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资料间接传播疾病之成因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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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图书资料在流通中易受各种人的接触�各种传染病以图书资料为载体将细菌、病毒传
染给健康人的可能性较大�本文就如何进行防治各种传染病在图书流通中的传播等问题�进行了分
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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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年非典型肺炎在全国乃至全球蔓延�危机

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并影响到社会生活和
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防“非”工作曾成为全体国
民的头等大事。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全国各地建
立定点医院收治病人、隔离可疑带菌者保护易感人
群、对公共场所及建筑物等进行消毒处理等措施。
但“非典”等传染病通过图书资料间接地传染给人这
一传染途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资料报道�
一张流通过的人民币大约带有上亿个单位的细菌；
一张32开的旧书页上有各种细菌150万个（其中霉
菌数占95％以上）；一张旧报纸上附有结核、白喉、
肝炎、肠炎等传染病毒及寄生虫20多种；黄忠琴等
按图书借阅次数分层随机抽样进行细菌培养�发现
其阳性率的高低、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的污染程度
与借阅率呈正比关系［1］；也有人曾对发酶过的图书
和书架进行细菌培养�结果显示所含霉菌的种类、数
量令人惊讶。因此可知图书资料可以带菌�其最大
的危害是导致疾病传播�对传染性疾病通过图书资
料传播的成因研究及建立一系列防范措施就显得尤

为重要。
2　传染性疾病通过图书资料传播的成因

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所引起的常见病、多发
病�当健康人接触污染过的（含有病原微生物）0的
图书时�图书上所含的细菌、病毒就会侵入正常人体
内�人体自身抵抗力下降�当人体抵抗力不能与病
毒、细菌相抗衡时�人就要生病。要预防传染性疾病

通过图书资料的传播�就要从预防图书资料的污染
入手。造成图书资料污染的原因大致可分为纸质污
染、环境污染和读者不良行为造成的污染。
⒉1　纸质污染

纸质制造过程中制造纸张的原材料不清洁或制

造环节中污染导致图书上细菌、病毒滋生。现代造
纸多以硫酸铝为施胶沉淀物�用来防止油墨渗开和
纸面上出现墨水痕迹。但当纸质受潮时�硫酸铝容
易发生水解形成硫酸盐和水合氢离子（H3o）�呈现
出酸性。资料表明�当纸质酸性（PH 值）在0．5以
下时�较为容易酸性水解而使纸张发脆�甚至化为碎
片�空气中的 SO2等酸性气体也能够加剧纸质的酸
变速度�纸质酸度是产生图书污染的重要因素。
⒉2　空气污染

书库及借阅处由于人员密集、灰尘等�使空气中
的病原微生物、SO2含量超标�可通过尘埃分子运动
降落到图书上�形成图书污染。
⒉3　读者的不良阅读行为造成图书污染和环境污
染

一方面�由于个别读者不注意个人卫生和一些
读者的不良阅读行为�诸如沾取唾液翻书、不清洁场
所读书、随意放置图书�有些读者将已经污染的图书
拿到餐桌或床上阅读�有些读者将干净的图书拿到
病房里阅读等�图书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沾染细菌
并能长期生存�很可能使一些传染病在读者和高危
人群中相互传播�这样传染病以图书资料为载体将
细菌、病毒传染给健康人�直接危害广大读者的健
康。另一方面�由于个别读者自身患有严重的传染
性疾病�他们的衣服上、手上、呼吸道粘膜本身带有
细菌�进入书库、阅览室等公共场所阅读翻书、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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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喷嚏�也可造成图书及阅览环境（书架、桌椅、空
气）污染�受到污染的图书通过再次流通还会对新读
者造成侵害。
3　图书污染的防治方法

要防治图书污染�其一是防治新书不被污染�其
二是杀灭已经污染和可能污染的图书上的病原微生

物。
⒊1　图书制造过程中要采取防污染措施

造纸原料（纸浆、水）要干净无污染�造纸、印刷
个环节也要确保无污染�并从造纸工序开始添加长
效消毒剂或缓慢释放消毒剂。
⒊2　图书发行者、营销者和从事图书加工、分编工
作者要制定和执行防污染操作规则

操作前要洗手、穿干净工作服�包装图书的包
装纸要干净无污染�图书在运输过程中也要做到防
污染�工作人员要勤清洗消毒工作服。
⒊3　改善馆藏环境 减缓图书自然污染

加强图书馆周围环境和室内环境的美化和清

洁。馆藏要确保良好的通风和适中的光线�避免阳
光暴晒�减缓图书损伤；要注意环境温度、湿度的控
制�书库温度一般保持在10—18℃�相对湿度在
50％—60％间为宜；清扫地面要“湿扫”�以避免尘土
飞扬污染图书；每个库房应配备吸尘器�经常吸取图
书、书架上的灰尘；书库、阅览室要每天进行开窗通
风�有条件者可安装空调或换气扇以便冬季进行机
械通风�使空气流通�避免空气污染�从而减缓图书
的自然污染。
⒊4　图书借阅中应注意的事项

为了使图书馆在建设精神文明和传播文化知识

的同时避免成为传染疾病的一种途径�图书馆应积
极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工作和建立必要的消毒制度�
在阅览室张贴有关卫生宣传标语、漫画�让读者一进
图书馆就能引起相应重视�认识到防病、保健的重要
性和传播细菌的危险性�也让患病读者能够理解并
支持图书馆工作。同时培养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提高健康的自我保护意识�经常打扫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洗手。注意病从口入�设置流动清水�备
用一些常用的清洁用品�提醒读者勿在不卫生场所
读书�读书时远离零食�读书前后要认真洗手�请勿
粘取唾液翻书。对患有传染病的读者在传染期间要
劝其尽量不要到公共场所来�必要时戴手套、口罩�
对他们还回的图书要进行严格地消毒处理后再入库

流通。工作人员上岗前后要认真洗手并用消毒液泡

手�对图书管理人员定期体检�增添必要的卫生、劳
保用品。
⒊5　进行消毒灭菌�防治病菌污染

在图书馆进行消毒灭菌的范围包括空气消毒和

图书消毒及地面、书架、借阅处工作台、推车等各种
设施的消毒。

在图书馆进行空气消毒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是

紫外线消毒法。书库、阅览室、借阅处要安装紫外线
灯�悬挂灯管距地面约2．5m 处�灯管下装反光罩�
使紫外线反射到天花板上�通过上下层空气对流�达
到全部室内空气消毒的目的。按每10—15㎡安装
90微瓦紫外线灯管一支�每日照射2—3次�每次照
射30分钟�必要时可延长。消毒前要关紧门窗�拉
上窗帘�消毒时注意眼睛的防护�消毒后立即开窗通
风。灯管用乙醚或乙醇棉球轻轻擦试�每周一次�以
除油污。

考虑到消毒效果、穿透性及不损坏图书纸张及
防热、防潮等因素�图书消毒宜选用环氧乙烷（氧化
乙烯）消毒法。本品能有效地杀灭细菌、真菌、芽胞�
穿透力强�不损坏物品�消毒后药味迅速挥发�不留
毒性［2］。可定做环氧乙烷消毒柜。对一些特殊文
献如真善本图书�工作人员及读者翻阅前要洗手或
戴手套�以实行保护性防污染措施。

书架、地面、及各种设施的消毒 �选用“84”消毒
液消毒法。每周定期用“84”消毒液擦试工作环境的
门窗、书架、推车等�用合适的消毒剂拖地。消毒时
应遵守先处理未污染区或轻微污染区�最后处理重
污染区的原则。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再对图书、空气、桌面进
行细菌培养�如各项检查指标达到卫生标准�就能起
到预防隐性传染源传播的作用。
⒊6　引进数字技术�避免图书污染

纸质文献通过缩微扫描转化为数字文献后可多

次备份和打印输出�既解决了文献的利用问题�还可
使图书尽可能的减少流通污染和自然污染�有利用
读者阅读卫生�同时对于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网
上共享也意义深远。

去年“禽流感”又在全球不同程度地蔓延�并传
染给人致人以死亡�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生活�疫情
地区采取大面积宰杀动物等防治措施。近来�我校
新生中又出现十多例麻疹病人�并呈流行趋势�校医
院采取给学生特别是边远地区来的新生注射麻疹疫

苗、学生宿舍消毒等措施进行防治。事实告诉我们�
防病治病不只是医疗机构的事情�（下转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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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监理工作的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制约�驻地
监理的工作仅是对现场工地的工程质量进行控制�
并作为工程计量的见证人。监理这一票难以起到完
全否决的作用。既然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最终支付
不是由监理工程师决定�那么监理工程师特别是驻
地监理在施工承包商的眼里是没有地位的。
4　存在问题的初步分析

导致以上问题的产生�主要是体制不完善、业主
行为不规范所致。第一管理缺陷�目前每条高速公
路的建设都要成立一个工程指挥部�指挥部这种模
式是过去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模式�其行政职能相当
突出�而合同观念却很淡薄。在目前市场经济状态
下�不太习惯按合同办事�或者说不愿按合同办事�
多以自己的经验为准�按自己的意志办。第二�政企
不分。指挥部人员�一般是以交通主管部门的领导
为主�这些人员具有双层身份�既是商业活动的一方
（业主）�又是政府要员。施工单位和业主很难保证
一般的平等关系。即使没有行政关系�也由于目前
工程招标不规范（特别是议标）�承包商始终处于从
属地位。很难以平等的地位来获取各种合理的要
求。第三�工程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具有很大
的随意性�工程款付多付少�何时支付由业主定。施
工单位很不容易按合同规定准时得到应有的工程

款�更不用说去合理索赔规范�为保证质量创造了宽
松的环境。但光靠某些人的开明还不济于事。不按
程序行事�必然衍生腐败现象。第四�工程款不能及
时到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业主没钱了�承包商
拿不到工程款�工程当然难以开展。这主要是业主
在筹款过程中准备不充分的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的监理体制应有自己的特色�不
一定要照搬国际监理条款（fidic）上的规定。中国监
理体制还不够完善�监理过程中完全行使计量支付
的权力还为时过早。但笔者认为中国监理体制的不
完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国内在工程建设中引用

监理制已有十多年以上�目前所谓中国特色监理的
要领还是模糊不清。中国目前体制上的不完善导致
工程建设市场的不规范�如业主某些行为�不按合同
办事�不按法规办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
督。体制的缺陷同样使监理体制存在很大弊病�从
而影响了工程质量�投资的效益不能充分体现出来。
工程承包本身就是商业活动�商业活动须符合市场
经济的客观规律。
5　几点整治措施

1）在工程建设中�监理体制的运行应尽量向国
际监理条款（fidic）靠拢�该条款的严谨性在工程控
制方面是举世公认的；2）依法办事是实施 fidic条款
基础�无论是业主、施工承包单位还是监理单位�必
须严格执行合同�按合同规定办事；3）政企分开�政
府职能和商业行为不能同聚一身；4）必须实行有效
且充分的监督�对业主的行为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督�
权力不能过份集中。政府监督部门必须对业主行
为、监理行为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保证业主行为规
范�监理工作公正。但如何实行最有效的监督是当
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这是今后体制改革中必须要
充分考虑的。对参加监理工作的每个监理人员�监
督部门必须严格对其资格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才
能持证上岗�否则不能参加监理工作。监督部门要
对每个监理人员建立工作追踪档案�定期或不定期
对其工作质量、工作态度进行检查。对负责计量与
支付工作的监理工程师�要实行三方（监督部门、业
主、施工单位）公开监督�保证计量与支付公平、公
正。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公路工程国际招标文件范本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jtj077—95公路工程施工监理

规范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

（上接第228页）就像环保一样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
视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彻底地将“非典”“禽流
感”等传染病及其一些未知的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
“非典”、“禽流感”虽然过去�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
心�其他细菌、病毒也会随时向我们袭来。图书工作
者在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同时�应把防病治病提到

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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