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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宠物饲养数量激增带来的宠物源人畜共患病隐患已日益增加。 强化宠物

源人畜共患病的防范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病发生，对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对宠物源人畜共患病流行现状做一综述，分析人畜共患病高发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

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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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节奏的加快，
单身群体和空巢老人的增多，宠物饲养已经进入千

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组成

部分，亲密接触甚至与人吃住不分，为“人畜共患

病”的孽生流行提供了合适的温床，极大地增加了

公共安全隐患。 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畜共患病有 ２００
多种，其中与宠物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有 ７０ 多

种［１］。 宠物源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主要包括病毒、

细菌、螺旋体、衣原体、真菌、寄生虫等［２］，这些疾病

对宠物及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轻重不一，但大多数

病原体的传染性和致病力较强，而且部分病原体的

致死率很高，应该引起极大关注和重视。
１　 常见的宠物源人畜共患病流行现状

１． １　 狂犬病　 狂犬病由狂犬病病毒感染所致，是
侵害中枢神经系统的人畜共患急性传染病。 发病

犬精神沉郁，食欲反常，喜食异物，唾液分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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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高度兴奋、狂暴，继而后驱和四肢麻痹，抽搐，
流涎，最后因呼吸麻痹会衰竭而死亡［３］。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狗、猫普遍进行狂犬疫苗

接种，同时对进口动物实行检疫隔离等预防措施，
由犬传播的狂犬病得到控制或消灭，但仍有野生动

物的狂犬病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指出，全
球每年约有 ５５０００ 人死于狂犬病，主要集中在亚非

拉等发展中国家，３０％ ～５０％狂犬病死亡病例是 １５
岁以下儿童［４］。 我国狂犬病死亡人数居世界第 ２
位，近年来狂犬病发病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其中

犬、猫为狂犬病主要传播者，占人狂犬病传染源的

９５％以上［５］。
１． ２　 流感　 目前，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出现了多起

猫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病例。 ２００７ 年印度尼西亚

至少有百只流浪猫感染禽流感，家猫、虎和美洲豹

通过食用感染鸟类而感染 Ｈ５Ｎｌ 病毒。 由于猫是一

种食肉性的哺乳动物，作为宠物被人豢养从而与人

的距离更为接近，因此，一旦它成为医学上所称的

“病毒储存宿主”，便会对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我国有 ２ 例犬感染甲流报道，人禽流

感可能由犬等感染。 而美国也证实人可将甲流传

染给猫。
１． ３　 ＥＢ 病毒感染 　 ＥＢ 病毒（Ｅｐｓｔｅｉｎ Ｂａｒｒ Ｖｉｒｕｓ，
ＥＢＶ）是 １９６４ 年首次从 Ｂｕｒ ‐ ｋｉｔｔ 淋巴瘤细胞中分

离得到的具有嗜 Ｂ 淋巴细胞特性的人类疱疹病毒。
该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高达 ９０％ ［７］，人类通常

在婴幼儿时期就感染了 ＥＢ 病毒，并终身携带。 ＥＢ
病毒与多种疾病关系密切，包括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病毒相关性噬红细胞增多症、Ｂｕｒｋｉｔｔ 淋巴瘤、
鼻咽癌、胃癌、霍奇金淋巴瘤等。 其中，鼻咽癌是我

国华南地区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其发生的解剖位

置隐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且在国际上研究相对

较少。 最近的调查表明，ＥＢ 病毒在宠物也广泛存

在，在猫犬污染率 ６０％ 以上，其公共卫生意义值得

调研。
１． ４　 结核病　 结核病是目前严重危害公共卫生的

重大人畜共患病之一。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
牛型分枝杆菌等所引起的人、畜、禽及伴侣动物的

一种慢性传染病。 目前，我国受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者达 ３． ３ 亿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约 ６００ 万，其中

排菌患者约 １５０ ～ ２００ 万，每年因结核病而死亡的

人约 ２５ 万［８］。 近几年，结核病的阳性检出率在逐

年上升。 虽然对人类及畜牧业生产中的结核病给

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在犬、猫、孔雀、鸽、鹦鹉、八哥

等伴侣动物上，结核病的危险性尚未得到充分的重

视。 犬的结核病主要是由人型和牛型分枝杆菌所

致，亦有鸟型感染的报道。 而犬结核病多为亚临床

表现，易与其他呼吸道疾病混淆，患犬成了人类结

核病最隐蔽、危险的传染源［９］。
１． ５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由布

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 主要是通过

破损的皮肤和粘膜侵入动物机体，经呼吸道、消化

道和交配而引起菌血症，导致流产、不孕不育及局

部病变［１０］。 据报道，世界 １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布病疫情，其中人布病发病率超过 １ ／ １０ 万的国家

有 １９ 个。 ５５ 个国家的绵羊、山羊、犬有布病流行，
３３ 个国家的猪有布病存在［１１］。 近十几年来，该病

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人布

病的发病率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增加了 ２０ 倍，每年

新发病人数在 １ 万人以上，２００７ 年达到历史最高，
新发病人数 ２ 万多人［１２］。 犬是重要传染源之一。
据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监测，我国从南到北犬群普

遍存在布鲁氏菌病，南方犬布鲁氏菌阳性率可达

２０％左右，北方牧区阳性率可达 ９０％ 以上［１３］。 北

京观赏动物医院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对该

院收治的患犬、出入境检测犬和北京郊区犬养殖场

的繁殖犬及少量流浪犬共计 １２００ 只犬的血清样品

进行了犬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北京地

区犬布鲁氏菌病疫情呈回升趋势。
１． ６　 弓形虫病　 弓形虫是一种专性细胞内寄生的

原虫，为人畜共患病。 弓形虫可致先天性弓形虫

病，如通过胎盘感染，可造成流产、早产、死产或引

起胎儿畸形、智力障碍、眼病等。 也可致后天获得

性弓形虫病，例如急性患者可有淋巴结肿大，全身

不适，低热，严重者可出现脑炎、肺炎、心肌炎等。
其生活史分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包括滋养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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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裂殖体、配子体、卵囊等 ５ 个期。 猫科动物是终

宿主［１４］，人和哺乳动物是中间宿主。 其中，猫及猫

科动物为重要传染源。
１． ７　 包虫病　 包虫病是由棘球蚴绦虫的幼虫棘球

蚴寄生于人畜体内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和动

物健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 棘球蚴为致病阶段，
主要引起肝、肺、腹腔和脑等部位的包虫病。 其终

末宿主为犬、狼、狐等，中间宿主主要为羊，人因吃

被虫卵污染的生肉、喝被虫卵污染的生水也可成为

中间宿主。 成虫寄生在狗等犬科动物小肠内，孕节

和虫卵随狗等的粪便排出体外，人、羊等误食虫卵

而导致感染。 我国是世界上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１５］，主要流行区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
西藏、内蒙古等西部和北部广大农牧区以及四川、
山西等部分地区。 另外在东北、河南、山东、安徽等

省有散发病例［１６］。
１． ８　 旋毛虫病　 旋毛虫病是由旋毛线虫引起的一

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分布于世界各地，其宿主

范围包含了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被我国农业农村部

列为二类动物疾病［１５］。 临床特点主要为发热、肌
肉疼痛和水肿、皮疹等，初期可有胃肠道症状，白细

胞总数和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增多等，确诊有赖于肌

肉活检找到幼虫或血清学检查。 该病散在分布于

全球，以欧美的发病率为高。 我国主要流行于云

南、西藏、河南、湖北、东北、四川等地，福建、广东、
广西等地亦有本病发生。 猪为其主要传染源，其他

肉食动物如鼠、猫、犬等亦可感染。 犬因吃到动物

尸体或粪便而易受到感染［１５］。
２　 宠物源人畜共患病高发的原因

２． １　 宠物数量和种类激增，宠物主防疫意识淡薄，
增加疫病感染风险　 我国宠物产业发展迅速，全国

宠物饲养量在 ２ 亿只左右，其中宠物犬约 １． ２ 亿

只，宠物猫数量约 ８０００ 万只，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呈现

剧增趋势［１］。 宠物种类已日益增多，从犬、猫、观赏

鱼、鸟、兔、龟，到比较另类的蝎子、蜘蛛、蜥蜴等，涵
盖多种动物种类，包括哺乳类、鸟类、鱼类、昆虫类、
两栖与爬行类等。 同时，许多宠物主缺乏科学的饲

养、防疫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差，对宠物与人之间相

互传播的疫病所知甚少。 大多宠物主与宠物同室

而居，过分亲呢，大大增加了人畜共患病的传播

机会。
２． ２ 　 病原体种类繁多，新发病原和外来病检测手

段落后，外疫传入风险大　 宠物易感的病原体种类

繁多，而且很多病原的传播途径、生物学性状、传染

性和致病力等背景都不清楚［１６］。 近年来，一些新

的严重流行的宠物源人畜共患病不断被发现，病种

不断增多，如弯曲杆菌病、李斯特菌病、尼帕病毒

病、鹦鹉热等。 随着宠物贸易的不断发展，进口的

宠物越来越多，由于疫病检测手段落实，宠物进口

途径不规范、质量良莠不齐，外来疫病携带的风险

日益增加。 例如，２００３ 年美国首次爆发的猴痘病毒

感染，就是由非洲进口的啮齿类动物带入的［１７］。
２． ３　 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健全，疫病防控

难度大　 我国出台了《动物诊疗管理办法》，对宠物

诊疗保健做出了规范。 但没有对宠物来源、繁殖、
饲养、管理等系统全面的宠物管理法规，与庞大的

宠物市场、复杂的饲养环境相比，宠物管理制度建

设起步较晚、仍显落后［１８］。 同时，对宠物交易没有

明确要到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畜牧兽医部门出具检

疫免疫合格证等要求，也未明确监管责任主体。 对

宠物的来源、繁殖记录等无所追溯，一旦发生传染

性疫病，无法全面有效控制疫病扩散蔓延［１９］。
２． ４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不规范，专业技术人才缺

乏，疫病防控水平总体不高　 动物诊疗行业规范性

较差，存在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动物诊疗机

构管理不规范、非法使用兽用生物制品或人药兽用

等现象，给动物疫病传播带来隐患［２０］。 目前，我国

宠物诊疗人员需求在 ２０ 万人左右，但目前通过执

业资格人员不到 １０ 万人，实际注册登记从业人员

尚不足 ３ 万人。 医疗用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

微生物、寄生虫及其他有害物质，如处理不当，将严

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３　 防治对策

３． １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宠物行业管理秩序

　 严格执行现行的有关宠物管理法律法规，有针对

性地加强宠物繁殖、宠物交易、宠物医院、宠物运输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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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宠物来源、落户、
饲养、流通、检疫、诊治等工作。 例如，建立宠物来

源可追溯制度、宠物市场疫病监测和监管制度、运
输流通检疫制度等，切实规范宠物行业秩序。
３． ２　 加强宠物疫病诊断技术研究，提高人畜共患

病防控水平　 结合我国当前宠物疫病流行现状和

防控需要，加强宠物疫病快速诊断技术研究及应

用，动物用和人用疫苗的研制，消毒药物的研制与

筛选，及宠物常规疫病治疗制剂的研究，提升我国

人畜共患病防控水平迈上新台阶。
３． ３　 强化政府监督检查，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将

宠物人畜共患病防控与公共卫生安全工作一体化

部署，协同管理、同步推进落实。 健全完善人畜共

患病防控体系，充分发挥动物诊疗机构、基层畜牧

兽医站等前沿阵地作用，强化条件物资保障，提高

人员业务水平。 严格宠物检疫制度，加强宠物防疫

免疫和出入境检疫工作。 建立严格的疫病监测和

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强化宠物

预防性免疫和驱虫，落实宠物主防疫主体责任。 严

格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坚决取缔一些不具备诊疗条

件又无诊疗许可的机构，加强宠物诊疗行业从业人

员培训，提高诊疗水平和业务能力。
３． ４　 提高宠物主饲养水平，提高疫病预防意识 　
要求从接触宠物开始，科学管理宠物。 当宠物主把

宠物带回家时，最好先到宠物医院进行详细体检，
确定健康的情况下，才带回家饲养，不要频繁给宠

物洗澡，并定期为宠物进行免疫注射和定期驱虫。
人与宠物接触要有分寸，不要过度亲密接触，定期

对宠物生活环境进行消毒。 开展形式多样的人畜

共患病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宠物科学饲

养、人畜共患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认知，营造群防群

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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