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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戊型肝炎病毒（HEV）是一种能导致人和动物肝脏发生病变并引发一系列相关综合症的病原体，临床

上人、猪、灵长类动物、犬等都可以感染。猪源 HEV和人源 HEV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较高。HEV不会直接导致肝

脏的病变，而是通过间接的免疫反应造成肝细胞的破坏。HEV对外界抵抗力不强，主要经消化道途径传播。临床

数据统计表明猪群中携带 HEV或 HEV隐性感染率较高，提示养猪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应做好 HEV的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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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源 HEV感染情况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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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病毒（HEV）是一种能引起人和动物

的肝脏发生病变并伴发一系列相关临床特征的病

毒，分类学上归属于戊型肝炎病毒科和戊型肝炎病

毒属。HEV主要经消化道传播，19世纪 50年代在

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流行，后来传至非洲和中亚等

地，给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猪可感染本病毒，

猪源 HEV 和人源 HEV 在核苷酸序列上有着非常

高的同源性，研究本病对人和动物的健康有着重要

的生物学意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 HEV

及猪 HEV。

1 HEV的基本特征和理化性质

HEV 和其他肝炎病毒遗传物质一样，HEV 遗

传物质为正链 RNA，电镜下观察呈球形，无囊膜，直

径约 30 nm左右，除了人可以感染外，部分灵长类

动物（如黑猩猩、食蟹猴等）、家畜（如猪等）和宠物

动物（如犬等）也能感染。HEV对外界抵抗力弱，

100 ℃的沸水数分钟即可将其杀死，在碱性环境中

比较稳定，有金属离子镁、锰存在情况下可保持较

高的完整性，HEV主要通过消化道途径传播。

2 HEV致病机理

人感染后病毒随血流到达肝脏部位，但不会对

肝细胞形成直接破坏，而是通过利用肝细胞中的生

化酶进行反转录反应，得到脱氧核糖核酸 DNA，反

转录的 DNA与正常细胞的 DNA结合在一起，再经

过正常转录得到大量的核糖核酸 RNA，这些 RNA

大致有 2个功能群体，一部分是信使 RNA群体，这

部分 RNA在核糖体作用下翻译成外壳蛋白，另一

部分是遗传性 RNA群体，这部分 RNA与翻译出的

外壳蛋白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病毒。整个过程对正

常细胞影响不大，但在病毒复制过程中，机体免疫

系统会对病毒及被病毒侵染后的肝细胞进行识别，

从而激发细胞免疫反应，产生大量的效应 T细胞，

这些 T细胞通过激发感染细胞的自溶解系统和自

凋亡机制，自身裂解，将病毒释放进血液，通过体液

免疫形式，抗体将病毒识别并处理。整个免疫过程

会有很多被侵染的细胞死亡，从而导致肝脏间接受

损发炎，因此，HEV是通过间接作用导致肝脏受损

的。

3 猪 HEV

猪作为感染 HEV的靶动物之一，感染后不会

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可能与病毒对宿主种属间的

差异有关，也可能和猪饲养周期短于潜伏期有关。

总之，基本不会对猪生产性能造成很大影响，但猪

感染后可作为携带者，如果发生较大变异可能对人

类健康形成威胁，从人畜共患病角度考虑，本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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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生长阶段的猪 HEV-IgG血清学检测结果

月龄 样品数/头 阳性数/头 阳性率/%
仔猪渊1耀2月龄冤 147 70 47.62
育肥猪渊2耀6月龄冤 178 99 55.62
后备种猪渊6月龄以上冤 101 67 66.33

合计 426 236 55.40

研究有一定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

1）临床数据统计。随机对临床不同饲养阶段的

猪进行 HEV血清抗体（IgG）检测分析，其中 1～2月

龄仔猪取样 147头，2～6月龄育肥猪取样 178头，6

月龄以上的后备种猪取样 101 头，结果如表 1 所

示。

2）结论。由上表可以看出，调查样本的猪群HEV

IgG 抗体阳性率为 55.4%，仔猪阳性率较低为

47.62%，日龄越大阳性率越高，后备猪阳性率可达

66.33%。由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猪携带或隐性感

染 HEV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而且阳性率随着猪

日龄的加大而升高。

4 分 析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猪 HEV血清 IgG抗体

阳性率较高，但实际生活中发生因为食用猪肉而造

成戊型肝炎病大规模流行的情况很少出现。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猪源 HEV和人源 HEV虽然同是戊型肝炎病

毒科和戊型肝炎病毒属，但毕竟不同种属来源，尽

管分子生物学分析二者在遗传物质方面同源性很

高，但即使是很小的一点差异，也会造成 2 种完全

不同的结果，可能人也能感染猪源 HEV，但换了宿

主后未必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同理，人源

HEV感染猪，猪也可能不会发病。

2）HEV一般通过消化道途径传播，特别是由粪

到口的传播方式，实际生产过程中只有养殖场的一

线人员可能接触到猪粪，这些人员只要养成良好的

工作、生活的卫生习惯及预防接种，一般不会感染。

大部分人群是通过消费猪肉而接触猪产品的，况且

基本上猪肉都是高温熟制后食用的，高温对病毒具

有杀灭作用，故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一般不会感

染。

3）现代社会分工很细，生猪从出栏到猪肉上市

都是集中屠宰，集中分割，很多生肉还会因为市场

供求关系放置冷库暂时储存，当最终回到餐桌上

时，已经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病毒一般在宿主死亡

后不会存活很久，特别是 HEV这种对外界抵抗力

差的病毒更明显，因此，当终端食品到餐桌的那一

刻，病毒可能基本已经死亡。

5 小 结

猪 HEV 感染是养猪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疾病，

感染的猪一般不表现临床症状，很多养殖者对此病

了解较少。但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表明猪群

HEV IgG抗体阳性率很高，对养猪者的健康有一定

的影响，同时也提示养猪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应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做好 HEV的预防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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