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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的流行分析与预防控制

陈 福 勇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 ,北京 100094)

1 　禽流感的现状和回顾

近几个月来 ,一场肆虐全球的禽流感在世界各地发生流行 ,目前已经涉及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给各国

的养禽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05 年 5 月至 12 月 ,我国已发生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近 30

起 ,扑杀家禽 2 000 多万只。5 月 4 日西藏拉萨市郊出现高致病性禽流感、5 月 21 日青海候鸟发生禽流感 ,

造成1 000多只鸟死亡 、11 月 15 日台湾台南候鸟发生 H7N3 低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0 月 1 日内蒙呼和浩特

发生禽流感、10 月 25 日湖南湘潭发生水禽感染禽流感、10 月 26 日辽宁黑山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1

月 2 日湖北省京山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1 月 5 日辽宁黑山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波及 15 个乡

镇、11 月 5 日湖北孝感市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1 月 14 日安徽淮南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11 月 18 日

新疆米泉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等 ,给我国养禽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呈区域性流行 ,范围比较广 ,毒株毒力强。截止 2005 年 11 月底 ,全世界已有 160

多人确诊为禽流感感染 ,60 多人死亡 ,绝大部分患病人员都有与病禽及其污染物接触的历史。中国已确诊 3

例 ,死亡 2 例 ,1 例康复。

禽流感疫情主要集中发生在南亚地区 ,然后由南向北逐渐扩散蔓延。南亚地区气候温暖潮湿、人口密集

且流动性大、疫病预防意识淡薄、免疫覆盖率低、家禽饲养生产条件简陋、卫生条件较差、缺乏科学的防疫措

施、惯用传统的畜禽饲养模式 ,以及各种家禽、动物混合饲养 ,这些因素均为疫病的传播与流行创造了条件。

2004 年初亚洲地区各国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 ,引起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兽医部门、卫生部门颁布了一

系列防控禽流感的综合措施 ,全年全国共发生 59 起 ,扑杀家禽 1 000 多万只 ;2005 年全国到 11 月底共发生

疫情近 30 起 ,总体看 ,发病疫点较去年有所减少 ,但是被扑杀的家禽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1 倍 ,值得注意。其

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辽宁黑山县一个疫区。

通过政府、防疫部门、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 ,禽流感疫情的发生得到了有效控制 ,证明我们采取的防控措

施是有效的 ,工作是有成绩的。目前面临冬季 ,是禽流感高发季节 ,因此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放松。因为禽

流感病毒亚型毒株多、污染面广、反复性强 ,所以对禽流感的防控 ,要做好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警告 ,而且事实也证明 ,禽流感直接或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这为人类公共

卫生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1878 年 ,Perroncito 首次报道了意大利鸡群暴发禽流感 ,1955 年证实其病原为 A 型禽流感病毒。1959

年首次在苏格兰分离到 H5N1 和 H5N3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进入 20 世纪以来 ,已经确证为高致病性禽流

感大面积暴发及流行共有 13 次。

2003 年末至 2005 年世界许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暴发了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 ,目前疫情并未得到有

效控制。禽流感的流行 ,对其他相关的一些产业如饲料工业、食品加工业、出口贸易、餐饮业、羽绒制品业以

及相关联的产业 ,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可以看出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流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暴发的频率和强度在不断增加。

2 　禽流感的发病特点和诊断

病原特点 流感是引起人和多种动物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其临床特征是以呼吸道症状为

主。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 ,根据病毒的基质蛋白与核蛋白特点 ,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流感

病毒的宿主范围较广、危害较大 ,B 型和 C 型危害相对较小 ,且仅感染人。根据流感病毒表面的血凝素 ( HA)

和神经氨酸酶 (NA)不同而分成亚型 :依血凝素抗原分为 16 个亚型 ,即 H1～H16 ,依神经氨酸酶抗原分为 9

个亚型 ,即 N1～N9 ,两者排列组合 ,形成若干亚型。引起人类流感的病毒亚型主要有 H1、H3 亚型 ,也有 H2

亚型的报道。有报道禽类 16 个 H 亚型都曾有过感染 ,只是表现症状有区别。

禽流感病毒形态具有多形性 ,典型的病毒粒子为球形 ,直径 80～120 nm ,为单股负链 RNA 病毒 ,病毒囊

膜表面有 2 类纤突蛋白 ,呈放射状排列。一类为棒状 ,由血凝素 ( HA) 的 3 个单聚体构成 ;另一类为蘑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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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经氨酸酶 (NA)的 4 个单聚体构成。

与其他有囊膜病毒一样 ,禽流感病毒对乙醚 ,氯仿 ,丙酮等有机溶剂敏感。禽流感病毒对热比较敏感 ,60

℃加热 10 分钟或 70 ℃加热数分钟即可失去活性 ,但是存在于粪便和鼻腔分泌物中的病毒 ,其传染性可在 4

℃保持 30～35 天 ;在污染的水源中低温条件下可长期存活。直射阳光下 40～48 小时 ,即可灭活病毒 ,用紫

外线直接照射 ,可迅速破坏病毒的感染性。

常用的消毒药物有 :福尔马林、卤素化合物 (如漂白粉和碘制剂等) 、氧化剂 (如高锰酸钾和过氧乙酸等) 、

重金属离子制剂 (汞制剂和砷制剂等) 、酸类、碱类等 ,它们均可迅速破坏病毒感染性。

流行特点 　禽流感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但以冬春季节发病频率较高 ,这与该病毒在低温条件下具有较强

的抵抗力有关。大量证据表明 ,禽流感可以水平传播 ,如病禽的粪便、分泌物直接接触 ,气溶胶传播及受污染

的各种物品 ,运输工具的间接接触传播。

禽流感感染与发病特点　禽流感病毒经呼吸道、消化道侵入后 ,病毒吸附于上呼吸道黏膜细胞并进入纤毛

柱状上皮细胞 ,进行复制繁殖 ,引起上呼吸道症状 ,并在上皮细胞坏死后释放大量病毒 ,随着呼吸道分泌物排出

体外引起传播。同时通过淋巴液向全身组织器官扩散 ,如气管、支气管、直至肺泡。除上皮细胞坏死脱落外 ,粘

膜下层有出血、水肿 ,显微镜下见白细胞浸润。肺泡有纤维蛋白渗出物 ,常有出血 ,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及单核

细胞 ,为流感病毒性肺炎的病理特点 ,肺组织易分离出流感病毒 ,有些患禽还可能继发细菌性肺炎。

当禽流感病毒在呼吸道上皮增殖时 ,同时产生干扰素等多种细胞因子 ,很少发生病毒血症。不同血清型

的禽流感病毒在致病力上有很大差异 ,这与血凝素抗原 ( HA)能否被裂解成 HA1 和 HA2 密切相关。所有高

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都有 HA 切割位点毗邻多个碱性氨基酸 ,与能够被存在于大多数真核细胞内的类枯草杆

菌碱性蛋白酶识别切割 ,并导致禽类的全身病变 ;而低致病性禽流感的 HA 切割位点上只有单一的碱性氨基

酸 ,只能被存在于呼吸道和肠道细胞的类胰蛋白酶所识别 ,所以低致病性禽流感的复制仅限于这些特定部

位。不过动物体内的一些精氨酸特异的细胞外酶如胰酶、血浆酶、纤维蛋白酶以及一些细菌蛋白酶也能裂解

HA ,导致其致病力变化。禽类感染低致病性禽流感时 ,如果伴有其他细菌的混合感染 ,则有可能增强所感染

禽流感的致病力。

禽流感可表现为无症状带毒 (隐性感染) 、亚临床症状、轻度呼吸道系统疾病、产蛋下降或急性全身致死

性疾病。根据其临床表现 ,可分为 3 类 ,即无致病性禽流感、低致病性禽流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力

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是 H5 和 H7 亚型。该病已被国际兽医局 (OIE)规定为 A 类传染病 ,我国也列为一类动物

疫病。目前有迹象表明高致病力的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人类 ,并且引起死亡 ,因此引起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重视 ,号召全球关注本病。

禽流感潜伏期从几小时到数天 ,宿主范围很广 ,并且有不断拓宽的趋势。由于毒株的毒力不同 ,感染动

物的临床症状差异很大 ,但与家禽的品种、年龄、性别及饲养状况无关。一般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 ,没有特征

性症状 ,暴发时以急性出血变化伴随着高死亡率 ,最高可达 100 %。低致病性禽流感主要症状为 :死亡率无

明显增高 ,咳嗽、打喷嚏、流泪、头脸部水肿、鸡冠发绀、食欲减退 ,精神紊乱、下痢 ,产蛋率受精率及孵化率下

降 ,最常见的病变是卵巢退化、充血和出血 ,卵子破裂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集约化养鸡业的稳步发展 ,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频率在增强 ,造成的危害越

来越大 ,特别是在世纪之交 ,高致病性禽流感频繁暴发 ,并造成人员感染、死亡 ,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禽流感的诊断　当未出现大范围流行时 ,即使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 ,其散发病例很难通过临床症状来确

诊。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多数量的相似病例 ,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观察和病理解剖检查做出初

步诊断。但大多数情况下 ,禽流感病例并不表现典型症状 ,因此要进一步做病原学与血清学检查。

禽类发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后 ,要将病料送往禽流感国家参考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鉴定及病毒亚型的

鉴定。目前国家参考实验室诊断禽流感的方法主要是进行病毒分离培养、接种鸡胚、病毒血凝实验和病毒血凝

抑制实验。用血凝抑制实验和神经氨酸酶抑制实验对病毒亚型进行鉴定。要用抗不同血凝素 ( HA)抗血清 ,以

HI实验来确定 HA 亚型 ;用抗不同神经氨酸酶 (NA)的抗血清 ,以微量神经氨酸酶抑制实验 (NI)鉴定 NA 亚型。

基层兽医站常采用琼脂扩散实验、血凝抑制实验来鉴定禽流感病毒和抗体。RT2PCR 是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 ,

可以做出快速诊断。临床上可在疫病流行时采集双份血清 ,根据抗体变化的特点做出进一步确诊。

3 　禽流感的综合防治

由于禽流感病毒亚型多、且病毒容易发生变异 ,使得禽流感的防治比较困难。贯彻生物安全措施、采取

综合防治方案是预防和控制禽流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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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规划和布局养禽场　合理规划和布局养禽场是养禽场防治疫病的基础 ,这对于禽流感也不例外。

禽场应设在城市远郊区 ,场址地势要高燥、向阳 ,场区地面应开阔、平坦并有适当坡度 ,以利于禽场布局、光

照、通风和污水排放 ;防止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病源感染与噪音干扰 ,避免家禽和野生鸟类接触 ,严禁与猪、牛

等其他家畜接触 ;场区布局一般分为管理区、生产区和疫病处理区 ,要根据地势和主风向 ,合理安排各功能区

的位置 ,根据防疫需要 ,疫病处理区应设在全场下风向和地势最低处 ,并与生产区、管理区保持一定卫生距

离 ,周围设有天然或人工的隔离屏障。

禽舍的设计和建筑应注意相对密闭 ,便于控制和调节温度、湿度、通风、光照、气流大小及方向等颖响动

物生产性能和传染病防治等因素。为防止野生鸟类飞入禽舍传播禽流感等疫病 ,禽舍窗户应有网罩防护 ,同

时要求建筑物有防鼠和防虫功能 ,确保家禽的生产环境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总之 ,要采取一切措施在养禽场规划、布局及建设上减少禽流感感染的可能性。

2)加强家禽的饲养管理 ,提高抗病能力　规范化的饲养管理是提高养殖业经济效益和综合性防疫水平

的重要手段。加强家禽的饲养管理 ,家禽生长发育良好、抗病能力强、人工免疫的应答能力高、外界病原体侵

入的机会少 ,可以减少家禽感染禽流感。

在饲养管理中 ,应根据营养需要合理配制日粮 ,供应营养全面的优质饲料 ;高温季节饲料中添加碳酸氢

钠、维生素 C 或其他抗热应激药物 ;应降低饲养密度、加强通风换气 ,减少室内有害气体 ,以避免刺激呼吸道

粘膜后降低抵抗力 ;应处理好温度、湿度、空气等关系 ,避免或减轻人为刺激等。通过科学饲养管理 ,减少应

激 ,提高家禽抵抗力。

此外禽场还应严格执行“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和空栏消毒制度。

3)加强环境及卫生控制 ,定期消毒 　为防止禽流感传入 ,必须保持环境的卫生。禽场应实行严格的隔

离、消毒措施。严格鸡群与外界的隔离 ,根据条件建立隔离网、隔离墙、防疫沟等隔离措施 ,防止外界野生动

物、驯养动物和无关人员进入生产区 ;大型养禽企业周边 3 公里内杜绝禽类散养户的存在 ;同时防止生活区、

管理区的生活污水和地面水流入生产区。

严格控制人员和物品的流动。在养禽场中应专门设置供工作人员出入的通道 ,进场时必须通过消毒池。

工作人员不能在生产区内各禽舍间随意走动 ,禁止串换、借用工具 ;非生产人员不得进入生产区 ;对进出禽场

物品及场内物品流动方式的控制 ,新进的雏鸡应隔离饲养一定时期 ,确定无病者方可入群饲养 ;严禁从疫区

或可疑地区引进鸡种及其家禽制品。

在强化环境控制的同时还要保持禽场及舍内卫生 ,经常性地进行清洗和消毒以减少和杀灭养禽场周围

的病原微生物 ;对工作人员及其常规防护物品进行可靠的清洗和消毒 ;加强进出场人员和车辆、外运回场的

蛋筐、转群笼、淘汰笼、工具等的消毒 ;对禽舍和周围环境应定期消毒 ;定期消灭有害昆虫 ,加强灭鼠工作 ,消

灭禽场的蝇蛆、鼠、野鸟等各种传播媒介 ;定期进行带鸡消毒 ;进行粪便和垫料无害化处理。

4)加强免疫接种 ,建立监测体系　目前禽流感威胁严重时 ,接种禽流感疫苗十分重要。已知的 16 种不

同血凝素亚型的 AIV 之间没有或只有较低的交叉保护性 ,因而要得到良好的保护必须用特异亚型疫苗。我

国已研制出针对 H5、H9 不同亚型的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及鸡痘活载体疫苗等。

推荐免疫程序为 :

蛋种鸡在 20～30 日龄首免 ,剂量为 015 mL ;产蛋前 110～120 日龄二免 ,剂量为 015 mL ;在 280～300

日龄三免 ,剂量为 015 mL 。疫苗保护期一般可达 3～5 个月。肉仔鸡可根据易发日龄来确定免疫日龄 ,一般

为1～10日龄 ,皮下注射 015 mL 。

一般说来 ,质量可靠的油苗免疫接种后 ,14 天后产生抗体 ,抗体最早在 7 天可检出。A GP 抗体最早在

10 天可检出。免疫较好的鸡群抗体滴度应均匀 ,AI、HI 效价应在 25 以上 ,一般为 27 左右。

养殖户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饲养管理水平和疫病防控的能力 ,建立自己的免疫监测体系 ,严格执行兽

医卫生防疫制度 ,合理接种有效疫苗 ,增强生物安全意识观念 ,调整禽群饲养密度 ,增强机体抵抗力等综合防

控措施。

5)加强流通领域的检疫　要预防禽流感的发生 ,加强流通领域的检疫是必要的。动物检疫是指由国家

法定的检疫、检验监督机构和人员 ,采用法定的检验方法 ,依照法定的检疫项目、检疫对象和检疫、检验标准 ,

对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检查、定性和处理 ,并出具结论性法定证明 ,以达到防止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保护畜

牧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的一项带有强制性的技术行政措施。

通过检疫可以将外来的可疑病源拒之于国门外 ,同时及时发现疫情 ,及时采取措施扑灭疫源 , 防止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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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的特点分析及防控研究进展

闫 强 　　陈 明 勇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 ,北京 100094)

　　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AI)是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是由 A 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禽类全身或呼吸系统

传染性疾病 ,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最早的记载是由 Perroncito 记述 1878 年发生在意大利的鸡群的一

种严重的疾病 ;1901 年 ,Centannic 和 Sarunozzi 分离和描述了该病的病原 ;但直到 1955 年 ,Sehafer 才证实鸡

瘟病毒实际上是 A 型流感病毒。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资料表明 ,禽流感是一种毁灭性疾病 ,几乎所有的

家禽和野生鸟类都可感染此病 ,表现为由轻度呼吸系统疾病到急性全身致死性疾病等多种形式 ,每一次暴发

都给养禽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 1997 年香港禽流感事件至今 ,已有多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暴发 ,而

且在亚洲部分国家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导致死亡 ,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

1 　禽流感病毒特点

禽流感病毒 (AIV)在病毒分类学上属正粘病毒科 (Orthomyxoviridae family) ,A 型流感病毒属。正粘病

毒科还包括 B 型流感病毒属和 C 型流感病毒属。其中 A 型流感病毒能够感染人、猪、马和禽类 ,C 型流感病

毒主要感染人和猪 ,而 B 型流感病毒仅感染人。根据流感病毒 2 种外膜蛋白 ,即血凝素 ( HA) 和神经氨酸酶

(NA)的不同 ,可将 AIV 进一步分成不同的亚型。迄今为止 ,已发现 HA 16 种 ,即 H1～H 16 ;NA 9 种 ,即 N1

～N9 ,任一种 HA 与任一种 NA 结合后即为一种血清亚型 ,如 H1N3/ H5N1/ H5N2。研究表明 ,在受体特异

性方面 ,人的与禽的流感病毒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不易在相互宿主间直接传播。但由于 A 型流感病毒具有

广泛的宿主范围和分段的基因组 ,因此在其感染和复制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基因突变或基因重配而形成新的

变种 ,这是该类病毒的抗原性具有高度变异性的根本原因。研究资料表明 ,上世纪 4 次大规模的人流感流

行 ,追踪溯源都是由禽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杂交”后形成新的病毒亚型所造成的。因此 ,病毒的遗传变异

而产生的高致病性毒株及流行规律是本病毒的研究热点之一。

2 　禽流感病毒致病力

禽流感暴发和流行主要是由于 A 型流感病毒的新亚型所引起的 ,按病毒的致病力可分为 2 类 : ①超强病毒

可引起高致病性禽流感 ,发病率为 100 % ,死亡率也可高达 100 %。这些病毒主要包括有 H5 和 H7 亚型 ; ②其他

亚型病毒引起一种温和型疾病 ,主要包括轻度呼吸道疾病、精神沉郁及产蛋禽类的产蛋问题 ,但若出现继发

感染、并发感染或环境条件影响 ,会引起感染加剧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国际上普遍认为 ,只有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引起的大流行才称作禽流感暴发。禽流感病毒致病力取决于病毒蛋白与宿主细胞受体之间的相互

作用 ,病毒致病力的强弱与 HA 能否被裂解为 HA1 和 HA2 呈正相关。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毒株 H5 和 H7

亚型在裂解位点处均具有 4 个和 4 个以上的碱性氨基酸 ,从而使它们能被禽体内广泛存在的蛋白酶所裂解 ,

这样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毒株就能造成全身感染 ,使家禽出现全身症状甚至死亡 ;而非致病性毒株在裂解位

点处只有一个精氨酸 ,其对蛋白酶的敏感性较低 ,常常只引起局部亚临床感染。

的传播和蔓延 ,也可以及时检出和处理患病家禽的产品 ,这对于禽流感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流通领域容易为禽流感的传播提供方便的渠道。患病禽类及其产品可以在流通领域中将病原体传播开

来 ,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暴发流行。

加强流通领域的检疫包括加强国境检疫和国内检疫。国家海关应对进口禽类进行严格检疫 ,并对出口

国的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海关重点的检疫物包括家禽、野禽、观赏鸟类、雏鸡、雏火鸡及其他刚孵化出来的

禽类、禽种蛋、精液、禽肉及其生物制品等可能带有病毒的禽类相关产品。国内检疫应加强对家禽产品的产

地、集散地、调运及屠宰加工等环节进行检疫 ,在各省、市、县、乡镇境内和铁路、公路、码头、港口、航空港等处

设立检疫站。另外 ,还要加强活禽及其产品交易市场的检疫 ,一旦发现感染的家禽或其产品 ,应及时上报 ,采

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来有效控制禽流感的传播和蔓延。

为了预防和控制禽流感 ,需要实施生物安全措施 ,建立完善的综合防治体系 ,包括家禽生产的科学管理 ,

进行免疫接种 ,加强家禽生产过程、运输、市场检疫及口岸检疫等各个环节的检疫力度 ,通过完善的检疫监测

体系 ,来预防控制禽流感的发生和蔓延 ,最终消灭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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