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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7N9病毒是禽流感病毒中的一种，该病毒可由携带 H7N9禽流感病毒的禽类及其粪便、羽毛、呼吸

道分泌物、血液等，经呼吸道、接触等方式传播给人类。本文主要总结了规模养殖场、散养户、动物诊疗场所、养殖

场饲养人员及相关人员的防控措施。

关键词 H7N9流感；规模养殖场；散养户；防控措施

H7N9流感防控措施

赵 妍 1 夏晓辉 2 潘杭君 3 姜李燕 4

1.浙江省温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温州 325000；2.浙江省永嘉县畜牧兽医局，浙江永嘉 325100；

3.浙江省温州市畜牧兽医局，浙江温州 325000；4.浙江省景宁县畜牧兽医局，浙江景宁 323500

收稿日期：2018-03-23

赵 妍，女，1988年生，兽医师。

1 规模养殖场防控措施

1）隔离。一是养殖场与周围环境要有围墙隔离，

阻断人或动物随意进入场区；二是禽舍及原料库的

门窗、通风口要装上防护网，防止野鸟进入。

2）消毒。出入饲养场区的人、物、车辆都要消

毒，场区每周全面消毒 2～3次。

3）发现病死动物，不得随意丢弃，须按要求做

好无害化处理。

4）发现畜禽群有异常情况，立即上报辖区防疫

员。

5）加强饲养管理，做好其他动物疫病的免疫预

防工作，提高畜禽群体抗病能力。

6）积极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相关的

监测采样工作。

2 散养户防控措施

1）隔离。做到畜禽不出门户，尽量做到单独隔

离，并尽量做到与野禽的隔离，不使其与野禽直接

接触。

2）消毒。畜禽活动场所坚持每周全面消毒 1

次。

3）其他。做好卫生工作，及时清理畜禽粪便，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给动物防疫人员。

3 动物诊疗场所的防控措施

做好日常的卫生及消毒工作，对所剖检的畜禽

尸体及所接的病料按要求做好无害化处理，发现

H7N9流感疫病时，应立即上报当地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

4 养殖场饲养人员及相关人员的防
控措施

相关人员主要包括畜禽饲养、捕捉、屠杀、运

输、储存、经营以及兽医等与畜禽频繁接触的工作

人员，对于这些人员需加强自我防护以及必要的卫

生措施。兽医人员的个人防护和消毒措施必须要严

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执行。对于其他有关的从业人

员要根据以下几点进行防护：一是在工作中要佩戴

口罩、手套和帽子，穿胶鞋或防护鞋套。要对衣服和

胶鞋及时进行清理和消毒，有条件的可以穿工作服

或防护服。二是工作后特别是处理病死动物尸体、

粪便后，要立即用肥皂水洗手并消毒，条件允许的

立即洗澡更衣。三是平时注意提高自身免疫力，出

现不适症状时要及时休息，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等

症状需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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