人员，增设检验通道，实现

检疫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在解决邮轮大量游客检疫通关

时间过长问题的同时，也可有效筛查甄别传染病感染者，

最大限度降低邮轮传染病“岸上暴发”的风险。

3.4 加强船港合作，建立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

邮轮疫情发展至暴发阶段，船上有大量人员感染

时，依靠邮轮自身的防控资源和力量是无法有效应对的。

尽管邮轮疫情处置涉及到的管辖权、检疫、防控责任等

一系列问题 [18-19]，但邮轮传染病暴发阶段的处置必须依

靠船舶与相关港口的合作，充分利用港口的防控资源与

防控力量，才有望实现疫情有效防控。因此，在 IMO、

IHO 等组织的推动下，建立邮轮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

邮轮与母港、挂靠港等港口的相关部门开展有效合作，

包括信息沟通、防控协作、指挥协调等，充分依靠港口

所在区域的卫生防疫体系，安全、高效处置疫情，最大

限度控制疫情传播，而不是将染疫船舶弃之海上，放任

疫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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