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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染病与动物的关系研究

郑新新 1，2 张 蕾 1，2 胡 娇 1，2*

1.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农业部畜禽传染病学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扬州 225009；2.江苏高校动物重要疫病与

人兽共患病防控协同创新中心，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旅游业、饮食业以及宠物行业的快速发展，人与动物密切接触的机会越来

越多。据统计，人类 60%的传染病来自于动物。例如，禽流感、新型冠状肺炎以及狂犬病等疾病，经过不断的进化，均已

具备感染人类的能力。人畜共患病的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和动物健康，破坏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稳定。本文从人类传染

病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深入阐释了动物在几种常见人畜共患病（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肺炎、狂犬病）传播过程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期为人类传染病的防控提供理论指导，以史为鉴，增强人类应对传染病流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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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传进化的角度看，人与动物间有着共同的

祖先，是由动物不断进化而来的。研究发现，1 415
种人类病原体中有 61%是人畜共患病，而新发感染

性疾病里有 78%的病原体是人畜共患病，动物在人

畜共患病的传播中起着传播媒介或传染病的动物

宿主的作用[1]。由于动物在长期的进化中，体内已经

产生了相应抗体，能够抵御某些病原体感染。但是，

即使对动物无致病力的病原，一旦获得感染人的能

力，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

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体系。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危险意识和

防范意识，努力构建动物友好型社会，从源头防控

人类传染病的流行。因此，本文拟就几种常见人畜

共患传染病展开介绍，以期为相关人类传染病的防

控提供方向。

1 常见人类传染病与动物的关系

1.1 流行性感冒

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作为一种常

见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曾多次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大

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每年约有 65 万人死

于流感病毒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禽流感病毒的自

然宿主是野生水禽，除 H5 和 H7 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外，绝大多数的流感病毒感染家禽后无明显临床症

状[2]。由于禽和人上呼吸道上皮细胞中的唾液酸受

体（Sialic acid receptor，SA）不同，故大多数禽流感

病毒不能直接感染人。然而，流感病毒跨种传播感

染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新型流感病毒不断出现，严

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例如，1918 年的西班牙 H1N1
流感大流行，导致近 4 000 万人死亡；1968 年香港

H3N2 流感，造成上百万人死亡；2009 年全球流行的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就是由猪传染给人，然后在人

群中流行的，此次感染蔓延至 208 个国家，累计 1.8
万人死亡[3]。而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毒株来

源于禽流感病毒；香港流感病毒的 HA 和 PB1 基因

均是由禽流感病毒重组而来的；甲型 H1N1 流感更是

由人、禽、猪流感毒株基因在猪体内重组产生的[3-4]。
2013 年，上海出现首例甲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

人的事件，同期，广州、广西等地的活禽市场检出

H7N9 禽流感病毒，此后，北京等地接连出现 H7N9 禽
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件 [5]。据统计，本次流感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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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人数共计 1 568 人，其中死

亡人数 616 人，病死率高达 40%。2018 年，江苏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了首例 H7N4 禽流感病毒感染

人的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分子溯源分析认为，该病

毒是一种新型重组病毒，由野禽经家禽跨种传播到

人的。此外，近期湖南省疾控中心也确诊了 1 例人感

染 H5N6 禽流感的病例。自然状态下，甲型流感病毒

能从其自然宿主（野生水禽等）跨种传播感染家禽、

猪等家养动物，这些家养动物与人类密切接触，在流

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再感染人，并通过基因突变或基

因重配的方式，产生导致人类流感大流行的新毒株。

综上所述，流感病毒由动物传染给人的风险持续存

在，少数存在持续人传人的风险。

1.2 新型冠状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ronavirus-2，SARS-
CoV-2）属于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是目前已知

的第 7 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时统计结

果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2021 年 1 月 9 日，全球新冠

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8 893 万人，累计死亡人数

超 191 万例。该病毒作为一种 RNA 病毒，在传播的

过程中极易发生变异。研究发现，该病毒在流行过

程中已经突变出 A、B、C 三类变异体，其中 A 类为

始祖病毒，分布最广，最早出现于中国武汉，但主要

分布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中国感染人数最多

的是 B 类，由于自然环境以及宿主免疫等因素的影

响，主要在东亚地区流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C 类

变异毒株主要分布于欧洲、新加坡、巴西等地区 [6]。
近期，以色列媒体报道，英国、南非等地接连出现传

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毒株，这些变异毒株的传染性

比过去增加了 50%左右，且变异毒株之间还存在较

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疫苗诱导产生的抗体可能将

更难以消灭新冠变种。SARS-CoV-2 的传播与流行，

严重威胁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给全球经济也带

来了巨大冲击。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SARS-
CoV-2 的基因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的同源性为

96%，这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来源于蝙蝠[7]。
而穿山甲或为 SARS-CoV-2 病毒的中间宿主[8]。此

外，近期有研究表明，SARS-CoV-2 可以通过呼吸道

飞沫在猫之间传播，雪貂等动物对该病毒也具有一

定的易感性[9]。因此，在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背景

下，易感动物的管控也是十分必要的。

1.3 狂犬病

狂犬病病毒（Rabies virus ，RABV)是一种单股

负链、不分节段的 RNA 病毒，属于弹状病毒科狂犬

病病毒属，调查发现每年将近有 59 000 人死于狂犬

病[10]。20 世纪，我国狂犬病感染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

近 10 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饲养宠物

的人不断增多，特别是犬、猫等宠物与主人同居一堂，

同睡一床，餐具共享，我国狂犬病的感染人数呈逐年

上升趋势，且患病人群由原来的农村转变为城市和农

村均有[11]。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狂犬病的患病人

数居全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12]。犬、猫是狂犬病病毒

的主要传染源，人被患病动物咬伤后，动物唾液中的

病毒通过皮肤伤口进入人体诱发感染，特别是被未经

免疫的犬、猫咬伤或抓伤后，人或动物特别容易感染

狂犬病毒，若不及时进行免疫，感染后的病死率高达

100%[13]。由此可见，犬、猫等宠物在人类传染病的传播

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2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世界，人与动物同处一个地

球，共享同一片蓝天，一旦传染病发生，没有生物能

够真正隔离，所有物种都有可能变成危险的哨兵。

特别是野生动物驯化和工厂化养殖使得许多动物

与人类有了密切的联系，动物与人类命运息息相

关。因此，养殖场要根据动物的生物学特征，合理运

用科学的生产技术，满足动物最基本的自然需求，

提倡动物福利，提高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提倡“尊重

生命，善待动物”的理念，拒绝随意捕获或猎杀动

物，构建动物友好型生活方式。提倡“动物友好型”

旅游方式，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反对伤害或虐

待动物的娱乐表演活动，旅游过程中与野生动物保

持适当距离，避免直接接触。提高养宠的责任意识，

自觉注册登记，定期检测并接种狂犬病等相关疫

苗，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捕杀无证犬、流浪

犬，从源头防控传染病的流行。正所谓“距离产生

美”，一旦没有界限，也就没有了底线，因此，我们在

亲近动物的同时，也要保持适当距离。既是对自己

负责，也是对动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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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畜牧养殖小区的
定点畜牧养殖设想

周卫东 1 王志葵 2

1.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山东即墨 266200；
2.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山东即墨 266200

摘要 为了规范畜牧养殖小区的发展，本文介绍了目前我国畜牧养殖小区存在的问题：养殖小区规划选址不合

理，养殖小区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养殖小区管理不规范，养殖小区设施不健全，养殖小区家禽品种比较复杂；简述了

定点畜牧业在养殖小区实施的意义；提出了规范畜牧养殖小区的措施：科学选址、统一布局，规范各项制度、做好监督

管理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引进新品种、全面提高养殖场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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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庭院化养殖模式开始逐渐

被淘汰，随着定点畜牧养殖设想的提出，传统的养

殖模式开始逐渐被取代。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养

殖场数量的不断增加，畜牧养殖小区已经逐渐在各

个企业中得到推广，且在很多地区都是普遍适用

的，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新型养殖小区的专业化

程度会更高。但随着畜牧养殖小区规模的不断扩

大，由于小区本身养殖面积比较大，难免会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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