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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黄杏初

被SARS病毒“流放”的十年

中
华菊头
蝠

武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信息，即使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是一
片空白。

与之相反的是，17年前的非典病毒，率先暴发疫情的广东省，多例不明原
因的肺炎患者中间，一名叫黄杏初的患者病例报告被率先披露。

随着SARS病毒的持续发酵，并逐步扩散至全国，围绕黄杏初开展的一场
“溯源行动”，无论是医生、流行病学家，抑或媒体、百姓，全民参与“解毒”，追
踪病源，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共识。被围观的黄杏初，也
承受着舆论带来的反复冲击。

他是首例非典病人

黄杏初是广东省河源市紫
金县柏埔镇东方村的一个农民。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罗湖
区一家客家餐馆当厨师的他，突
然发起了高烧。

在家人劝说下，黄杏初回到
老家休息，当地卫生院以为他是
重感冒，打了退烧针，结果仍未
有好转的迹象，甚至烧到了
40℃，卫生院医生建议家人快送
去河源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经过两天的治疗，黄杏初病
情不但没有好转，呼吸已经非常
困难，咳嗽严重到不能说话。经
过联系，他被转去广州军区总医
院呼吸内科治疗。

时任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黄文杰后来回忆：“黄
杏初高烧持续在40℃上下，拍X
光片发现肺部阴影扩大，白细胞
高，出现呼吸衰竭，当天就给他
上了无创呼吸机。第二天早上，
又果断决定给其插管，上有创呼
吸机，尽快改变呼吸状况，补充
氧气。”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文杰上
呼吸机和插管的做法，让黄杏初
的病情迎来转机。5天后，黄杏
初的高烧退了，身体情况开始
好转。

在后来分析黄杏初救治成
功的原因时，有医生表示，首先
及时上了呼吸机和插管，改善了
病人的通气，有利于气管里含有
病毒的痰液及时排出，这一点在
后来救治其他重症病人中得到
了验证，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
专家们都一致肯定了上呼吸机、
插管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整个广东省非典
型肺炎的治愈出院人数占总报
告病例数的86.3%，死亡率仅

3.5%，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型肺
炎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

2003年1月10日，经历九死
一生的黄杏初出院了，因为治疗
中与他有密切接触的9名医护人
员，先后感染上了非典，黄杏初
被贴上了“毒王”的标签。

与此同时，广东省的非典疫
情才刚刚开始。

他在复诊后消失

黄杏初的病治好了，故事却
没有结束。2003年2月，黄杏初
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从医
生口中得知自己可能是中国第
一例报告的非典病例。没多久，
非典肆虐广州、香港、北京等地，
并席卷全国。

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
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黄杏初又成为了世界第一例非
典报告患者。消息传出后，不少
媒体想跟踪采访黄杏初，试图探
寻SARS病毒的来源，却发现怎
么也找不到他。

黄杏初去哪了？有媒体报
道，他曾经回过深圳原来的酒楼
工作，老板大度地接纳了他，可
没干多久，租地被房东收回做其
他场所用，酒楼不得不易址。

深圳一媒体把新的酒楼的
名字、地址刊登出来后，直接导
致酒楼生意一落千丈，许多人从
报纸得知黄杏初曾在这家酒楼
工作后，在经过时都会用异样的
眼光往酒楼探头。酒店老板张
仁（化名）喊冤道：“我们现在被
彻底中伤了！”

2013年，多名东方村村民和
河源本地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直
言：“当时黄杏初又愧疚又绝望，
对社会的过多关注感到恐惧！”
当时三天两头有记者来找他，他
每次躲在家里的三层楼上不下
来，让家人谎称他不在家。

除了媒体，广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也
想找他。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
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流行病小
组，开展“溯源行动”，需要在短
期内找到20个最早发现并被治
愈的非典患者，对他们的发病情

况进行调查研究。黄杏初就是
必须要找到的患者之一。

河源市疾病控制中心副主
任傅爱锋说，黄杏初是河源市的
第一个非典病例，找到他，就可
以调查清楚他患病前的情况，对
于流行病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追踪黄杏初对于寻找病源
具有参考价值，但从疾病预防控
制上来说意义不大。”广东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
究所所长彭国文说。

彭国文介绍，从目前掌握的
资料来看，非典发病最早的患者
不是黄杏初，而是2002年11月
16日在佛山发病的。

“如果能搞清楚黄杏初此前
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有哪些生活
习惯、这些生活习惯与患非典是
否有关以及他接触人群目前情
况怎样等等，对寻找此次引发非
典的病源具有参考价值。”

据前期调查统计，包含黄杏
初在内的最早11个病例大多和
野生动物有接触的历史，他们或
是野生动物的运输者，或是野生
动物的交易人员，或是餐馆的厨
师、服务员。

另一方面，彭国文也强调，
非典现在的传播途径已是人传
人，而不是像禽流感那样由家禽
传染给人，因此全力追踪黄杏初
这样已康复的病人对疾病的预
防控制意义不大。

“毒王”终被平反

在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发
达的年代，黄杏初因为是首例报
告病人，加之“放翻”了9名医生，
他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传染链
的开端，由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
包袱。

2003年5月23日，在公众的

呼吁下，黄杏初曾经露过一次
面，走出生死线的他澄清：自己
并非刻意失踪。他主动向广州
军区总医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清，
以供治疗其他非典病人之用。

黄文杰曾为他鸣不平：（黄
杏初）只是在河源传染了一小部
分人，到广州军区总医院之后就
没有再传染给别人。国家对7个
城市的每个首发病人，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
联系。

作为一名掌厨客家菜的厨
师，黄杏初自然也不会完全理
解，首例非典病例报告究竟意味
着什么？事实上，更多的疑团需
要病毒学家们的努力。

那次露面后，黄杏初便彻底
从公众视野消失，网络上再无他
的任何消息，直到今天。

随同黄杏初一起消失的，还
有这场来无踪、去无影的SARS
病毒。非典被淡忘的那些年里，
唯有病毒学家们一直在追寻病
毒起源。

科学家们首先瞄准了广东
野生动物市场，并很快在市场上
的果子狸体内分离和检测到了
SARS病毒完全一样的病毒。

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果子狸
只是病毒的中间宿主，背后还隐
藏着一个更神秘的宿主。

2013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研
究员石正丽带领的国际研究团
队在历经十年探索，走遍中国28
个省份后，最终在云南的一个洞
穴中，发现病毒的真正宿主是中
华菊头蝠。

病源的最终确立，证明了黄
杏初和许多感染者一样，不过是
17年前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到
人的传播链中的一名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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