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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动物防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静月、王淑娟、吴钅监三、王志亮、宋翠平、封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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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非洲马瘟（Ａｆｒｉｃａｎｈｏｒｓ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ＨＳ）是马科动物的一种非接触性传染的病毒性传染病。由呼

肠孤病毒科环状病毒属的非洲马瘟病毒（ＡＨＳＶ）引起，以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变化为特征，常使马、骡

致死。至少有两种库蠓属节肢动物传播本病。该病有９个血清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将本

病列为一类动物疫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列为Ａ类传染病。

本标准诊断技术内容包括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病原鉴定和血清学试验。

本标准主要参考ＯＩＥ《哺乳动物、禽、蜂Ａ和Ｂ类疾病诊断试验和疫苗标准手册》（２０００年版），并结

合我国的研究成果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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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马 瘟 诊 断 技 术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洲马瘟（ＡＨＳ）的临床诊断、病原鉴定和血清学试验技术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马、骡和其他马科动物非洲马瘟的检疫。

２　临床症状

２．１　最急性型或肺型

症状急性发作，潜伏期３ｄ～５ｄ，特征为严重的渐进性呼吸道症状，初期仅显发热反应，最高体温可

达４０℃～４１℃，持续１ｄ～２ｄ就降至常温，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可见前腿分开，头前伸，鼻孔

扩大。通常出汗较多，最后可见痉挛性咳嗽，同时从鼻孔流出泡沫样黄色液体。以其自身的浆液性液体

而溺死。这种病型康复率不到５％。

２．２　亚急性型或水肿型、心型

病初有发热反应（３９℃～４１℃）。潜伏期７ｄ～１４ｄ。发热持续３ｄ～６ｄ，发热后期，出现特征性水

肿。水肿首先出现于颈部、眶上窝和眼睑，以后可扩展至嘴唇、面颊、舌部、下颌骨间、咽喉区，有时皮下

水肿从颈部至胸部不等，严重时胸部和肩部也出现水肿。晚期可见结膜和舌腹侧、皮下出血点。最后变

得烦躁不安，死于心力衰竭。一般在发热反应后４ｄ～８ｄ内死亡，死亡率约５０％。康复动物于３ｄ～

８ｄ内水肿逐渐消失。

２．３　急性或混合型

肺型和心型混合存在，临床不多见。潜伏期５ｄ～７ｄ。病初肺部有轻微症状，然后头部和颈部出现

明显水肿，最后死于心力衰竭。或先出现亚急性型症状，然后突发最急性型典型呼吸困难和其他临床表

现。通常发热后３ｄ～６ｄ死亡，死亡率超过８０％。

２．４　最温和型

潜伏期５ｄ～１４ｄ，后期表现弛张热（３９℃～４０℃），持续５ｄ～８ｄ。可能出现结膜轻度出血、脉搏加

快、轻微厌食和精神抑郁。其他临床症状不明显。

３　病理学诊断

　　最特征及最常见的病变是皮下和肌肉组织间胶样浸润，并以眶上窝和喉头尤为显著。胃底黏膜肿

胀一直延伸到小肠前部。咽、气管、支气管充满黄色浆液和泡沫，肺泡、胸膜下和肺间质水肿，约有２／３

病例有急性水肿。亚急性病例，头部、颈部和肩部水肿严重。心内膜和心包膜有血点和出血瘀斑、心肌

变性。有些病例胸腔和心包积存大量黄白色红色液体，淋巴结肿大、肝和胃出血。

４　实验室诊断

４．１　病原分离和鉴定

４．１．１　试剂

４．１．１．１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见Ｂ．１．２）。

４．１．１．２　含有青霉素链霉素的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见Ｂ．１．４）。

４．１．１．３　５０％甘油磷酸盐缓冲液（见Ｂ．１．３）。

４．１．１．４　ＭＥＭ（最低限度必需氨基酸营养液）完全营养液（见Ｂ．２．２）。

４．１．１．５　ＭＥＭ维持液（见Ｂ．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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