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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视阈下的
我国畜禽疫病防控

常  帅    刘  嘉    叶  静    陈焕春    曹胜波*

华中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畜禽疫病的发生与流行是制约我国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畜禽疫病还会对动物

性食品的源头安全、人民健康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一些烈性畜禽传染病的暴发甚至还会给社会稳定

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冲击。因此，新时期科学有效地防控畜禽疫病是我国养殖业实现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重大需求。文章从我国畜禽疫病防控的重要意义与历史成就切入，分析了我国畜禽疫病的流行现状及

防控困难，并就此提出了未来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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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2023年中国畜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专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

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对加快

推进养殖业现代化，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发

展生态、绿色、高效养殖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安全、优质、味美、价廉的畜禽产

品。

2017 年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总产值达 3.2 万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30% 左右，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产值

也在 3 万亿元以上，是当之无愧的农业支柱产业①。但

是，长期以来，畜禽疫病始终是我国养殖业的“阿喀

琉斯之踵”，掣肘着我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受畜禽

疾病的影响，“生的少、死的多、长的慢”一直是我

国养殖业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如何提升畜禽疫病防

控水平，支撑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1 科学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国家重大需求

当前，我国养殖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需要大力提升养殖技术水平，大幅提增养殖综合效

益，尽快实现养殖业的现代化。畜禽疫病的发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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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无疑延缓了这一进程。同时，畜禽疫病的发生与

流行还会对国家的食品安全、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造

成严重危害。口蹄疫、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一些烈性畜禽传染病的暴发，甚至还会给社会稳定和

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冲击。因此，提高畜禽疫病防控水

平，有效防控疫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畜禽群体健

康，减少疫病造成的危害与损失，是养殖业产业升级

和国家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

1.1 科学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推进我国养殖业快速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我国是世界畜禽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2017 年

出栏生猪 6.88 亿头，占世界生猪总产量的 48%；出产

活禽近 140 亿羽，约占世界养禽总量的 1/3②。但是，

我国的养殖业效益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究其原因，

疫病防控水平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我国畜禽发

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每年因动物疫病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400 亿元，间接经济损失高

达 3 000 亿元[1]。改变畜禽疫病防控水平落后的局面，

提增畜禽疫病防控效益，已成为我国养殖业发展过程

中最为迫切的需求。

1.2 科学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保障我国食品源头及
公共卫生安全的战略需求
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郑重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

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

大考验。”动物性食品是以动物产品为原料的食品，

畜禽产品是动物性食品的主要来源。畜禽自身的健康

安全直接关系到动物性食品的源头安全。① 动物源

性人兽共患病与畜禽重大疫病严重威胁食品安全。世

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资料表明，70% 的动物疫

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 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

物或动物源性食品。目前已经证实的人兽共患传染病

有 200 多种，其中大多数由家畜、驯养动物、宠物和

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③。动物疫病如不加强防治，将

会严重危害动物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② 畜禽

疫病防治过程中带来的抗生素等兽药残留问题严重，

直接威胁食品安全。畜禽养殖是肉、蛋、奶供应的源

头，源头安全是保障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的根

本。因此，推进畜禽重大疫病防控的科技创新，阻断

疫病传播路径，实现疫病科学有效防控，降低药物残

留，是从源头上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

的战略需求。

1.3 科学有效防控畜禽疫病是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
全与稳定发展大局的现实需求
畜禽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国家的

生态环境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冲击。① 畜禽疫病

的暴发，势必导致药物的大量投入与使用，由此产生

的药物残留与耐药性问题又会给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巨

大威胁。② 疫病暴发导致的大量动物死亡会给生态环

境造成极大危害。2013 年黄浦江“漂猪”事件，首次

将病死动物带来的环境问题推到社会的风口浪尖，而

这只是畜禽养殖中病死动物问题的“冰山一角”。同

时，近年来我国先后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非洲猪瘟等重大疫情，为快速遏制疫病传播，大量畜

禽被扑杀。这些被扑杀动物的尸体处理也会给生态环

境安全带来重大隐患。③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

快，一些传染性极强的重大动物疫病与动物源性人兽

共患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流

行，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

极大地冲击着国家安全。例如：2001 年和 2007 年英国

发生口蹄疫后，产业工人大量失业，旅游业和乡村度

假业受到沉重打击[2]；2013 年我国暴发 H7N9 禽流感

疫情，造成了 600 多亿的经济损失，给家禽养殖业带

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老百姓甚至“谈鸡色变”；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agri/2018-01-23/doc-ifyqtycx2309650.shtml）。
③ 数据来源：《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



  院刊  147

新发展理念视阈下的我国畜禽疫病防控

自 2018 年 8 月起，我国多地相继暴发了非洲猪瘟疫

情，这不仅给我国的养猪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还

对居民生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我国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成效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过一

代代兽医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在畜禽疫病防

控实践和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2.1 疫病防控体系和基础平台建设不断健全、完善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从宏观上进行畜禽疫病防控体

系的构建，不断整合资源和力量推进基础设施的建

设。先后制订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兽药管理条例》和《动物重大疫病应急处理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起了全方位的畜禽免疫预防

保障体系、疫病监测诊断体系、防疫监督体系、防疫

屏障体系及疫病应急处理体系，坚实了畜禽疫病防控

的制度保障，形成了畜禽疫病预防和疫情突发应急处

置的机制。制订实施了完备的畜禽疫病监测、预防免

疫、检疫、封锁、隔离、封锁、扑杀和消毒技术的国

家标准及操作规程。建成了兽医生物技术、家畜疫病

病原生物学、农业微生物学等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生物安全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及工程实验室等

高水平研究平台。

2.2 技术服务队伍和科学研究水平日益壮大、增强
畜禽疫病防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工作队伍

日益壮大，整体素质大幅跃升，研究水平和服务能力

不断增强，拥有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团队，造就了多

个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在猪、鸡、马等畜禽疫病防控

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方面成果丰硕：先后研制了世

界上第一个慢病毒疫苗（马传染性贫血驴白细胞弱毒

疫苗）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猪瘟疫苗（猪瘟兔化弱

毒疫苗）、伪狂犬基因缺失疫苗、禽流感灭活疫苗等

产品；消灭了牛瘟、牛肺疫 2 种动物重大传染病[1]，在

全国范围内有效控制了马鼻疽、马传贫、兔病毒性出

血症等几十种主要畜禽疫病的发生；并在禽流感遗传

演化等畜禽疫病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批

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综合防治技术等科研成果转化

为实用技术和产品，为世界畜禽疫病防控与净化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新时期我国畜禽疫病防控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尽管我国的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进

展，在支撑养殖产业快速发展，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

给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我们在畜禽疫病防控方面的国情现实：一方面，我

国养殖规模十分巨大，养殖方式不一而足，养殖水平

参差不齐，疫病防控条件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我国

畜禽疫病种类繁多，流行复杂，危害严重，整体防控

水平仍相对滞后。因此，我国畜禽疫病防控还是压力

重重，疫病净化根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畜禽疫病防

控仍旧面临诸多挑战。

3.1 面临老病新症状、老病原新变异和多病原共感
染的挑战
在持续免疫和环境压力下，病原产生适应性进

化，不断发生变异，就会导致新毒株或新亚型的出

现。新毒株或新亚型不仅会增强病原的毒力，而且还

可能造成现有疫苗免疫无效或保护效率显著下降的严

重后果。目前，我国还是过度依赖疫苗免疫来预防畜

禽传染病，疫苗使用的种类过多，频率过高，使得病

原产生适应性进化、发生变异的速度不断加快，如：

2006 年暴发流行的高致病性蓝耳病，2010 年以来大流

行的“猪腹泻病”，2011 年猪伪狂犬变异毒株的出现

等。与此同时，在免疫和环境交互作用下，一些烈性

传染病病原还会出现非典型感染与发病，如非典型性

新城疫、非典型猪瘟等，这都给疫病的诊断与防控带

来极大的困难。此外，多病原共感染也已成为我国畜

禽养殖生产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多病原之间及多病原

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使得疫病诊断和防控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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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势必给畜禽疫病防控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3.2 面临疫病种类繁多、新病频发的挑战
我国动物疫病种类繁多，被确证发生的已超

过 230 种。仅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共报告发生 84 种

动物疫病。其中，一类动物疫病  6 种，二类动物疫

病 46 种，三类动物疫病 27 种，其他疫病 5 种；病死

率 24.64%，比 2016 年全年的 14.80% 高出近 10 个百

分点[3]。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少有 31 种新的动物传染

病传入我国。随着环境气候的改变，人类与自然以及

人类彼此的接触日益增多，国际贸易更加频繁，新的

传染病还会不断涌现。例如，尼帕病毒、新布尼亚病

毒、H7N9 禽流感病毒、MERS 冠状病毒等新发动物源

性人兽共患传染病病原，鸭坦布苏病毒、口蹄疫病毒

新亚型、猪 Delta 冠状病毒等畜禽新发传染病病原，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出现，这对兽医传染病的科学

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面临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挑战
我国接壤国家多、边境线长，周边国家畜禽疫

情复杂，畜禽及畜禽产品走私时有发生，外来动物

疫病防堵工作难度巨大。同时，近年来出入境人数

与国际贸易频次不断增加。2018 年全年我国出入境

人次超过 6.5 亿，同比增长 9.9%；出入境交通运输工

具 3 504.5 万辆（架、列、艘）次，同比增长 13.1%④；

2018 年上半年进口各种肉类产品超过 200 万吨，同比

增幅达到 3.8%⑤，且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在

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外来动物疫病防控正

面临着双重严峻挑战。一方面，一些重大疫病已经传

入，但尚未根除。例如，近年来已经传入我国的小反

刍兽疫等重大疫病，至今仍未得到彻底根除[4]。另一

方面，一些重大疫病虽暂未传入，但可能随时传入。

例如：我国虽已消灭牛瘟，但邻国尼泊尔和巴基斯

坦分别于 1995 年和 2000 年发现该病疫情，随时有传

入我国的可能；虽然我国尚未发生疯牛病，但该病已

传至邻国日本[5]；裂谷热虽然在我国没有发生疫情，

但 2016 年出现了首例输入性病例[6]；西尼罗河病毒已

经在我国新疆被检出[7]。《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

规划（2012—2020 年）》列出了重点防范的 13 种外

来疫病，已经有 4 种疫病（小反刍兽疫、非洲猪瘟、

H7 亚型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传入我国。因此，

如何将已传入国境的外来动物疫病切实控制和有效根

除，以及将可能传入的外来动物疫病有效阻挡于国门

之外，是我国畜禽疫病防控长期面临的挑战。

4 科技创新是应对畜禽疫病防控挑战的必由
之路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我国畜禽疫病防控的诸多

挑战，唯有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畜禽疫病防控事业不

断向前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

困局。针对我国畜禽疫病发生与流行的主要特点和基

本规律，未来我们仍需从以下 5 个重点方向进行持续

地科技攻关，真正探寻到有效防控我国畜禽疫病的

“妙药良方”。

4.1 病原学与流行病学研究
弄清“家底”，诊断清楚，是畜禽疫病防控的前

提。针对猪、禽、牛、羊、宠物及重要经济动物，系

统、深入、持续地开展畜禽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

从宿主间、时间和空间等多个维度快速、准确地确定

动物疫病的病原、流行特征与生态分布，弄清病原的

实际“家底”；研究病原遗传变异，揭示病原遗传变

异的分子基础；研究病原在不同宿主中的传播，阐明

病原传播机制与跨种传播规律；构建病原学与流行病

学数据库，建立畜禽疫病监测、预警、预报和风险评

估技术平台。通过上述研究，为畜禽疫病防控策略制

④ 数据来源：国家移民管理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069712676220407&wfr=spider&for=pc）。
⑤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O2ECIUR0518QHM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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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防控产品研发提供科学依据和关键材料。

4.2 免疫与致病机制研究
解析畜禽病原免疫与致病机制，既是畜禽疫病研

究的科学前沿，也是畜禽疫病防控的科学基础。利用

现代生物学和组学技术，从基因水平、分子水平、细

胞水平、活体水平上深度解析多维病原组学及网络调

控机制、病原与宿主的互作机理、病原与环境的互作

机理，阐明重要畜禽病原的生长、复制、增殖及逃逸

宿主天然免疫与获得性免疫的分子机制；研究畜禽重

要病原的基因功能与结构，解析病原致病与免疫的分

子基础，筛选、发掘重要的分子标记或新药物靶标；

开展病原共感染与协同感染的致病机制研究，解析多

种病原共感染与协同感染的分子机制；研究动物病原

的耐药机制，揭示耐药病原的分布规律与耐药机制，

解析多重和超级耐药病原的形成机制，建立耐药病原

的耐药性数据库、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

4.3 防控技术与产品研发
疫苗、诊断试剂、药物是畜禽疫病防控的最有效

工具。针对畜禽重大传染病病原，重点开展基因缺失

标志疫苗、基因工程活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具有广

阔应用前景的新型基因工程疫苗研究；推进病毒样颗

粒疫苗、蛋白质载体疫苗、全息多表位疫苗、合成肽

疫苗和反向疫苗等新概念疫苗的探索研究；结合免

疫学、电化学、纳米技术等方法，研发适合现场诊断

的快速检测技术、高通量检测技术及鉴别诊断技术等

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加强外来动物疫病诊断监测及

疫苗储备技术研究，防患于未然；研发新型兽用原料

药及制剂，创制新型兽用抗菌药、复合制剂及复方制

剂，开发兽用药物新剂型，研发动物药剂生产关键新

技术、兽药安全评价新技术及新方法。此外，针对健

康安全养殖新需求，大力开发微生态制剂、生物治疗

制剂等新型绿色防控产品。

4.4 抗病育种
抗病育种是畜禽疫病防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现代

育种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快速培育

抗病新品种成为可能。近年来，国际上抗蓝耳病猪的

成功培育更是进一步显示了抗病育种的巨大发展前

景。目前，针对一些尚无有效疫苗的重大传染病，培

育抗病新品种，不仅是国际研究的热点，也是各育种

公司竞相布局的创新领域。因此，应大力加强宿主抗

病基因挖掘、病原受体发现与作用机制等前沿领域研

究，而后利用基因编辑与育种技术，培育抗病新品种

（系）。

4.5 畜禽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根除
综合防控是实现畜禽疫病有效防控的保障，疫病

的净化与根除则是畜禽疫病防控的最高目标。鉴于我

国畜禽疫病防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结合我国国家中

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应分步实施我国畜禽疫病的

综合防控与净化根除计划。针对我国广泛流行发生的

畜禽重要疫病，综合集成防控技术、产品，构建生

物安全屏障，形成综合防控技术体系，逐步实现这些

疫病的有效防控；针对猪伪狂犬、猪瘟等净化条件和

技术较为成熟重大疫病，集成标记疫苗和鉴别诊断技

术，开展区域净化，并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净化与根

除；针对牛结核、布病、流感等重大传染病，开展种

畜场净化，并逐步实现区域净化。

5 结语

健康动物—健康食品—健康人类。做好畜禽疫病

防控，既是新时期我国养殖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迫切需

要，也是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维护生

态环境安全的战略需求。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及疫病流

行的特点与规律，决定了我国畜禽疫病防控的长期性

和艰巨性。在这场“持久战”中，科技创新才是最

根本的保障。唯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科技创

新与科学管理深度融合，才能最终实现畜禽疫病的科

学有效防控，真正佑护我国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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