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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物疫病的概念、特点和危害

动物疫病，泛指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但这里所述的动物疫病，是特指现代

人工饲养的主要陆生脊椎动物（不包括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重点传染病和寄生虫

病，具体是指马（骡、驴）、牛、羊、猪、家禽、兔、犬和猫的重点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这

类疾病对现代养殖业生产的危害极为严重，不仅能造成大批动物死亡和动物产品

废弃，而且还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第一节 动物疫病的概念和流行特点

一、动物疫病的概念

动物疫病是由生物性病原引起，致使动物群发传染病或寄生虫病，是严重危害

动物健康的一类疾病。

动物传染病是由致病微生物引起的具有传播性的动物疾病。这类疾病的病原

都是生物类病原，而且动物感染这类病原后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临床表现，并具有

传染性。

动物传染病发生流行的关键环节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动物。传染来源主

要是被感染的动物，包括患传染病的动物和带菌（毒）动物，如潜伏期带菌（毒）、病

愈后带菌（毒）以及其他带菌（毒）者；传播途径主要有直接接触传播和间接接触传

播；易感动物就是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有易感性的动物。

动物寄生虫病是由动物性寄生物（统称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凡是由动物性寄

生虫侵入机体引起的疾病统称为动物寄生虫病。寄生虫是一种生物，并将其一生或

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寄居在另外一种动物或寄主上，同时对被寄生动物造成损害。其

特征为寄生在宿主或寄主体内或附着于体表以获取维持其生存、发育、繁殖所需的

营养或者庇护的生物。

二、动物疫病流行特点

由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和人工养殖动物方式的改变，动物疫病的发生、发展

也在不断表现出新变化和新情况。

（一）病种多，危害大

据动物疫病普查表明，我国发生过的动物疫病约200多种。动物疫病的发生和

流行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类健康，同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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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物疫病暴发时，造成的损失往往会成倍增加，波及动物和动物产品生产、贸易、

消费等多个利益群体。部分疫情发生时，还对饲料加工业、餐饮业、旅游业带来严重

影响。

（二）群体感染

在过去自然放牧和散养条件下的动物生产，由于动物饲养数量少、密度低，动

物一般不易发生疫病群发和大流行。即便发生，也因为饲养分散、饲养量少而很少

出现大范围、大数量的发病流行。所以，人们重视的是对动物个体的防治。而随着现

代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动物养殖数量逐年增加，动物、动物产品调运频繁，在给畜产

品市场带来繁荣的同时，也给动物疫病群发、流行创造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尤其是

在动物饲养密集地区和规模饲养场，防疫工作不到位时，很容易出现疫病暴发流

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加之规模化、集约化饲养场大多是饲养高产动物，而高产

动物的抵抗力或免疫力明显低于低产的动物，当环境因素、应激因素和预防措施不

到位时，很容易引发动物疫病发生流行。

（三）跨区域发病流行

我国地域辽阔，动物区域化分布特征明显，动物及动物产品区间价格差别大，

使得动物、动物产品跨区域、长距离调运频繁，增加了动物疫病长距离传播的风险。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从国外引进的种用动

物和动物产品的种类、数量也在增加。当缺乏有效的检疫监测手段和配套措施时，

一些动物疫病就随动物、动物产品流通而传入。例如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症、鸡传

染性贫血、鸡产蛋下降综合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动物疫病就是随动物和动物

产品流通而传入我国的。由于国内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动便利、市场活跃，人们对新

发病的认识不足和缺乏相应的防控手段，有些动物疫病传入我国后，较短时间内在

许多地方发生流行并迅速传播。

（四）混合感染

许多饲养企业因防疫制度落实不到位，加上消毒、隔离和扑灭动物疫情的措施

跟不上，往往出现一种动物疫病发生后病原尚未彻底消除，而另一种病原又全新入

侵，造成动物被多种病原同时入侵引起混合感染。多病原造成的混合感染不仅模糊

了临床症状，很难进行临床诊断，而且给防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要想确诊所感染

的疫病种类就必须进行实验室多项诊断分析才能做出正确诊断，以采取有针对性

的防控措施。

（五）亚临床型发病

由于有些病原在流行过程中产生了变异，使疫病在流行特点、症状及病理变化

等方面发生了改变，对疫病有诊断意义的特征性临床症状表现不明显或不表现，原

有的一些旧病以新的面貌出现，给临床诊断带来困难，从而难以及时采取有效的防

控措施。例如，过去我们通过采取综合预防措施防控口蹄疫、猪瘟、新城疫等危害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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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动物疫病效果明显。但现在猪瘟、鸡新城疫等动物疫病在流行特点、临床症状

和病理变化等方面出现了非典型表现，有温和型的流行态势，如死亡率不高、临床

症状不典型，常易造成误判误诊，然而，持续性感染还会引起免疫抑制，后果也很严

重。再是病原不断变异，毒力增强，虽然经过了免疫接种，但仍然出现免疫失败而引

起疫病发生流行。又如鸡马立克氏病病毒超强毒株的出现，使过去有效的疫苗，现

在不能起到免疫的作用。禽流感、口蹄疫、猪瘟、猪蓝耳病等也都存在类似倾向。

（六）出现抗药株、变异株和新的病原

动物病原也具备生物遗传、变异和进化的基本能力。由于外界环境因素的改

变，动物之间和动物体内免疫力的差异，特别是人们对消毒药、生物制品、抗生素和

驱虫药、杀虫剂等使用不当，导致许多病原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有的发生变异，产

生了新型病原体，有的产生了抗药性或耐药性。如长期使用单一的某一种消毒药，

且配制的浓度达不到规定要求，消毒不彻底和消毒间隔时间过长等；在临床兽医和

动物养殖者给动物用药时既不做药物敏感性试验，又不按剂量给药，长期、盲目地

滥用抗菌药物；在饲料中随意加入抗生素、抗寄生虫药物等，而加入的药物既无临

床针对性又无应有的剂量；在动物疫病预防中，使用保存不当、过期、滴度不达标的

疫苗和使用剂量不足的生物制剂等等，使动物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产生抗药性，不

但使可供选择的敏感性药物在减少，而且使研制出的新药有效期较短。如鸡的球虫

就极易产生耐药性，很少有哪种抗球虫药能长期使用而不出现效果下降的。这些不

但会造成促进动物病原进化、变异和新病原体的产生，而且加大了防控动物疫病的

难度，对人和动物以及环境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七）外来病传入风险大

据统计，我国已传入外来动物疫病达 30余种，传入速度呈现出随贸易量增加

而增加的趋势。目前，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差别大，有的国家动

物疫情始终十分严重，由于存在跨境、互牧、互市和野生动物走私的现象，如疯牛

病、非洲猪瘟、尼帕病等传入的风险始终存在，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八）动物疫病流行的季节性不明显

在过去以散养为主时，许多动物疫病的流行都有明显的季节性。但随着现代饲

养方式的改变，使饲养的动物实现全年均衡繁殖、上市，再加上现代化、集约化的饲

养条件，使饲养的动物受外界自然气候的影响相对减少，造成一些疫病发生的季节

性特征已不明显。如鸡新城疫过去主要是在春、秋季节发生，而现在一年四季都有发

病流行。随着我国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动物养殖总量持续增加。目前，家禽出栏量

年均以4%的速度增长，存栏量约占全球的30%；生猪存栏年均增长3%以上，约占全

球的50%；肉牛、奶牛和羊的养殖总量也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养马量在长期下降后

现在有所回升。从人口总量及人均动物产品占有量不断增加的趋势看，我国动物养

殖密度和养殖总量仍将持续增加，从而使动物疫病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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