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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 20 年来
,

我国预防兽医学的研究
,

无 论在分子水平
、

细胞水平还是整体水平均取得 了

长足发展
。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

我国预防兽医学还存在研究经费严重 不足
、

基础研究薄弱
、

实验

动物标准化程度低
、

疾病诊断和预 警预报体 系不健全及缺乏参与实质性 国际合作 等一 系列 问题
。

有鉴于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墓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组 织 了十余位科研院所的预 防兽 医学专家
,

针对 目

前的状况
,

对今后着重 研究方向和未来发展展望进行 了讨论
,

提出了我国预 防兽医学近期须加大力

度资助的部分研究领域
。

〔关键词 〕 兽医学
,

预防兽医学
,

发展方 向

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预防兽 医学研究取得了

快速的发展
,

研究手段和研究设施 的多样化与现代

化
,

使研究层面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
,

覆盖整体
、

细胞和分子水平
,

并建立了较完善的技术平台 ;研究

内容
,

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

为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

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

国际地位得到一

定的提升 ;同时
,

也相继培养 了一大批整体素质高
、

富有活力
、

团队精神 良好 的青年科研人员
。

但在看

到成绩 的同时
,

我们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
,

如 : ( l)

在某种传统观念及管理体制 的束缚下
,

某些政府部

门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

研究经费不足
,

优势科研项

目和成果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 ( 2) 基础研究薄弱
,

尤其在病原学
、

一些重要疫病 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

制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较大 ; ( 3) 动物标准化程度不

够
,

缺乏相关数据库和基础研究材料 (如抗体库等 ) ;

( 4) 老病危害依 旧
,

新病不断 出现 ;滥用药物和疫苗

的现象十分普遍 ; ( 5) 药物残 留
、

人兽共患病病原污

染等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问题 日益 突出
,

且检测手

段落后
,

缺乏相应标准 ; ( 6) 对我国现有的复杂养殖

环境 (如散养与集约化饲养并存
,

条件病源与多种其

他病源混合感染等 )的疾病预警预报
、

快速诊断和有

效控制等缺乏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 ( 7) 相关学科 的

交叉研究薄弱 ; ( 8) 参与国际合作不够积极等
。

与会的十余位科研院所的预 防兽医学专家
,

针

对上述 目前鱼待解决 的问题
,

以及今后 着重研究方

向和未来发展展望 进行讨论
,

提 出了我国预 防兽医

学近期须加大力度资助的部分研究领域
。

1 病原学研究

只有不断加强对病原的认识
,

才能有效提高我

们预防和控制畜禽疫病的能力
。

近些年来
,

生物学

研究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

基础理论 日趋完善
,

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日益丰富
,

试剂和设备 的更新

不断加快
,

这些都为病原学 的深人研究奠定 了良好

的基础
。

但是
,

病原体在某一特定地区不是 固定不

变的
,

病原体 自身具有变异性诸 如出现新菌株
、

虫

株
、

新型病毒等等
。

与变异相关的因素包括
:

( l) 政

治 因 素
:

科 学 史 学 家 称
“

热 带 医 学 ( orT p i ca l

M e d i e i n e )
”

为
“

殖 民医学
” ,

是欧洲殖 民主义者开发非

洲的产物 (哥仑布发现美洲
,

殖 民主义者把疟原虫带

人美洲
,

结 果造成 大量 印第安人 死亡 也属这 种情

况 )
。

当今我国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改革开放
,

这可

能会造成病原 的输人和输出 ; ( 2) 自然环境
一

地理气

候的变化
:

环境污染
,

滥用农药
,

滥用抗生素
、

疫苗
、

杀虫药
,

滥用激素等等
,

以及 由此 造成的动物机体

(家畜
、

家禽和人 )的免疫变化
,

动物机体与病原体的

互作
,

这些都会人 为地诱发病原体 的变异 ; ( 3) 由于

人 口增 长
,

人 类逐 步侵人野 生动 物领 地 (开发
、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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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
,

原本寄生于野生动物的病原体会随之进人人类

群体
。

因此
,

快速获取
、

鉴定其为新病原体
,

就成 为极

其重要的课题
。

为此
,

要做 到以下几点
:

( l) 病原结

构的精细化研究 ; ( 2) 病原基因的功能研究 ; ( 3) 病原

变异与流行病学研究
。

在病原结构的精 细化研究方面
,

重点是开展对

某些 (新出现
、

变异或危害严重 的 )重要病原微生物

和寄生虫 的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图谱绘制工作
,

同

时全面启动相应的基 因组学
、

蛋 白质组学和糖组学

研究
。

具体 内容包括
:

致病基因
、

治疗基因或免疫原

基因的定位
、

多种基因之间的功能联系
、

调控序列的

作用
、

重要结构蛋 白的结晶与空间构象解析
、

分子伴

侣的作用机制
、

糖基化机制及其意义
、

糖生物学与疾

病之间的关系等等
。

近些年来
,

有关动物病原变异和流行病学的研

究一直倍 受 国内预防兽 医学家们 的关 注
。

究其原

因
,

主要是某些传统的病原表现出与以往截然不 同

的特点
,

如疫苗保护效力降低
、

宿主范围和器官嗜性

扩大
、

病原致病性增强等等
。

另外
,

有关新出现的动

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的报道也时有所 闻
。

上述情况

的出现可能与我国目前复杂且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很

大关系
。

在一些人 口密度大
、

人员和商品流动性强
、

动物品种多
、

不同动物混合饲养较常见
、

饲养过程 中

滥用药物和疫苗现象较普遍
,

以及饮食习惯特殊的

地区
,

更容易发生病原变异和新病的流行
。

因此
,

为

了更有效监控各种病原微生物 和寄生虫在动物之

间
,

以及动物和人群之间的传递
,

今后必须加强动物

疫病病原诊断技术
、

病原特性分析技术
、

流行病学信

息采集分析技术和疫情预警预报技术的研究
。

下
,

多因素
、

多病原协同作用疾病的发病机制也是一

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生产上函待解决的问题
。

例如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我国畜禽 四种主要病

毒病病原生态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

中发现
,

鸡

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的致病表现会受多种环境因素

的影响
,

有些原本致病力很弱
、

器官嗜性单一的毒株

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导致宿主多种器官发生意想不

到的严重病变
。

这可能也就是近年来生产上不断出

现所谓的
“

非典型病症
” 、 “

超强 (变异 )病症
”

和
“

复杂

疾病征候群
”

的重要原 因
。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
,

将会给疾病的诊断和 防治造成很 大困难
。

今后应该将病原
、

机体
、

环境等诸 因素综合考虑
,

探

讨彼此之间的联 系
,

进而建立疾病 的网络学研究平

若 、

「J O

2 发病机制的研究

我国 目前的畜禽养殖模式千差万别
,

既有大规

模集约化饲养又有农 民散户饲养
,

既有单一品种饲

养又有多畜种混合饲养
,

同时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参

差不齐
,

造成
“

新病频 出
、

老病不 断
”

的复杂疫情局

面
。

对此
,

从国家需求的角度
,

必须加强对新出现的

畜禽疾病
、

烈性动物疫病
、

人兽共患病和免疫抑制病

等发病机制的研究
。

其关键是弄清病原侵袭宿主的

途径和靶位
、

病原与受体的作用关系
、

病原在宿主体

内的移行规律和致病作用机理
、

多因素作用下的病

原变异机制
、

宿主对病原侵袭的反应性等问题
,

从而

为寻找有效的诊断
、

预防和治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另外
,

在复杂 的生态环境下和集约化饲养条件

3 免疫机制 以及与疫苗开发 相 关 的免疫学

研究

( l) 传染性疾病
:

目前病毒性传染病在我国畜禽

疾病中所 占的比例很大
,

对于这类疾病 目前最有效

也最常用的预防措施是免疫接种
。

但近些年来
,

实

际生产上不断反映 出疫苗保护效果不佳
,

免疫后仍

有发病等问题
。

因此
,

今后必须重点加强家畜家禽

的免疫基础研究
,

尤其要从病原
、

机体
、

疫苗等多角

度多层次开展工作
。

包括抗感染 (保护性 )免疫机制

研究
、

粘膜免疫机制研究
、

细胞免疫机制研究
、

免疫

识别与信号传导机理研究
、

免疫抑制与调节 的机理

研究
、

不同养殖模式下畜禽免疫状况评价体 系的建

立
、

亚健康状态对动物免疫力的影响机制
、

一些强毒

活疫苗 的免疫损伤及免疫干扰机制研究
、

传统疫苗

保护效果下降的原因分析等
。

( 2) 寄生虫病
:

寄生虫病给畜牧业带来的实际损

失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病 源
,

在全球动物保健品 180

亿美元 的市场份额里
,

抗 寄生虫产品 (主要为药物 )

占 1 / 4
。

由于耐药性与药物残 留两大问题的 日趋严

重
,

科学界转向免疫预防寄生虫病的研究
,

成功的例

子有鸡 球虫 活卵囊疫 苗
、

羊 弓形虫 病疫苗 ( 丑I t。 -

、 )
、

犬贾第虫病疫苗 ( iC a dr ia Va % )
、

牛边虫病疫苗

( A 刀aP laz )
、

肺丝虫病疫苗 (角砧几诬砚 c 、

D咖 l)
、

微小 牛

蟀疫苗 ( icT k浇 dr
,

浇二
。 )等

。

为了有更多抗寄生虫

的生物制品问世
,

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
:
先天与获得性免疫

、

hT l 和 hT Z 二分

机制
、

保护性免疫应答
、

目标抗原探源
、

粘膜与系统

免疫
、

抗原递送与佐剂
、

接种途径
、

免疫病理
、

交互调

节与免疫调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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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生物学研究

目前
,

由于缺乏标准化 的实验动物 (如纯 系动

物 )
、

试剂 (如特殊抗体
、

细胞表面标志 )
、

动物发病模

型
、

动物免疫模型
、

动物疫病危害预测评估模型
、

基

础材料库 (如细胞库
、

种毒库
、

单抗库
、

基因数据库
、

流行病学数据库 )等问题
,

已经严重制约我国预防兽

医学研究的正常开展 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

因此
,

今

后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鼓励和大力资助相关 的模式生

物学的研究 和实验方法及试剂 的标准 化建设
。

同

时
,

通过构建标准化的操作技术平 台
,

促进化学
、

物

理学
、

信息学
、

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
、

经济学等诸学科

与本学科交叉互补
,

共同发展
。

5 食品安全生产与检测技术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 由对食品的
“

量
”

的

要求 已经逐步转 向对
“

质
”

的要求
,

特别是 自
“

疯 牛

病
” 、 “

二恶英污染
”

等事件发生后
,

人们对食品安全

的需求空前高涨
。

同时
,

世界贸易 自由化的趋势
,

也

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建立
“

绿色
” 、 “

安全
”

等标准

为本国食品市场铸造技术贸易壁垒
,

并使之成为保

障本国产品出 口 的利器
。

目前
,

我 国的动物性食 品

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污染问题还 比较严重
,

其主要原

因是疫病流行
、

滥用药物
、

滥用疫苗以及每年从 国外

进口各种家畜家禽及其产品时带人病原等
。

所 以
,

今后应重点加强与动物性食品安全生产相关的基础

研究
,

特别是建立能够适应食 品生产
、

加工
、

贮存
、

销

售
、

流通等各个环节 的全程动态监控技术体系
。

具

体来讲
,

主要就是研究如何评价病原微生物
、

寄生虫

和药物残 留对畜禽
、

人类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

建立检测病原微生物
、

寄生虫和药物残 留的方法 ; 制

定相关的与国际标准一致的检测标准和安全生产标

准
。

但同时也应看到
,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 的
,

而

不是靠仪器检测 出来的
。

这就意味着
,

在畜禽饲养

的全过程中都应该特别重视疫病 的预防和控制
,

降

低疾病风险
,

营造健康 的饲养环境
,

即建 立所谓 的
“

畜禽产品安全生产体系
” 。

由此也可看 出
,

兽 医对

保障动物性食 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6 加强适合中国养殖特点的诊断和 防治的

高新技术产品的应 用基础研究

针对我国目前畜禽饲养数量大
,

而饲养管理水

平和疾病防控水平相对较低 的矛盾
,

以及疫病流行

范围广
、

病原复杂的现状
,

我国的预防兽医学研究人

员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同时
,

必须善于发现和解

决生产实际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

否则我们的研究将

成为无本之木
、

无源之水
,

并会与预防兽 医学的应用

学科本质背道而驰
。

围绕这一 目标
,

今后应重点开

发一批效果好
、

技术含量高
、

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诊

断方法
、

试剂
、

药物和疫苗等
。

其中基因工程产品应

列为首选研发对象
。

另外
,

能够鉴别多种病原混合

感染 的技术
、

鉴别致弱毒或疫苗毒与野毒的技术
、

在

临床上很有实用价值的诊断试纸条法
、

可替代部分

抗生素的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或合成技术
、

新型给

药系统的开发
、

畜禽免疫功能测定技术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
、

免疫增效方法和相关产品的研究
、

针对不同

养殖模式及不同生产阶段制定畜禽的免疫保护程序

和疾病综合 防疫措施等也都应成为研究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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