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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引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已经在全球流行近两年

的时间。2021 年 10 月，全球病例数约 2 亿，有 233 个国家受到影响[1,2]，人类的生

产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遏制病毒传播是防疫的重要一环，传播途径的研究受

到广泛的关注。 

SARS-CoV-2 是球形且表面凸起的包膜病毒（enveloped virus），体积约 50-200 

nm,以连续性单链 RNA 为遗传物质，是目前发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科中的

第七个成员，其与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及蝙蝠冠状病毒（Bat-CoV）具有

较高的同源性[3,4,5]。该病毒外壳由 4 种主要结构蛋白组成，其中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位于最上层，通过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结合介导了病毒遗传物质进入宿主细胞[6]。研究指出人类 ACE2

（hACE2）序列结构具有与刺突糖蛋白结合所需的 24 个氨基酸残基，因此，任何具

有类似氨基酸残基的物种都可能是易感宿主，明确了新冠肺炎属于人畜共患病。通

过对比分析发现 SARS-CoV-2 可以结合狗、猫、兔子、雪貂、仓鼠、穿山甲等的 ACE2，

表明该病毒的易感性和宿主广泛性[6,7]，其中狗和猫 ACE2 与 hACE2 序列相似性大于

80%[8,9]。 

 



 

SARS-CoV-2 结构示意图 

（来源：SARS-CoV-2. Imag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coronavirus-virus-group#/media 

/1/138325/245650） 

 

越来越多的现代家庭喜欢饲养宠物，它们为人们带来快乐，缓解生活及工作的

压力，有助于提高人们身心健康水平。然而新冠肺炎流行初期，第一例宠物狗被传

染新冠的新闻在香港爆出，随后不断出现宠物体内被分离出毒株的消息曾一度使人

们对宠物是否会感染新冠，是否会成为本次流行病的传染源等产生困惑，引发社会

焦虑，甚至在全球范围都出现了发生了大量遗弃宠物的行为。因此正确认识新冠肺

炎流行下人与宠物的关系，建立科学认知和学习防疫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猫和狗是现代家庭哺乳类宠物的主要类型，很多家庭甚至是“猫狗双全”。与

其他宠物相比，家猫与人类的 ACE2 序列相似度较高，达 85.2 %，更容易感染

SARS-CoV-2 病毒[8]。截止 2021 年 2 月，有超过 120 起从猫体内分离出新冠病毒毒

株的案例[10]，这些案例中几乎所有感染宠物都是属于 COVID-19 阳性的主人，这些

家猫可能长期暴露于被 SARS-CoV-2 污染的环境中，且有研究表明猫对病毒通过呼

吸道飞沫传播高度敏感[11]。有研究报道显示猫在感染病毒后的排毒期（viral shedding）

约持续 5-6 天，能够通过接触和气溶胶传染其他猫咪个体。此外，相比于成年猫，幼

猫（70 天-3 个月）更容易被感染，同时呼吸系统会出现严重的组织病变，而成年猫



则通常无症状[11]。综上可知，猫不仅是高度易感者，而且它们还有能力将病毒传播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而，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SARS-CoV-2 可发

生猫-人传播。 

 

 

宠物猫（图片来自网络） 

 

相对于猫咪，狗狗的感染病例较少，截止 2021 年 2 月，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宠物

狗感染的案例约有 84 例，且这些案例也表明人类可以将新冠病毒传递给自己的宠物

狗。虽然狗的 ACE2 受体与人类的相似度为 83.4%，但由于狗体内该受体的单一突变

（H34Y），未在人或者猫的 ACE2 中发现[9]，因此狗对 SARS-CoV-2 的易感性低于

猫咪，并且感染后狗传染性实验结果显示狗感染病毒后基本不具有传染性，也没有

迹象表明狗可以向人类传播病毒[14]。 



 

宠物犬（图片来自网络） 

 

众所周知新冠病毒的传播有多种传播方式，包括飞沫传播，粪口传播以及接触

污染物传播，那么患者家里有幸没有感染病毒的宠物是否会携带病毒呢？研究人员

检验了 63 只来自新冠患者所饲养的宠物猫和宠物狗，结果发现它们的皮毛和爪垫拭

子检验均为阴性，尽管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研究人员认为宠物不会通过皮毛或

者爪垫来传播病毒，且日常的清洁可能也是宠物没有受到病毒污染的原因[15]。 

 

 

猫爪（图片来自网络） 

综合来说，根据目前的研究和案例分析，SARS-CoV-2 可以偶尔感染猫和狗，但

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宠物会在病毒大流行中发挥积极作用[12]，狗和猫可能更是人-宠



物传播的受害者（通常无症状），而不是人类的传染源。猫以及仓鼠由于其 ACE2

受体的表达、自然条件下 SARS-CoV-2 的易感性、病毒在同类之间传播的能力而作

为模式动物用于 SARS-CoV-2 发病机制及药物的研究[13]。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

提出一个有趣且合理的假设，他们认为养狗人群在饲养过程中可能反复接触狗冠状

病毒，进而刺激人类的免疫系统，而使其免受 SARS-COV-2 的攻击[16,17]，但该假设

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世界各地在宠物身上发现新冠病毒的报告不断增加，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来评估宠物作为有效宿主的潜力。SARS-CoV-2 从宠物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很低，但

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此类病例，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家猫蚤（Ctenocephalides felis）

（一种大量寄生在人类、动物和野生动物身上的体外寄生虫）中检测到 SARS-CoV

（一般冠状病毒）病毒、细胞受体 ACE RNA 和蛋白质，暗示猫蚤可能作为

SARS-CoV-2 的生物或机械媒介[8,18]。因此，减少关于人类对宠物新冠传播的误解，

树立科学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此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是必要的。家庭宠物应做好

清洁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喂养。计算机模拟分析发现放生一些受感染

或健康的猫，会导致更多的病毒在猫群中传播[9,19]，因此主人应担负责任不随意弃养。

另外不要随意触摸流浪动物，注意手部清洁。对于新冠肺炎患者而言，家庭宠物应

及时进行隔离并对其行为和症状进行监测至少 21 天以上[20]。 

     在现代社会中，宠物已如家人一般的存在。树立科学的认知，不盲目跟风，保

持责任心对新冠肺炎流行下宠物与人类的关系至关重要。或许它们曾在新冠大流行

中保护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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