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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SF）是威胁我国

养猪业的重大疫病之一。历经波折，

尽管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我国

ASF 防控逐步走向正轨。本文从我

国 ASF 流行阶段划分、ASF 临床流

行毒株的特点、ASF 的实验室检测、

ASF 主要的传播方式、非洲猪瘟病

毒（ASFV）感染场线的临床分类、

不同毒力毒株的早发现和临床处置

决策、ASF 疫苗研究进展、ASF 的

净化探索以及未来 ASF 防控方向这

9 个方面，从不同的维度展示我国

ASF 防控的进展。

1 我国ASF流行阶段划分

我国 ASF 流行阶段划分标准

不明确，笔者试着从行业发展的角

度对我国 ASF 流行阶段进行划分

（表 1），供参考。

2 我国ASF临床流行毒株的特点

据 报 道， 我 国 当 前 流 行 的

ASFV 为基因 I 型、II 型毒株。传

统上根据毒力划分，ASFV 被划分

为：高毒力毒株、中等毒力毒株和

低毒力毒株。我国 ASF 流行较为复

杂，根据临床特点，可分为单一类

型毒株感染和多毒株混合感染。其

中单一类型毒株感染又可分为强毒

力毒株感染和低毒力毒株感染 ；混

合感染情况更为复杂，因毒株类型、

感染顺序、感染时机等不同而不同。

临床上主要的感染情况如表 2 所示。

3 我国ASF的实验室检测

检测和监测在 ASF 防控中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验室这几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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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ASF流行阶段的划分

阶段划分 阶段特点 关键事件

遭遇阶段（2018.8—2019.2）
兽医主管部门按 OIE标准推进灭源扑
杀方案，但临床执行问题众多，疫情
持续扩散，损失巨大，形势严峻

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Ⅱ级疫情预警
（2018年 8月）

调整阶段（2019.3—2019.7）
农业农村部积极响应行业精准检测剔
除的需求，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入深度
协作阶段

郑州非洲猪瘟防控国际交流会
（2019年 2月）

探索阶段（2019.8—2020.11）
行业探索精准检测剔除方案，各种防控
模式的探索各行其道，例如生物安全、

“假疫苗”“神药神方”、生态养猪等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
做好跨省调运种猪产地检疫有关工作的
通知（2019.7）

拨乱反正阶段
（2020.12—2021.3）

第十七届（2020）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嘉兴）上展示了假疫苗（主动或被
动感染）的巨大危害，引发行业对假
疫苗的深刻反思

第十七届（2020）中国猪业发展大会（嘉
兴）（2020年 11月）

假疫苗摒弃阵痛期
（2021.4—2022.6）

农业农村部相关文件进一步指明了
ASF假疫苗的危害性，很多企业深受
其害，痛定思痛后这些企业从认知、

管理层、种猪群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

重整旗鼓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
非洲猪瘟假疫苗有关违法行为的通知（农
办牧〔2021〕14号）

ASF疫苗彻底失望阶段
（2022.6—2022.8）

行业深受 ASF假疫苗之苦；

国产 ASF候选疫苗负面消息不断
传出；

2022年 6月在越南启用的疫苗当年 8
月紧急叫停

2022年 4月 25日，美国农业部农业研
究局（ARS）的科学家宣布，ASF候选
疫苗通过了监管部门批准所需的一项重
要安全测试

净化探索阶段（2022.9—）

行业深受 ASF假疫苗之苦，ASF疫
苗难产，弱毒案例无良好处置措施，

生物安全被普遍认同，因此进入 ASF
净化探索阶段

2022年8月24日，据越南《国家报》报道，

越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继续该疫苗的
接种

表 2  不同毒株感染的临床分类

临床分类 毒株特点 临床特点和处置方案

强毒力毒株单
纯感染

基因 II型强毒力毒株（含原始强毒株、

自然变异后的强毒力毒株）

主要的流行类型，表现明显临床症状，适用于精准检测
剔除

基因 I型强毒力毒株
舶来品，早期多见，主动使用的表现明显症状，被动感
染的依然具有一定潜伏性，可以尝试精准检测剔除

强毒力的基因 II型单缺失毒株
早期多见，粗制滥造假疫苗，主动使用的表现明显症状，

被动感染的依然具有一定潜伏性，可以尝试精准检测剔除

弱毒力毒株单
纯感染

一般的基因 II型双缺失毒株
当前相对多见的类型，假疫苗，潜伏性强，污染范围广，

很难精准检测剔除

基因 I型弱毒力毒株
舶来品，早期多见，假疫苗，潜伏性强，污染范围广，

很难精准检测剔除

弱毒力的基因 II型单缺失毒株
早期多见，假疫苗，粗制滥造，潜伏性强，污染范围广，

很难精准检测剔除

自然变异弱毒株（基因 I型和 II型）
在我国自然演变，不断增多，潜伏性强，污染范围广，

很难精准检测剔除

混合型 两种或以上毒株的混合感染
因毒株类型、感染顺序、感染时机等不同而不同，临床
表现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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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成为规模化猪场的标配，表 3 展

示了我国常用 ASF 检测监测方法的

优缺点。

4 我国ASF主要的传播方式

ASF 主要的传播方式是直接接

触传播，也存在媒介生物、气溶胶、

垂直传播和精液传播等传播方式。

临床中这些传播方式的主要特点如

表 4 所示。

5  我国ASF V感染场线的临床

分类

参考猪蓝耳病病毒感染场线分

类，将临床 ASFV 感染场线进行下

述分类（表 5）。
6 不同毒力毒株的早发现和临床

处置决策

ASFV 的早期发现和临床精准

检测剔除都较为成熟，早发现的重

点是建立合适单元格的基础上，一

线人员及时报告并送检异常猪只样

品，日常中做好定期和阶段性的检

测监测工作 ；临床处置的重点是日

常做好单元格管理，早发现，精准

检测处置，做好消毒、切断和持续

观察处置工作。

对于弱毒的早发现和处置就非

常困难，目前行业中虽有很多成功

的案例，但是还没有完善的处置方

案，一般很难早发现。处置的建议

如下：

（1）感染弱毒评估，全面了解

场线感染情况和自身情况；

（2）传统的针对野毒株的精准

检测剔除（俗称“拔牙”），已经不

太适用弱毒案例的处置，但可进行

尝试性的部分清群，例如拔栋（按

生产关联，较大范围的处置）；

（3）处置决策时，要牢记法律

风险和长期价值主义，不能只顾眼

前短期利益，常见的处置有 ：①部

分清群后监测观察 ；②低风险猪群

转移到相对安全独立的猪场 ；③直

接清群 ；④持续地检测剔除 ；⑤带

表 3  常用 ASF检测监测方法的比较

项目 检测方法 优点 缺点

病原核酸

荧光定量 PCR

首选方案，一些优化的方案，灵敏度
会更高，但目前荧光定量的敏感性和
综合使用成本最划算，还可用于不同
毒株的鉴别

检测时间较长，操作较为复杂，

需专业的人员和设备

重组酶等温扩增
检测时间短，检测方便，灵敏性接近
荧光定量 PCR

成本高于荧光定量 PCR，多
重检测不如荧光定量 PCR

环介导等温扩增 灵敏度高，时间短，操作条件要求低 容易被污染，假阳性可能性高

数字 PCR 灵敏度高于荧光定量 PCR 成本高，时间长，检测冗余

病毒分离 病毒分离
可用于病毒研究的基础，可鉴定样品
中病毒的活性

技术门槛高，需要相应的认证
批准

抗原检测 胶体金试纸条 早期检测 敏感性较差，应用场景需求少

抗体检测

常规 ELISA
临床常用，可用于不同靶标蛋白的检
测；可用于鉴别诊断；可用于唾液抗
体检测

检测时间较晚，有假阳性情况

胶体金试纸条 操作简单方便
敏感性较常规 ELISA方法差，

临床易造成误检

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可用于科学研究，进一步阐释病毒
特征

技术门槛高，需要相应的认证
批准

表 4  规模化猪场主要的传播方式分析

方式 项目 传播途径 风险评估

病原核酸

人
重要的传播方式，以本场的休假返场员工、新员工
等检出较多，另外入场的维修工人、场外人员、外
来拖猪人员检出多

本场员工进出频次高；外部人员
不可控

车
重要的传播方式，外部拉猪车是检出率最高的，其
次是外围行政及私家车，再次是饲料车

外部猪车，风险最大；外围车辆
受环境影响

物
生活相关物资（果蔬肉米、生活物资等）是检出阳
性重灾区，生产物资中也可以检测到，疫苗外包装
也常检测到，兽药外包装检测较少

果蔬肉米进出频次高，可能直接
接触，风险高；其他物资受外围
环境，特别是运输等环节的影响

猪
猪群的风险也非常大，首要的是引入猪群的风险，

其次猪只中转环节和病死猪处置环节中的风险
引种猪只的直接带入；与猪只相
关环节的污染

媒介生物
传播

软蜱等
生物

ASFV是已知唯一的虫媒 DNA病毒；软蜱是 ASFV
重要的传播媒介，厩螫蝇、鸟、老鼠等其他生物也
可以传播 ASFV

四害等防控是重点；软蜱防控易
被忽略

气溶胶
传播 近距离 猪舍内的近距离气溶胶传播已经被证实 舍内短距离传播

垂直传播 垂直传播 极少有研究报道和临床案例 不是传播的重点，极少见

精液传播 通过精液 精液有检出，但是传播几乎未见报道
不是传播的重点，但是必须检测，

防止精液的污染

表 5  临床 ASFV感染场线的状态分类
项目 传播途径 风险评估

阳性不稳定 病原抗体都检出，且临床症状显著 暴发期，高毒力

阳性稳定、不净化 病原抗体都检出，且临床症状不显著，持续生产 低毒力，带毒生产

阳性稳定、净化中 病原抗体都检出，且临床症状不显著，剔除阳性猪只 低毒力，阳性剔除

趋于阴性 抗原抗体检不出，且 42 d内病原抗体都为阴性 过渡阶段，有反复风险

阴性 抗原抗体检不出，可正常持续生产 未感染过，稳定后等

毒生产（违法）。当然不同的状态之

间也有可能随时发生转变，需要依

照法律的前提下，按临床情况进行

综合决策。

7 ASF疫苗研究进展

距第一次报道 ASF 已经一百多

年了，超过数百篇的文章对 ASF 的

疫苗研究进行了探索，但是它似乎

成了养猪业的一种“癌症”，难以被

攻克。到目前为止，除了越南短暂

的批准了 ASF 疫苗的临床使用。尚

未有其他 ASF 商业化疫苗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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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 疫苗研发和使用在我国经

历了曲折的历程，特别是假疫苗的风

波。根据时间，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

（1）拿来主义阶段 ：主要从世

界范围内寻找非法 ASF 疫苗，行业

反馈，早在 2019 年我国就出现了基

因 I 型 ASF 假疫苗；

（2）假疫苗（粗制滥造阶段）：

基因 II 型单缺假疫苗为代表，安全

性和有效性得不到保障，自废武功，

无疾而终；

（3）假疫苗（升级优化阶段）：

基因 II 型双缺假疫苗为代表，安全

性和有效性有改善，但问题很多，

临床损失更大，短期某些猪场有较

好反馈，但长期来说得不偿失；

（4）艰难转型阶段（摈弃假疫

苗）：事实证明，做好生物安全防

控的生产经营成绩远胜于使用假疫

苗，之前拥趸假疫苗的很多企业不

得不断臂求生，艰难转型，某些企

业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我 国 正 式 ASF 疫 苗 研 制 于

2019 年 1 月立项，目前为止基本

上完成了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生物

安全生产性试验和第二阶段临床

试验，近来不断有负面消息传出，

ASF 疫苗前途未卜。反观美国在越

南开展的 ASF 疫苗试验，美国农业

部研究组织（USDA-ARS）的研究

人员表示，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疫苗的生产和关键临床试

验，以及向官方的文件提交及授权，

并于 2022 年 6 月启动临床商用，同

年 8 月紧急叫停。为全球 ASF 疫苗

的研发蒙上一层阴影。

当前研发中的主要 ASF 疫苗类

型和优缺点如表 6 所示。

8 ASF净化探索

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了 ASF 的

净化，措施不外乎以下几种 ：①提

升生物安全系统 ；②提升团队管理

系统；③严控猪群的移动 ；④消灭

ASF 暴发点；⑤对猪场实行日常检

测和血清学监测。

根据文献报道，1954—1999 年

间，有 9 个国家实现了 ASF 的控制

和净化，时间短的有几个月的，长的

超过 42 年（葡萄牙）。整体而言如果

ASF 形成地方性流行局面是非常难

被净化的，但是早期在技术条件非常

有限的情况下也完成了 ASF 的净化，

表明 ASF 也是可以被净化的猪病。

在我国推进 ASF“无疫小区”

的项目就是想实现猪场区域的小范

围净化，是非常好的开始，但是还

缺少大区域甚至国家层面的 ASF 净

化指导性政策和文件。

当前我国 ASF 净化主要的困难

有以下几点 ：① ASF 流行情况不明

确，毒株多样，特别是低毒力毒株

还在临床流行 ；②社会经济决定，

还有很多不符合净化条件的小规模

猪场、散养户等的存在 ；③国民经

济和食品安全需求，未到合适的净

化时机 ；④猪流、猪制品等的流通

还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等。

当前我国 ASF 净化的主要条

件：①实践证明不需要疫苗就可完

成 ASF 的净化 ；②规模化猪场生物

安全系统得到巨大提升，生物安全

管理团队战力强劲 ；③ ASFV 的检

测监测技术整体得到巨大提升，很

多场区掌握了 ASF 防控技术，限定

了 ASF 的暴发和传播等。

先推进国家的 ASF“无疫小区”

的建设，更多猪企实现自我 ASF 净

化，再实现区域的 ASF 净化，最终

完成全国 ASF 的彻底净化。尽管目

前来看，还是任重道远。

9 未来ASF防控方向

（1）技术性防控非洲猪瘟，转

变为管理性防控非洲猪瘟：不纠结于

低毒力案例的处置，而从源头上做好

生物安全和日常管理，向零发生努力；

（2）让科研辅助生产，而不是

左右，甚至指导生产 ：不用疫苗依

然可以净化 ASF，目前没有合格的

ASF 疫苗，未来也很难有，不纠结

“神药”“神苗”“神方”等，专心做

好养猪生产工作；

（3）严控成本，穿越猪周期：

一方面，因为ASF防控养殖成本陡增；

另外一方面，规模化猪场发展壮大，

ASF 防控效果好，成本低，养猪这片

红海未来将会更加“血雨腥风”；

（4）自我净化，天下无“非”：

“无疫小区”是需要认证的，但是自

我 ASF 净化是每个养猪人的使命，

自我 ASF 净化的“星星之火”，终

究在合适的时机会推进国家整体完

全的 ASF 净化。

（收稿日期：2022-11-25）

表 6  不同类型的 ASF疫苗的研制及其优缺点

特点 类型
灭活
疫苗

减毒活疫苗
重组亚单位或
合成肽疫苗

重组活载体
疫苗

DNA疫苗 mRNA疫苗

优点

强体液免疫反应 + ++ + ++ + +

强细胞免疫反应 - ++ - ++ + ++

快速构建和生产 + - + + ++ ++

能否鉴别感染和免疫动
物

+ - ++ ++ ++ ++

良好的稳定性 + + + + ++ -

方便的存储条件 + - + - ++ -

缺点

感染性 N Y N Y N N

返强或变异 - ++ - + - -

基因整合的风险 - + - + ++ -

是否需要佐剂 Y N Y N N N

备注：++，+ 表示程度，Y 表示是，N 表示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