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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禽流感是一种由 ( 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亚型 （也称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 （家禽和野禽）和人

的传染性疾病，被国际兽疫局定为甲类传染病，了解和认识禽流感的流行与病毒特点、传播途径、主要症状、

扑灭措施及疫苗预防，对于控制和防止禽流感的发生，以及为人类健康都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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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被发现于 !’’ 多年前，是禽流行性感冒

（(0123 435678392，(4）的简称。它是一种由 ( 型流感病

毒的一种亚型（也称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家禽和

野禽）一种烈性传染性疾病，被国际兽疫局定为甲类

传染病，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目前在世界上许

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生，给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也能传染给人。自 "’’# 年 !" 月以来，禽流感在

亚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造成数千万只家禽被宰

杀销毁，患禽流感病死亡者已达百余人。截至 "’’& 年

" 月 " 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发现禽流感的亚

太国家和地区已宰杀了超过 :$ & 亿只家禽，但疫情还

没有完全被控制。随着人类食物结构由过去的高热量

转向低热量和高蛋白，禽类肉食及其产品在人们的食

物结构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禽类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倍

受重视，认识禽流感并做好禽流感的防疫对环境卫生

和人类健康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病毒特点

禽流感病毒有 !& 个血清型，根据禽流感致病性

的不同，可将禽流感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 （;& 和

;+）、低致病性禽流感、无致病性禽流感三类 < ! =。国

内外由 ;&>! 血清型引起的禽流感称高致病性禽流

感，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危害巨大。流感的病毒

抗原结构分 ; 和 > 两大类，; 代表 ;8?2@@67A1313
被称为红细胞凝聚素，有如病毒的钥匙，用来打开及

入侵人类或禽类的细胞；> 代表 >87B2?1C132D8 被称

作神经氨酸苷酶，是帮助病毒感染其它细胞的酵

素。它们都是糖蛋白，分布在病毒表面，; 有 ! E !&
个亚型，> 有 ! E - 个亚型，由于 ; 和 > 的组合不

同，病毒的毒性和传播速度也不相同，由禽鸟传人的

禽流感病毒有三种：甲型 ;&>!、甲型 ;+>+ 及甲型

;->"。其中以 ;&>! 致病性最强。禽流感病毒生命

力顽强，在低温条件 . : 摄氏度 / 下，;&>! 型病毒能

在鸟类粪便中存活至少 #& 天；在 #+ 摄氏度高温下，

;&>! 型病毒也能在鸟粪中存活 % 天。

" 易感动物

据国外报导，已发现带禽流感病毒的鸟类达 **
种。许多家禽、野禽和鸟类对禽流感病毒敏感，并能

从其体内分离出病毒。家禽中以火鸡、鸡、鸭是自然

条件下易感性最强的禽种。其它还包括珍珠鸡、家

鹅、鹌鹑、鹦鹉、虎皮鹦鹉等，以及野禽和野生水禽，

如鹅、燕鸥、野鸭、海岸鸟和海鸟等，还有多种鸟类如

燕八鸽、石鸡、麻雀、乌鸦、寒鸦、鸽、崖鹧鸪、燕子、苍

鹭、加拿大鹅、番鹅等也能分离到禽流感病毒。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亦能感染人。

# 传播途径

禽流感病毒存在于病禽和感染禽的消化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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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和禽体脏器组织中，可随眼、鼻、口腔分泌物及

粪便排出体外。含禽流感病毒的分泌物、粪便、死禽

尸体污染的任何物体，如饲料、饮水、鸡舍、空气、笼

具、饲养管理用具、运输车辆、昆虫以及各种携带病

毒的鸟类等均可机械性传播。病鸡粪便中的 #$%&
禽流感毒株会在空气中传播，并被风带走。把鸡放

在一层叠一层的窄小鸡笼子中，很容易通过其粪便

传播禽流感。只有少量染病的家禽能幸存下来，而

那些幸存的家禽至少在 &" 天之内还会排泄含病毒

的粪便。健康禽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引起发

病。人类感染禽流感主要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

肤损伤和眼结膜等多种途径传播，属高度接触性感

染 （人员和车辆往来是传播本病的重要因素），即接

触到已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禽类后，病毒通过呼吸道

黏膜侵入感染者的脏器，从而造成严重的肺部感

染。目前没有发现吃鸡造成禽流感 #$%& 传染人的，

都是和鸡的密切接触引起传染。

! 主要症状

禽流感病毒潜伏期一般为 ’ ( ) 天不等，甚至可

能到 &* 天之久 （世卫推荐的人禽流感潜伏期为 *
天）。潜伏期的长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病毒的毒

力、感染的数量、禽体的抵抗力、日龄大小和品种，饲

养管理情况、营养状况、环境卫生及有无应激条件的

影响，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潜伏期短，发病率和死亡率

很高，在潜伏期内也有传染的可能。

禽流感病毒主要引起禽类的全身性或者呼吸系

统性疾病，常突然暴发，流行初期的急性病例，可不

出现任何症状而突然死亡，一般病程 & ( ’ 天。病禽

体温升高，精神抑郁，羽毛蓬松，鸡冠发绀，饲料消耗

量减少，消瘦，雌禽的就巢性增强，产蛋量下降，轻度

直至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打喷嚏和鼻分

泌物增多，呼吸极度困难，甩头，严重者导致窒息死

亡。头部和脸部水肿，神经紊乱和腹泻 +出现或不出

现腹泻 ,。上述症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单独或以

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人感染禽流感后早期症状与

其它流感非常相似，主要表现为发热、流涕、鼻塞、咳

嗽、咽痛、头痛、全身不适，部分患者可有恶心、腹痛、

腹泻、稀水样便等消化道症状，有些患者可见眼结膜

炎，体温大多持续在 -./以上，一些患者胸部 0 光

透还会显示单侧或双侧肺炎，少数患者伴胸腔积

液。大多数患者治愈后良好，且不留后遗症，但少数

患者特别是年龄较大、治疗过迟的患者病情会迅速

发展成进行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血、

胸腔积液、红细胞减少、肾衰竭、败血症、休克、继发

细菌性肺炎、1232 综合症、心肌炎及肌炎等多种并

发症而死亡。

$ 发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禽

类及其产品的处理

发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养殖户不能

自行处理禽类及其产品 4 & 5。国家已有明确规定，对疫

点所有禽及禽类产品必须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

监督下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所有可能受到污染

的物品也必须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另外疫区的

封锁、环境消毒控制、疫情的确认都只能由当地政

府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养殖户随意

宰杀，如果对血液、废物和污染的水不进行处理或

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病原传播扩

散。

6 禽流感的防护及防疫措施

为了预防养鸡人感染禽流感，要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工作时最好戴口罩、穿工作服，减少人体直

接接触鸡的机会，工作服要清洗、消毒。接触污物后

应洗手，处理鸡场粪污时应戴手套。此外，发生疫情

时，尽量减少与禽类接触，接触禽类时应戴上手套和

口罩，穿上防护衣等。对于普通人，平时应加强体育

锻炼，多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发现疫情时，应尽量避

免与禽类接触，对鸡肉等食物应彻底煮熟；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尽量少去空气不流通场所；注意个人卫

生。在禽流感高发期内，尽量远离家禽的分泌物，尽

量避免触摸活的鸡、鸭、鹅等家禽和鸟类；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如有空调设备，应经常清洗隔尘网，尽量

少去空气不流通和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 4 ’ 5。

做好疫禽流感防控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要充分认清国内外的疫情形势和我省的防控工作形

势；由被动应急向主动防控转变、由传统防治向依靠

科学转变，对爆发疫情的地区的最后病例采取扑杀

措施和彻底消毒后，至少 ’& 天无新的禽流感病例

出现，表明该地区的爆发疫情已被扑灭，这也是

7#8 扑灭一次爆发疫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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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科研人员通过近五年的艰苦努力，克

服重重技术难关，已成功研制出世界首个禽流感 #
新城疫重组二联活疫苗，这种一苗可防两病的新疫

苗已于 $%%& 年 "$ 月 $’ 日正式批准生产储备，并已

用于禽养殖业。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建立了可快速检

测禽流感的技术手段，卫生部强化了包括禽流感在

内的流感疫情监测，多种流感病毒的动向都在监视

视野中。

参考文献：

( " )首都医科大学主编 * 禽流感防治手册 (+ ) * 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
($ )甘孟候主编 * 禽流感 (+ ) * 北京：农业科学出版社, "-.&*

!"#$% &%’()*%+$ $%, &-. /0*"*%-#1%

/0 123 # 4567", 89:; <=$, >? 92’

@"* A3BCD67 15EE=7=, A3BCD67, 83BC2D6 F"&%"’G $* 1C=67H2 I5BDJ356DE 15EE=7= 5K L743B2EJ24DE 8B3=6B= D6H
M=BC65E57N, O=6P3D67, 83BC2D6 F"""’%G ’* /3Q=R M5BS T24=D2 5K U36ND67, U36ND67, 83BC2D6 F"F$&% V

!"#$%&’$( LQ3D6 06KE2=6WD 3R D6 36K=BJ352R H3R=DR= BD2R=H XN 36KE2=6WD Q342R L YC5R= R2XJNZ=R @ 3* =* X34H KE2
Q342R, R2BC DR <&:" D6H <-:$ V [D36EN 36K=BJ X34HR X2J 5BBDR356DEEN DKK=BJ C2[D6R* 0J 3R BEDRR3K3=H DR JC= J5Z 36\
K=BJ352R H3R=DR= XN 90] @9KK3B= 06J=46DJ356DE H=R ]Z3W55J3=R 3* =* JC= O54EH 947D63WDJ356 K54 L63[DE <=DEJC V * 0J 3R
5K 74=DJ R3763K3BD6B= J5 JC= Z4=Q=6J356 D6H B56J45E 5K 3JR 5BB244367 D6H J5 C2[D6 C=DEJC JCDJ Z=5ZE= S65Y D6H 4=B\
5763W= JC= =Z3H=[3B 5K DQ3D6 36KE2=6WD D6H 3JR Q34DE BCD4DBJ=43RJ3BR, 3JR YDNR 5K RZ4=DH D6H 363J3DE RN[ZJ5[R D6H C5Y
J5 =^J=4[36DJ= 3J D6H Z45J=BJ JC= X5HN XN [DS367 QDBB36=*

)*+ ,-%.#( LQ3D6 06KE2=6WDG MC= J5Z 06K=BJ352R H3R=DR=G 8Z4=DHG 8N[ZJ5[R =Z3H=[3BG _4=Q=6J356

!责任编辑：张荣萍 "

!"#$%&’$( LR D ZD4J3B2ED4 4=J45Q342R , E=6J3Q342R Z5RR=RR R=Q=4DE DHQD6JD7=R R2BC DR JC= BDZDX3E3JN 5K 36K=BJ356 J5
H3Q3H367 B=EE DR Y=EE DR ?6R=ZD4DJ=H 1=EE , D ED47= BDZDB3JN 5K [=JDRJDJ3B 7=6= K4D7[=6J , D E567 J3[= 5K =^Z4=RR356 5K
Z24Z5R= 7=6= D6H H3KK3B2EJ J5 36H2B= JC= 3[[26= 4=DBJ356 5K C5RJ D6H R5 56 YC=6 B5[ZD4=H Y3JC JC= 2R2DEEN 2R=H
Q=BJ54R R2BC DR 4=J45Q34DE Q=BJ54 D6H DH=65Q342R Q=BJ54, D6H 3J X=B5[=R J5 X= JC= C5J RZ5J 5K JC= Q=BJ54 4=R=D4BC 36
Z4=R=6J 7=6= JC=4DZN D6H J4D6R7=63B D63[DER* 0J CDR 75J B=4JD36 Z4574=RR 36 JC= 4=R=D4BC 5K XDR3B X3565[3BR，Q=BJ54
J4D6RK54[=6J D6H DZZE3BDJ356 * 85 3J Z45Q3H=R D6 5Q=4Q3=Y 5K JC= 4=R=D4BC 36 Q=BJ54 B56RJ42BJ356 D6H DZZE3BDJ356R 36
JC= D4J3BE= *

)*+ ,-%.#( /=6J3Q34DE Q=BJ54 G ;=6= JC=4DZN G M4D6R7=63B D63[DER

!责任编辑：张荣萍 "

李翠蓉等：禽流感与防疫

***************************************************************

@上接 $! 页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