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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014-2019 年河南地区 H9N2 AI 进行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2 812 份病例中，H9N2

AI 的平均阳性率为 20.1%，年度阳性率为 14.2%~25.5%。品种专率中，蛋鸡阳性率为 16.8%，肉鸡阳性率为

30.9%。H9N2 流感感染主要集中在每年 10 月到第 2 年的 4 和 5 月份中间，H9N2 AI在河南省部分地区普遍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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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N2亚型禽流感是由低致病力的 H9N2亚型

流感病毒引起的家禽的一种温和型季节性疾病 [1]。

该病自 1990年在我国出现以来，一直有发生和流

行，给我国养殖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1-4]，且该病可

以感染人类，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无论在兽

医临床还是人类流感的防控中连续不断监测其流

行动态和变化均对其防控具有指导意义。为此，本

研究基于河南农业大学禽病研究所的临床连续病

例，回顾性分析和研究了 2014-2019年的门诊病例

资料，旨在发现其在田间的流行规律，为防控该病

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材料

病例来源：2014-2019年河南农业大学禽病研

究所门诊、河南及其周边地区的临床病例。

1.2 病例定义和统计分析

病例定义：采用临床症状、剖检变化，结合

RT-PCR 确诊和病毒分离的方法，病例确诊为

H9N2 AI，然后对其按鸡品种、地区、发病日龄进行

归类描述。对于病毒分离的病例进行临床症状追

踪，没有进行病毒分离的病例仅需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H9N2 AI总检出率

对河南农业大学禽病所门诊接诊的病例进行

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见表 1。2014-2019年收

集 2 812个临床疑似 H9N2 AIV感染病例，疑似病

例的 H9N2 AI的年度阳性率为 14.2%~25.5%，说明

河南地区该病的流行是常态化的。

这些样品来源于蛋鸡 2 160份、肉鸡 652份，

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在蛋鸡中的阳性率为

16.8%、在肉鸡中阳性率为 30.9%。在蛋鸡 H9N2亚

型禽流感病毒阳性率占总样本（病例数）的 12.9%，

肉鸡的为 7.2%，合计为 20.1%。但仅从蛋 /肉鸡收

集的样品数的阳性率看肉鸡的阳性率高于蛋鸡（肉

鸡为 30.9%、蛋鸡为 16.8%），而从占总数比例分析，

蛋鸡的阳性率占比高（蛋鸡阳性率 12.9%、肉鸡

7.2%）。因此，从鸡品种样品数分离率上看 H9N2 AI

在肉鸡的感染率均明显高于蛋鸡。

2.2 蛋鸡和肉鸡 H9N2 AI检出率

肉鸡的H9N2 AI病毒的分离率高（18.8%~60.9%），

蛋鸡为 10.6%~24.8%。在品种专率上，肉鸡的分离

高于蛋鸡，也暗示肉鸡存在 H9N2 AI的普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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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 检测 H9N2总病例数（蛋鸡/肉鸡）/例 H9N2 AIV总阳性数（蛋鸡/肉鸡阳性数）/例 总阳性率/%
2014 453（378/75） 94（77/17） 20.8

合计 2 812（2 160/652） 564（362/202） 20.1

2015 511（398/113） 98（42/56） 19.2
2016 603（400/203） 154（99/55） 25.5
2017 480（340/140） 102（68/34） 21.3
2018 405（364/41） 65（40/25） 16.1
2019 360（280/80） 51（36/15） 14.2

表 1 H9N2 AI的检出率

表 2 蛋鸡和肉鸡 H9N2 AIV检出率对比

年份/年 鸡群品种
H9N2

病例数/例

肉鸡 80

2014 蛋鸡 378
肉鸡 75

2015 蛋鸡 398
肉鸡 113

阳性数/例

15

77
17
42
56

阳性率/% 总阳性率/%
20.30 20.822.67
10.60 19.249.60

18.80

2016 蛋鸡 400 99 24.80 25.5
肉鸡 203 55 27.10

2017 蛋鸡 340 68 20.00 21.3
肉鸡 140 34 24.30

2018 蛋鸡 364 40 10.90 16.1
肉鸡 41 25 60.90

2019 蛋鸡 280 36 12.90 14.2

年度分离率没有差异（表 2）。

2.3 H9N2 AI检出率的季节性分布

从不同季度 H9N2 AIV 感染情况可以看出

（图 1）：全年 1-3月的阳性率为 32.3%；4-6月的阳

性率为 19.3%；7-9月的阳性率为 9.2%；10-12月份

的阳性率为 20%。从趋势看，H9N2流感感染主要集

中在每年的 10月到第 2年 4和 5月份中间，夏季

相对较少。这与气候变化相关，也与管理和环境控

制（温度和通风）的结构性矛盾有关。

3 讨 论

在家禽生产中，常见有 H9N2亚型禽流感发生

和流行。就我国中部地区河南而言，该省是养殖业

大省，家禽饲养密度大，相对病原微生物的环境污

染也较为严重，而且 H9N2亚型禽流感的发生和流

行病学资料无详细研究。笔者结合病例收集情况，

图 1 H9N2 AI的季节性分布

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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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了 2014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河南

H9N2亚型禽流感流行病学，发现河南省不同地区

存在 H9N2亚型禽流感的发生与流行，连续 6年的

总检出率为 20.1%，这与岳旭龙等[5]调查结果一致，

但较宿春虎[6]2011-2013年对华东地区鸡中分离率高

（7.6%），这说明河南地区 H9N2 AI的高分离率，意

味着河南地区 H9N2亚型禽流感的流行较中国其他

地区严重。就蛋鸡和肉鸡品种而言，2015-2019年总

计 2 812份临床样品中品种专率中：蛋鸡中 H9N2

阳性率为 16.8%，肉鸡中阳性率 30.9%；蛋鸡 H9N2

亚型禽流感阳性率占总样本（病例数）的 12.9%，而

肉鸡为 7.2%。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是计算时前者考

虑品种专率，而后者无。在流行病学上品种分布专

率更能反映真实情况[7]。从鸡品种样品数分离率上

看，H9N2 AI在肉鸡的感染率均明显高于蛋鸡。这

些结果表明该疫病在临床上肉鸡更容易发生，也与

实际相符，此结果可为生产实践中对这 2种病的防

治提供参考。

本研究显示，H9N2 AI发病率存在一定的季节

性规律。H9N2阳性率每年 10 月至第 2年 6 月较

高，这可能与冬春季节天气多变、气温低，易于病毒

存活，鸡舍通风不良而易发生呼吸道症状，致使

H9N2亚型禽流感流行严重。在地域上因为样品来

源的地区标记混乱而无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后来

的临床数据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此外，应指出

的是一些临床病例因为是送检样品，一些样品为生

物公司送检样品、一些养殖户也不愿意给出具体厂

家信息，这使得在分析时缺失了样品的日龄和地区

分布数据。本研究中，依据定义的病例来分析，高分

离率的结果也可能因为临床送检的样品多为出现

疾病的样品有关，这导致一定的偏倚，这种偏倚表

现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就是样品的选择性偏倚。但依

据定义的临床病例而言，其连续的、不间断的地区

结果仍具有重要现实参考意义，可以作为临床参考

指标来分析和评估田间的 H9N2流感的流行概况。

4 结 论

我国中部地区鸡群存在 H9N2亚型禽流感的持

续地方流行，该病仍是当前危害养禽业的主要疫病

之一。鉴于其流行病学特点，政府应加强对 H9N2

AI的监测，以便预判流行风险，养殖户更应强化家

禽的饲养管理、环境控制、预防接种，减少 H9N2 AI

给养禽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应追踪流行强度

大的地区毒株的致病力和抗原性变化，以便为疫苗

研究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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