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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正在给人类带来严重威胁

陈 越 陈 领 杜生 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生命科学部
,

北 京 l 《XX! 85)

〔摘 要」 高致病性禽流感是 由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所引起 的禽类烈性传染病
,

发病急
,

传播快
,

致死率高
,

对养殖业 可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

在 19 97 年香港禽流感事件中
,

HS 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病毒因其首次突破 了种间障碍
,

引起 了全世界的震惊
。

虽然该事件无 法 与以往的人流感 的大流行

或禽流感的大暴发相比
,

但却拉开 了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人 并致人 死亡 的序幕
。

不幸的是
,

HS 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自 2 0 0 3 年 12 月在韩 国首次暴发 以来
,

目前 已遍及 亚 洲十余个 国家及地 区
,

并在

越南和泰 国发生 了人类感染并致死亡 的事件
。

我国 自 2 00 4 年 1 月 2 7 日在广 西报道高致病性禽流

感 以来
,

至今 已在十余个省市陆续发生
,

形势非常严峻
。

因此
,

对禽流感病毒 的种间传播及致病机

制
、

流感病毒的分子变异机理
、

新型流感病毒的预 测
、

禽流感病毒 的快速诊断及人用疫苗的研 制等

方面开展系统
、

深入的研究迫在眉睫
,

为从根本上控制和防治禽流感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

本

文 同时叙述 了人感染 H S 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的临床发病情况 和 日常预 防措施
。

〔关键词 〕 H SNI 亚型流感病毒
,

高致病性禽流感
,

种间传播
,

暴发

1 高致病性禽流感 的暴发
,

给养禽业带来 巨

大损失

高致病性禽流感 ( h ihg l y p a t h o
g e n i e a v ia n i n n u e n -

az
,

简称 H PAI )
,

曾称鸡瘟
,

是 由正粘病毒科 A 型流

感病毒特定亚型引起的一类急性
、

烈性传染病
,

严重

危害养禽业和人类健康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oI )E

将其列为 A 类传染病
,

我国将其定为一类 动物传染

病
。

禽流感最先 由意大利科学家 eP mr nc it 。 于 1 87 8

年报道
,

至今
,

已分布于世界各地
。

流感病毒根据其核蛋 白 ( N )P 与基质蛋 白 ( M )S

的抗原性不同可分为 A
、

B
、

C 三型
。

其 中 A 型可以

感染人
、

禽
、

马
、

猪
、

海豹等动物 ; B
、

C 主要是人类 的

病原
,

C 型可从猪 中分离到
。

A
、

B 型可 以 引起人类

流感的大流行
,

C 型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
。

其 中
,

引

发高致病禽流感的主要是 H S 和 7H 亚型的 A 型流

感病毒
。

鸡
、

火鸡
、

鸭和鹅等多种禽类对 HP AI 敏感
。

传

染源主要为病禽和带毒禽 (包括水禽和飞禽 )
,

病毒

可长期在污染 的粪便
、

水等环境 中存 活
。

病毒的传

播主要通过接触染禽及其分泌物和排泄物
、

污染的

饲料
、

水
、

蛋托 (箱 )
、

垫草
、

种蛋
、

鸡胚和精液等媒介
,

经呼吸道
、

消化道感染
,

也可通过气源性媒介传播
。

该病潜伏期从几小时到数天
,

最长可达 21 天
。

临床

病鸡精神极度沉郁
,

采食量和饮水急剧下降
,

头部和

脸部水肿
,

鸡冠发给
、

脚鳞出血和神经紊乱
,

鸭鹅等

水禽有明显神经和腹泻症状
,

可出现角膜炎症
,

甚至

失明
。

全身组织器官严重 出血
。

严重时
,

发病率和

死亡率可达 100 %
。

10 0 多年来
,

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世界养禽业造

成 了严重危害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

全球共暴发 8

次
,

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禽流感在欧亚大陆先后

暴发了 6 次
。

200 3 年年底至 2 0 04 年年初
,

韩 国
、

越

南
、

泰国
、

日本
、

印度尼西亚
、

巴基斯坦
、

老挝
、

柬埔

寨
、

台湾相继发生 H S N I 等亚型禽流感
,

疫情蔓延之

迅速
,

损失之严重
,

实属罕见
。

而我国也未能幸免
,

已在广西
、

湖北
、

湖南等部分省区发生
。

当前
,

国家

和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
,

国务院制定 了高致病性禽

流感防治应急预案
,

并配套 出台防治禽流感 的 8 项

本文 于 2仪峙 年 2 月 3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4. 02. 012



第 2期 陈 越等
:

高致病性禽流感正在给人类带来严重威胁

措施
。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扑灭措施主要是隔离
、

封锁
、

扑杀
、

消毒
、

紧急免疫接种等
。

这种病毒的肆虐不但

给许多国家的养禽业带来严重打击
,

同时也开始 向

全人类的健康发起了新的严峻挑战
。

2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直接传播给人类
,

给

人类健康带来严 峻挑战

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流感的大流行
,

都与禽

流感病毒有着密切的联系
。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流感是 19 18 一 191 9 年 的西班 牙流感
,

导致全世 界

2 00 0多万人死亡
,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

倍
。

此次流行的 川 Nl 毒株基 因组的 8 个片段均来

源于禽流感病毒
,

此病毒突破宿主种间屏障先传递

给猪
,

在猪体内进行基因重组后传递给人
,

再在人群

中传播
。

19 6 8 年 的
“

香港流感
”

毒株为 H 3 N Z
,

19 6 9

年也在台湾的猪体 内首次分离到
,

19 70 年 K un din 在

香港 的猪体 内同样分离到 H 3 N Z 病毒
,

大量的研究

均支持不论是 19 57 年的
“

亚洲流感
”

的 H Z N Z 病毒
,

还是 19 68 年的
“

香港流感
”

毒株
,

均来源于禽和猪
,

经过猪体的基因重组过程中再感染人
。

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人始于 19 97 年
。

19 97 年

8 月
,

香 港一名 3 岁的男童 因感染 禽流感而死亡
。

这也是全球首例人类感染 H S N I 的个案
。

在随后的

数月中
,

共有 18 人感染禽流感病毒
,

其 中 6 人死亡
。

香港禽流感事件之所 以震动 了世界
,

不仅因为这种

HSNI 亚型禽流感造成大批家禽死亡
,

令人吃惊的

是
,

这种历来只威胁家禽生命的病毒
,

出现了新的变

异
,

它首次冲破种间屏障
,

不通过在猪体中的基因重

排过程而直接感染人
。

200 3 年荷兰发生 H 7 N 7 亚型禽流感
,

也引起人

感染并有死亡病例
,

其中死亡 1 人
,

轻度发病 83 人
。

2 00 2一2 00 3 年香港再次暴发 H S 亚型禽流感并感染

人
,

一家 3 口发病
,

2 人死亡
,

l 人康复
,

从 1 名死者

和 1名康复者分离到 HSNI 亚型禽流感病毒
。

此次东南亚地 区 的 H SM 亚 型禽流感 大流行

中
,

越南和泰国均发生人类感染 并有死亡
,

至 2 00 4

年 1 月 29 日
,

越南 已发现 65 例禽流感及疑似患者
,

已有 21 人死亡
,

确认的禽流感患者增至 10 人
,

其 中

8人已死亡
。

目前
,

越南家禽禽流感 已蔓延 至全 国

64 个省市中的 34 个省市
,

越南禽流感及疑似患者

的分布也多达 14 个省市
。

泰国两名禽流感患者均

已死亡
。

禽流感感染人类的问题已经向人类社会提出了

新的严峻挑战
。

遗憾 的是
,

人类至今 尚未研制出相

应疫苗
。

3 禽流感病毒可能演变 成传染性 强的人类

流感病毒
,

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刻不容缓

禽流感病毒如所有 A 型流感病毒一样
,

都具有

高度变异的能力
,

这决定于它的遗传结构与功能的

特点
。

流感病毒有时只有一种抗原发生变异
,

有时

两种同时变异
,

小的变异 (称抗原漂移 )形成新的毒

株称为变种
,

当抗原发生较大变异时
,

可与前次流行

株完全不同 (称抗原转变 )
,

此时产生了新的亚型
,

从

而可能导致世界性流行
。

同时
,

低致病性毒株能在

短期 内变成高致病毒株
,

如 19 8 3一 19 84 年美国流行

的低致病性 HS N Z 禽流感毒株
,

在 6 个月 内演变为

高致病的毒株
,

那次流行一共扑杀 1 700 万只禽类
,

耗资 6 5 00 万美元
。

同样
,

19 99 一 20 01 年意大利流

行的 H 7 N I 禽流感毒株
,

在 9 个 月内变异为高致病

性毒株
,

一共有 1 3 00 万禽类死亡或被扑杀
。

为此
,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科学家们都在担忧
,

此次东南亚流行的 HS NI 禽流感毒株
,

尽管 目前
“

尚

无证据表明
”

越南的禽流感患者和 疑似患者之间有

相互传染的迹象
,

但
“

这种病毒可能转变成一种具有

极强传染性的人类流感病毒
” ,

从而对人类的健康产

生极大的威胁
,

而人体对于新 的流感病毒几乎没有

任何免疫力
。

由于水禽和飞禽是该病毒的贮存宿

主
,

这种病毒继续蔓延和长期存在
,

将为禽流感病毒

与适应于感染人或其他哺乳动物的流感病毒混合提

供条件
,

产生出新的毒株
,

其潜在危害应开展评估研

究
。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我国对禽流感 的研究
,

主

要集中在流行病学和疫苗研制方面
,

基于该病在经

济上的重要性
,

尤其是考虑到该病感染人的巨大威

胁
,

对该病毒的基础研究显得迫在眉睫
。

对禽流感

病毒的展开下列基础性研究将不仅对家禽群禽流感

控制起重要推动作用
,

而且对搞清 向人群传播 的机

制
,

预防在人类引起大流行提供技术储备
。

( 1) 研究禽流感病毒突破种间屏障从家禽直接

向人及其他哺乳动物传播的分子机制
;

( 2 )研究禽流感病毒呼吸道和消化道水平传播

的机理及与毒力的关系 ;

( 3) 研究禽流感病毒在人和动物体内与人流感

病毒重组产生新的流感病毒的可能性及其机理 ;

( 4) 研究禽流感 的发病和免疫机理及安全
、

高效

的新型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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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动物流感快速诊断和鉴别诊断试剂的研制
。

4人类 H S N I 禽流感的基本特点与 日常防范

措施

4
.

1 传播途径

目前禽流感 的传播 途径 主要是呼吸道和消化

道 :养鸡场病禽粪便的扬尘
、

分泌物
、

唾沫的小颗粒
,

在空气中进人呼吸道
,

可能感染人类 ; 如果在接触病

禽的粪便后
,

受污染的手又在饮食 中人 口
,

或者饮用

被病禽粪便污染过的水
,

食用病禽下的蛋
,

都可能致

人得病
。

由于禽流感在世界各 国都受到方方面面 的重

视
,

一旦发现疫情
,

病人被立即隔离
,

所以
,

到 目前为

止
,

还没有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

高温和紫外线是

禽流感病毒的克星
。

4
.

2 发病症状

人类患上禽流感后
,

潜伏期一般为 7 天以内
,

早

期症状与其他流感非 常相似
,

主要 表现为发热
、

流

涕
、

鼻塞
、

咳嗽
、

咽痛
、

头痛
、

全身不适
,

部分患者可有

恶心
、

腹痛
、

腹泻
、

稀水样便等消化道症状
,

有些患者

可见眼结膜炎
,

体温大多持续在 39 ℃ 以上
。

一些患

者胸部 X 线还会显示单侧或双侧肺炎
,

少数患者胸

腔积液
。

大多数禽流感患者预后 良好
,

病程短
,

恢复

快
,

且不留后遗症
。

但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速
,

出现

肺炎
、

呼吸窘迫
、

肺出血
、

胸腔积液
、

肾衰竭
、

败血症

休克等多种并发症而死亡
。

病人一旦 出现以 上症

状
,

应及时就医
,

一旦被怀疑为 H SM 病毒感染
,

应

马上住院隔离并报告疫情
,

防止病情恶化和传染扩

散
。

4
.

3 日常预防措施

由于没有相应疫苗
,

而冬春季节又是急性呼吸

道疾病的高发期
,

专家提醒市民
,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预防疾病非常重要
。

市民平时应加强体育锻炼
,

多

休息
,

避免过度劳累
,

不吸烟 ;发现疫情时
,

应尽量避

免与禽类接触
,

对鸡 肉等食物应彻底煮熟 ;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
,

尽量少 去空气不流通场所 ; 注意个 人卫

生
,

打喷嚏或咳嗽时掩住 口鼻
。

此外
,

禽流感病毒对

乙醚
、

氯仿
、

丙酮等有机溶剂
,

热及 紫外线均敏感 犷

5 6℃加热 3 0 分钟
,

6() ℃加热 10 分钟
,

7 0℃加热数分

钟
,

阳光直射 40 一48 小时以及使用常用消毒药均可

使该病毒灭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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