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6期

摘要 介绍了新型猪源流感病毒（H1N1/2009）的暴发、进化、迁移过程，从诊断技术和方法、疫苗防控两方面

分析了猪流感病毒的有效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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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病毒自 1930年首次从猪体内分离出以

来，不断发生进化，不仅对养猪业造成重大损失，也

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猪在“禽－猪－人”

的流感种间传播过程中起着中间宿主的作用，在新

型流感病毒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猪

流感在人和动物流感的病原学、生态学及流行病学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新型猪源 H1N1/2009的暴发

2009年 3月底和 4月初，一种新型猪源 H1N1

流感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国出现，在短短几周时间内

迅速传播至全球 30多个国家，造成本世纪第 1次

流感大流行，给人类健康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威胁

和严重损失。遗传进化分析表明，H1N1/2009是由流

行于猪体内的几种流感病毒重组而产生。其 NA和

M基因来自于欧亚猪流感病毒谱系，HA、NP和 NS

来自于经典猪流感，而 PB2、PB1和 PA则来源于三

重配流感病毒。2009年新型 H1N1的出现再次表明

猪在新型流感病毒产生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更突

显出对猪流感病毒进行系统监测的重要性。

2 猪源 H1N1/2009的进化

虽然 2010年 8月，WHO宣布 H1N1/2009进入

后流行时期，但其威胁仍持续存在。如在 2016年，俄

罗斯、乌克兰、芬兰、突尼斯、柬埔寨、巴西等国也陆续

报道大量 H1N1/2009感染病例。尽管 H1N1/2009流

行现在仍时有发生，但其抗原特性与 2009-2010年

间已大有不同。H1N1/2009暴发初期，其抗原性与当

前季节性流感病毒抗原性差异较大，因而人群不具备

对 H1N1/2009的中和抗体。2010年以后，免疫逃避

下的选择性压力促使病毒抗原多样性减小，并发生持

续性的抗原漂移，形成稳定的亚系，其抗原性与初期

显著不同，并向季节性流感病毒转变。

3 H1N1/2009不断从人群传入猪群

自 H1N1/2009暴发以来，世界各地不断报道从

猪体内分离到 H1N1/2009 或包含有 H1N1/2009 的

基因片段的重组病毒。对来自于猪和人的

H1N1/2009 的 HA 基因进行遗传进化分析发现，

2009-2014 年间，全球至少发生过 133 次人

H1N1/2009传播至猪的事件。H1N1/2009全基因可

能从人传播至猪后短暂地存在，随后，猪体内的

H1N1/2009基因组成被其他猪流感病毒所打破，并

发生重组，这种重组在多数情况下伴随着

H1N1/2009-HA和 NA的丢失。

4 全球猪流感病毒的迁移

猪流感病毒的分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总

体来说，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是亚洲地区(中

国、日本、韩国、泰国和越南）猪流感病毒的相互独

立的“输出国”。此外，研究表明，生猪贸易是影响猪

流感病毒地域分布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

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养猪国家，但却不是猪流感

病毒的主要“输出国”。

行业论坛 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6期

给猪舍通风换气的好处

1）通风换气的重要性。要想猪舍环境得到控制，对猪舍的通风换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是在任何

季节都应具备的条件，因为该做法会直接影响猪舍的空气质量、温度以及湿度等因素。通风换气可以

阻止细菌沉积，是猪舍最廉价的消毒方法。

2）猪舍闭塞不通风的后果。猪舍不通风会缺氧和缺乏负氧离子，若猪舍的空气湿润，得不到挥发，

会使猪舍内的有害气体浓度增加，致使猪发生呼吸道疾病。并且细菌、寄生虫得到了生长发育的有利

条件，提升患病机率，如疥癣、湿疹等皮肤病和乳猪球虫病、黄白痢、流感、风湿病、关节炎、肌肉炎、裂

蹄等都易发生

3）通风换气手段。天然法：开放性猪舍可以通过设置进、排风口（门窗），利用风压或热压为动力。

机械法：封闭性猪舍（分娩舍、保育舍）需通过排风扇进行通风。

4）注意事项。如果要通风换气，就必须保证猪舍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不然猪舍保温效果不好，或

导致水汽在风扇护栏处凝结，影响风扇换气效果。

来源：吾谷农事网

5 猪流感病毒的防控

做好流感病毒的防控首先必须做好病毒的流

行病学研究。在系统监测猪流感病毒的基础上，发

掘诊断标识，制备单克隆抗体，建立敏感、特异的诊

断方法进行临床监测有利于流感的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早控制。

5.1 诊断技术和方法

1）病毒分离和鉴定是猪流感病毒诊断的“金标

准”。

2）ELISA是目前猪流感病毒检测的重要方法之

一。华中农业大学成功建立了高灵敏性和特异性的

H1N1猪流感病毒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已获得

新兽药证书，对 H1N1猪流感病毒的防控具有重大

意义。

3）胶体金试纸鉴别诊断技术。该技术具有简单、

快速、准确和无污染等优点。本实验室已研制出了

鉴别 H3 亚型和甲型 H1N1 二联胶体金诊断试剂

盒，鉴别经典 H1N1亚型和甲型 H1N1二联胶体金

诊断试剂盒。

4）其他诊断方法如免疫荧光技术、荧光定量 PCR

技术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猪流感病毒的诊断起到

重要作用。

5.2 疫苗防控

疫苗接种是防控猪流感病毒最有效、最重要的

方法。

1）猪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我国正在研发或商

业化的猪流感疫苗主要是 H1N1亚型，H1N1-H3N2

双价猪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本课题组针对我国猪

流感防控的需要，已成功研发出我国首个猪流感

H1N1亚型全病毒灭活疫苗，可对经典和甲型 H1N1

亚型猪流感病毒产生多重保护，为猪流感防控提供

了有力工具和技术支撑。同时，本课题组研发了一

种生物反应器大规模悬浮培养的方法和工艺，解决

了目前流感病毒在鸡胚上培养生成疫苗的种种弊端，

该技术突破将对流感疫苗工业化产生重大影响。

2）基因工程疫苗。目前，这是被人们寄予较大

希望，并有可能实现商品化的疫苗。①重组疫苗，通

过反向遗传学技术，对流行毒株 HA和 NA基因重

新整合，是该疫苗生成的关键。②亚单位疫苗，通过

表达系统表达出抗原蛋白制成的疫苗。常用的表达

系统有酵母表达系统、昆虫表达系统和杆状病毒表

达系统。但该疫苗生成成本目前较高，其技术有待

进一步提高和优化。③DNA疫苗，将病毒 HA或 NA

基因克隆到真核表达质粒中，并将其导入机体细

胞，诱导宿主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发挥保护作用。

6 总 结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猪群养殖，人 -猪 -

禽密切接触为新亚型或新基因型流感病毒的产生

提供了机会。因此对猪流感病毒系统性、长期性、全

面性地监测对猪流感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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