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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野生动物疫病被更广泛的认识
与重视。虽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来源尚不明确，但极有可
能来自野生动物。因此，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立足本职工作内容及当前疫源疫病防控形
势，针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防控建
议进行探讨。

一、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的作用与意义
野生动物疫源监测防控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

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哨卡，是种群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生态文
明建设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
发展。近年来，禽流感，鼠疫，乙型脑炎等野生动物疫源传染病
疫情时有发生，不仅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极大地威胁，还在一定
程度上引起了社会恐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做好防控工
作，预防野生动物疫病发生，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重要且迫切。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生活习性不同，生存环

境多样，感染的疾病和携带的病原体也极其复杂，许多人兽共患
病野生动物都是其传染源。因此，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工作对
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种群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疫源疫病防控作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的一项重点内容，这项工作的开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林业人员亟须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二）工作处于较低层面，需要在新时期加强
2005 年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和体系建设工作

正式启动，十年多来，在政府部门的联合协作下，野生动物疫源
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林业部门在不同地区建立起监测站点，
布设监测网络，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野生动物疫源传染病
的研究工作也逐渐深入。但是因为我国此项工作的起步较晚，发
展较慢，相比其他林业领域的发展，比较滞后，层次较低，在新
的经济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强度，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三）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本身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特别

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在获得前所未
有的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疫情防控面临严峻的挑
战。国际方面来说，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点状散发，给我国
带来严峻影响；国内非洲猪瘟疫情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已发生，虽
初步得到控制，但疫苗的研发难度大，很难根除；宁夏区内已连
续三年发生岩羊小反刍兽疫，连续三年在野生候鸟体内检出禽流
感病毒。从国内到区内，野生动物的传染威胁逐渐扩大，从家禽
到人类都有巨大感染风险，亟须加强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

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措施
（一）推进制度建设，加强队伍建设
进行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防疫

体系，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强化岗位职责、日常监测、应急值
守、信息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响应等制度，将工作的各个环节
进行规范和标准化落实。不断提升基层地区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增加监测防疫资金投入，做好异常情况诊断、疫病主动预警
等工作，尤其是要提升林业部门自主检测能力，提高在工作中的
话语权。加强与农牧、卫疾、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等部门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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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联防联控的局面。大力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注重动员林
业系统和社会公众“内外”两方面力量，提高防疫人员的专业素
质，提升公众的防控意识。

（二）完善监测体系，加强信息化建设
强化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体系建设，做好基础支撑工作。

一是布设全面的防控网络，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多层级
的、以国家监测站点为主体，以乡镇监测点为补充的防控网络，
调动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建立起权责清晰的防控工作体系。二是
重视先进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招聘要求，引进高水平的相关人
才，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做好日常培训工作，针对野生动物疫源
防控工作的要求和需求对工作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加强在基层地
区的宣传和科普，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借助新媒体技术，推
行野生动物疫源防控工作的开展。三是强化信息系统建设，利用
5G技术将数据分析、预测预报、应急响应等内容智能化、信息
化。

（三）强化日常监测，积极开展疫源疫病测报
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域广泛，活动范围大且难以控制，这给

野生动物疫源疫情监测带来一定难度。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这
项工作的布置和安排，强化顶层设计和指导，做好科学谋划，妥
善安排各个地区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情监测工作，采取“全面监
测，突出重点”的原则，日常监测和专项监测相结合。在重点监
测时期，每日至少进行一次巡查，通过“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内进行上报，非重点时期一周至少开展
一次巡查，上报周报。一旦发现野生动物的异常死亡情况，立即
通过“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上报。

（四）开展主动预警，加强科学研究
在开展日常监测的同时，主动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进行病毒

溯源和疫病本底调查。林业部门管理机构应联合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主动在野生动物聚集地、栖息地实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防控、野生动物迁徙路线研究、病毒溯源排查等相关课题研究。
被动监测、主动预警、科学预测三者层层推进，相辅相成。

三、结束语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林业部门的重要任务，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
国家林业局四大应急任务之一，当下疫源疫病防控工作也面临更
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只有与时俱进，主动作为才能更好地在
发展中寻求突破，发挥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在公共卫生安
全中的屏障作用和生态安全中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海涛，万伟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防控[J].现代畜牧科技，

2020，（4）:15-16.

[2]赵树丛.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J].司法业务文

选，2013，000（023）:15-17.

[3]何鑫，王卫东.宁夏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现状及对策[J].

野生动物，2013，034（002）:1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