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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业部提出的 “两个努力确保” 的总体要

求，湖北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力度大、亮点多、
成效明显，防控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各项措施得到

了有序的落实，重大动物疫情总体稳定。虽然湖北省

兽医工作亮点很多， 但目前面临的重大动物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依然很大。

1 湖北省重大动物疫情的流行现状

1．1 禽流感疫情

2004 年，全国发生有 50 起疫情，波及湖北省的

有 10 起；2005 年，全国发生 31 起疫情，湖北省有 3
起；2006 年以来湖北省虽然没有疫情发生， 但每年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监测显示，水禽带毒、活禽交

易市场病原学阳性也时有检出， 疫情发生的风险依

然存在。
1．2 口蹄疫疫情

从 1999 年以来，湖北省 O 型口蹄疫疫情不断，
2004 年又发生了亚洲 I 型口蹄疫，2009 年再次发生

奶牛 A 型口蹄疫。 口蹄疫血清型不断增加， 而且 O
型新的变异株也在不断出现， 控制口蹄疫的难度也

非常大。
1．3 猪链球菌病

2005 年四川省暴发猪链球菌病，给养猪业带来

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公共卫生严重影响。 该病在湖

北省也呈地方性流行， 是生猪的主要细菌性疾病之

一，近几年疫情呈上升趋势。
1．4 猪无名高热病（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2006 年 湖 北 省 有 66 个 县 发 生 了 猪 无 名 高 热

病，发病猪近 30 余万头，死亡和扑杀生猪 13 万头。
2007 年初， 该病被确诊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后，湖

北省仍有 62 个县发生疫情，发病数达到了 13 万头，
死亡和扑杀生猪 9 万多头。 2008 年以来，随着免疫

工作的强化，疫情总体基本平稳，但零星发生的态势

依然存在。
1．5 人畜共患病仍比较严重

人畜共患病发生频率升高。 据有关部门数据统

计，近年来人畜共患传染病如结核病、布病、狂犬病

等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 仅湖北省每年死于狂犬

病患者达 300 多人； 同时湖北省又是血吸虫病的重

疫省，虽然通过部省联动，增加投入，防治工作取得

了显著效果， 但要根除血吸虫病仍然任重道远。 此

外，新发的动物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不断出现，不仅

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而且对人民健康和

公共卫生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2 湖北省重大动物疫情面临的形势依
然严峻

从禽流感来看， 近几年虽然未接到正式疫情报

告，但据湖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其阳性

率大概是 1％。 实际上，如果只算家禽交易市场的活

禽，阳性率还要大于 1％。 当前检测出的阳性全部来

源于家禽交易市场。 这说明发生疫病的病原不仅存

在，而且病原在不断变异，再加上饲养条件差，防疫

意识差，如果工作上出现一些漏洞，发生疫病的风险

则很大。
从口蹄疫来看，湖北省以前口蹄疫 O 型、亚洲 I

型、A 型都同时存在。 据湖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监测，口蹄疫野毒抗体阳性依然存在。这说明污染

面仍然不小。加之其病毒型多变异快，防控形势也不

容乐观。

编者按：近几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不断发生，人畜共患动物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增

加，不仅严重威胁着畜牧业发展，而且对公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已经由生产性、技

术性问题演变成为社会性、政治性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 为此，本刊特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首

席兽医专家周勇对当前湖北省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供

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对湖北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与对策的思考

周 勇

（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武汉 4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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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来看，也有三大风险：一是

病源的污染面大。 湖北省在 2006 年、2007 年曾经有

过大的暴发，2008～2009 年也有局部发生。2011 年据

湖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病原学的阳性

率为 7％，实际数据或许要高一些；二是目前湖北省

散养户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散养户饲养条件差，
环境卫生差，防疫意识也比较差，存在着发生重大疫

情的风险；三是湖北省气候条件比较特殊，高温高热

高湿天气时间较长，容易诱发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因

此，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风险极大。
综上所述，通过实施强制免疫后，湖北省重大动

物疫病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大幅下降， 疫情呈零星散

发状态。这表明疫情流行得到控制，但疫情散发的态

势依然存在。 重大动物疫病病原种类多、变异快、污

染面广，疫情随时可能出现反复。 此外，我国周边国

家疫情也十分复杂，外疫传入的风险也在加大。近几

年，周边国家亚洲 l 型和 A 型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

感、非洲猪瘟等疫情频繁发生，新病种、新亚型传入

的可能性增加， 非洲猪瘟等境外重大动物疫情威胁

仍持续存在，因此，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3 湖北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存在的主
要问题

3．1 兽医管理体制不健全

湖北省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监管职责分散在

多个部门，动物检疫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部门间

监管权责分离。 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清，管

辖关系十分复杂。 现行管理体制与国际通行做法不

一致，不符合“独立兽医管理体制”的要求。
3．2 资金投入不足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的投入远不能满足

防控工作的需要。 湖北省每年要对饲养的几千万头

牲畜和上亿只（羽）家禽进行多次免疫，需要直接支

付的人工、交通、器械、药品的损耗、疫苗运输、存贮

等费用是巨大的。平时用于畜禽养殖场的消毒、疫情

监测、 发生疫情时对染病畜禽和同群畜禽进行扑杀

的补贴没有足够的经费保证。 特别是奶牛、肉牛、生

猪的扑杀补贴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养殖户反映强烈。
3．3 地方保护

湖北省的 兽 医 管 理 是 以 行 政 区 划 作 为 管 理 单

位， 这种管理特点与控制动物疫病的科学规律不相

适应，也容易使各项工作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3．4 技术支撑力度不够

从为动物防疫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角度分析，
我们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技术支持体系。 在动物疫

病监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等领域急需加大研

究和建设力度。

4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策略思考

当前，湖北省畜牧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正处

在由传统的分散养殖向规模生产转变， 由家庭副业

向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转变。 防疫工作必须适应这

种形势的转变，进一步转变防疫工作理念，转变防疫

工作方式，具体讲就是按照《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切

实加强动物防疫管理，预防控制动物疫病，促进养殖

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4．1 切实转变防疫观念

要适应畜牧业发展的新形势， 转变防疫发展方

式，笔者认为还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坚

持国务院提出来的“24 字”防疫方针，以稳定控制重

大动物疫情为目标， 以创新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

体制机制为动力，以提高防控技术支撑能力为依托，
以落实投入、健全公共财政机制为保障，以强化队伍

建设、稳定基层防控体系为重点，组织开展好动物重

大疫病防控工作。
一是动物防疫要准确定位。 将动物防疫定位于

保护人类健康与安全，并以此为准则，确立动物防疫

工作的地位、目标、方针及措施，实现动物防疫工作

由以保护动物健康为核心向以保护人类健康与安全

为核心的转变，推进畜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动物防疫要全程监控。 建立完善动物产品

生产全过程的动物防疫监管机制，对动物的饲养、管

理、屠宰、销售等各个环节实行全程监控。
三是动物防疫要依法管理。形成依法治牧、依法

防疫的工作格局， 动物防疫是政府行为， 政府保密

度、部门保质量，确保防疫工作落到实处。
四是动物防疫要树立长年防疫的理念， 由春秋

集中免疫转变为常年免疫。 目前对散养户的月月补

针工作要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规模以上养殖

场可以按照防疫程序进行免疫）。
4．2 建立和完善兽医管理体制

在兽医管理体制方面应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建

立垂直管理的官方兽医体制。 目前省、市、县都设有

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兽医三大职能机构基本建立（行政管理、行政监

督执法、事业技术支撑），但兽医相关职能要相对集

中，才能做到责、权、利统一。
兽医职责就是减少动物疾患， 保障动物及动物

产品质量安全。要深化完善乡镇畜牧兽医体制改革，
依据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省政府的文件要求，建立

健全乡镇动物疫病防控公共服务机构， 最好是重新

恢复乡镇畜牧兽医站，配备动物防疫管理人员（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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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加强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加强乡镇畜牧兽

医站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和村级防疫网络建设， 提升

基层兽医领域的工作能力， 使乡镇这一级能按照规

定职责组织做好本辖区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4．3 将动物疫病防控以疫苗免疫为主向综合防控

的策略转变

动物疫病 防 控 不 能 过 分 依 赖 疫 苗 甚 至 滥 用 疫

苗，任何时候都应把生物安全放在首位。 另外，在实

施疫苗免疫的过程中，还可能发生免疫失败，因此，
以消灭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为目的生物安全措施

才是第一道防线。疫苗免疫只能作为动物疫病防控的

一种措施，不能完全依靠疫苗免疫来控制动物疾病。
4．4 转变饲养方式，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

一是制定促进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新制度。
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 必须加快推进畜牧业 “专业

化、市场化、区域化、标准化、产业化”建设，以养殖小

区和规模场（户）建设为重点，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组

织化程度。通过养殖小区建设，明确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许可制度，彻底实现人畜混养向人畜分离、场村分

离的转变。实行统一防疫、封闭管理、严格消毒、定期

监测、 严格检疫， 增强抵御重大动物疫病风险的能

力，才能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二是创新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管理机制。 依

据试点工作经验，对防疫重点部位实行定人监管，积

极稳妥地推进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组织制（修）订

相关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 加大牲畜耳标和移动智

能识读器的抽检和监督检查力度。 探索通过科学有

效的途径，强化管理措施，保证养殖、监管等基础信

息全面、真实、有效、及时地传入数据库，实现动物标

识及疫病可追溯管理目标。
4．5 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机制

一是要建 立 和 完 善 重 大 动 物 疫 病 应 急 处 理 机

制，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
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防控方针，同时还要坚持“统

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综合防控、措施果断、
合力扑疫”的处疫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响应（处置）、
应急处理、迅速扑灭疫情。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及相关

部门及时建立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理预案， 建立应

急指挥系统，确定相关部门职责，建立防控重大动物

疫病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组建应急队伍，做好重大动

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病的预防机制，

对重大动物疫病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依法对重大

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强制性免疫制度，实施免疫、加强

检疫监督、常规性消毒、加强饲养管理、阻断传播途

径等都是预防为主方针所包含的内容。

三是要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病的预警机制，
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监测网络体系，省、
市、县三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疫情

监测情况的调度和监测网络的管理。 建立和完善重

大动物疫病的管理机制。 根据重大动物疫病疫情传

播速度、流行范围和趋势，建立疫情的信息收集和专

家分析制度，将疫情划分等级进行预警预报，根据疫

情发生的等级进行分级管理。
四是要建 立 和 完 善 重 大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保 障 机

制，省、市、县各级都要建立动物防疫物资常年储备

制度，储备相应足量的应急物资，重点储备疫苗、治

疗药品、消毒药品、消毒设施、防护用品、诊断试剂、
封锁设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等防疫物资。各级财

政应安排好重大动物疫病储备资金， 以备应对突发

疫情，同时加强技术储备。
五是要建立群防群控、联防联控机制，要充分发

挥我们现行体制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动员基层

组织自觉参与动物防疫工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坚持专业队伍和群众防治相结合。 加强动物防疫知

识的宣传普及，加强对广大养殖者的培训，把科学防

治的技术交给群众， 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

疫能力。
六是要加强防控技术研究， 提升动物医学原创

和集成创新能力。 科研院校与技术推广部门要各司

其责。科研院校是重大动物疫病基础研究的重点，应

开展病原生态学、分子流行病学、免疫与发病分子机

理、病原体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方面研究，摸清

湖北省重大动物疫病的基本资料， 建立完整的疫病

流行病学数据库和流行趋势计算机模拟预测模型，
为防疫提供科学依据。推广部门是应用研究的重点，
应加强重大动物疫病新型疫苗与鉴别诊断和快速诊

断试剂、疫病预警预报、疫病净化集成与示范等技术

研究，建立相应的技术平台，形成重大动物疫病科学

研究、技术集成、产品开发、防控措施于一体的系统

工程。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要重视人畜共患传

染病和进出口重大动物传染病的防控研究， 尤其是

重大外来动物疫病发生机理与监控的基础与应用研

究等， 同时， 要尽快完善新技术并迅速加以推广应

用，全面提高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与水平，确保我

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七是要继续加大投入， 提高重大动物疫病综合

防控能力。一是要转变经费投入方向，逐步将国家拨

疫苗采购经费以及动物防疫经费向拨疫情扑杀补贴

经费及防疫经费模式转变， 积极争取建立重大动物

疫病防疫及扑杀经费逐年增长的投入机制。 二是要

解决防疫经费不足问题， 以确保强制免疫所需的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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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通、器械、药品购置费及疫苗调运、储存费能正

常支出。 三是要尽快提高各类动物现行的扑杀补贴

标准。 各类标准依法由农业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制

定，依据市场行情动态管理，决不能一个标准管几十

年。四是要增强对防控重大人畜共患病的投入。要重

点增加防控布病、 结核病、 狂犬病及血吸虫病的投

入， 逐步将这几种直接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人畜共患病列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

范围。 五是要积极争取对生物安全隔离区和无规定

动物疫病区建设的投入。 各地要以创建生物安全隔

离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为抓手， 积极争取财政的

投入，工作上实行免疫与净化相结合的防控策略。 对

人畜共患病实施群防群控，要秉承“共一世界、同一

健康”的理念，不同部门不同区城要联合起来，彻底

扑灭传染源，切断疫病传染途径，阻断疫病在人与动

物之间的循环传播。 加强免疫效果监测和病原学监

测，逐渐减少免疫带毒动物，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或区

域，要分区城、分阶段地逐步建立生物安全隔离区和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最终实现单一病种的净化和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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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hcyang＿1976＠163．com。

硒是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具有明显的生理功

能，与人类和动物的生长、发育和疾病的发生有着密

切联系。 硒已被认为是医学和动物营养方面最新发

现的微量元素之一。

1 硒在体内的分布、吸收与代谢

硒在动物体内含量甚微，约 0．05～0．20mg ／ kg，但

它是动物体内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 存在于动

物全身组织细胞中，以肾、肝、肌肉中含量较高。硒的

主要吸收部位在十二指肠， 少量在小肠及其他部位

吸收。肠道对可溶性亚硒酸钠、硒酸钠及有机硒吸收

很快，反刍动物对硒的吸收比单胃动物差。硒的代谢

比较复杂， 各种形式的硒必须先转化成硒化物才能

以负二价离子形式形成有机硒并起到营养作用，而

后主要通过粪、尿或呼吸的形式排出体外，另外还有

部分硒能进入皮毛而被排出。 粪便中的硒主要是未

被吸收的饲料硒和少量随胆汁、 胰液及肠液一起分

泌到肠中的硒。 当饲料中硒的含量维持在生理水平

时，主要随尿排泄；当饲料中含有大量的硒时，主要

经肺部排泄具有挥发性的二甲基硒化物。

2 硒在体内的存在形式

动物体内的硒以含硒酶和含硒蛋白两种形式存

在。 目前所发现主要的含硒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磷脂氢过氧化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PHG－Px）和 5’－脱碘酶。 另外，从细菌培养物中还

发现了 6 种含硒酶，分别为甘氨酸还原酶、甲酸脱氢

酶、尼克酸羟化酶、黄嘌呤脱氢酶和硫解酶等。 从动

物的器官和组织中检测出的硒蛋白共 13 种，研究较

为深入的是硒蛋白 P，它具有转运硒的功能。 硒蛋白

P 含有多个巯基和硒原子，具有很强的还原能力，参

与血红素的代谢，可作为自由基的清除剂，保护肝脏

功能，避免肝坏死和脂质过氧化［1］。

3 硒的生物学作用

3．1 抗氧化作用

机体在动物代谢过程中， 不断产生各种对机体

有害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 这些物质对机体组织细

胞可造成严重损伤并将生物膜过氧化成为过氧化脂

质，破坏膜结构。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

微量元素硒的生物学作用

路 燕，黄文峰，杨惠超

（辽宁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辽宁 铁岭 112001）

摘要：硒是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从硒的吸收代谢、存在形式及生物学作用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硒；生物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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