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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十年中，在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不断增加

的推动下，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迅速增长。在过去的25年
中，全球所有动物源性食物的人均需求增加了40 kg∙a‒1 
[1]。消费和生产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LMIC），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口增长\财
富增长和城市化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需求。大部分需求

是由家禽、猪肉、牛奶和鱼类提供的，这些行业更容易

通过集约化来应对需求[2]。
动物疾病既是对牲畜生产和生产力的制约，也是在

通常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增加牲畜生产的结果[3]。流

行病学既是对人群疾病的研究，也是评估疾病负担、

了解病因以及测试管理动物疾病的干预措施的宝贵工

具。在本期中，Robertson重点研究了流行病学在疾病

预防和控制中的作用，并讨论了生物安全这一对于牲

畜疾病风险下的农业重要且相对较新的范式。最近的

研究已经揭示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4]和在中低收入国

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小规模农场中应用生物安全所面临

的挑战[5]。
三种类型的牲畜疾病尤其需要关注：高度传染并易

于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疾病或暴发性疾病、在特定种群中

始终存在的地方病及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人畜共患疾

病。这些疾病类型具有不同但互有交集的影响、管理和

研究需求。

地方性综合征包括跛行以及生殖、呼吸道和胃肠道

疾病。这些疾病通常有许多来源，因此难以管理，而管

理会随着系统的复杂化而变得更具挑战性。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影响奶牛繁殖力的最重要疾病是细菌或原生动

物性疾病。本期Wathes等的论文回顾了病毒在乳品生产

中的未被充分认识的动态作用。病毒类的病原体通常仍

未得到充分诊断，这种情况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尤甚。监

视、快速诊断、疫苗和健康措施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正

在帮助解决这一问题[6]。
了解疾病的发病机理（即病因）是对其进行管理的

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分子流行病学取得了进步。

新技术可以帮助确定疾病的原因、识别仅限于特定宿主

的菌株、了解发病机理、开发诊断方法和疫苗以及跟踪

病原体的移动[7]。本期Khan等的论文回顾了分子流行

病学是如何促进我们对牛流产的最重要原因——新孢

子虫（Neospora spp.）的理解。展望未来，分子流行病

学正变得越来越可靠并被广泛使用。

重大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检测、诊断、治愈

和预防动物疾病的能力。其中一些技术是专属于健康领

域的（如侧向流诊断），而其他一些是其他技术在健康

领域的应用（如使用移动电话报道疾病）。事实证明，

接种疫苗是抗击疾病最有效和最具性价比的手段之一。

但是，对于许多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疾病，没有现成的

疫苗或是疫苗无法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包含重组蛋白的

新重组疫苗可以靶向针对少量保护性抗原的免疫反应。

这种疫苗比常规疫苗更便宜、更方便、更安全[8]。
抗动物细菌性疾病的疫苗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它

们可以使动物生产过程减少使用抗生素，从而降低感

染人的病原体中出现抗生素抗药性（AMR）的风险[9]。
与农业相关的抗菌药物耐药只是牲畜生产可能对人类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途径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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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经济和社会上最重要的动物健康问题也是对人类健

康和生计有影响的问题，特别是新出现的疾病、食源性

疾病、人畜共患病和抗生素抗药性[10]。这些影响可能

比动物疾病对牲畜或渔业部门的影响大几个数量级。

当然，许多与农业有关的人类疾病也对畜牧业产生

影响。如果让农民看到控制牲畜疾病带来的好处，这就

可以激励人们在动物宿主上控制疾病，而不是对人类感

染者做出反应。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将兽

医工作与人类健康相结合的“一个健康”干预措施要比

在单个部门开展的干预措施更加有效、负担得起且公

平 [11]。学界关于抗生素抗药性对畜牧部门造成的压力

知之甚少。在越南对此问题的研究中，Van等对副猪嗜

血杆菌（一种严重的猪疾病）中的抗生素抗药性进行了

评估。

当前，我们正处于动物疾病研究领域受到空前关注

并不断发展的时代。畜牧业部门响应需求迅速增长，随

之而来的集约化导致对新的可实现技术的需求。流行病

学、分子流行病学、基因组学、诊断学、疫苗和ICT的

进步在控制疾病和提高牲畜生产能力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同时，人们日益关注畜牧生产对人类健康的外部影

响（尤其是新兴的人畜共患病、食源性疾病和抗生素抗

药性），这正在刺激新的研究投资来应对这些问题。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对畜牧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产

生的外在负面的健康影响因素，使这些国家处于未来研

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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