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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垃圾指的是厕纸、卫生巾等废物，因其上有人
体排泄物，若裸露投放，极易传播病原体，引发传染病。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
的数据，2019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共
报 告 法 定 传 染 病 10244507 例（比 2018 年 上 升
31.8%），死亡25285人（比2018年上升8.2%），发病率
为733.6/10万，死亡率为1.8/10万。

我国报告的法定传染病共有39种，按其传播速
度与对人类危害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强制
管理传染病（共2种），乙类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共26
种），丙类为监测管理传染病（共11种）。2019年，我国
发病数超过4万例的传染病有13种，占全国法定传染
病发病总数的98.9%。

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有三大类：病毒、细菌、寄生
虫。在13种传染病中，流感、手足口病、病毒性肝炎、
流行性腮腺炎、艾滋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病原体
是病毒，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也大多由病毒引起；而肺
结核、梅毒、淋病、猩红热、细菌性痢疾、布鲁氏菌病的
病原体是细菌；阿米巴性痢疾的病原体是寄生虫。

若要遏制我国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上升趋势，须
从防止病原体的传播做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在哪
里？在感染者（人或动物）的体内。通过感染者
的痰液（飞沫、鼻涕）、粪便（小便、大便）、体液
（血液、精液、乳汁）这三类身体的排出物，
病原体被释放到环境中。例如，感染者呼
吸道、咽喉部的病原体易从飞沫、口痰
释出，感染者消化道中的病原体易从
粪便释出，感染者血液中的病原体易
从尿液、精液、血液释出。

而病原体进入易感者体内也主
要有三条通道：1.通过呼吸道进入
（比如，空气中有病原体），2.通过消
化道进入（比如，食物、饮水中有病
原体），3.通过伤口进入（比如，损伤
的皮肤或黏膜接触了病原体，或被
带有病原体的虫、兽咬伤）。

病原体离开感染者再到达另一
个易感者体内的过程称为“传播途
径”。常见的专业术语有：1.“空气飞沫
传播”，指感染者飞沫中的病原体通过
空气进入易感者的呼吸道；2.“粪—口途
径传播”，指感染者粪便中的病原体通过食
物或饮水进入易感者的消化道；3.“血液、体
液传播”，指感染者血液、体液中的病原体通过
伤口、血制品、性交、分娩等传播给易感者；4.“接触
传播”，指感染者身上或释放到环境中的病原体通过
易感者的接触而使其受到感染。

在2019年全国传染病发病数占总数近99%的13
种病中，以“粪—口途径传播”为主的有：手足口病、其
他感染性腹泻、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厕所是人们排泄之所。人体在厕所中释放的排
泄物有小便、大便、鼻涕、口痰，还有妇女经期的血
液。从2019年全国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为733.6/10万
的数据可知，公厕的人流量若达 1000 人，就有约 7
人是传染病患者。在感染者入厕后留下的厕纸、卫
生巾、面巾纸等垃圾的表面，很可能存在具有传播
活性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通过气流飞入空气
中进入“空气传播”，也可通过苍蝇、蟑螂等传到食
物上进入“粪—口途径传播”，还可通过无意触碰发
生“接触传播”。以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为例，
这类病毒从感染者的粪便排出之后，就可通过“空气”

“粪—口”“接触”三种途径再传播给他人。流感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也能从感染者的粪便中排出，并具有传
播的活性。

由于厕所垃圾所带的人体排出物有粪便、血液、

痰液，可以推测：在上述13种我国主要的传染病中，有
8种传染病的病原体会出现在厕所垃圾上并具有传播
活性：流感病毒、手足口病病毒、腮腺炎病毒、引发其
他感染性腹泻病的病原体、甲型和戊型肝炎病毒、结
核杆菌、引发细菌性和阿米巴性腹泻的病原体、引发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病毒。

如何管理厕所垃圾才能减少病原体的传播？以
下三点具有可操作性：

一、用于擦拭粪便的卫生纸（圆筒式，
也称“厕纸”）绝不能投入垃圾桶中，而是
必须投入便池里，随水冲走，让其与粪便
一起处理。否则，极易引发粪便对环境的
污染。

无论是在公厕还是在家中卫生间，用于擦拭粪便

的厕纸都须使用如厕专用的卫生纸，也就是商店售卖
的圆筒式卫生纸。这类卫生纸的制造标准就是产品
具有“遇水即化”的性质，被称为“水溶性”。网上有人
说：国外的卫生纸都是水溶性的，而国内的不是。这
种说法不对，国内生产的卫生纸与国外一样，都具有
水溶性。

若您对卫生纸的水溶性表示怀疑，您可做个小测
试：从圆筒式卫生纸上取下一片纸，放入一杯水中，用
筷子沿杯壁轻轻搅拌，以模拟便池冲水时水的旋转运
动。您会看到，不到一分钟，卫生纸全部化为细而短
的纸纤维。这样的纸纤维是不会堵塞管道的。

将如厕用卫生纸制造得具有水溶性，为的就是能
让卫生纸与排泄物一起随水冲走（若是旱厕，则卫生
纸能与粪便一起分解成有机肥）。在水中，卫生纸化
成的纸纤维呈絮状，能大量吸附微生物与悬浮颗粒
物，非常有利于污水的净化。所以，将卫生纸投入便

池中，让其与粪便一起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才是
科学而正确的做法。

有人喜欢使用面巾纸或手帕纸作为如厕用纸，这
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面巾纸、手帕纸的制造标准是

“遇水不化”。您可按照测试卫生纸的做法来测试它
们的“水溶性”，您会看到：哪怕在水中搅拌一分钟以
上，面巾纸、手帕纸都不会化为纸纤维。如果使用它
们作为厕所用纸，只要将其投入了便池中，极易发生
管道堵塞。故不能使用面巾纸或手帕纸上厕所。

在污水处理厂中，卫生纸纤维最终沉淀为污泥。
这些污泥可收集起来，用于生产清洁能源，比如厌氧
发酵获得沼气。而在污水处理与厌氧发酵的过程中，
粪便中所有的传染病病原体都能得以杀灭。

一次性座便器纸垫也是水溶性的，处理方法与卫
生纸相同，随水冲走。

笔者建议：在我国提供了卫生纸、座便器纸垫的
公共卫生间中，管理者要张贴“卫生纸为水溶性，座便
器纸垫为水溶性，请投入便池随水冲走”的提示语。

二、在垃圾分类的操作指导中，“其他
垃圾”不能包括厕所卫生纸。不溶于水

的厕所垃圾（卫生巾、尿不湿等）必须
包裹之后才能投入垃圾桶中，随
“其他垃圾”一起焚烧发电处理。

我国多个城市已启动实施垃圾
的分类收集与处理，但管理部门发放
的《操作指导》都将“厕所卫生纸”列
入“其他垃圾”中，处理方式是焚烧
发电。这样的《指导》会误导公众与
公厕管理者将厕所卫生纸投入“其
他垃圾”收集桶里，从而使厕所卫
生纸进入“其他垃圾”运输车，再进
入“其他垃圾”分选厂，最后进入垃
圾焚烧发电厂。在收集、运输、分
选、处理的多个环节中，厕纸上的粪
便极易暴露于环境中，导致病原体
的大范围扩散。

笔者建议：垃圾分类的指导应明确
指出，厕所卫生纸不宜进入环卫部门处

理，而应当投入便池，与污水一起处理。
在厕所垃圾中，不溶于水的主要有卫

生巾、尿不湿、面巾纸，它们都须投入垃圾桶
中，随“其他垃圾”一起处理。由于这类废物上

有血液、粪便、痰液，易携带病原体，它们必须包裹
之后才能投入垃圾桶中。为减少病原体传播的可能
性，学校、医院、社区、商场、火车站和机场的公共卫生
间都有指导人们正确投放厕所垃圾的义务和责任。

笔者建议：在我国所有的公共卫生间（包括高铁、
航班上），管理者要张贴“水溶性厕纸入便池，水不溶
的卫生巾、尿不湿、吐痰纸必须包裹之后，才能投入垃
圾桶中”的提示语。

三、发动民间组织、社区志愿者对市
民进行科学指导，培养卫生的如厕习惯。

厕所垃圾污染主要来自人们的不当投放，原因在
于人们对厕所垃圾与病原体传播的关联几乎不了解。
笔者赞同重庆市老科协提出的建议：通过媒体大力宣
传科学投放厕所垃圾对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发动
民间组织组建志愿者队伍接受相关的知识培训与操作
指导，然后让他们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宣讲
与示范操作。通过3~5年的坚持，重庆市的厕所垃圾
污染会大幅减少，公厕的卫生管理会有较大改善，城市
与乡村环境将更有预防传染病的健康保障。

预防传染病须严格管理厕所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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