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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生動物醫學及動物物種保育這幾年漸漸地已經成為全球注視的焦點，隨

著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野生動物的生活範圍日漸減少，物種的消失速度則與

日漸增。因此放眼全球，世界各先進國家無一不開始致力於野生動物保育與物

種存續的提升及改善。在這之中，獸醫師亦扮演了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次

亞洲保育醫學暨野生動物醫學研討會，邀請亞洲地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育及野生

動物醫學的專家學者，透過演講、討論及實地參訪等來瞭解各國在野生動物保

育的成果並進行操作技術的交流，以更進一步地提升亞洲各國研究單位及人員

在實行野生動物醫學操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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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次研討會主要是討論及報告亞洲各國近年來在野生動物醫學及保育的新發現、研究成

果發表及研究技術的改良。目的是希望可以讓與會的專家學者及相關專業人員可以膫解各研

究單位所進行的野生動物研究、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及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難題及解決方法。經

由這個研討會，可以增加我們對野生動物醫學知識的視野，同時提升國內野生動物醫療的水

平並強化獸醫系學生的野生動物醫學觀念。 

 

 

過程： 

本次研討會由泰國主辦，參與者皆為亞洲各國從事野生動物醫學相關領域研究的教師、

獸醫師與學者；今年討論及報告的重點主要在遭遇巨變時野生動物救援的進行、各國在動物

園與野生動物教育的推廣情形以及水生與海洋動物的保育醫學等議題。本次研討會共舉行五

天，包括最後一天半於清邁舉行的衛星會議。共有來自台灣、日本、韓國、香港、中國、澳

門、新加坡、印尼、泰國、馬來西亞、尼泊爾及澳洲等十餘個國家專精於野生動物醫學及保

育領域的專家學者參與本次會議。 

前三天會議在曼谷舉行，由各研究人員針對各主題進行報告及演講，以專題演講、口頭

報告及壁報展示的方式來進行，與各國參與者分享近年來的研究成果與遭遇的難題，並尋求

解決方法，彼此交換心得及討論。其中第一天早上討論及報告主題為災變中野生動物的救

援，泰國的學者發表 2011 年泰國大水患對該國野生動物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泰國當局所進行的

搶救措施；來自日本的學者則發表了 2011 年日本 311 大地震造成福島核災後對野生動物所形

成的危害。下午進行動物園與野生動物管理教育訓練的報告與討論，議題有野生生物法庭對

野生生物保育的作用以及設立亞洲野生生物法庭的相關報告與討論；會議中並探討及介紹了

亞洲保育醫學暨野生動物醫學研討會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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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主要是探討野生生物研究技術的改善與經驗分享，包括從事野生生物研究的獸醫

所需膫解的準則以及人畜共通傳染病存在的風險等等。下午主題為水生及海洋生物保育與醫

學，包括虎鯨生殖的研究、鯨豚擱淺的調查、鯨豚醫學與魟魚的醫學以及電腦斷層技術在鯨

類呼吸疾病的應用。 

第三天早上的主題為野生生物的生物技術與疾病監控。下午主題為野生生物的野放，主

辦單位並特別邀請了享譽國際的爬蟲類醫學大師 Doug Mader 為大家詳細介紹海龜的醫療處置

方法。最後討論了野生動物獸醫師的訓練制度及需求的改變、獸醫師能力的提升以及各種野

生動物疾病間的關聯，結束了曼谷三天的研討會議程。 

第四天一早搭機到清邁，下午到清邁動物園參觀動物舍及動物訓練中心，清邁大學介紹

動物園在動物舍設備及動物管理上所進行的提升及如何增進被飼養動物的福利；同時介紹園

方如何有效減少動物在調查研究中所受到的緊迫。 

第五天到清邁大學附設小動物臨床醫院參觀並加入實習，對於大學附設小動物醫院假日

仍營業且平均每小時皆維持十個左右的候診病例真是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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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野生動物的保育行動在許多先進國家早已行之有年，近年來隨著國際網絡的流通以及訊

息交流的頻繁，在亞太地區也有愈來愈多的國家及團體加入野生動物保育的行列。在這次的

研討會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東南亞各國經濟的起飛，東南亞各國憑藉著本身野生動物相的

豐富及多樣性，使得他們在野生動物的保育及醫學的研究進展非常的快速。同時日韓等國也

挾著該國深厚的科研基礎，透過和東南亞各國的合作而提出了許多研究成果。兩相比較之

下，臺灣在野生動物的保育與醫學方面的研究則相對落後許多，大部份都還是停留在國內動

物園動物的研究調查方面。 

在這次會議中取得了非常多的收獲，除了更加了解了 2011 年在日本核災與泰國水患中各

國的處理過程與野生動物的受災情形之外，最有收獲的應該是本次的主題之一的水生及海洋

哺乳類動物醫療與保育議題。由於臺灣四面臨海，每年皆會有約二十餘種的鯨豚在臺灣沿海

擱淺，由於鯨豚是大型哺乳動物，容易被民眾注意與關心，所以鯨豚救援也是我們在野生動

物救傷非常重要的一環；但臺灣專精在這方面的專家很少。在本次的討論中，對於海洋哺乳

動物的醫學了解了非常多，例如如何在救援中減少擱淺動物的緊迫已增加存活率、如何有效

率的進行死亡動物剖檢、超音波及電腦斷層的應用與新思維等等，在海洋哺乳動物方面增長

了非常多的見識。 

其次是在爬蟲動物醫學的經驗交流。Doug Mader 將其三十餘年來在爬蟲動物醫療的經驗

跟與會學者做了經驗交流與分享；同時也示範如何把我們在動物醫療上的技術應用在海龜等

野生動物的保育研究上。這些知識以往只能透過教課書、網路資源或個人經驗來取得。但在

這個會議中，對我們從事動物醫療行為的人來說，真的可以說是一個下午增加了一甲子的功

力。Doug Mader 並介紹了多種其個人發展出來的醫療操作技術，例如蛇類氣管內容物培養的

方法與重要性、龜類進階醫療行為的介紹與強制餵飼的做法都做了非常明確的指導、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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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與分析；同時導正了許多之前我們在進行爬蟲動物醫療時的不當觀念，是這次會議中預

期之外的大收獲。 

在清邁大學附設小動物教學醫院的參訪，可以見識到泰國臨床獸醫的快速發展。除了積

極培訓臨床獸醫師之外，也大量提供全額奬金補助，讓獸醫人員出國學習新技術並與國際接

軌。此外，也讓優秀人員可以到先進國家進修學位與修習臨床技巧，培養臨床獸醫的師資回

國任教。而大學附設的獸醫院連假日都開放門診，且門診量都能維持每小時十個左右的數

量；臺灣在平常日都不太容易看到這種情況了，何況是在假日呢！同時也可以發現前來看診

的動物更是五花八門，除了各種不同的犬貓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非犬貓動物來看診。當天

就有飼主抱了一隻孟加拉虎的幼虎來看診，這在臺灣是匪夷,所思的，在這裡却是司空見慣很

平常，真是一次非常難得的體驗。 

  

 

建議： 

在這個會議中可以看到亞洲各國隨著經濟的成長，他們在野生動物的保育與相關醫學

的研究也投入了很大心力。除了出席各種的國際研討會等會議以增長知識與國際知名度外，

亦經由與歐美日澳等先進國家的合作而強化各國在此領域的能力；相對來說臺灣在這部份就

需要再加強才是，如果能夠透過跨國合作，不只可以將我們數十年來累積的研究經驗跟各國

分享，獲得更多更廣的野生動物研究資源與成果，也可以避免臺灣在野生動物醫療與研究的

被邊緣化。此外臺灣在國際會議的出席情形也比較少，例如在會場我們可以看到泰國、馬來

西亞、中國及香港等地，都有三個以上的單位出席與會，且各國出席人員在各個國際學術會

議都常有交流，臺灣在這方面也是應該鼓勵加強的。 

野生動物醫療技術的精進，除了可以在野生動物保育上應用之外；對於將來可能從事

醫療行為的獸醫系學生來說，也是很重要的醫療技能。經由參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可以更

加強化獸醫人員在此方面的應用與技能學習，對提升我國獸醫醫療水平來說，是非常有幫助

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益的方法。此外，在會議中我們亦發現國際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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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人員中具有獸醫背景的學者佔有愈來愈多的比重，顯而易見的野生物醫療與保育這

個領域是獸醫系學生未來非常有潛力的工作領域。為了能讓我們可以跟的上國際日漸抬頭的

野生動物醫療與保育的進展，加強本校獸醫系學生在野生動物醫療的技能變成了是必要且相

形重要的工作。 

以獸醫的角度縱觀本次研討會在曼谷與清邁所見，著實令人感傷。因為我們看到泰國

當局對在地獸醫教育培訓的努力，例如醫療空間與硬體設備的大幅提升與進步、鼓勵與奬勱

學生至各先進國家研究進修並回國教授指導以加強泰國的獸醫水平、舉辦各種國際獸醫研討

會以增廣獸醫人員視野、廣邀全球各地知名獸醫學者到泰國演講與授課以增加泰國獸醫人員

實力等等，都是我們有待努力的。反觀本校獸醫教學醫院，雖然有許多名聞全國以及經驗豐

富，全國知名的臨床醫師提供動物醫療服務，但老舊的醫院空間及設備，使得本校獸醫教學

醫院的進步變得非常的緩慢。每年都有慕名而來的學生與學者，如國內的屏東科技大學或嘉

義大學的獸醫系學生，以及國外如泰國、日本、韓國等國的獸醫系學生與學者選擇到本校學

習臨床技巧，但在硬體設備上，不要說本校的獸醫教學醫院已經是國內四所獸醫教學醫院中

最小最陳舊的了，連來實習的泰國獸醫教學醫院設備亦比牫們的進步。果真如此繼續下去，

本校在國內獸醫界的優勢將會快速的失去，這可不是在教學醫院努力的醫師們所樂見的。臺

灣的獸醫實力在三五年前是可敬的，但隨著東南亞各國及中國大陸的進步，這些可畏的對手

使得我們的競爭力正快速下降中，或許我們可以藉由獸醫臨床設備的充實，同時並鼓勵獸醫

人員的出國研修與出席國際研討會來加強醫師與獸醫系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技能，如此才不會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喪失我們原本具有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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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ㄧ: 本次 ASZWM、APAHSE 及 APVC 共同會場在泰國曼谷 BITEC，屏東科技大學及中興大

學（中間二位）參加會議人員合影。 

 
 

圖二：ASZWM 會場(左)；Doug Mader 的專題演講，會場擠滿了人(右)。 

 
 

圖三：泰國小動物獸醫臨床努力地師法世界各先進國家，在儀器設備及醫療操作技術的進步

上皆非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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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次與會的收獲之一，發現在 1.5 公斤以下鼠兔進行氣體麻醉插管時可使用的 1mm 和

1.5mm 氣管內管，之後我們進行醫療處置就更方便了。國內找了好多年，就是找不到。 

 
 

圖五：清邁大學小動物教學醫院以及當日來看診的孟加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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