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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洲猪瘟是原发于非洲肯尼亚的猪的一种重要病毒性传染病，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首次发

生于我国沈阳。 该病来势凶猛，截至 １０ 月 １６ 日，已在我国 ９ 个省份引发 ３９ 次疫情。 我国非常重视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具备了较好的科技储备，但疫情形势发展超乎预期，出现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
仍需要重新梳理防控技术需求，针对性地开展防控技术研究。 就此，简要介绍了非洲猪瘟的特性，
归纳了我国目前非洲猪瘟防控技术需求，建议深入开展快速特异诊断技术、流行病学、病原学等急

需技术研究，开展野猪和软蜱传播媒介与非洲猪瘟流行关系和非洲猪瘟免疫与疫苗等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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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是由非洲猪瘟

病毒引起家猪和野猪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急性出

血性传染病。 非洲猪瘟最早发现于非洲，持续流行

于非洲大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将其列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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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报的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非洲

猪瘟临床表现与古典猪瘟（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类
似，但病原不同。 古典猪瘟在我国有流行，但 ２０１８
年前非洲猪瘟对我国来说还是一种外来动物疫病。
不幸的是，非洲猪瘟还是传了进来，辽宁、河南、江
苏、浙江、安徽、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天津等省份

相继发现疫情，防控形势极为严峻。 既然非洲猪瘟

这个“外来病”进来了，就应准确认识、冷静应对，尽
快消灭“外来者”，保障我国养猪产业稳定发展。
１　 病　 原

非洲猪瘟病毒是非洲猪瘟病毒科非洲猪瘟病

毒属的唯一成员，是有四层复杂结构囊膜的双股

ＤＮＡ 病毒，病毒颗粒约 ２００ ｎｍ，基因组 １７０～１９２ ｋｂ，
中间保守区约 １２５ ｋｂ，两端为变异区，基因组约有

１６０ 个开放阅读框（ＯＲＦ），编码 ５０ 多种结构蛋白，
１００ 多种多肽，主要感染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胞

浆中复制。 非洲猪瘟病毒主要采用猪原代细胞，如
外周血单核细胞、肺巨噬细胞等进行分离培养，有
些分离株可进一步用传代细胞培养。 该病毒仅有

一个血清型，但可根据其血细胞吸附特性，用血细

胞吸附抑制试验（ＨＡＩ）划分为 ８ 个血清组。 非洲

猪瘟病毒衣壳主要组成蛋白 ｐ７２、病毒结构蛋白

ｐ３０ 和 ｐ５４，以及聚蛋白 ｐｐ６２ 等已鉴定清楚，并作

为血清诊断的靶蛋白， 其编码基因如 Ｂ６４６Ｌ、
Ｅ１８３Ｌ、ＣＰ２０４Ｌ 等也作为核酸检测的靶基因。 其中

编码 ｐ７２ 的 Ｂ６４６Ｌ 基因是非洲猪瘟病毒分子流行

病学研究的目标基因。 根据 ｐ７２ Ｃ 末端序列可以

将非洲猪瘟病毒分离株划分为 ２４ 个基因型，除基

因型Ⅰ在欧洲、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流行，基因型Ⅱ
２００７ 年传入高加索地区并扩散到东欧外，其他基因

型病毒局限于非洲地区［１］。
２　 流行状况

非洲猪瘟最早记录可追溯至 １９２１ 年，该病首

先发现于肯尼亚，欧洲殖民者引入的欧洲种家猪接

触到当地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的野猪和软蜱后发病，
表明该病毒早已存在于非洲野猪和软蜱之中。 目

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呈地方性流行。
非洲猪的数量增长非常缓慢，占世界猪总数不到

２％，主要原因是非洲猪瘟的流行。 １９５７ 年，非洲猪

瘟首次跨出非洲大陆，传入欧洲葡萄牙，虽得以成

功控制，但 １９６０ 年再次传入欧洲并进一步扩散，葡
萄牙、西班牙、马耳他、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

等国家都曾受影响。 欧洲历时 ３０ 多年，除意大利

撒丁岛外，通过区域化管理和扑杀净化等措施彻底

扑灭了疫情。
非洲猪瘟也漂洋过海传播至南美及加勒比海

地区。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古巴（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巴
西（１９７８）、多米尼加（１９７８）和海地（１９７９）等国家

相继暴发疫情。 截至 １９８７ 年，这些国家的疫情都

得到了彻底扑灭。
２００７ 年以来，非洲猪瘟流行版图发生重大变

化，疫情从格鲁吉亚波蒂（ＰＯＴＩ）港开始向周边扩

散蔓延，并在高加索地区定殖，疫情逐年向外延伸，
向西已越过东欧进入欧洲腹地国家，直接威胁着养

猪业发达的西欧各国；向东传播至远东地区并传入

我国，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养猪业［２－３］。
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疫情信息，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养殖户确诊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发病 ４７ 头，死亡 ４７ 头。 ８ 月 １６ 日，河南

省郑州市经济开发区某食品公司屠宰场从外地调

入一车生猪确诊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发病 ３０ 头，死
亡 ３０ 头。 ８ 月 １９ 日起，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某

养殖场确诊发生疫情，发病 ６１５ 头，死亡 ８８ 头。 ８
月 ２３ 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某养殖小区确诊发

生疫情，发病 ４３０ 头，死亡 ３４０ 头。 ８ 月 ３０ 日，安徽

省芜湖市南陵县某养殖场确诊发生疫情，发病 １８５
头，死亡 ８０ 头。 截至 １０ 月 １６ 日，非洲猪瘟在我国

已经扩散至 ９ 个省份 ２３ 个地市［４］。
３　 预防控制

非洲猪瘟病毒不感染人，不存在公共卫生问

题，但它是一种可能对我国的养猪业和国人整体饮

食结构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动物传染病。 每位公

民都有防止动物疫病扩散传播的责任和义务，做到

可疑疫情必须报告、不屠宰销售病死猪及产品、不
购买或非法带入染疫猪及猪产品回国。

非洲猪瘟既没有有效疫苗也没有治疗方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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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赖于早期诊断和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预防

控制根据不同的流行情况采取适宜的措施。 对于

无疫国家而言，应禁止从非洲猪瘟流行国家进口生

猪及其产品，严格对来自风险区的航班、轮船、邮包

进行监控。 加强港口码头的集装箱及其餐厨垃圾

管理，防止疫情传入。 无疫国家因突发新传入疫情

成为疫病暴发国家时，应迅速安全地扑杀并无害化

处理发病猪、同群猪以及污染物，彻底清洁消毒，划
定疫区和危险区限制动物流动，进行详实的流行病

学调查，追踪可能的疫源和去向，加强感染区及周

边的监测。 如果不幸非洲猪瘟病毒“滞留”下来，形
成地方性流行，除疫病暴发应急措施外，应建立国

家非洲猪瘟扑灭净化方案，全方位研究非洲猪瘟净

化根除的技术措施。
非洲猪瘟传入后，不仅可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

损失，疫情处置和净化根除工作也会耗资巨大。 国

际经验证明，只要措施正确，执行得力，非洲猪瘟是

可以控制和扑灭的。 例如巴西，１９７８ 年，由于里约

热内卢机场内工作人员收集国际航班的残羹喂养

自己农场的猪只导致非洲猪瘟的出现。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该农场的猪开始死亡，传播到 １０ 余个州。 巴西

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花费了 ７ 年时间，耗资

无数、损失巨大，终于 １９８４ 年宣布无疫。 再如西班

牙，从 １９６０ 年起发生了 ４ 次非洲猪瘟大流行，数百

个规模化养猪场被感染，１９７７ 年曾紧急宰杀生猪

３０ 多万头，补贴养殖户 ７００ 多万美元，此后 ３ 年又

紧急宰猪 ６０ 多万头。 西班牙饱受非洲猪瘟折磨，
始终难以根除。 １９８５ 年，西班牙转换思路，实施

“非洲猪瘟根除计划”，１９９５ 年，西班牙政府对外宣

布“非洲猪瘟根除计划”完成，前后共计花费了 １０
年之久［５－７］。

建立科学、适宜、合理、可实施、经济、高效的非

洲猪瘟控制扑灭技术方案，非洲猪瘟还是可防可控

的。 应按照《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和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要求对疫点和疫区采取

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清洗消毒等处置措施。 禁

止所有生猪等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进入或流出封

锁区。 对疫区周围及有流行病等关联的地区彻底

排查。
４　 防控技术需求

非洲猪瘟属于外来动物传染病，虽然我国已经

建立了一系列应急处理预案和处理技术规范，且进

行了模拟演练，但这些技术措施缺乏实战检验，需
要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而且这些防控技

术、检测技术、病毒生物学特性、病毒传播流行模式

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无活病毒基础之上的。 为了

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目前我国已建设并运行了生物

安全 ＢＳＬ－３ 实验室，完全具备实验安全条件，可根

据国内外疫情情况，适时启动应急预防控制技术研

究和完善技术支持，为有效控制和扑灭非洲猪瘟疫

情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４．１　 诊断技术　 非洲猪瘟除了与古典猪瘟临床表

现极为相似外，也与其他多种疫病例如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ＰＲＲＳ）、猪丹毒、沙门氏菌、伪狂犬、巴氏杆

菌以及其他败血症状疫病需要进行鉴别诊断。 及

时准确的诊断对疫情控制极为重要：临床诊断的目

的不同，如临床病例的确诊、流行病学排查、屠宰场

检验等等，或诊断检测样品不同，如死亡病猪组织

样品的检测，猪肉（冷冻肉和鲜肉）及其产品的检

测，猪饲料、填料、粪便的检测，环境样品包括运输

车辆、污染水源等的检测等，都需要建立敏感、特
异、方便和快速的检测方法。 目前病原学检测方法

基于 ｐ７２ 编码基因 Ｂ４６４Ｌ 基因 １９４１ｂｐ 建立的普通

ＰＣＲ 方法和荧光 ＰＣＲ 方法是使用最广的诊断检测

技术。 国内急需深入开展诊断技术标准化研究，针
对不同检测样品如肉品、环境、饲料等的快速、特
异、敏感的检测方法。 同时也急需多种疫病同时检

测的检测技术方法。
４．２　 病原学特性 　 针对国内分离病毒株，开展致

病性、传播能力、繁殖特性、环境抵抗力等基本生物

学特性的研究，了解病毒对不同年龄，品种猪的致

病性，病毒最小感染计量，感染途径，病毒在机体内

分布，病毒在不同组织、环境、介质中的存活能力

等，只有充分认识病毒的一些基本特性，才能制定

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
４．３　 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研究和综合防控技术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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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关系到国家防控政策的制定与效果评估，针对我

国养殖模式、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的方式方法，研
究其与非洲猪瘟的流行关系。 建立高效合理的流

行病学调查方法和评估技术。 建立合理有效的无

害化处理技术方法和程序。 建立合理有效的环境，
车辆，圈舍等的消毒标准化程序等。
４．４　 野猪与非洲猪瘟的关系研究　 逐步开展我国

野猪的生态学研究，如果非洲猪瘟在我国扩散和滞

留，可能造成非洲猪瘟病毒在野猪之间，野猪家猪

之间的循环传播，应研究野猪的分布、生态特性、品
系、野猪在传染病（非洲猪瘟和古典猪瘟）中的作

用，我国流行毒株对野猪致病和非洲猪瘟在国内的

传播关系。 野猪在我国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非洲猪

瘟研究必须开展野猪生态学研究，应多部门协作

研究。
４．５　 钝缘软蜱与非洲猪瘟的关系　 非洲猪瘟病毒

天然媒介宿主是钝缘软蜱，如果非洲猪瘟在我国扩

散和滞留，钝缘软蜱生态学研究、与非洲猪瘟关系

研究应启动，将有助于非洲猪瘟病毒的根除。
４．６　 疫苗研究的可行性与展望 　 疫苗是我国以

“预防为主”的动物防控策略的重要物资，非洲猪瘟

自发现以来，虽然多个国家都在开展疫苗研发，但
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传统技术研究疫

苗、灭活疫苗、新型佐剂灭活疫苗均证实无效，人工

传代弱毒疫苗、自然弱毒疫苗在不同毒株交叉保护

以及安全性问题中存在问题。 随着生物技术的巨

大进步，对病毒致病基因、保护性抗原基因的认识

有了不断深入，已具备开展新型疫苗研究的技术条

件和外部环境。 近年来在美国、西班牙等实验室取

得了一定进展，考虑到弱毒苗的一些不确定性，我
国应谨慎开展弱毒疫苗研究，建议采用新型技术方

法和策略开展疫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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