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11期

人类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在诸多领域

可以说已是登峰造极，但人类在自身疾病的防控

中，在与自然和与动物等食物链的和谐相处中，时

时遭遇束手无策的尴尬。近来，H7N9禽流感这类本

应多易于在禽类中发生的疫病，由于病毒在复制过

程中发生基因重配，致使结构发生改变，堂而皇之

地登入了人类疾病的大雅之堂。并在中国上海、安

徽首发后，近年又开始在我国多省市发生。可以预

见，动物疫病还将长期袭扰人类的安宁，冲击人类

的智慧底线，拷问人类疾病的防控体系。科学研究

表明，人畜共患病达 50多种，人类近 70%的疫病来

自动物及动物源食品。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链球菌

病、牲畜口蹄疫、狂犬病等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公共

卫生事件，还有曾经造成全世界 2亿多人丧生的鼠

疫都来自于动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布鲁氏菌病是一种古

老的人畜共患病，临床发现，布鲁氏菌病直接危害

人类生殖系统，男性患者有睾丸、附睾肿胀等症状，

女性患者患乳腺炎等，感染者还会出现脑膜炎、骨

髓炎、心内膜炎等，甚至危及生命，男性女性感染布

鲁氏菌病未经治愈都不建议生育，布鲁氏菌是患该

病的罪魁祸首，单从人的角度来预防控制难以取得

好的效果，需要林业和农业部门共同参与防治[1]。

目前，人类对来自动物疫病骚扰的防控体系还

存在许多真空地段。由于动物疫病的防控不论在国

内还是国际都基本由兽医组织负责，人类疾病的防

控是卫生组织负责，在我国分别由农业农村部和卫

生部门主管。尽管长期以来，在动物疫病防控和人

类疾病防控、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的防控上有多方合

作，但许多时候仅存在于疫情的通报和联合处置

上，并多各自为阵。在人类疾病日益复杂的今天，是

时候将重大动物疫病纳入人类疾病防控体系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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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同防控的时代了。笔者对建立人类疾病预防机

构、医疗机构与畜牧兽医机构联研联防联控机制以

及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共同参与的责任机制

和防控体系的思考尚不成熟，愿与同行商榷并望得

到专家的指点。

1 人与动物疫病的防控现状

对于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治，可以说自古以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动物卫生组织和

各国政府及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一旦某种重大动

物疫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发生，国际有关组织的

专家都会立即赶赴现场，这都是缘于人们对动物疫

病防治重要性的认识。人类已经认识到，动物疫病

不仅关系到畜牧业的健康发展，野生动物的保护，

而且严重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健康与安全，但在人与

动物疫病的防控体系上，目前基本上处于各自为阵

的状况。

1.1 防控机构自成体系

我国人类疾病的防控由国家卫生健康部门主

管，自上而下通过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研究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医务工作者自成体系，负责人类疾病的监

测、预测、防控、诊治与监管。而动物疫病防控由农

业农村部主管，自上而下通过各级畜牧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动物疫病研究机构、疫病预防控制及监督

机构实施。两者职能严格区分，机构自成体系。

1.2 专业学术研究相对独立，研究领域鲜有交叉

所有从业人员，目前都是严格按照职能职责，

注重各自防控领域里的学术研讨、试验研究，包括

各级人与动物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都是在各自的

领域中，相对独立地围绕动物和人的疾病的发生、

发展、防治进行研究。鲜有人类医学专家，在专心人

类疾病防控研究中，又潜心对动物疫病，特别是人

畜共患病和可能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疫病的研究，使

之成为人与动物疫病防控的跨领域权威医学专家。

在兽医界目前也没有发现有对动物疫病和人类疾

病研究都有较深造诣的权威专家的报道。

1.3 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基础薄弱，诊断与检测能力

低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辽阔，畜牧业的发

展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

越来越重视，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于广大的

农村，动物疫病防控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许多地方

还面临机构不稳，人员奇缺，待遇低下，监测、检测

手段原始的现状，不具备为肉食品安全的源头监管

负好责把好关的能力，乃至不完全具备及时监测和

“早、快、严、小”的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病的能力，

更别说有能力为人类疾病的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了。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人类与动物疾病的防控目前是

相对独立的 2个学术领域，机构包括研究机构不交

叉，从业人员职能职责严格区分，加之我国兽医防

控基础较为薄弱，体系建设滞后，所以在人与动物

疫病的防控上存在许多问题。

2.1 缺乏跨领域的权威专家

医学专家对动物疫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在动

物界的发生、发展、流行规律不熟悉，对基因重配，基

因突变的可能不能预判，对有可能新发展而感染人

类的疫病不能预知。医学专家和动物专家对人类将

疾病传染给宠物、传染给家养动物、野生动物，并造

成疾病在人与动物间循环发生的研究也有待重视。

2.2 跨领域研究不够

没有较多跨领域的研究机构，把动物疫病对人

类的侵害长期作为研究对象，了解清楚动物疫病传

染人的发病机理，传播途径，基因突变，重配规律，

病毒变异预警，指导人与动物，包括对野生动物的

防疫。

2.3 防控机构各自为阵

由于人与畜的防控是相对独立的 2 个学术领

域，机构不交叉，职能职责明显区分，使之知识、信

息交流有限。特别是在人畜共患病防控有着重要意

义的基层和广大农村，相互沟通更少。

2.4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脆弱

动物疫病源头监管乏力，难以对人类疾病的防

控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宠物和野生动物

的疫病防控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空间。

3 对策与建议

3.1 完善法律和政策保障

人畜共患病的防控需要有责任更加明晰、权力

更加具体、利益更加确定的政策法律来约束和指

导。建议在人类疾病防控体系中加入防控重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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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机构、人员和内容的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

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在人类疫病防控体系中加入重大动物疫

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的研究、监测，用法律法规加

以保障。同时出台政策，建立机制，着力培养一批熟

知人与动物疫病宽领域研究的复合型专家学者，奖

励突出贡献者[2]。

3.2 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的医学和动物学专家建立

专门研究机构，对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疫病传染给

人类的发病机理，病毒基因突变和人类将疾病传染

给动物的途径、机理，进行打破传统学科的全方位

研究，为预防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科学支撑。

在高等院校中设立人畜共患病防控专业，或者

强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人畜共患疾病

防控课程学习。鼓励高校组织多学科联合开展人畜

共患疾病救治理论和方法研究，提高医疗机构对人

畜共患疾病的救治能力。

3.3 深化疾控体系改革

目前全国上下正深化疾控体系改革，建议在各

级疫病防控机构职能中，加入重大动物疫病、特别

是人畜共患病的研究、监测、预警预报和防控职能，

减少动物疫病向人类传染的风险。

现阶段，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与畜牧兽医部门

沟通，把人畜共患疾病防控知识作为疾控人员培训

的必修课，地方党委政府把公共卫生知识和人畜共

患病防控常识同时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3.4 加快兽医体制改革

努力提升基层动物疫病综合防控、监管能力，

为人类疫病的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强动物疫

病监测信息化建设，增强基层兽医机构监测能力和

检测、诊断水平。

3.5 增强监测预警能力

建立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畜牧兽医机构联研

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判，完善传染病

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动物疫情监测系统，

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使动物疾病“哨点”

和人类疾病“哨点”相互预警、即时触发，从而做到

重大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3.6 落实防控责任

运用新冠肺炎防控积累的经验，落实属地党委

政府的领导责任、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社会

单位的直接责任以及个人积极参与防控的“四方责

任体系”，对人类重大传染病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同部署同安排，严把国门，控制疫病输入，及时阻断

人畜共患疾病传播[3]。

4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类疾病的防控已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一种疾病的流行可能演变为全球

性威胁，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畜共患病的

研究与防控有利于调整动物、微生物与人类的关

系，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依靠科学战胜疫病。

建立人类疾病预防机构、医疗机构与畜牧兽医机构

联研联防联控机制，同时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

人共同参与的责任机制和防控体系，有利于防范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和社会和谐稳定。

参 考 文 献

[1] 张文宏.张文宏说传染[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2] 武新钢.浅谈人畜共患病的综合防控策略[J].中国畜牧兽医文

摘，2016（32）：10.

[3] 夏咸柱，钱军，杨松涛，等.严把国门，联防联控外来人兽共患病

[J].灾害医学与救援，2013（12）：38-14.

【责任编辑：刘少雷】

管理前沿 123窑 窑


	2020-11养殖与饲料目录.FIT)
	2020-11养殖与饲料.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