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5卷 第 3期
2 (X抖 年 7月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J o ul l zl af o阮
ut h h C in a A护

c己仙司 Un iv e胭
t iy

V OI
.

2 5
,

N
o

.

3

仙
.

2 X( 科

禽流感与人类健康

曹永长
,

毕英佐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

广东 广州 51 (X涛2 )

摘要
:

禽流感 ( via an i祖
一

,

赶 )是由 A 型流感病毒 ( via an inn ue anz vi usr )引起的一种禽类感染征或疾病综合症
,

高

致病性禽流感 ( ih ghl y p a d犯 ge in c

via an inll ue anz
,

川 , Al )可引起禽类 1田% 的死亡
.

由于抗原转变和抗原漂移
,

禽流感

病毒是高度可变的
.

人禽流感是指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跨越物种界限
,

引起人类感染的一种新发传染病
.

目前
,

全

球已发现 SH NI
、

7H N7
、

gH NZ 等亚型禽流感病毒可感染人类
.

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禽流感病毒具有在人群中相互传

播的能力
.

对禽流感必须采用积极的预防策略
.

在加强监测的基础上
,

对家禽采用扑杀和免疫相结合的措施
,

可以

有效地控制禽流感的流行
.

研制人类流感疫苗
,

是预防新的流感病毒株的流行的可靠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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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 3 年
,

人们经历 了非典型肺炎 ( SA RS )的冲击

之后
,

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降临到我们身边
.

2以) 3

年冬天以来
,

一种叫做禽流感的疾病从越南开始
,

迅

速在东南亚地区蔓延
,

并且发生禽流感再次感染人

的事件
,

20 多人 因此死亡 [’
一 3 ]

,

有关国家 为此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
.

我国也在 2X( 科年春天出现 了局部禽

流感疫情
,

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

迅速扑灭 了在我 国大

陆局部地区出现的禽流感疫情
.

那么
,

禽流感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 ? 为什么会引起如此恐慌呢? 本文对禽

流感的基本知识做一综述
.

1 禽流感和禽流感病毒

禽流感 (via an inn ue 二
,

IA )又叫欧洲鸡瘟或真性

鸡瘟 (肠w l p l砚尹e
)

,

是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 的一种禽

类感染征或疾病综合症
,

高致病性禽流感 ( H P AI )可

引起禽类 100 % 的死亡
,

是近年对养禽业造成严重危

害的病毒性传染病之一闭
`

国际兽疫局 ( O IE )和我国

((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均将 H PA I 规定为 A 类烈性传

染病闭
.

流感病毒分 为 A
、

B 和 c 型
.

其中 A 型 (甲

型 )流感病毒在温血动物 (禽类和哺乳动物 )存在
,

而

B型 (乙型 )和 C 型 (丙型 )主要是人类的病原
,

C 型还

可以从猪分离 到
,

造成危害 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是 A

型
.

A 型很容易发生抗原变异和毒力变异
,

而 B 型和
C型较少变异闭

.

禽流感病毒属于正私病毒
,

根据禽流感病毒的

毒力
,

将其分为 3类
.

一是非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

禽

收稿 日期 : 2 X( 科 一
03

一
24 作者简介

:

曹永长 ( 1965
一

)
,

男
,

博士
,

教授
.

基金项目 :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2仪阵AZ仪刃102 )



第3 期 曹永长等
:

禽流感与人类健康

类感染后不会 引起 明显症状
,

仅使染病 的禽体 内产

生病毒抗体 ;二是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禽类感染后

出现轻度呼吸道症状
,

食量减少
、

产蛋量下降
,

出现

零星死亡 ;三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

禽类感染后发

病率和死亡率高
.

对于高致病性的禽流感
,

1 9 污染

的粪便中病毒 的含量就 可造成 100 万只禽类 的感

染
.

但流感病毒对外界环境 的抵抗力不强
,

对高温
、

紫外线
、

各种消毒药 物敏感
,

容易被杀死
,

一般消毒

药很快杀死病毒
.

56 ℃ 加 热 30 而 n 、

印 ℃ 加热 10

而 n 、

65 一
70 ℃加热 几分钟就 可 以将禽流感病毒灭

活 ;直射 阳光下
,

40
一

48 h 就可以灭活禽流感病毒
.

禽流感病毒 的基 因组 为单股负链 1州 A
,

共有 8

个独立的 NR A 片段
.

禽流感病毒有 8 种结构蛋白和

2 种非结 构蛋 白
,

是病 毒粒子 的主要成 分 ( 70 % -

75 % )
,

具有重要 的功能
.

( l) 血 凝素 ( h e n l

缨知 it in n ,

HA )是构成流感囊膜纤突的主要成分之一
,

为表面结

构蛋白
,

在病毒吸附
、

穿膜过程及决定病毒致病力方

面起着关键作用 ;是病毒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
.

( 2 )

神经氨酸酶 ( en u

~
in d as e ,

NA )是构成病毒囊膜纤

突的表面结构蛋 白
,

能从病毒和感染的细胞上除去

唾液酸 ( N
一

乙 酞神经氨酸 )残基
,

对病毒粒子的释放

及防止病毒粒子 聚集很重要
,

与病毒的宿主特异性

及病毒的毒力有关
.

( 3 )核蛋白 (un d哪 or et in
,

N P )是

一种单体磷酸化 的多肤
,

相对分子质量 约 印
x l护

,

是构成病毒核衣壳的主要蛋 白成分
,

没有感染性
,

在

病毒粒子内部卷曲成螺旋状结构
.

核蛋 白分子至少

有 3 个独立 的抗原位点
,

是细胞毒性淋 巴细胞 识别

的主要抗原
.

( 4 )基质 蛋 白 ( ma itr x p 1D t e l n ,

M )有 2

种
,

分别是 M l 和 M Z
,

是一种非糖基化蛋 白
,

在病毒

装配过 程 中起作 用
.

( 5 )流感病毒 的聚合酶是 由

P B I
、

PBZ
、

PA 3 种成分组成的 R N A 聚合酶复合体
,

是

核衣壳蛋白 ;定位于每一个核壳体的一端
,

并在每个

模版的 3
`

端启动 R N A 的合成
.

它们是病毒粒子 中相

对分子质量最大的蛋白质
.

( 6 )禽流感病毒还有 2 种

非结构蛋白 ( onn
s

mt
e ut alr p ort

e i n ,

N S )
,

分别叫作 N S I

和 NS Z
,

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 为 25 x l护 和 12 x l护
.

这 2 种蛋白质大量存在于感染的细胞中
,

N SI 主要存

在于核内
,

N SZ 主要在胞浆 内
,

在病毒粒子内不存在

这两种蛋白成分
.

目前
,

其功能尚不十分清楚
.

根据禽流感病毒的 2 个表面抗原血凝 素 ( H )神

经氨酸酶 ( N )的不同
,

可以将禽流感病毒分为不同亚

型
,

用 H ? N ? 表示
.

H 有 巧 种
,

N 有 9 种
.

流感病毒

通过 2 种主要的机制改变其抗原性
.

一是抗原漂移

( an it ge in c
idr f)t

,

是指由于基因组 自发的点 突变引起

小幅度的变异
,

当氨基酸的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

氨基酸的突变正好使抗 原决定簇发生改变
,

就引起

抗原性 的变异
.

二是抗原转变 ( an it gen i C
hs i ft )

,

是指

由于变异幅度较大
,

导致新的亚型产生
.

往往是不同

亚型的病毒同时感染一个 细胞时
,

病毒 基因组发生

节段的交换引起的
.

流感病毒 的宿主范 围有一定的特异性
,

但界限

并不十分严格
.

20 世 纪人类经历 了 4 次 流感大 流

行
.

每一次人类流感的大流行
,

都与禽流感病毒有着

密切的联系闭
.

经证实
,

( 1 ) 191 8 年引起世界性大流

行的猪型 ( H I N )I 流感病毒来 自于禽流感病毒 ; ( 2 )

19 57 年流行的 甩N2 毒株
,

是 H I N I 流感病毒与禽流

感病毒经基因重排而来 ; ( 3 ) 19 68
一 19 69 年

,

ZH N Z 又

与鸭 中循环的禽流感病毒血凝素基 因经基因重排形

成新的 H3 N Z 流感病毒
.

在 过去的 10 年 间
,

引起禽

类典型发病的流感病毒
,

在患病的哺乳类动 物体内

也分离到了
,

如海豹
、

貂
、

鲸等
.

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
,

在 自然环境 中哺乳动物和禽 的联系
,

足以导致禽流

感病毒传给其他动物
,

并造成显著的疾病问题
,

2 禽流感的流行特点川

禽流感病毒感染宿主 的多样性
,

使得禽 流感 防

不胜防
.

许多家禽和野鸟对 A 型禽流感病毒都有易

感性
,

但发病和危害最大的主要是鸡和火鸡
,

以前认

为鸭
、

鹅
、

鸽很少发病
,

多为隐性感染或带毒
.

但近年

来发现鸭
、

鹅出现 由 5H 亚型病毒引起的严重疾病
,

死亡率很高
.

禽流感病毒基 因的多节段性
,

决定了其血清型

众多和变异性极强
.

基于病毒血凝素 ( HA )和神经氨

酸酶 ( NA )表面抗原
,

可将病毒分为不同的亚型
,

迄今

为止共有 巧 个 H 亚型和 9 个 N 亚型
,

共计 135 个亚型

组合
.

亚型的众多
,

使得禽流感病毒的变异极快
.

禽

流感病毒血清型众多
、

变异性极强
、

以及低致病力毒株

突然变成高致病力的特点
,

决定了禽流感 的预防不能

用活疫苗
,

只能使用灭活疫苗或基因工程疫苗
.

禽流感病毒毒株 间毒力差异 巨 大
,

危害程度不

一 感染禽流感后的鸡可表现出临床症状
:
严重的呼

吸系统疾病
、

产蛋量下降
、

致死率很高的急性出血性

疾病 ;也可表现为亚临床症状
:
轻微的呼吸道感染

、

轻微的产蛋率下降
,

或者是无症状隐性带毒
.

禽流感 以空气传播为主
,

水禽和候鸟传播本病

也不能忽视
.

随着病鸡的流动
,

排毒污染空气
,

通过

呼吸道而感染
,

因此传播很迅速
.

水禽是禽流感病毒

的重要宿主
,

健康鸭
、

鹅带毒
,

可以将病毒排出体外
,

污染水体
.

一旦是高致病力病毒感染鸡
,

可引起鸡群

爆发禽流感
.

高致病力禽流感导致鸡群全群覆没
.

高致病力

毒株都是 7H 和 HS 亚型
.

尽管高致病力毒 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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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但危害极大
,

主要特征是爆发时的突然死亡和高

死亡率
,

往往很短时间就全群覆 没
.

目前 流行 的以

SH N I 流感病毒引起的高致病力禽流感和 gH N Z 流感

病毒引起的温和性禽流感为主
.

3 禽流感的症状

根据近年禽流感流行的情况
,

将 目前 流行 的禽

流感分为 2 种类型
:

( l) 高致病性禽流感
.

是由高致

病性病毒 (5H
、

7H 亚型 )引起
.

( 2 )低致病性禽流感
.

由低致病性病毒 (9H 亚型 )引起
.

2 种类型禽流感 的

症状是不同的
,

高致病性禽流感
,

主要表现为
:
体温升高

,

精神

萎顿
,

毛松
,

打堆
,

食欲废绝
,

下痢
.

鸡冠发给呈暗红

色或苍 白
,

头部
、

面部浮肿
,

脚鳞出现紫色出血斑
.

部

分病鸡出现头颈和腿部麻痹
、

抽搐等神经症状
.

病程

1 一 Z d
,

死亡率可达 100 %
.

有时没有 明显症状 即可

见到鸡只死亡 [’J
.

低致病性禽 流感
,

主要表现 为
: 咳嗽

,

锣 音
,

流

泪
,

流鼻水
,

鼻窦肿胀
,

呼吸困难
.

部分病鸡鸡冠和肉

垂增厚 2 一 3倍
,

表面结痴
.

产蛋下降
,

下降幅度 巧%

一 35 %
,

甚至 50 % 一 100 %
.

病程较长
,

发病率高
,

死

亡率低仁
4 ]

.

以上症状可以单独出现或几种同时出现
.

4 禽流感的病变

高致病性禽流感
,

组织病变主要是出血和坏死
,

而且严重
,

并涉及到脑
、

皮肤及 多个 内脏器官
.

头部

和面部水肿
.

胸肌
、

腿肌
、

胸骨内面以及心外膜有出

血点
.

腺胃与肌胃交接处粘膜出血
,

十二指肠粘膜出

血
,

卡他性或纤维素性肠炎
.

肝
、

脾
、 ’

肾有灰黄色坏死

灶
·

胰腺坏死闭
.

低致病性禽流感
,

表现为眼结膜炎
、

鼻窦炎
、

气

管炎
、

支气管炎
、

支气管堵塞
、

肺充血水肿
、

肺炎
、

气

囊炎
.

卵泡畸形
、

出血
,

卵巢萎缩
,

卵黄性腹膜炎
、

输

卵管炎
.

冠和 肉垂增厚
,

肿胀处中间有黄色粘液或干

酪样物
,

呈夹馅状仁4」
.

5 禽流感疫情的确认和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患有禽流感或疑似禽流感

之后
,

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

国家

实行高致病性禽流感公布制度
.

禽流感疫情的确认

和处理要严格依照农业部颁布的《高致病性禽流感
防治技术规范》执行囚

.

( l) 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
,

首先 由专家进行现场

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
,

可初步诊 断为高致病性怀疑

病例
.

( 2) 采集病禽血液进行血清学检测
.

当血清中

出现禽流感抗 体 阳性 时
,

判定为 禽流感 疑似病例
.

( 3) 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与鉴定
,

最终确定病毒类型
.

( 4 )农业部根据国家禽流感参考

实验室的诊 断结果
,

最后确认或排除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
.

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实行 以扑杀为主的综合

性防治措施
.

将发生禽流感 的农场或村庄确定为疫

点
,

将疫点周 围半径 3 km 范 围确定 为疫 区
,

将疫 区

周围半径 s km 范围确定为受威胁区
.

扑杀疫点及其

周围半径 3 km 范围的所有 家禽
,

对疫 区实行封锁
,

对受威胁区内的所有家禽实行强制免疫
.

6 人禽流感

人禽流感是指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跨越物种界

限
,

引起人类感染 的一种新发传染病
.

目前
,

全球 已

发现 H S M
、

7H N7
、

Hg N Z 等亚型禽流感病毒可感染人

类
.

199 6 年从英 国一有结膜炎的妇女 (与鸭接触过 )

体内分离到 7H N 7 亚型流感病毒困
.

该毒株 的 8 个

基因与禽源流感病毒株的相近
,

其 HA 的氨基酸与

199 5 年从火鸡体内分离到的 H 7 N 7 亚型毒株 的同源

性高于 98 %
.

19 97 年 5 月从香港一感染的男童体内

(该男童死于同年 12 月 )分离到 SH NI 亚型禽流感病

毒
,

随后从 18 个感染人 ( 6 人因之死亡 )体内分离到

该毒株川
.

19 97 年后没有新的感染发生
.

从感染人

体内分离到的该亚型流感病毒株与从同年 ( 19 97 年 )

当地爆发的高致病力禽流感感染 的鸡体内分离到的

病毒特性相 同
.

近年来
,

爆发 了 9H 亚型禽流感 (通

常为 gH N Z )
,

传播广泛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
,

gH N Z 流感爆发
,

波及德 国
、

意大利
、

爱尔兰
、

南非
、

美

国
、

韩国
、

中国
、

中东
、

巴基斯坦等
,

导致商品鸡群严

重的疾病冈
.

199 9 年 3 月
,

在香港从流感状疾病
、

年

龄 1 一 4 岁的女孩体内分离到 2 个独立 gH N Z 亚型禽

流感病毒株阁
.

随后在 中国大陆人体内分离到 gH N Z

亚型流 感病 毒 0[,
。̀〕

.

200 3 年上 半年
,

荷 兰爆 发 了

7H N7 亚型禽流感
,

据报道有几十人感染〔` ,
,

’ 2 〕
.

2 00 3

年末到 2以又 年初
,

亚洲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
,

造成

20 多人死亡 [`
一 3 1

.

上述情况说明禽流感可以感染人
,

但并非人人

都可感染禽流感
,

因为 2 (X科 年初在亚洲爆发的高致

病性禽流感感染人几率很小
,

虽然越南和泰 国有 20

多人感染禽流感并死亡
.

但禽流感发生的韩 国
、

日

本
、

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没有人感染禽流感的发生
.

人禽流感的潜伏期一般为 1 一 3 d
,

通常在 7 d 以

内
.

其临床症状表现为
: 急性起病

,

早期表现类似普

通型流感
,

主要为发热
,

热程 1 一 7 d
,

一般为 3 一 4 d
,

可伴有流涕
、

鼻塞
、

咳嗽
、

咽痛
、

头痛和全身不适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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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患者可有恶心
、

腹痛
、

腹泻
、

稀水样便等消化道症

状
.

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迅速
,

可出现肺炎
、

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
、

肺出血
、

胸腔积液
、

全血细胞减少
、

肾功

能衰竭
、

败血症
、

休克及 R ey
e
综合征等多种并发症

.

重症患者可有肺部实变体征
,

X 线检查可显示 单侧

或双侧肺炎
,

少数可伴有胸腔积液等 [’ 3 〕
.

人禽流感的预后与感染 的病毒亚型有关
.

感染

H g N Z
、

H 7N7 者
,

大多预后 良好 ;感染 SH N I 者预后较

差
.

香港 1997 年 18 例病例中 6 例死亡
.

越南 2 X() 3 -

2仪只年 23 例确诊病人中死亡 12 例
.

一般认为影响

预后的因素与感染的病毒亚型有关
,

还与患者年龄
,

是否有基础性疾病
,

治疗是否及时
,

以及是否发生并

发症等有关〔川
.

究
,

为预防新的流感病毒株的流行进行技术储备
.

我

们相信
,

依靠科学
,

依靠法律
,

依靠群众
,

我们一定能

战胜禽流感 !

参考文献 :

7 正确对待禽流感

禽流感给全球养禽业造成 巨大损失
,

是 21 世纪

养禽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另一方面
,

禽流感病毒

不仅作 为人流感 的最大基 因库而 间接威胁人类健

康
,

而且可作为人类的新病原而直接成为人类将面

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禽 流

感的危害
,

高度重视禽流感防治工作
.

但是
,

对禽流感也不必恐慌
.

即使出现禽流感病

毒感染人的病例
,

禽流感也只是流感的一种
.

禽流感

由来已久
,

而且普遍存在
,

不必惊慌
.

( l) 采用疫苗接

种
,

可以有效预防禽流感 【̀4〕
.

( 2 )所有家禽从业人员

没有感染禽流感的个案
.

( 3) 到 目前为止
,

没有发现

SH N I 和 H g N Z 禽流感病毒具有 在人群 中传播的能

力〔’ 5〕
.

目前
,

认为有 3 个方面的原 因阻止 了禽流感

病毒对人类的侵袭
.

首先
,

人呼吸道上皮细胞不含禽

流感病毒的特异性 受体
,

即禽流感病毒不容易被人

体细胞识别并结合 ;第二
,

所有能在人群中流行 的流

感病毒
,

其基因组必须含有几个人流感病毒 的基 因

片断
,

而 目前流行的禽流感病毒 尚不含有人流感病

毒的基因片段 ;第三
,

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由于含

碱性氨基酸数 目较多
,

使其在人体内的复制 比较 困

难 [`5 ]
.

我们应该根据禽流感 的特点和规律
,

正视禽流

感防治工作的长期性
、

艰 巨性 和复杂性
,

采取积极 的

预防策略
.

首先
,

应将人流感的防制和禽流感的防制

结合起来
,

共 同进行
.

加强监测
,

建立流感监测 网
.

其次
,

对家禽采取疫苗免疫的方法
,

控制禽流感的流

行
.

疫苗免疫是预防禽流感最经济
、

最有效的手段
.

经验表明
,

使用免疫原性好
、

抗原 针对性强
、

免疫效

果确实的疫苗进行免疫
,

可以从根本上预防禽 流感

的发生
.

同时
,

还应该积极开展人类流感疫苗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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