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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首例H7N9禽流感
患者将于5月16日康复出
院。进入 5 月后，全国的
H7N9疫情也有明显缓解之
势，但H7N9对家禽养殖业
的打击却没有消退的意
思。

虽然专家和政府官员
早 已 不 止 一 次 地 强 调

“65℃加热30分钟或100℃
煮2分钟就可以将流感病
毒杀死”，并且“至今尚未
发现人传人的证据”。但人
们对H7N9的恐惧仍然不能
短时消解。专家表示，相对
于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
这次疫情不算重，却对家
禽业造成了重度误伤，家
禽业“躺着也中枪”。

人得流感 小鸡躺着中枪
未能正确认识疫情致家禽业被误伤，行业回暖举步维艰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国家相关应急预
案规定，末例传染病病例发
生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
的病例出现时才能终止应
急响应，这意味着要终止应
急响应，最少要在张某出院
后7天。

应急响应终止

需专家评估
4月23日，我省确诊了

首例H7N9患者，省政府当
天启动流感流行Ⅳ级应急
响应。我省首例H7N 9患
者张某即将出院，之前第
二例患者已出院，那是不
是意味着应急响应可以终
止了呢？

省卫生厅卫生应急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是否
终止应急响应，需要在专家
组评估后决定。国家卫计委
颁布的《人感染H7N9禽流
感诊疗方案》指出，H7N9
禽流感病毒的潜伏期为7天
左右。因此，我省即使要终
止流感流行Ⅳ级应急响应，
至少还要再等7天。

夏天或延缓

H7N9疫情扩散
山东省疾控中心副主

任徐爱强表示，近期全国病
例增加速度明显降低，这是
否与天气变热有关，他不敢
肯定。“H7N9是个新病毒，
对其了解还很有限，现在只
能根据既往对禽流感病毒
的了解推断，H7N9可能也
有这个特点。”

徐爱强称，H7N9是否
会在秋冬季卷土重来，现在
还无法确定。

我省首例H7N9患者明天出院
昨天在病房内度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出院一个月后需复查一次

本报枣庄5月14日讯（记者 白
雪岩 李钢） 经过20多天的治
疗，目前，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
流感患者张某已经基本康复。14日
记者了解到，患者预计于16日上午
正式出院。该患者在全国康复的重
症患者中，治疗时间较短。患者康
复后，生活工作不会受到大的影
响。

“老公爱老婆。”14日，记者在
枣庄市立医院普通病房见到患者

张某时，他正在纸上写着自己对妻
子的爱意。当天是张某夫妇结婚10
周年纪念日。

“今天，大夫就是来测测血压、
心跳，昨天该打的针都打完了。”张
某迫不及待地想出院，“本来以为
今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定周四出
院。”对这一安排，张某也很理解，

“大夫也是为了保险，想多观察几
天。”

自4月21日病情危重入院后，

经过20多天的治疗，张某的病情不
断好转。5月11日，张某正式从重症
医学科转到了普通病房。

枣庄市立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孙宝霞介绍，目前病人的情况很
稳定，根据13日的肺部CT片子来
看，肺部病变吸收得很好，药量逐
渐减少。下一步就是后续观察，出
院后，病人的肺部还需要一定时间
的修复。

“患者出院时间初步定在16

日。”枣庄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李金来说，在目前全国康复的重
症患者中，张某的治疗时间是很短
的，“即使到他出院，也不到一个
月，国内其他一些重症患者很多在
40天左右。”他同时表示，患者康复
出院后，其生活和工作不会受到大
的影响。

“医生说，出院后也不需要什
么治疗了，只是一个月后再来复查
一次。”张某的妻子说。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頔） 省政府在4月底

下发了扶持家禽业的相关
政策，但家禽企业的复苏还
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扶持。

山东世海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邓世海介绍，根
据省政府下发的文件，只要
是种禽生产,以2013年3月
31日存栏数为准，财政按每
只种禽15元标准对祖代以上
种禽场和家禽地方品种资源
场给予补助。中央财政也安
排了6亿元的资金来支持家
禽业稳定发展，主要对祖代
种鸡饲养户给予补助。

邓世海说，目前得到补
贴的祖代鸡养殖场数量并
不多，更多的家禽企业面临
的还是资金链上的压力。

“市场价格还没恢复到成本
价，业户根本卖不出钱来。”
邓世海说，家禽业肯定会渐
渐扭转颓势，但现在农户想
恢复养殖量却苦于无钱可
用。而且整个家禽产业链都
在为资金头疼。因为市场受
挫、回款困难，经销商手里
的资金也捉襟见肘，在收购
肉鸡时很难交付现款，这也
引发了恶性循环。

邓世海介绍说，希望山
东能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促
使金融机构对家禽业增加
贷款投放或进行贴息。

进入5月，全国新增H7N9病例
明显下降，但禽流感带给全国家禽
业的打击仍在持续。截至目前，全
国家禽养殖业损失超过400亿元。4
月份以来，山东养殖业日损3亿元。

“如果肉鸡真是H7N9病毒源头，
那我们杀鸡杀鸭都没问题。但至今没
有任何证据能证明H7N9病毒跟鸡有
直接关系。这次疫情全国养殖业饱受

打击，有很大成份是误解误伤。”全国
著名的禽病防治专家、山东农业大学
教授崔治中痛心疾首。他一再拜托记
者，“禽的概念太大了。人们却简单地
把禽跟鸡画了等号。请你们务必把

‘禽流感’中的‘禽’字拿掉！”
由国家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

开展的历次H7N9病毒检测结果均
表明，从未在肉鸡养殖场和屠宰场

检出H7N9病毒，并且，全国养殖业
人员也未检出H7N9病毒。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毕英佐称，
以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为
例，当时因为病毒最先在猪身上发
病，起初称病情为“猪流感”，虽然
最后将“猪流感”更名为甲型H1N1
流感，但疫情对养猪业造成的损失
已无法挽回。此次H7N9疫情又让

历史在鸡身上重演。
“此次消费者之所以对肉鸡业

反应如此敏感，无疑跟去年暴发的
‘速生鸡’事件有关。”山东大学一
位研究社会公共关系的专业人士
直言。“速生鸡”事件暴发后，H7N9
疫情随之而来，人们不自觉地将这
种最早从野鸽身上检出的病毒与

“不健康的鸡”产生联想。

“虽然现代养殖业本身存在许
多问题，但仅就这次H7N9疫情误
伤家禽养殖业事件来讲，媒体轰炸
式的报道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一位业内人士直言。政府开
明、及时地对外公布疫情信息没
错，媒体及时报道也没有错。但是，

媒体在连篇累牍报道疫情发展时
未能全面宣传正确的日常防控办
法和消费理念。

“电视台报道中明明说是在活
禽市场检出病毒，并未在养殖场检
出，但镜头却停留在养殖场的白羽
肉鸡头上。这自然会导致市民误

解。”家禽业老板们无不对此表示
无奈。他们称，虽然只是一“禽”字，
却连累了整个肉鸡养殖行业。“这
无异于是野鸟得病，小鸡担罪，手
指头感染，锯了大腿。”山东养殖户
陈汉学如是直言。

“同时，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

种社会公共事件时也有值得思考
的地方。比如，在保证信息公开透
明原则的前提下如何保护产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当政府发现疫
情宣传已导致消费者过度恐慌时，
是不是可以尽早进行解释说明和
修正？

据了解，这次H7N9禽流感疫
情暴发后，因中国人喜好活禽现宰
而形成的活禽交易模式也陷入争
议。

在绝大部分人选择咽着口水
拒食鸡鸭肉的情况下，仍有个别人
冒着风险到活禽市场购买活鸡。因
为他们坚信现杀现宰的活鸡更有
营养更鲜美，是真正的健康饮食。

在这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
南方是发现人感染H7N9流感病毒
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家禽业受创
伤最严重的地区。山东省畜牧协会
有关人士介绍，由于南方人喜欢吃
活鸡活鸭，所以南方地区养殖企业
的活禽交易量较大，以温氏集团为
例，疫情暴发初期，因捕杀活禽，该
公司损失2600多万元。而在山东，

由于大量的养殖企业都有屠宰加
工厂，可以储存大量冻鸡，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冲击。

专家认为，在疫情来袭时，盲目
拒食一切禽蛋以及“为了口味和营养
不惧病毒”的做法均不够理性。

据山东畜牧行业统计，去年山
东禽肉产量高达637万吨，占全国
禽肉产量的20%，占全省肉类总产

量的43%。“也就是说，咱们省的老
百姓每消费10斤肉品，有4斤多是
鸡肉。由于不喜欢食用猪肉，欧美
国家的人更是以消费肉鸡为主。如
此大的比例，短时间内不吃鸡肉可
以，长时间不吃是不可能的。所以，

“国人要在传统消费习惯和防疫安
全上作出取舍。”省畜牧兽医局副
局长唐建俊表示。

“禽”流感≠鸡有病

信息公开≠“疫情轰炸”

活禽现宰≠健康饮食

终止应急响应

至少还要七天
本报记者 李钢 白雪岩

家禽业需金融支持：

增贷款或贴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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