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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喝生奶会得病吗？被狗咬了怎么办？旅游会不会

感染上布鲁氏菌病？在小河沟里玩，会不会得血吸虫

病？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疑惑看似关联不大，实则都与

一类疫病有关，那就是——人兽共患病。

防控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控畜间人兽共患病 筑牢人类健康防护墙筑牢人类健康防护墙
——荆州市农业农村局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控综述

□ 记者 赵叶秋 通讯员 龚少雄 张帆

人病兽防关口前移 源头阻断传播路径
人兽共患病是可以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传染病，我们

生活中常见的有鼠疫、SARS、禽流感、狂犬病、布鲁氏菌病（以
下简称布病）、艾滋病、血吸虫病、疟疾、包虫病等很多疾病。人兽
共患病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和人类健康安全。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理，坚持人病兽防、
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让人
兽共患病更加受到大众关注。

人兽共患病深刻影响人类健康。近年来，荆州市农业
农村局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人病兽防、关口前移”指示精神，
组织系统内部学习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扎实开展家畜血吸虫病消
除、布病净化、狂犬病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强制免疫、流浪狗
收容管理、养殖场（户）生物安全管理、宣传、培训等综合防
控工作，加强部门协作，做到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组织市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动物疫控中心）技术
团队冒严寒、顶酷暑，跨猪圈、钻牛栏、进鸡舍，开展养殖场
监测采样、流行病学调查，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开展检测工
作，及时开展疫情风险分析评估，为防控决策提供了有力
的科学支撑。当前，我市畜间人兽共患病疫情控制及时有
效，有力保障了公共卫生安全。

三年来，中心城区共接种犬只狂犬疫苗12367只次，发
放免疫证 9725本；截至 2024年 12月，各县市区采取常规
监测和风险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存栏牛羊开展家
畜血吸虫病监测4万头只、预防性投药8万头只次，预防性
投药覆盖率达 100%，有效巩固了家畜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达标成果。

抓好疫情监测防控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抓好狂犬病防控。狂犬病严重威胁人畜健康，全球每年

因感染狂犬病发病死亡约6万人，人一旦感染发病，致死率达
100％。2021年9月，荆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荆州市中心
城区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在中心城区全面启动家
养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工作。对2个行政区、3个功能区犬
只数量进行全面摸底，指定符合条件的32家宠物诊疗机构
为“狂犬疫苗免疫接种定点单位”，统一印制了3万本“荆州
市中心城区宠物狂犬病免疫证”，用于定点接种单位为接种
犬只登记并免费发放。为加强流浪犬管理，荆州市农业农村
局建立了中心城区流浪狗收容站，指定市动物疫控中心进行
专业管理。收容站设置“一室十区”，对入站犬只进行数量核
定、健康快检、药浴驱虫、免疫注射、拍照建档，建立了完善
的防疫消毒制度，确保犬群健康。同时，在松滋市试点开展
农村犬只狂犬病免疫。

抓好家畜血吸虫病防控，防止疫情反弹。血吸虫病是
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养殖业发展的人兽共患
寄生虫病。为有效构筑血吸虫病防治安全屏障，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市动物疫控中心坚持“风险监测、精准查治、全链
管控、综合治理”防治策略，以家畜传染源管控为重点，以农
业血防综合治理为依托，指导县市区科学设置风险监测点，
采取常规监测和风险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存栏牛
羊开展家畜血吸虫病查治工作，重点做好风险监测预警。
此外，对非内源性、流动家畜进行监测，并将监测对象从牛、
羊、马扩大到其它易感动物，如鹿、犬等，还对每个监测点内
洲滩、牧场及渠道内的动物野粪进行同步调查。根据血吸
虫流行生活史，动物疫控机构还从隔绝、灭源和阻断三个方
面着手，强化源头管控，建立牛羊养殖血防传染源“八有”管
控机制（圈养有标准、淘汰有场所、经营有准入、进销有台
账、入境有监测、环保有措施、管控有专人、禁牧有奖惩），并
在全市推广。目前，重点疫区查病率和预防投药率都达到
100%。

抓好布病监测净化，从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为贯彻落实
《荆州市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控规划》和“人病兽防、关口前移”

防控总要求，及时掌握布病流行状况，科学评估我市养殖和
屠宰环节牲畜布病传播风险等级，保障畜产品安全和公共卫
生安全，2016年伊始，荆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市动物疫控中
心等机构开展布病净化工作，实施布病感染抗体监测、流行
病学调查、阳性畜群扑杀及无害化处理、流通环节检疫监管、
养殖环节动态管理及防控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等措施。各
级动物疫控机构坚持布病监测全覆盖，结合每年春、秋防多
次开展布病监测，并通过畜间病例流调追溯到人感染布病病
例，畜间布病阳性率逐年下降。

抓宣传干预，大力推进群防群控。为进一步加强布病、
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落实养殖环节人畜共患病
防控措施，加快推进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食品
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今年，市动物疫
控中心通过多种媒介开展人兽共患病防控知识宣传，提升
群众知晓率，取得了良好效果。先后举办“世界狂犬病日”
暨“爱宠义诊进社区”科普宣教和犬只免疫义诊活动，提升
社会对狂犬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
与狂犬病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组织召开荆州市中心城区
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工作座谈会，提高宠物狂犬病免疫水
平；扎实做好重点环节宣传工作，对牛羊养殖、交易、屠宰等
场所全面普及人兽共患病防控知识，在显眼位置张贴宣传
挂图，已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同时，积极通过媒体开展
人兽共患病宣传，今年已通过荆州电视台《江汉风》栏目，对
高温季节布病净化采样和“世界狂犬病日”现场宣传活动进
行了2次报道，在《荆州晚报》宣传人兽共患病防控知识，通
过《荆州日报》、省中心微信公众号、局信息网等媒介开展人
兽共患病防控宣传17次。

强化防疫体系建设 提升防控支撑能力
整合建设兽医实验室。兽医实验室是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的关键支撑平台。2013年，经市政府批准，整合市区兽
医实验室资源建成近700㎡“荆州市中心城区兽医联合实
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二级实验室 BSL-2），由市动物疫控中
心负责维护管理。实验室建有血清学、分子生物学、细菌和
寄生虫检测等四大功能室，具备开展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PCR试验、细菌分离培训鉴定、血吸虫
毛蚴孵化等动物疫病检测试验50多项，每年开展人兽共患

传染病、重大动物传染病病原和抗体检测量30000余份次。
探索新技术引进，提升检测效能。为加强现场应急反应

速度和预警能力，2022年，市动物疫控中心引进荧光微球免
疫检测技术，设备小巧、使用便捷，10—15分钟即可出具判
定结果，是疫情应急处置和基层防疫筛查的有效手段。2023
年，引进化学发光抗体检测技术，与传统ELISA检测方法相
比，敏感性高、反应速度快、自动化程度好，极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自2021年以来，该中心探索开展了猪活体腹股沟浅
淋巴结微创采样、猪耳缘微量采血等技术，降低了采样生物
安全风险和提升采样效率。

创新监测模式，推行“平行采、高效检”。平行采集样品
是精准检测的基础，通过对同一个体不同部位、不同性质样
品的混合检测，可以大大提高病毒检出率。一样多病种高
效检测模式则可同时查出多种潜在的疫病风险，掌握区域
疫病流行动态。近年来，基于诊断技术日渐成熟，逐步向着
自动化、高通量快速检测方向发展，市动物疫控中心不断创
新动物疫病监测技术，有效提高了监测效率和精准度，确保
在第一时间发现病原体，为疫病预防和治疗争取更多反应
时间，避免疫情大范围暴发。全面了解动物实际生长状态，
科学防控动物疫病，同时掌握疫病发生发展基本情况，保障
动物健康和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创造了人与动物“同一健
康”的生态环境。

扎实开展技术培训，提升技能水平。2024年，围绕疫
病防治、采样监测、流调、净化等方面，市疫控中心积极开
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承办省中心组织的流通环节主
要猪病监测采样培训班，监测采样技术示范由该中心承
担，有效锻炼了中心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开展 4场专题
技术培训，针对畜间布病防控技术、乡镇家畜血防消除达
标考核推进工作、基层畜间人兽共患病监测防控能力提
升、禽类呼吸道疫病防控技术开展专题培训，共培训县市
技术骨干、基层防疫技术人员、养殖业主等200余人次；积
极参加国家、省动物疫控系统组织的技术培训，组织人员
参加省动物疫控中心动物疫病净化和区域化管理培训班、
兽医实验室质量及生物安全管理培训班，国家动物疫控中
心举办的种畜禽场动物疫病检测与防控技术培训班，国家
动卫中心外来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培训班，及时“刷新”知
识、紧跟形势发展。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禽类呼吸道疫病防控技术专题培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基层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控能力提升培训。

被动物咬伤后的免疫三部曲

人被疯动物咬伤抓伤后，狂犬病发生率为 30%-
70%，如能正确处理伤口，使用疫苗和抗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发生率可降到 1%以下。

尽快处理伤口。一旦被动物致伤，病毒就开始在
伤口局部复制繁殖，及时对局部伤口进行处理，可有效
清除局部感染的病毒。此时，可根据现场条件，尽快使
用流动的水、20%的肥皂水或含酶清洁剂的水强有力冲
洗伤口，至少冲洗 15分钟。对于严重的伤口，要及时进
行伤口清创处理，尽量避免缝合，如必须缝合，应保证
免疫球蛋白已经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需要应用抗生
素或破伤风措施时，应在局部处理后进行。伤口冲洗
完成后，再使用 75%酒精或碘酊消毒。

使用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开展被动免疫。对于Ⅲ
类伤口或被野生动物咬伤的Ⅱ类以上伤口，在接种疫
苗的同时，要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抗狂犬病免疫球蛋
白。因为，在人体注射狂犬病疫苗的头 7 天内，疫苗还
不能产生抗体。这时候，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可为患
者提供第一周的被动保护。

注射狂犬病疫苗进行主动免疫。狂犬病疫苗接种
通常有两种程序，一种简称“5 针”，为咬伤抓伤第 0 天

（第一剂接种当天）、第 3 天、第 7 天、第 14 天、第 28 天各
接种 1剂；另一种简称“4针”，为咬伤抓伤的第 0天接种
2剂，第 7天、第 21天各接种 1剂。这两种程序都是世界
卫生组织认可的有效程序。

和睦家医疗小建议

请远离流浪犬，不要与猫、犬等宠物过分密切接触，
尤其不要让宠物舔舐人的口腔、眼睛等黏膜。养犬人要
文明养犬，定期给犬只接种疫苗，不要随意遗弃，避免流
浪犬伤及他人。狂犬病是可防可控的，万一被动物咬伤、
抓伤后，请及时到医院就诊。

布鲁氏菌病该如何预防

从事动物养殖、屠宰、加工等职业暴露人群，引种时
要先检疫再引种，培养健康畜群。作业时要做好个人防
护，戴口罩、手套，穿工作服、胶靴等，牛羊分娩时，不要徒
手接羔。发现流产病畜，应及时上报当地畜牧兽医部门
处理，严禁徒手直接接触家畜流产物、皮毛等。要定期对
圈舍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毒，工作结束后做好卫生消毒。

普通市民及无职业暴露人群，不食用未煮熟的牛
羊肉；不饮用未经消毒和来源不明的奶制品，菜刀菜板
做到生熟分开。不在牧区随意接触陌生动物。

科普小知识

市动物疫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正在对采集的牛羊血清样品进行布病初市动物疫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正在对采集的牛羊血清样品进行布病初筛筛。。

市动物疫控中心在沙市区跃进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市动物疫控中心在沙市区跃进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世界狂犬病日世界狂犬病日””暨暨““爱宠义诊爱宠义诊
进社区进社区””科普宣教和犬只免疫义诊活动科普宣教和犬只免疫义诊活动。。

链 接

人兽共患病是可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
的传染病，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WHO
所分类的 1415 种人类疾病的病原体，61%属
于人畜共患传染病；175种被认为是人类“新
发 ”疾 病 中 ，人 兽 共 患 传 染 病 占 75%（132
种）。常见的鼠疫、SARS、禽流感、狂犬病、
布鲁氏菌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炭疽、钩端螺
旋体病、乙型脑炎、登革热、结核病、艾滋病、
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包虫病等很多疾病
就属于此类。

人兽共患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任何一
个单独的学科都无法解释，任何一个单独的
机构、组织、国家也无法解决。如何解决这
些 复 杂 的 健 康 问 题 ？ 有 人 提 出 了“One
Health”（“ 同 一 健 康 ”）策 略 。 FAO、OIE、
UNEP、WHO 于 2022年 10月 17日四方合作
发布“OneHealth 联合行动计划”，旨在创建
一套整合系统和能力的框架，以便各方加强
合作，共同预防、预测、发现和应对风险，改
善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的同时促进
可持续发展。

市动物疫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免费
为养殖户存栏羊只开展布病等人兽共患
病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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