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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震强调：“解决动物疫病防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狠抓科学研究工作，狠

抓科技推广工作，及时研制出比较好的防控技术并迅速推广应用。这是禽流感防控非常重要的一个经

验。” 

 

2008年6月13日，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雅山村发生的家禽疫情被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紧急启动防控禽流感应急处置预案。 

 

2004年初，那还是一个“谈禽色变”的冬天；而今天，面对禽流感这种烈性传染病，我们不再恐

慌。这得益于我国禽流感的防控研究工作，也不得不提到其背后的一位科研人员——第七届光华工程科

技奖获得者、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所长、农业部兽药评审中心主任于康震。 

 

作为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于康震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

室，建立了我国禽流感病毒分离鉴定、诊断监测、预防控制等技术体系和病毒库，研制了多种诊断试剂

和疫苗，开展了禽流感病毒分子演化规律研究。 

 

尽管做了那么多工作，可当记者问及他得奖后有何感想时，于康震非常简单地回答：“也没什

么。” 

 

我国首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4年，于康震从美国回来，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禽流感防控

的研究，开始组建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3年以前，一直认为我国鸡群中不存在禽流感，在养禽量占到全球20%的中国，还没有人意识

到禽流感会发生。直到1993年，H9N2低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生和1996年鹅源H5N1禽流感病毒的分离，才引

起了国内兽医界的很大震动。”对于这段历史，于康震印象深刻。 

 

就在那个时候，于康震敏锐地预感到：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中国发生是迟早的事。“高致病性禽流感

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问题。如果不开展研究，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将来会很被动，而留给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1997年，香港暴发H5N1亚型禽流感，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这一事件更坚定了于康震深入开展

禽流感研究的决心。于是，于康震带领他的团队，将研究重点从H9型转移到H5型禽流感病毒；在没有得

到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于康震的团队应用现有条件改造出一个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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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开始了禽流感防控的进一步研究。 

 

“到2003年，该实验室正式命名为国家参考实验室，现在已经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

了。”于康震自豪地说。 

 

免疫与扑杀相结合 

 

在2003年于康震研制出能防控禽流感的疫苗之前，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声音的，但于康震坚持认

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养禽大国，对付禽流感仅靠扑杀是远远不够的，免疫与

扑杀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才是现实的选择。” 

 

扑杀的成本很高。美国1984年曾因禽流感的暴发，扑杀了1700万只鸡，耗资8500万美元。于康震介

绍，发达国家的养殖方式是集约化、现代化，养殖场之间距离远，生物安全措施完备。一旦发现疫情，

就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严格封锁、扑杀，彻底消毒。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扑杀才是一个控制禽流

感疫情的很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种方式对于以散养为主的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于康震指出：“我

国总的饲养量大，养殖点密度大且养殖条件简陋，有效的封锁措施很难实行。经济实力也不允许我们在

禽流感暴发后，单纯地进行扑杀。” 

 

既然单靠扑杀不符合国情，于康震就提出，我国的禽流感防控有必要采用疫苗免疫的办法，使尽可

能多的鸡产生对禽流感的抵抗力。于康震说：“建一个集约化饲养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严格的管理，

整个养殖业的集约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应急的角度看，如果免疫到位，鸡的免疫状态可以很

快改变，这更简单，更有效。当然，疫苗免疫也不是万能的，一旦因为没有免疫或免疫失败导致疫情发

生，就要把发病的和可能感染的禽只进行封锁和扑杀。” 

 

“我国目前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毫不夸张。”于康震肯定地说：“我们一

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我们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禽流感疫苗研制技术。而且，禽流感疫苗使用的规

模、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用那么大

的量，而且产生的效果那么好。” 

 

事实上，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康震介绍，禽流感病毒非常复杂，首先它的亚

型特别多，各亚型的组合就有100多种，而且亚型之间没有交叉保护，打了H5亚型的疫苗，对H9亚型仍

然没有预防作用。其次，禽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这就需要不停地跟踪监测，一旦发生较大变异或现

行疫苗效果降低了，就要用新的病毒来研制新的疫苗。 

 

虽然病毒可以通过变异对抗病毒药物产生抵抗力，但目前严禁用抗病毒药物对动物进行禽流感的预

防和治疗。“这主要是出于对人类健康防护的考虑，因为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治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可能是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由于滥用抗病毒药物而使禽流感病毒产生抗药性了，这最

后一道防线就更难守住了。” 

 

病毒发生的小变异不会给病毒诊断带来困难。于康震说，最初从临床上进行观察，发现鸡群的一些

典型症状和大量死亡现象，怀疑可能是禽流感以后，要通过免疫学方法诊断，检测是否有特异性抗体产

生。到这一步还不能确认，就要进一步进行病毒的分离，确实从病鸡中发现了禽流感病毒的存在，才能

最后确诊。“整个实验室的病毒诊断过程大约需要三四天时间。前期的临床和免疫学诊断，目前国内各

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基本都可以做，但是最终的确诊一定要通过国家参考实验室。” 

 

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防控模式 

 

这些年，禽流感疫情控制得比较平稳。于康震表示：“从保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角度，首先应

该控制好动物的禽流感，从源头上控制禽流感对人的威胁，这是避免人感染的一个治本的方法。” 

 

动物禽流感的防控，我国已从政治、经济、法律到专业技术等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效果显著。



其中，以禽流感防控为代表的动物疫病防控的技术路线非常成功，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

防控模式。于康震说，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负总责，按照中央确定的

“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24字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免疫补

助政策、扑杀补偿政策、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和扶持家禽业发展政策，认真组织实施各项防控措施，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禽流感防控的实践看，科技支撑在动物疫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于康震强调：“解决动

物疫病防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狠抓科学研究工作，狠抓科技推广工作，及时研制

出比较好的防控技术并迅速推广应用。这是禽流感防控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应该看到，目前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任务十分艰巨。于康震指出，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体制方面，尽管最新一轮的兽医体制改革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不容讳言，跟国际先进的兽医工作体制模式相比还有距离，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体制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经济方面，动物疫病防控长期以来欠账较多，目前仍然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人才队伍方面，专

业背景比较强的、高素质的兽医专业人员非常缺乏，特别在基层，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我相信，随着

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养殖业的现代化和标准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动物防疫乃至整个兽医工作格

局必将发生一系列更深刻的变化。”于康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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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角度看技术创新 记光华工程科技奖得主温燕明 

 

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评选结果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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