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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对生猪生产危害重大，被称
为生猪养殖产业“头号杀手”。那么，它究
竟有哪些危害？今后吃猪肉是否安全？
我国当前采取了哪些防控手段？对此，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世界养猪业的“头号杀手”

非洲猪瘟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最高可达 100%，我国将其列
为一类动物疫病，是重点防控的
外来病

非洲猪瘟于1921年首次发现于非洲
的肯尼亚，因临床症状与传统猪瘟高度相
似，且首次发现于非洲而被命名为非洲猪
瘟。这是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
物传染病，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均可感
染，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可达100%。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
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重
点防控的外来病。其中，健康猪与患病猪
或污染物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最主要的
传播途径，猪被带毒的蜱等媒介昆虫叮咬
也存在感染可能性。

在肯尼亚发现后，该疫情在非洲大部
分国家陆续发生。1957年，非洲猪瘟首次
从非洲传出，陆续传播至欧洲的葡萄牙、
西班牙、法国等国家。1971年，疫情由西
欧传至古巴，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传至
巴西、多米尼克和海地。随后一段时间，
疫情较为稳定。2007 年，非洲猪瘟又传
入高加索地区，在东欧多个国家和俄罗斯
暴发、扩散和流行。目前，正肆虐波兰、乌
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国。

“该病对养猪业威胁巨大，是世界范
围内危害养猪业的头号杀手。”农业农村
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功民说，我国是世
界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养
殖量和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
猪肉是我国居民主要蛋白质摄入来源，猪
肉消费占肉类总消费60%以上，一旦该病
在我国扩散蔓延，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生猪
全产业链秩序，甚至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带来不利影响。

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表示，
从全球范围看，今年非洲猪瘟在多个国家

暴发流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截至8月
28 日，除中国外还有 11 个国家报告发生
3235起疫情。加之该病在我周边国家已
呈现大规模流行态势，疫情再次从境外传
入的风险不可低估，后续疫情形势发展存
在许多不确定性。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
我国疫情形势复杂，防控任务艰巨，但当
前疫情总体可控。

据介绍，从 2007 年非洲猪瘟传入俄
罗斯以后，我国就加强了对非洲猪瘟的监
控工作。在2012年至2020年版的《国家
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中，非洲猪瘟
就被列为优先防范的13种重大外来动物
疫病之一。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防控
应急预案。2017年3月份，俄罗斯伊尔库
茨克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距离我国直线
距离仅 1000 公里，这是远东地区首次发
生非洲猪瘟疫情。为此，原农业部及时印
发文件，强化联防联控、监测排查、培训宣
传以及防范能力建设等方面措施。

正规渠道购买质量有保证

非洲猪瘟不感染人，并且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猪肉和产品
都按规定经过严格检疫，公众不
必担心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主
任黄保续说，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
除猪外其他动物不感染该病毒，也不感染
人。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也不太可能出
现变异传染人的情况。

对于非洲猪瘟，各级畜牧兽医部门采
取了果断、严格的措施，一旦监测到疫情，
会立即对疫点、疫区内的所有生猪进行无
害化处理，禁止所有生猪及其产品流出封
锁区。此外，有关规定明确了发生疫情省
份生猪及其产品调运要求，严格限制生猪
及其产品由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
因此，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猪肉和产品都
是经过检疫的，公众不必担心。

“消灭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控

非洲猪瘟的关键手段。”王功民说，当前采
取的防控措施可简单归纳为“灭、查、限、
禁”。灭，即快速消灭疫源。一旦发现疫
情，应急处置工作务必坚决，行动务必迅
速，措施务必全面到位，抓好封锁、扑杀、
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力争在最短时
间内彻底拔除疫点。查，即全面加强排查
监测。针对生猪交易市场、屠宰场等重点
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开展针对性抽样监
测。同时，加大入境口岸、交通枢纽周边
地区以及中欧班列沿线地区的监测力
度。限，即限制生猪移动。要求各地切实
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同时从严从重处罚违
法调运行为。禁，即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
理的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此外，针对目前采用的深埋法是否有
效，王功民表示，深埋法是病死动物无害化
处理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际上的通行
做法。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规定，深埋法对处理程序有明确技
术要求，特别是对生石灰撒放、表面覆土的
厚度有明确要求。生石灰属于强碱，只要处
理过程符合要求，就能够有效杀死非洲猪
瘟病毒。同时，非洲猪瘟病毒对高温敏感，
在70℃的条件下，30分钟以上即可灭活。
深埋病死猪有一个生物发酵发热过程，特
别是生石灰遇水也会产生大量热量，多重
措施能够保证彻底杀死非洲猪瘟病毒。

多重措施可有效杀灭病毒

目前仍未研发出针对非洲
猪瘟的疫苗。但高温、消毒剂可
以有效杀灭病毒，因此，生物安
全管理成为最重要的防线

尽快根除非洲猪瘟，是所有养殖人员
和兽医工作者的愿望。面对来势汹汹的
非洲猪瘟，我们要怎样应对？对此，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的专
家表示，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家猪虽然病死
率高，但是这种病毒如同老年人一般，行
动缓慢，并不像口蹄疫、经典猪瘟那样迅

速在场内、场间传播。如果养殖场能坚持
执行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切断病毒传播
路径，就能够有效保护家猪不受侵害。

“目前，世界范围内仍没有研发出可
以有效预防非洲猪瘟的疫苗。但高温、消
毒剂可以有效杀灭病毒，因此，生物安全
管理是非洲猪瘟防范最重要的防线。”黄
保续说，非洲猪瘟对环境的耐受力非常强
——可以长期在自然条件下、血液以及粪
便等污染的猪圈中保持感染力。因此，养
殖户严格执行清洁消毒措施十分重要。
由于非洲猪瘟病毒耐冷而不耐热，可通过
蒸、煮的方式消毒。对于不宜通过蒸、煮
方式消毒的设备，可以采取长时间放置在
阳光下暴晒的方式消毒。

黄保续还特别指出，要避免泔水喂
猪。泔水是一种方便、成本低廉，但存在
高风险的饲料，可能含有多种病原。多项
研究表明，食用被病毒污染的泔水是非洲
猪瘟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如1957年和
2007 年发生于葡萄牙和格鲁吉亚的疫
情，均由国际航班或者轮船产生的废弃泔
水直接饲喂生猪而引起。泔水中的病毒
需经高温煮沸 30 分钟以上，并不断搅拌
确保均匀受热，才能使病毒彻底灭活，这
对一些散养户来说很难做到。因此，建议
不要用泔水和含有猪肉的食物残羹饲喂
生猪。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猪瘟病毒因对环
境耐受力强，常常潜伏于环境中，加之有
野猪等自然储存宿主存在，导致同一源头
的两次疫情之间，可能间隔时间长达几个
月。因此，即便未来一段时期内没有疫情
发生，养殖户仍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
放松。

非洲猪瘟的潜伏期为4至19天，特征
性临床表现仅为猪突然死亡，并且易与猪
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病混淆。因
此，根据临床表现只能作出疑似诊断。一
旦怀疑患有该病，养殖户应立即向当地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兽医主管部
门会及时采集样品送至国家外来动物疫
病诊断中心确诊。

危害虽大，但可防可控——

科 学 认 识 非 洲 猪 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今年 8 月以来，我国

先后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

情，这是非洲猪瘟首次传

入我国。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做好非洲猪

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

通知》，对我国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有

关部门和地区正全力防控

疫情

近日来，秋台风势力似乎有些“猖
狂”，接连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先是今年
第23号台风“百里嘉”（强热带风暴级）于
9月13日上午在广东湛江市沿海登陆，带
来华南南部沿海和海南岛北部强降雨。
紧接着，今年的新“风王”——“山竹”（强
台风级）携14级强风登陆广东台山，给华
南地区带去风雨“二连击”，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等地持续出现大到暴雨。

对此，不少人或许心存好奇：进入 9
月中旬，北方多地早晚气温仅有 10℃上
下，秋台风的威力为何仍如此之大？

其实，9月依然是我国的台风季——
常年9月平均生成近5个台风，约有1.8个
台风登陆我国，并且多登陆广东、福建、海
南等地。虽然，与常年夏季8月平均生成
近 6 个台风相比，秋台风数量较少，但同
样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大风
影响，做好防御工作，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专家表示，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
秋台风有3大特点：路径偏南、势力强大、
造成损失更严重。

例如，2015 年第22 号台风“彩虹”于
当年10月4日以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湛
江市坡头区沿海登陆（风力16级，风速52
米/秒）。受其影响，广东西部部分地区降
雨量达300至400毫米、阵风13至17级；
此外，台风外围产生龙卷风，致使出现较
严重人员伤亡和大面积停电，共造成广
东、广西等地550万人受灾。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
心高级工程师钱奇峰表示，出现这一情
况，主要是由于夏季向秋季过渡时，太阳
直射点由北向南移动导致海温偏暖。海
温高意味着积攒了更多的热量，提供给台

风的能量也会更大。此外，秋季北方冷空
气趋于活跃，一旦台风与北方南下的冷空
气联手，两者一冷一暖，气压一高一低，导
致受影响区域的风力强劲，可能激发出更
强的降水。

可见秋台风也是个“狠角色”，因此仍
然不能放松警惕。根据西北太平洋和南
海生成台风的历史资料，常年夏季生成的
台风数量比秋季生成台风要多，登陆我国
的台风数量也比秋季多，但秋季更容易出
现超强台风级别。数据显示，1949 年至
2017年，秋台风共生成787个，其中超强
台风有222个，占比28.2％。同期夏季台
风中超强台风的比例则为16.5%。

“秋季之所以容易出现超强台风或强
台风，与海温偏暖有关。台风积蓄的能量
更大，形成的威力自然不容小觑。”钱奇峰
解释称，譬如“山竹”之所以这么强，是因
为它经过的海域海温基本在30℃以上，高
海温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能量。并且，
台风是一个立体结构——低层辐合，高层
辐散。对于“山竹”来讲，它的高层出流情
况非常好，这也是它强度得以快速增强的
有利条件。

风水轮流转，今年夏季，台风偏爱我
国华东地区，进入9月之后副热带高压南
移，阻挡了台风北上的脚步。因此，与之

前的台风登陆路径相比，秋台风更偏爱
华南。

根据历史资料可知，1949 年至 2017
年，共有 154 个秋台风登陆我国，其中以
海南（30%）、广东（33%）、台湾（23%）为
主。今年，台风“百里嘉”和“山竹”相继影
响我国华南地区，但在夏季，台风“安比”

“云雀”和“摩羯”，都在相对于华南地区偏
北的江浙一带登陆。

“台风路径一般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
响。进入秋季以后，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
南移，位置逐渐偏南，所以导致台风登陆
地点更偏南。”钱奇峰说。

值得关注的是，秋台风对我国农业生
产造成的危害更严重。而且，此时的冷空
气也比较活跃，冷暖空气交汇，在狂风暴
雨侵袭下，会导致作物叶片受损，谷粒脱
落霉烂，甚至彻底损毁，造成严重的减产
或者绝收。

就目前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在
一段时间内还比较稳定，其南侧台风活动
活跃，“山竹”影响过后，也不排除有新台
风生成的可能。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气
象局 9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表示，
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仍
然频繁，将会有12至13个台风生成，较常
年同期偏多。

秋 台 风 为 何 如 此“ 猖 狂 ”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我是做IT的程序员，能不能用我们的技术来入
股呢？”“法人有哪些权利？”“投融资中大家常说的优先
权是什么？”9月17日，在京东集团举行的首款法律咨
询AI产品“法咚咚”发布会上，“法咚咚”现场与3名律
师就这些法律问题进行了解答PK。

经济日报记者发现，越是简短的问题，AI的回答
越是明确具体。京东集团企业信息化部负责人梁勇鸿
表示，京东希望能够通过自主研发的语音识别技术，结
合自身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库，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借
助微信小程序，把“法咚咚”打造成一个针对企业用户
的智能法律问答咨询平台。该平台除了市场上已有的
智能问答功能之外，还具有几个特色：一是可以智能分
析、更精准地回答用户的问题；二是具有知识拓展功
能，可以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向其推送相关法律问
题；三是具有自主学习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评价和反
馈，完善功能。

“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衷，是希望为法律工作者提
供一个工具，帮助大家提高效率，以便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京东集团电商法务负责人韩剑辉说。

与普通的日常对话语言相比，法律文本是人类的
“高级语言”，让AI理解法律文本要比理解普通对话语
言更有难度。此外，法律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法
律问题的回答更需谨慎、准确。因此，法律AI产品的
研发也更具挑战性。

韩剑辉说：“对于法律AI来说，它首先需要具备自
然语言处理能力，能识别用户的语言；另外，还需要具
备专业的知识体系，保证给出专业、准确的答案。但是
这还不够，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发现，AI和法律是两个
非常专业的领域，专家们互相理解对方的专业问题非
常困难。所以，我们需要绘制一张科学的知识图谱，将
两个领域有效串联，这张知识图谱就是机器人的大
脑。有了大脑，机器人还需要有更多的练习场景，比如
投资融资、公司事务、营销推广、企业资质以及劳动人
事等。未来，我们还会不断拓展相关领域，帮助用户在
使用产品时，根据自身问题的场景直接进入相应领域
寻找答案。”

法律AI机器人问世

律师有了好帮手
本报记者 袁 勇

在法律咨询AI产品“法咚咚”发布会上，专家进行
产品介绍。 袁 勇摄

据悉，处于“山竹”中心风圈范围内的
港珠澳大桥情况正常，经受住了检验。这
是继“天鸽”“帕卡”之后，港珠澳大桥第三
次接受强台风考验。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近日，生物科技领域的权
威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布了2017年度全球20名

“顶尖转化学者”榜单，其中包括了 4 名华人科学家
——高光坪、卢煜明、张锋、丁胜。

高光坪教授从事基因治疗研究20余年，在腺相关
病毒载体的发现与开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为基因疗
法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基因疗法的兴起，他
关于腺相关病毒的专利在2013年至2017年间被广泛
引用。

卢煜明教授率先发现孕妇外周血中存在胎儿
DNA，并以此为基础在无创产前胎儿基因检查方面作
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开发的无创产前检测已在90多
个国家开展应用。仅在中国，每年就有超过100万孕
妇接受这项测试。

张锋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终
身教授，在CRIRSPR-Cas基因编辑工具的开发和应
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2013年至2017年间，在
该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5项专利中，张锋教授参与
贡献了其中3项。

丁胜教授现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
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作为干细胞和再生医学
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团队发现和鉴定了一系列能够
调控细胞命运和功能的小分子化合物，研究成果被多
家生物技术公司采用，为治疗人类疾病作出贡献。

生物技术领域权威榜单发布

四名华人科学家获评

“ 顶 尖 转 化 学 者 ”

左
上
为
高
光
坪
、右
上
为
卢
煜
明
、左
下

为
张
锋
、右
下
为
丁
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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