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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

关闭活禽市场对防控人感染禽流感的成效与影响

谭兆营　沈　雅　杨丹丹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活禽市场是城市人群感染禽流感的关键场所。关闭活禽市场，可以减少公众暴露风险，但无法
从根本上杜绝人群暴露机会，禽流感真正的风险源是野鸟的高带毒率和分散、混乱的养殖，源头环节才是控制

禽流感的关键。因此，关闭活禽市场并不能彻底改变鸟禽间的病毒感染谱和流行态势，对禽流感传播流行链

影响有限，关闭活禽市场不仅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长远看也不利于家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多元化

需求，进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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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３月底，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市先
后发现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新亚型病毒感染病例。各地
高度重视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工作，在对新型人感染禽
流感病毒认识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活禽市场再次被

推到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１］目前普遍认为，当出

现禽流感感染人类，但不具备人传人能力时，控制禽

流感传播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迅速消灭传染源和切断

传播途径 。［２］活禽市场作为城市人群感染禽流感的

重要暴露场所，自然被视为Ｈ７Ｎ９禽流感感染的主要
风险来源。为减少人暴露和感染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风
险，我国部分省市采取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来围堵、防

控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但该措施的效果以及对社会
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还需要反复的科学论证。

１禽流感的储存与传播现状

１１野鸟是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储备库
野鸟尤其野生水鸟是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

是孵育、传播禽流感病毒的风险源头和储存库。野

鸟普遍存在禽流感带毒现象，并且存在多种亚型，其

中甲型流感病毒血凝素（Ｈ）有１６个亚型，在鸟类中
都能分离得到。中国鸟类达１１８６种之多，已知的候
鸟有５６５种。［３］我国地形复杂，大部省区属于候鸟迁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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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区，全球共有八条候鸟迁徙线路图，途经我国的就

有三条，其中一条途经江苏境内。目前普遍认为鸟

类的这种迁徙行为可能是禽流感暴发与蔓延的传播

途径。［４］候鸟的迁徙与禽流感的大面积暴发与蔓延

有一定关系，健康候鸟迁徙时，通过排便、饮水等将

病毒进行广泛散播，将病毒传给家禽、留鸟，造成“候

鸟一家禽一留鸟一家禽”的反复传播链接，而且每次

循环传播都可能使病毒的毒性增强。留鸟一旦感染

了极易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则会迅速在其种群间传

播，并很快在与之接触的密集型饲养的家禽中暴发，

导致短时间内、大面积、跨区域暴发禽流感，甚至会

感染与之密切接触的人类。而野生候鸟携带并传播

禽流感病毒是无法控制的。

１２禽流感在家禽中的储存和传播
禽流感一年四季均可在家禽、家畜间发生，但多

暴发于冬春季节，这一时期正是候鸟的迁徙季节。

我国禽类存量庞大，旱禽（鸡）数量仅次于美国，列世

界第二，水禽饲养量达４０亿羽，占全球水禽饲养量

的７５％以上，有禽类病博物馆之称。［５］家养水禽是禽

流感病毒的储存库，禽流感病毒在水禽体内（主要是

鸭）发生复杂的遗传重组，不断演化出新的毒株并传

播到陆基禽类。一些在野生鸟类中只引起轻微症状

的禽流感病毒，很容易在家禽中造成大规模的严重

疫情，对家禽饲养业具有毁灭性打击。禽间规模性

爆发的各种潜在风险将长期持续存在。

１３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种群屏障特征
流感病毒感染具有严格的种属屏障和宿主特异

性。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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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禽流感病毒由于含碱性氨基酸数目

较多，在人体内的复制也较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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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间不易发生

相互传播，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概率很小。禽流

感病毒只有通过不断变异，获得更高的感染力和致

病力，才能够跨跃种群屏障，从而感染人。

在免疫压力下，禽流感病毒持续不断地在家禽

体内进行基因的变异。一旦禽流感病毒 ＨＡ和 ＮＡ
基因及 ＰＢ１基因发生突变，流感病毒表面糖蛋白基
因与内部基因的功能相匹配，导致对宿主的选择特

异性发生细小改变，那么“条件性”感染人的现象将

可能出现。［８］如 １９５７年的大流行毒株是由禽源的
Ｈ２Ｎ２病毒的ＨＡ和ＮＡ基因及ＰＢ１基因替代了人源
的Ｈ１Ｎ１病毒的相应基因。１９６８年的大流行毒株是
由当时禽源的 Ｈ３Ｎ２病毒的 ＨＡ基因和 ＰＢ１基因取
代了人源的Ｈ２Ｎ２病毒相应基因。［４］

１４目前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风险
现有研究表明，目前的禽流感病毒并非对人普

遍易感，除了与遗传或基因的“亲和”性和个体免疫

状况有关外，感染还与暴露机会、暴露剂量（一次性

感染病毒剂量）等有关。禽流感病毒只有在一定条

件下冲破种间屏障，才能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９］目

前能够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有 Ｈ５Ｎ１、Ｈ９Ｎ２、
Ｈ７Ｎ７、Ｈ７Ｎ２、Ｈ７Ｎ３和 Ｈ７Ｎ９等亚型毒株，其中尤以
Ｈ５Ｎ１、Ｈ７Ｎ７、Ｈ７Ｎ９致病性最强。［１０１２］但短期内病原
学和流行学研究结果尚不支持人间大范围传播。［９］

近期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散发病例会时有出现，

甚至会出现死亡病例，影响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２活禽市场在传播与储存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２１人感染禽流感的风险源分布
禽流感病毒种类繁多，风险源广泛分布于野鸟、

家禽、家畜及各类哺乳动物。携带禽流感病毒的禽

类是人感染的主要风险源之一。禽类存量庞大，人

从养殖、运输、市场销售等众多环节均存在暴露风

险，再加上候鸟迁徙途中禽流感病毒的播散和留守

鸟的病毒传播难以掌控，因此彻底控制或消灭禽流

感，完全避免人感染禽流感，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

由于人、禽、畜接触频繁，猪流感和禽流感的某些毒

株不断发生变异和基因重组，获得了对人的致病性

以及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成为人类流感病毒，这种

风险将长期存在。

２２活禽市场是人群感染禽流感的重要暴露场所
之一

活禽交易市场是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重要暴露

场所［１３］，人群通过呼吸道、密切接触而感染。活禽市

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弊端甚多：（１）交易和宰杀场所
面积狭小，通风较差，遍布污水的潮湿环境有利于病

毒生存；（２）从事禽畜销售、屠宰的高危人群，普遍文
化层次低，缺乏防治禽流感的知识，自我保健意识

差；（３）监管体制及部门之间衔接有间隙，监管不力，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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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头监管、报检和检疫等问题。

２３公众对活禽交易的风险性认知和对关闭活禽市
场的态度

公众对活禽交易的危害性认知度较高，２００６年相
关调查研究显示，知晓活禽交易市场是人畜共患病传

播场所的消费者占５０９％。尽管活禽交易存在诸多
的弊端，人们也知晓其危害，但还是不希望取缔活禽交

易，被调查者中７７９％的人选择活禽，近半数的人反
对政府取缔活禽交易，支持取缔者仅占２３９％。［１４］

３关闭活禽市场对防控人感染禽流感的成效
和影响

３１成效
人感染新亚型禽流感早期，人们由于对人感染

禽流感风险源、宿主动物等流行病学知识认识有限，

往往采取偏严格的预防控制措施。而城市的活禽市

场现宰现卖是导致发病的危险因素，关闭活禽交易

市场，可以减少人群暴露风险。上海、北京等地在

２００４年禽流感肆虐期间，其活禽交易市场曾一度关
闭，香港特区政府也曾关闭过活禽输入通道，而在危

机解除之后又得到恢复。理论上讲，关闭活禽市场

可以减少人群机会感染，但具体到关闭市场与不关

闭市场，感染率是否有显著变化，目前并无相关研究

报道。

活禽交易仅是众多人群暴露环节之一，关闭活

禽市场，可以减少公众暴露风险，但无法从根本上杜

绝人群暴露机会，更不能彻底改变鸟禽间的病毒感

染谱和流行态势。活禽交易仅仅是城镇人群感染禽

流感的重要暴露场所，真正的风险源还在当前野鸟

的高带毒率和分散、混乱的养殖，源头环节才是控制

禽流感的关键。我国农村家禽饲养模式相对滞后，

小规模饲养和散养方式仍然占据主体，普遍存在人

畜禽混居、混养现象。禽流感病毒作为甲型流感病

毒，极易发生变异，在鸟、禽和哺乳动物间的基因突

变和基因重组现象将长期存在，一旦出现适宜在人

群中传播的新型变异流感毒株，即使关闭活禽交易

市场，在免疫人群匮乏的前提下，流行仍将不可避

免，也无法避免高发病、高死亡的结局。

３２影响
３２１社会影响

一方面，关闭活禽市场，短期可能会减少人感染

禽流感的风险，但无法根本解决禽流感对人类的危

害，甚至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关闭活

禽市场，不利于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关闭活禽市

场是一种最简单，但不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虽然

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会取得相反的效果，在传统消

费习惯的推动下，甚至可能会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

街头流动式作坊宰杀，风险源将会更多，更分散。

３２２经济影响

关闭活禽市场将会给家禽养殖业带来深远的影

响，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我国家禽产业是一个较

为成熟的行业，活禽市场每年消费家禽养殖总量的

一半以上，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带动了生产、流通、

交易环节等相关产业。关闭活禽市场，大量从业人

员需要转型，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我国黄羽肉鸡

独特的外貌特征感观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黄羽肉

鸡的饲养量必将会大幅减少，现存宝贵的遗传资源

将得不到利用，禽产业也将失去自己的特色，其经济

价值和商业价值将得不到体现。［１５］

关闭活禽市场，将产生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禽类加工企业如何建设布局？（２）定点屠宰的成

本较高，设备原料的购置，如何解决？（３）如何保证

新鲜、安全、充足的冰鲜的禽类制品的供应？（４）如

何做好活禽经营市场与家禽养殖场（户）的产销衔

接？（５）如何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因成本增加而导致

产品价格暴涨问题？如果没有速冻保鲜禽类产品市

场的前期培育，没有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就仓促关闭

活禽交易市场，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市场上禽类

产品供应，导致价格的不稳定，影响城乡居民的正常

生活，也会影响这一产业的健康发展。

４政策建议

关闭活禽市场，不能采取简单、仓促、无序的方

式。活禽市场关系家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以及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建议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管理改革

活禽市场，分阶段、多元化、稳妥解决活禽类经营存

在的公共卫生问题。

４１规范活禽市场管理

第一，规范活禽交易区布局。活禽经营区域与

其他区域要严格分开，设置独立出入口，形成相对独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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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经营区域，活禽交易市场内水禽经营区域与其

他家禽经营区域要相对隔离。活禽经营摊位全封

闭，装有排风排气等通风设施，消费者隔着玻璃挑

选，避免消费者与活禽直接接触。第二，规范市场宰

杀行为。宰杀区域与销售区域分开，活禽宰杀区按

照动物防疫、卫生等要求进行布局，设置独立的封闭

式屠宰间，屠宰间配置符合防疫要求的宰杀工具和

设备，与宰杀规模相适应的消毒、通风和无害化处理

等设施、设备。活禽市场实行定期休市和卫生消毒。

４２强化日常监管和检疫
第一，各级政府应加大农贸市场活禽经营监管，

实行持证上岗制，取缔无证经营。建立相应的产品

质量追溯制度，确保产品流通的安全可靠。第二，建

立部门间联动工作机制，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

严密的监管网络，大力整顿活禽市场。各部门之间

要建立对活禽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防止不符合规

定的活禽经营反弹。第三，加强检疫，对染疫或疑似

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类不准宰杀，不准食用，

不准出售，不准转运，严格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严

禁没有检疫证明的活禽及禽类产品上市销售。

４３培育多元化禽肉消费市场体系
在不影响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家禽养殖产业

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应加快建设禽类定点屠宰场，规

划禽类加工企业建设布局，做好活禽经营市场与家

禽养殖场（户）的产销衔接及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完

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稳步推进速冻保鲜禽类产品

市场的前期培育，当人们逐步改变活禽消费习惯后，

取消大中城市农贸市场活禽经营点，最终实现“禽类

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白条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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