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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当前一段时间我国禽流感的流行情况和流行特点：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NA亚型 

发生显著变化，多亚型病毒同时出现，HA基因谱系发生显著变化；H9N2和H7N9亚型流感病毒潜在威胁巨大； 

其他亚型如H6等禽流感病毒分离率越来越高；活禽市场病毒污染严重。提出了包括运用宣传教育、推进养禽 

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物安全水平、加大监测和诊断力度、果断采取扑杀感染禽、免疫等综合防控策略， 

以降低禽流感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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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of Avian Influenza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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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印 er，the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vian influenza in our country were 

analyzed．The NA subtype of highly pathogenic H5 subtype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different subtype viruses appear at the sarne time、The lineages of HA genes have also changed significantly．H9N2 and 

H7N9 subtype influenza viruses have potential huge threat．The separation rate of other subtype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ncluding H6，was higher．Live poultry markets were severely contaminated by viruses．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measures，including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speeding up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poultry husbandry 

structure， improving the biosecurity level， strengthening rapid diagnosis and surveillance，elimination of infected 

poultry and mass vaccination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risk of avian influenza sp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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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采取的包括强制性免疫等一系列综合性防 

控措施，使我国禽流感的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当前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亚型流感、 

H9N2亚型禽流感的流行，使养禽业仍面临巨大的 

防控压力和经济负担。本文结合国内报道，分析了 

当前我国禽流感的流行情况，提出了防控策略，供 

大家参考。 

1 当前禽流感流行情况 

1．1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流行特点 

1．1．1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威胁仍然很大， 

项目基金：青岛市科技计划 14—2-4—105jch 

囫 

造成的损失比较严重 

2013年底以来，相继发生的贵州荔波 H5N1 

疫情 (2013年 12月，扑杀23067只禽)、河北焦 

庄H5N2疫情 (12月，扑杀 126494只鸡)、湖北 

黄石H5N1疫情 (2014年 1月，扑杀 48906只鸡)、 

山东青岛H5N2疫情 (1月，扑杀 18857只鸡)、 

贵州安顺 H5N1疫情 (3月，扑杀323292只鸡)、 

云南通海 H5N1疫情 (3月，扑杀4823085只鸡)、 

四川南充 H5N6疫情 (4月，扑杀 1338只禽)、 

黑龙江双城H5N6疫情 (8月，扑杀68884只鹅)， 

给我国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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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冬春发病较多，主要集中在 12月至 3月，但 

是全年发病的态势依然存在；从发病地区看，长江 

南北均有发生。虽然各地都在执行强制免疫政策， 

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免疫家禽抗体水平参差不齐、 

自然发病和排毒等现象，发病禽群的临床症状与生 

物安全状况、禽种的敏感性、健康状况、抗体水平 

高低、病毒变异与疫苗匹配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1．1．2 H5亚型禽流感病毒 NA亚型发生显著变 

化，多亚型病毒同时出现 

十 余年来，我 国H5亚型禽 流感病毒 多为 

H5N1亚 型；但 是， 近 两 年 来， 我 国 H5N2、 

H5N8、H5N6、H5N5等亚型显著增多 [1-31。H5N1 

亚型毒株在全 国流行，H5N2亚型毒株主要集 中 

在长江以北地 区，在不少地方还分离到 H5N6、 

H5N8、H5N5等亚型病毒。2014年，四川I出现了 

全球第一例人感染 H5N6亚型流感病毒的病例。这 

些情况给今后的禽流感防控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1．1。3 我国H5亚型禽流感病毒 HA基因谱系发 

生显著变化 

流行病学分析结果表明，我国H5亚型禽流感 

病毒遗传变异复杂，多个分支病毒共存。从序列分 

析结果看，2013年上半年以前，以第 2-3．2．1分支 

病毒为主，同时也有第 2．3．4和第 7．2分支的病毒 
[41

， 但是从 2013年下半年至今，第 2_3．4．6分支病 

毒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从抗原性的角度来看，目前 

第 2-3．2．1分支的分离株与现在我国使用的Re一6疫 

苗株之间交叉反应性较好，因此，目前 Re一6疫苗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第2．3．2．1分支的H5亚型禽 

流感病毒。第 7．2分支和第 7．1分支 (Re一4疫苗株) 

的部分毒株之间存在明显的抗原差异 【5]，为此，农 

业部己推出Re一7疫苗株替代 Re一4疫苗株。新出现 

的第 2-3．4．6分支病毒与 Re．4、Re一5、Re一6、Re一7 

疫苗株的抗原性差异较大 [6】，值得持续关注。 

1．2 H9N2亚型禽流感流行特点 

近年来，H9N2亚型禽流感在我国养禽业中呈 

地方性流行，呈现感染日龄早、发病率和死亡率增 

高、传播速度加快、部分免疫禽群发病、个别毒 

株对哺乳动物致病力增强等特点，对产蛋率、料肉 

比、死淘率和免疫机能等有较大的影响，且传染源 

及疫源地难以根除，疫情隐患长期存在。市场开放、 

流通频繁、检疫工作滞后等也给其流行创造了便利 

条件，不免疫或不按程序免疫、复杂的混合感染、 

疫苗保护力达不到理想效果、生物安全措施落实不 

到位以及环境中野毒污染程度高是其流行的主要因 

素。 

目前我国流行的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的HA 

基因以第 h9．4．2．5分支为主 (代表株为A／chicken／ 

Guangxi／55／2005)【_ ，与之前的毒株相比，基因 

序列变异不大，但内部基因与其他亚型禽流感病毒 

重组现象更加复杂。抗原交叉实验结果表明，不同 

谱系的部分毒株间己存在一定的抗原差异，因此做 

好疫苗的更新替代和储备是防控必需的。研究人员 

随机选择 76株 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进行受体结 

合试验，结果显示有 72％ (55／76)的毒株能完全 

或部分结合人样受体 (SAet2，6-Gal受体)[81。而且， 

2013年新出现的H7N9和 H10N8亚型流感病毒的 

6个内部基因全部来源于近年在我国流行的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 f9 ，凸显了H9N2亚型禽流感病 

毒的潜在威胁和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 

1．3 H7N9亚型流感的流行特点 

与 2013年相比，H7亚型流感病毒的检出率呈 

增高趋势，病毒主要存在于活禽交易市场的鸡只 

和环境中。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该病毒是由 

H9N2、H7N3、H7N9等亚型禽流感病毒重组而成 
p】

。 各地分离的毒株虽高度同源，但 HA基因出现 

了人流感病毒的分子特征。与 2013年的分离株相 

比，2014年的分离株没有发生重大变异 (HA氨基 

酸相似度高达98．99％)。人工发病试验结果表明， 

H7N9亚型流感病毒对鸡仍为低致病性 (HA裂解 

位点的碱性氨基酸仅为 1个)，不会引起家禽发病， 

但可以引起试验鸡产生抗体。病毒能够在机体内有 

效复制并在同群鸡之间有效传播，具有较强的接触 

传染能力 (类似于 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排毒 

持续时间长。不同动物对其易感性有差异，对鸭不 

敏感 [9】。有研究表明，从家禽体内分离到的H7N9 

亚型毒株与病人体内分离到的毒株在序列和致病性 

■ 



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1．4 其他亚型禽流感病毒流行特点 

1．4．1 H6亚型禽流感流行特点 

近年来，我国H6亚型禽流感病毒分离率越来 

越高 “ ，而且水禽的感染率相对较高，这可能与 

水禽 H6亚型禽流感病毒逐渐增强对家禽的适应能 

力有关 [11-12]o受体结合试验表明，约 34％的H6亚 

型禽流感病毒可以识别人样受体，其中H6N2亚型 

病毒占20．9％，H6N6亚型 占68．6％【̈】。动物试验 

表明，H6亚型禽流感病毒可以在小鼠体内有效复 

制，并能通过接触传播 【l 。H6亚型禽流感病毒对 

人类健康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1．4．2 活禽市场病毒污染严重 

近年来的检测结果显示，活禽市场的病毒检 

出率、分离率较高。我国多地的活禽交易市场检 

测 出 包 括 H2N3[ 、H3N2[ 、H4fl6J、H5N6]"】、 

H9N2[ 、H10N8t 、 H10N9] 】
、 H1 1N2t 等 多 个 

亚型的禽流感病毒。同一市场或同一家禽可感染多 

个亚型的病毒。活禽交易 (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 

和大范围调运是造成我国禽流感病毒持续感染和疫 

情持续发生的重要原因。 

2 防控策略 

2．1 加大监测力度，密切监视禽流感的流行动态 

与流行趋势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第 2．3．4分支的 

病毒出现了显著的变异，尤其是第 2．3．4．6分支病 

毒大量出现，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第 7．2分支 

的Re一7疫苗能有效控制该分支病毒引起的疫情， 

但由于疫苗毒株与流行毒株的匹配性尚未达到最理 

想的状态，所以新变异株的出现不可避免，部分场 

仍有可能出现免疫发病的情况。因此，应及早发现 

变异和可能形成流行的毒株，做好疫苗研发储备工 

作。 

2014年以来，人感染 H7N9病毒的病例数在 

下降，但该病的病原仍未彻底查清，散发病例仍不 

断出现，所以今冬明春该病仍有可能对家禽业产生 
一

定的影响。应加强对活禽市场等场所的H7N9亚 

型禽流感病毒的监测，及早发现可能出现的变异及 

一 

强毒突变株，及早制定预防和控制措施。 

2．2 加强疫苗监管与效果评估 

兽医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禽流感疫苗的质量管控 

和临床应用效果的监测评估，并根据疫情的变化及 

时调整疫苗生产用种毒，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研发针 

对性强、更加有效的疫苗。 

2．3 调整防控策略，由单纯依赖疫苗，转向综合 

性防控 

加快防疫条件差的小型养殖场的退出 ，加 

快向集约化、规范化、科学化饲养方式转变的进程。 

目前，我国90％ 以上的养殖场仍是小型养殖场， 

虽然这些小型养殖场为农民增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了作用，但是它们防疫条件普遍较差，染疫后，除 

了自己遭受损失，还对外传播疫病，导致其他养殖 

场遭受损失。所以，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养殖场要合理布局。可设置家禽防疫隔离带， 

从地理上阻断禽流感疫情的传播。禽流感能通过气 

溶胶、灰尘、水流、人车流动等途径进行传播，随 

着养殖场之问的距离延长，禽流感传播的风险大大 

降低。在养殖密度较大的地区设置家禽养殖隔离区 

时，必须与上面所述的加快小型养殖场退出、鼓励 

大型养殖场发展的措施联合使用，才能发挥预防疫 

病的作用。如果单纯地设置一些隔离带，不显著提 

高养殖场的规模和防疫条件，那么这些小型养殖场 

将进一步地集中在某些区域，不能降低疫病传播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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