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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所揭示人为生态效应促使H7N9禽流感病毒产生和流行

  文章来源：动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1-07 【字号： 小  中  大 】 

  自2013年3月以来，中国上海、浙江和安徽等地区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众多的研究单位和学者进行

了较为细致的病原学研究。 

  为揭示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组何宏轩研究员带领的团队与杭州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密切合作，收集了杭州市人感染病例密集地区周边的活禽交易市场中的鸭、鸡、鹌鹑、鸽子、

褐头雀鹛以及污水和排泄物等样品，进行了H7N9禽流感病毒的检测，发现鸡、鸽子、鸭和鹌鹑呈现阳性，尤其是鸭

的阳性率高达100%，环境样品包括污水和排泄物阳性率也达到100%。 

  人感染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大多数病例都间接或直接与活禽市场有过接触史，而活禽交易市场也是与人们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同时，研究人员又在野生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地区采集了大量的环境样品和鸟类咽肛拭子，

很难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毒。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生态角度分析，在活禽交易市场中，鸭、鸡和一些宠物鸟

类或者捕猎到的野生鸟类在市场中都有交易，H9N2/H7N3/H7N1等病毒在活禽交易市场的小生态环境中经过几年或更

长时间的进化和适应，产生了适应禽类而不适应人类的新亚型H7N9禽流感病毒，也就使得H7N9禽流感疫情的发生成

为可能。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提出了H7N9禽流感病毒产生的“市场”理论，这种人为的生态环境正好迎合了流感病毒变

异速度快的特征，或许这种人为的生态学效应加快了禽流感病毒进化和更多新亚型产生，关闭活禽市场疫情逐渐平

息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成果是从生态学视角对于禽流感的溯源、流行和进化进行全新的认识，对禽流感的未

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结果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论文信息：Chengmin Wang, Jing Wang, Wen Su, Shanshan Gao, Jing Luo, Min Zhang, Li Xie, Shelan 

Liu, Xiaodong Liu, Yu Chen, Yaxiong Jia, Hong Zhang, Hua Ding, Hongxuan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wild birds in live poultry market and a novel human H7N9 viru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3.

    原文链接 

   假说：活禽交易市场可能促使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进化和产生。活禽市场，从生态学角度属于人为的一

个小生态环境，其中有家禽的交易、宠物鸟类的交易以及捕捉的野生鸟类的交易，为各种亚型的禽流感病毒在这个

小生态环境中发生基因重组提供了机会。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