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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传染性贫血是由马传贫病毒引起的一种马属动物疫病。本文介绍了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该病的

基本情况、防控措施、考核验收情况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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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传染性贫血（Equine Infectious Anemia，EIA）

简称马传贫，是由马传贫病毒引起的一种马属动物

的疫病。被国际兽医局列为 B类动物疫病，我国将

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农业

农村工作局在扑杀、检疫、监测、净化等综合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于 2014年制定了消灭马传贫工作实

施方案，2016年达到农业部《马传染性贫血消灭工

作考核标准和验收办法》规定的技术指标。

1 基本情况

1）基本概况。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地处昆明

市官渡区大板桥街道，辖 2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前

隶属昆明市官渡区，2014年 11月挂牌运行。动物防

疫工作由空港农业农村工作局农业科负责，农业科共

有 4名工作人员。村级动物防疫员均按社区为单位设

置。全区现有村级动物防疫员 20人，均由社区委员兼

任，均未学过畜牧兽医专业知识，而且每 3年 1次换

届选举。每年开展春、秋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时，都聘请

专业技术人员带领村级动物防疫员来完成免疫任务。

2）2014-2016年马属动物存栏情况。2014年有

14个社区 330户，散养马属动物 335匹，其中马

263匹、骡 69匹、驴 3匹。2015年有 14个社区 316

户，散养马属动物 321匹，其中马 252匹、骡 66匹、

驴 3匹。2016年有 14个社区 298户，散养马属动物

303匹，其中马 239匹、骡 61匹、驴 3匹。

3）防控历史。查阅《昆明市畜禽疫病志》和官渡

区历史资料，走访辖区畜主及退休老兽医了解，官

渡区（含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马传贫的流行及

防控情况在 1979年以前无资料可查。1979年以来

的防控工作分为 3个阶段。

①1979-1981年，为普查、检疫、净化阶段。1979

年，对官渡区 15个公社 136个大队的马属动物开

展马传贫的检疫工作。1979年上半年存栏马属动物

64 775匹，采集血清 5 242份，占昆明市下达任务

5 040匹的 104%，占半年存栏数的 109.7%。共检出

阳性马 10匹，阳性率 0.21%，其中马 8匹、骡 2匹。

大板桥街道（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未检出阳性

马匹。阳性马匹集中扑杀，尸体消毒后深埋，对阳性

马污染的厩舍场地进行了严格消毒，对疫点进行封

锁，禁止马匹出售和交配。1980年官渡区对疫点范

围内的马属动物继续开展马传贫的调查，共采集马

属动物血清 621 份，占市级下达任务的 104%，占

1980年上半年存栏数的 8.1%，检出阳性马 1匹，阳

性率 0.16%，检出的阳性马就地扑杀处理。

②1982-2013年，为稳定控制阶段。1982年、

1988 年、1990年官渡区在辖区范围内分别采集马

疫病防控 7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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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动物血清 17、921、1 218份，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1991年由昆明市农业局主持，云南省、市、县专家对

官渡区（含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马传贫防控工作

进行考核，认定达到农业部颁发的“马传染性贫血防

治效果考核标准”中的稳定控制区标准。

③2014-2016年，为净化成功阶段。2014-2016

年，昆明空港经济区连续 3年开展马传贫的流行病

学调查和监测工作。在监测工作中，每年都以不少

于存栏数 2%的抽样比例和每年监测数不少于 100

匹的数量采集马属动物血清，样品覆盖面在全区达

到 100%，并且做到了马、骡、驴的抽检样品都有代

表性。3年来，每年采集马属动物血清 100份，占存

栏数的比率分别为 29.85%、31.15%、33.00%。血清

全部送昆明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马传贫

抗体琼扩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此外，查阅《昆明市动物疫病志》、官渡区历史档

案等有关资料，走访畜主、退休老兽医，开展马传贫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1979-2016年，昆明空港经济区未

接种过马传贫疫苗，无马传贫临床病例出现。

2 防控措施

1）行政措施。

①强化领导，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为了确保

2016年实现昆明空港经济区马传贫消灭工作达到

市级考核验收目标，2014年，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按

照昆明市农业局消灭马传贫领导小组的要求，协调

开展马传贫消灭工作。

②制定方案，明确责任。2015年 1月，制定并下

发《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大板桥街道）消灭马传

染性贫血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工作目标，按年度安

排部署，组建队伍，进行宣传教育和流行病学调查、

监测，同时接受督导检查和评估，稳步推进昆明空

港经济区消灭马传贫的工作。

2）技术措施。

①马属动物登记造册。2014-2016年连续 3年，

利用春季、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的时机，组织

经济区、社区两级动物防疫人员入户摸底调查，做马

属动物饲养登记建档（包括户主姓名、住址、联系方

式、存栏数、用途、近 3年马传贫情况等）工作，统计造

册，每年按时上报昆明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②临床检查。按照实施方案要求，昆明空港经

济区 2014-2016 年连续 3 年加强辖区内监测马属

动物马传贫的临床发病情况，共监测马属动物 959

匹，均未发现有间歇性发热、消瘦、进行性衰弱、贫

血、出血、黄疸和浮肿等症状。经全面监测，云南省

昆明空港经济区 2014-2016 年连续 3 年没有马传

贫临床病例发生。

③采样监测。2014-2016年连续 3年共采集马

属动物血清 300份，覆盖 1个街道 14个有马属动

物的社区，监测覆盖面为 100%。连续 3年，每年监

测抽样数均为 100份血清，且做到了马、骡、驴样品

都有代表性，抽检的马属动物占当年存栏数的比率

分别为 29.85%、31.15%、33.00%。样品送昆明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进行马传贫抗体

琼扩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④培训与宣传。按照昆明市农业局的要求，对

马传贫消灭工作及时安排，对村级防疫员进行专业

培训，组织各社区村委会干部及兽医员学习消灭马

传贫相关技术。

2014-2016年连续 3年，充分利用春、秋季重大

动物疫病防疫的免疫时机，加强了对昆明空港经济

区社区居民马传贫消灭工作的宣传，全面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提高社区居民对

马传贫的防控意识。

3 区级自查考核验收情况

2016年 10月，昆明空港经济区组织专家组对

有马属动物的社区进行消灭马传贫工作的自查考

核。经过逐项核对马传贫的消灭标准，形成以下一

致意见：昆明空港经济区自 1979年以来没有发生

过马传贫临床病例；查阅历史资料、走访畜主及退

休老兽医了解，1979-2016年连续 38年，昆明空港

经济区未对辖区内的马属动物使用过马传贫疫苗

免疫；昆明市动物防疫机构健全，制度管理规范，设

施设备完善，消灭马传贫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4 取得的成效

38年来，通过采取扑杀、检疫、监测、净化等一

系列综合防控措施，昆明空港经济区马属动物从未

接种过马传贫疫苗，也从未有马传贫临床症状及疑

似病例发生。2014-2016年连续 3年按要求采集马

属动物血清共 300份送检，结果全部为阴性，达到

农业部《马传染性贫血消灭工作考核标准和验收办

法》规定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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