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其他） 

 

 

參加 2016 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犬狂犬病國際標準後續研討會」 

出國報告 
 

FOLLOW UP WORKSHOP O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DOG RABIES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姓名職稱：蔡政達科長 

派赴國家：泰國 

出國期間：105 年 5 月 16 至 20 日 

報告日期：105 年 8 月 19 日 



1 

 

摘要 

    本次會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亞太區代表 （OIE RR AP）結合東南亞次區域代

表（OIE SRR SEA）共同舉辦之狂犬病研討會，就亞太與東南亞地區狂犬病狀況、獸

醫服務體系在撲滅狂犬病扮演之角色、狂犬病疫苗、診斷、監測、動物福利及維持狂

犬病非疫區等議題進行交流，目的是提供對狂犬病疫情趨勢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有關

狂犬病國際標準的知識和方法有充份理解。今年的研討會將集中在各國家動物狂犬病

疫情狀況的更新與有關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國際標準方面的進展，包括：（一）狂

犬病的國際標準；（二）狂犬病的診斷；（三）狂犬病的監測；（四）狂犬病疫苗與疫

苗接種;（五）流浪狗的族群管理。此外，研討會亦將促進尋求與國際標準一致性和

實施狂犬病相關的措施，提供從源頭上解決此一致命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國家經驗、

挑戰和成果交流的平台。該研討會也將與去年 2015 年 12 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全球

狂犬病會議相呼應，特別是由各國動物衛生部門的支持下，於本次會議期間推出消滅

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全球性框架及討論區域行動可能的執行要點。本次研討會旨在：1.

提供關於在亞太地區的動物狂犬病最新情況；2.遵守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國際標準

與狀態更新；3.討論與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國際標準相符合的成功案例，以及當前面

臨的障礙與優先需求；4.提供彌補有關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國際標準確定缺口的建

議；5.討論消滅狂犬病的全球框架和來自全球狂犬病會議確定的其他成果，以促進與

支持這些區域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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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本次會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亞太區代表 （OIE RR AP）結合東南亞次區域代

表（OIE SRR SEA）共同舉辦之狂犬病研討會，就亞太與東南亞地區狂犬病狀況、獸

醫服務體系在撲滅狂犬病扮演之角色、狂犬病疫苗、診斷、監測、動物福利及維持狂

犬病非疫區等議題進行交流，目的是提供對狂犬病疫情趨勢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有關

狂犬病國際標準的知識和方法有充份理解。今年的研討會將集中在各國家動物狂犬病

疫情狀況的更新與有關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國際標準方面的進展，包括：（一）狂

犬病的國際標準；（二）狂犬病的診斷；（三）狂犬病的監測；（四）狂犬病疫苗與疫

苗接種;（五）流浪狗的族群管理。此外，研討會亦將促進尋求與國際標準一致性和

實施狂犬病相關的措施，提供從源頭上解決此一致命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國家經驗、

挑戰和成果交流的平台。該研討會也將與去年 2015 年 12 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全球

狂犬病會議相呼應，特別是由各國動物衛生部門的支持下，於本次會議期間推出消滅

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全球性框架及討論區域行動可能的執行要點。本次研討會旨在：1.

提供關於在亞太地區的動物狂犬病最新情況；2.遵守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國際標準

與狀態更新；3.討論與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國際標準相符合的成功案例，以及當前面

臨的障礙與優先需求；4.提供彌補有關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國際標準確定缺口的建

議；5.討論消滅狂犬病的全球框架和來自全球狂犬病會議確定的其他成果，以促進與

支持這些區域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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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及會議議程 

（一） 出國行程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105.5.16 臺北出發 去程 

105.5.17 泰國曼谷 開幕式及參加研討會 

105.5.18 泰國曼谷 參加研討會 

105.5.19 泰國曼谷 參加研討會 

105.5.20 返回臺北 返程 

 

二、研討會議程表 

105 年 5 月 17 日（第 1 天） 

開幕式 

08:30 - 09:00 註冊 

09:00 - 10:00 開幕致詞 

首先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亞太區代表 Hirofumi Kugita 博士及泰國獸醫服務局局

長 Prapas Pinyocheep 博士為開幕式致歡迎詞。隨後，參與者自我介紹及團體合影。 

10:00 - 10:30 茶歇 

 

單元一：簡介 

10:30 - 10:40 本次研討會之介紹--Ronello Abila 博士 

10:40 - 11:00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與 OIE 之國際標準-- Gardner Murray 博士 

11:00 - 11:20 2014 年南亞和東亞研討會之結論-- Yooni Oh 博士 

11:20 - 11:40 2014 年在東南亞舉辦之狂犬病研討會之結論--Mary Joy N.  

           Gordoncillo 博士 

11:40 - 12:00 綜合討論 

12:00 - 13:30 午餐 

 

單元二：亞太地區的狂犬病疫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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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4:00 展示各國海報 

14:00 - 15:00 亞太地區的狂犬病疫情現況與進展-- Yooni Oh 及 Mary Joy N.  

          Gordoncillo 二位博士 

15:00 - 15:30 茶敘 

 

單元三：國家獸醫服務在消滅狂犬病的作用 

15:30 - 16:00 有關獸醫服務體系之國際標準的概述與更新-- Ronello Abila 博士  

16:00 - 17:00 狂犬病獸醫服務體系之小組討論與結論-- Mary Joy N. Gordoncillo 博 

           士 

19:00 -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主辦的晚宴 

 

105 年 5 月 18 日（第 2 天） 

單元四：狂犬病疫苗與疫苗接種 

08:30 - 09:00 關於狂犬病疫苗和疫苗銀行的最低標準--Dr Yooni Oh 博士 

09:00 - 10:00 狂犬病疫苗之小組討論與結論-- Mary Joy N. Gordoncillo 博士 

10:00 - 10:30 茶敘 

 

單元五：狂犬病診斷的國際標準 

10:30 - 11:00 OIE Manuals 未詳述之狂犬病診斷標準--Changchun Tu 博士（涂長春 

           博士） 

11:00 - 12:00 狂犬病診斷之小組討論與結論-- Yooni Oh 博士 

12:00 - 01:30 午餐 

 

單元六：狂犬病監測 

13:30 - 14:00 狂犬病監測的國際標準--Ronello Abila 博士 

14:00 - 15:00 狂犬病監測小組討論與結論--Mary Joy N. Gordoncillo 博士 

15:00 - 15:30 茶敘 

  

單元七：消滅狂犬病政策下的動物福利 

15:30 - 16:00 在消滅狂犬病相關的指導原則與標準下的動物福利--Gardner Murray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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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7:00 動物福利小組討論與結論-- Yooni Oh 博士 

 

單元八：實現與維持消滅狂犬病的工作 

08:30 - 09:00 應對感染狂犬病的國際標準--Hirofumi Kugita 博士 

09:00 - 10:00 動物福利小組討論與結論--Yooni Oh 博士 

10:00 - 10:30 茶敘 

 

單元九：夥伴論壇 

10:30 - 10:40 全球狂犬病控制聯盟（GARC） 

10:40 - 10:50 糧農組織（FAO）亞太區域辦事處 

10:50 - 11:00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 

11:00 - 11:10 澳大利亞對外事務與貿易部（DFAT） 

11:10 - 11:20 日本信託基金（JTF） 

11:20 - 11:30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秘書處 

11:30 - 12:00 綜合討論 

12:00 - 01:30 午餐 

 

單元十：消除犬媒介狂犬病之全球框架 

13:30 - 14:00 總結與成果-- Mary Joy N. Gordoncillo 博士 

14:00 - 15:00 小組討論 Yooni Oh 博士 

15:00 - 15:30 茶敘 

 

單元十一：研討會結論與建議 

15:30 - 16:00 總結和結論 

16:00 - 16:3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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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會議內容 

單元一：簡介 

（一）本次研討會之介紹 

本議題由Dr Ronello Abila介紹本次會議目的（一）提供亞太地區動物狂犬病的最新疫

情概況；（二）更新消滅犬媒介狂犬病之國際標準；（三）討論與消滅犬媒介狂犬病

有關的國際標準，以獲得好的實際案例，以及清楚瞭解當前的障礙與優先需求；（四）

探尋目前在消滅犬媒介之狂犬病方面最需補足的缺口，並提供建議，以建立完善的國

際標準；（五）討論消滅狂犬病與其他狂犬病國際會議結論的全球性框架，以促進及

支持各區域的行動。會議分1.開幕儀式，2.簡介，3.狂犬病在亞太地區的疫情趨勢，4. 

獸醫服務體系在消滅狂犬病的角色，5.狂犬病疫苗與疫苗接種，6.狂犬病診斷，7. 狂

犬病監控，8.動物福利及消滅狂犬病，9.實現及維持狂犬病清淨狀態，10.夥伴論壇，

11.建立消除犬媒介狂犬病的全球性框架，12.結論與未來規劃等12個單元進行。 

 

（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與 OIE 之國際標準 

本議題由Dr Gardner Murray介紹OIE於1924年創立為各國政府間的一個聯合組織（其組

織架構如下圖示），目的在防止全球性的動物疾病傳播，其成立之宗旨在促進全球性

動物健康與福利，主要的四大主軸在：（一）制定包括對動物及動物產品之國際貿易

與WTO規定的國際標準；（二）促進世界動物疾病疫情（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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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度；（三）蒐集和獸醫科學相關之信息與傳播，並建立動物疫病預防與控制方

法之專門知識；（四）促進各國間之聯結，以強化全球動物疫病的防控能力。OIE成

員國目前有180個國家，每個國家均設置一位常任代表（Delegate）及8位OIE國家聯絡

點（Focal Points）負責包括動物疫情通報、動物生產和食品安全、動物福利、水生動

物、通訊、實驗室、獸醫產品及野生動物等相關議題之聯繫討論。OIE每年舉行一次

會員代表年會（General Sessions），該會員代表大會（World Assembly of Delegates）為

OIE治理結構之最高權力機構。而其下分別設有若干機構，其中評議會（Council）由

OIE會員代表推選產生，任期3年，其代表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主要功能為（一）審查

世界代表大會主席所編寫與提交給各會員國之前之技術與行政文件；（二）批准世界

動物衛生組織的臨時預算並監督其執行情況；（三）為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各年會之總

代表。並分別於美洲、非洲、歐洲、中東及亞洲、遠東和大洋洲等5大區域設置區域

委員會（Regional Commissions），各分別由4位OIE代表組成，任期3年，每2年召開1

次區域性會議，相關決議或建議將提送會員代表大會批准後實施，每年世界年會期

間，亦召開一次會議。專家委員會（Specialist Commissions）由OIE代表推選產生，任

期3年，主要功能在（一）流行病學及科學議題的研究，譬如動物疫病的預防及控制

方法；（二）開發、更新及代表提出代表大會採用之國際準則；（三）研究會員所提

出的科學與技術問題（不包括貿易問題）。目前OIE設有陸生動物衛生標準委員會（Code 

Commission）、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ssion）、水生動物衛生標準委員會（Aquatic 

Commission）及生物標準委員會（Laboratories Commission）等專家委員會，另由參考

中心（Reference Centres）之國際知名專家籌組特設組（Ad hoc Groups）及工作組（Working 

Groups），其分別角色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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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E參考實驗室為動物疾病專家中心，其主要負責（一）制定與執行及驗證診斷測試；

（二）存儲及分發參考試劑；（三）協助其他成員實驗室進行實驗室水平測試；（四）

協調技術與科學之研究；（五）協助會員籌設檢驗實驗室並實施會員技術與科學之培

訓。目前OIE參考實驗室有252個分布於39國家，負責118種動物疫病鑑定工作。OIE亦

在26個國家籌設49個合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res）負責46項議題。OIE總部組織架

構如下圖，其新任OIE主席於2015年5月由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各代表推舉Dr Monique 
ELOIT擔任，為首位女性主席，任期6年（2016-2020），其任務在執行第6期（2016-2020）

之6年策略計畫。 

 

 

 

OIE 另設有 6 個區域（RR）及 7 個次區域（SRR）代表處（分佈如下圖），根據 OIE

主席的直接領導與各區域委員會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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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及動物產品之國際貿易標準方面，係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協定實施

人類與動植物衛生措施之應用（SPS 協定），其間之關係如下圖。 

 

 

 

OIE的國際標準，係由OIE制定與發布，包括動物及動物產品之衛生標準（OIE衛生法

典-OIE Codes）及診斷測試與疫苗規範（OIE生物標準手冊- OIE Manuals），其中與狂

犬病有關之標準，在 Codes 的章節部分有（1.1及1.4）、（3.1至3.4）、（5.11）、（7.7）、

（8.13.2-9）等章節，而在 Manuals 的章節部分則有（2.1.13）一節，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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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等國際標準之制定，係經包括議題產生（Topic）、初評（Review）、擬訂草案（Draft）、

2 次複審（Comments）及提交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核定等步驟後，才完成最後制定工作

（如下圖示）。 

 

 

 

除上述標準外，OIE 尚有其他定期或隨時公布的訊息，如 Bulletin、Scientific & Technical 

Review、World Animal Health 及 OIE 相關網頁 www.oie.int 及 www.rr-asia.oie.int 等，

如下圖示。 

 

http://www.rr-asia.oi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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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 年南亞和東亞研討會結論 

本議題由Dr Yooni Oh介紹OIE於2014年8月結合日本信託基金（JTF）之亞洲人畜共通

傳染病控制計畫在日本東京-橫濱共同辦理「狂犬病區域培訓」研討會，參與者有我

國、韓國、蒙古、孟加拉、不丹、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等9個國家的

國家實驗室專家代表參加，該研討會之目的在於（一）清楚瞭解OIE在狂犬病的標準

規範；（二）建立狂犬病診斷試驗所需技術；（三）瞭解參與本次會議之國家在狂犬

病方面的控制方案；（四）加強實驗室網絡與彼此間信息交流機會；（五）狂犬病診

斷實務培訓，包括FAT、FAVN及RT-PCR檢測方法等之實務操作；（六）在狂犬病診

斷、疫苗及狂犬病控制現狀與未來發展方面的信息共享，包括立法、犬隻疫苗免疫情

形與成本、國家執行狂犬病預防注射之量能、流浪犬數量控制方法，以及狂犬病之監

測與診斷。 

本次研討會的結論為（一）獲得更多有關狂犬病的知識、診斷及疫苗免疫等，有助於

OIE建立更完整的狂犬病標準；（二）獲得參與國在狂犬病控制、診斷與疫情現況方

面的訊息及關鍵問題；（三）確實根據OIE陸生手冊的標準方法實際操作狂犬病診斷，

以取得實務經驗與做法；（四）一致認為會議的報告是根據各國意見、結論、調查及

訓練所提供數據所建置之基準檔案；（五）一致認為此基準檔案將呈現參與國間的差

距及議題的形成，在各參與國在狂犬病監測及控制方案的評估方面提供基準信息，是

一個可提升各國防疫水平的工具；（六）藉由此研討會讓各參與國在家畜及野生動物

的狂犬病監督與報告方面之作法，能不斷提升；（七）一致認為各國應採用OIE陸生

手冊中描述的實驗室檢測方法來進行狂犬病的確診工作；（八）強調應鼓勵多辦理實

驗室訓練，以強化參與國實驗室的診斷能力；（九）建議印度班加羅爾的南部地區疫

病診斷實驗室（SRDDL）持續申請成為OIE的狂犬病參考實驗室的目標；（十）重申

應建立一個實驗室網絡，以提升彼此檢驗能力及分享狂犬病相關技術信息與資源的重

要性；（十一）在“One Health”的理念下，強調各國應不斷提升改善狂犬病控制計

畫的執行方式，並由OIE促請公共衛生部門共同參與區域性的狂犬病審查會議；（十

二）對於日本農林水產省（MAFF）及動物檢疫所（AQS）提供此次區域性培訓機會，

表示感謝。 

 

（四）2014 年在東南亞舉辦之狂犬病研討會結論 

本議題由Dr Mary Joy N. Gordoncillo介紹OIE東南亞次區域代表（OIE SRR SEA）是一個

擁有10個成員國（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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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泰國及越南）的區域組織，於2014年6月在泰國清邁舉辦東南亞區狂犬病研討會，

研討會主要目的在了解會員國的狂犬病狀態（包括，措施的實施的嚴謹度、疫情的控

制進展、執行量能與資源的異），以及是否符合國際標準的一致性（包括，是否一致

推動區域目標的實現、是否為宣稱清除狂犬病做準備，以及確保計畫施行的品質）。

經調查10個會員國中，將狂犬病列為應通報疾病的國家有9個，過去2年有進行監測的

有5個，據早期偵測機制的有5個，無發生本土狂犬病病案的有3個，無境外移入狂犬

病案例的有3個，當疫病發生時有調查程序的有6個，有施行疫病調查的有7個，在流

浪管理方面有官方計畫支持的有6個、有國內疫情通報程序的有4個，有施行預防與控

制的有7個，有施行疫苗注射的有7個，以及有施行犬隻寵物登記的國家有3個。 

 

 

單元二：亞太地區的狂犬病疫情現況 

本議題分別由 Dr Mary Joy Gordoncillo 及 Dr Yooni Oh 二位專家介紹狂犬病仍在亞洲

特定地區持續發生，而發生之案例仍然是家畜多於野生動物，倘與2014年相比2015年

有較少病例的報告，但該地區的傳播風險仍然持續存在，相關調查分析如下圖表所

示。因此有必要繼續關注，包括疫情趨勢、狂犬病風險評估與管理、流行病學變化之

監測、確定相關防疫措施的影響，以及監控全球2030年消除犬媒介狂犬病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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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國家獸醫服務在消滅狂犬病的作用 

（一）有關獸醫服務體系之國際標準的概述與更新 

本議題由 Dr Ronello Abila 介紹OIE Codes 章節（3.1-3.2）、（3.3）及（3.4）分別介紹

獸醫服務體系（PVS；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的標準、通訊及立法。各國

無論其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為何，獸醫服務應符合這些基本原則，遵守這些

基本原則的成員國其獸醫服務才能獲得其他成員國的信任與認證。獸醫服務品質的基

本原則（Code 3.1.2），包括：（一）專業判斷：獸醫服務人員應具備相關資質、科學

知識與經驗，以致有能力做出正確的專業判斷；（二）獨立：應確保獸醫服務人員不

受任何商業、金融、階級、政治或其他壓力而影響其判斷或決定；（三）公正：獸醫

服務應該是公正的，特別是所有受影響的活動的各方都期待他們的服務合理和非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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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下交付的權利；（四）完整性：獸醫服務應保證他們的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工作

均須一貫且高度誠信，任何欺詐、腐敗或篡改等情事都應有稽核及糾正機制；（五）

客觀性：獸醫服務應始終採取客觀，透明和非歧視的方式進行；（六）獸醫立法：提

供所有關鍵活動的法律框架，是支持良好獸醫服務的前提；（七）建構組織：可以透

過適當的立法手段、充足的財政資源及有效組織，以確立其職權認證；（八）品質政

策：獸醫服務應該獲得明確定義與政策目標，並應確保該政策在各組織層級的實施與

維繫；（九）程序與標準：獸醫服務應制定適當的程序與標準；（十）訊息傳達、投訴

和申訴：在獸醫主關單位應回應其他成員國或其他獸醫主管部門的合法請求；（十一）

文件檔案：獸醫服務應有適用而可靠與及時更新的文件檔案系統；（十二）自我評價：

獸醫服務應定期的自我評價是否符合成效及達成目標；（十三）聯繫與傳播：獸醫服

務應具有效可涵蓋所有活動的行政與技術之內、外部傳達系統；（十四）人力與財力

資源：主管當局應確保有足夠資源及有效地執行上述活動。 

 

（二）狂犬病獸醫服務體系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Dr Mary Joy N. Gordoncillo介紹參與本次會議會員國中，大部分國家有一個單

一的機構負責動物狂犬病防疫管理工作，而有幾個國家有多個機構參與，需要進一步

協調，但仍有少數國家沒有監測和診斷機制。在獸醫服務的程序和標準方面，有10

國家有狂犬病風險分析，11個國家有消毒作為，14個國家具有診斷能力，12個國家

有緊急應變機制，14個國家對狂犬病犬隻施行人道處理，15個國家有狂犬病防控計

畫，15個國家有獸醫師負責狂犬病認證工作，16個國家有狂犬病的監測措施，16個國

家有施行邊境管制，以及10個國家有防控分區機制，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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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年度預算方面，調查17個國家的挹注狀況有8個國家在民眾教育宣導、疫苗注

射及跨部會合作均有預算支持，其餘國家則各有不同，如下圖示。 

 

 
 

另在法規、國家型計畫、委員會運作及訊息的傳遞與聯繫方面，各與會國家目前的現

況如下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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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狂犬病疫苗與疫苗接種 

（一）關於狂犬病疫苗和疫苗銀行的最低標準 

本議題由Dr Yooni Oh介紹OIE在狂犬病疫苗標準，在於改善動物健康與福利及強化獸

醫公共衛生，衛生法典（Codes）即規範動物及其產品貿易之衛生標準、動物疫病監

測與防控、食品安全及動物福利等，而使用手冊（Manual）則規範診斷檢測及生物疫

苗標準，當依照Codes的規定對於國際間動物移動或其他指定用途需要進一些檢驗

時，則該Manual應針對實驗方法提供建議。陸生動物檢驗使用手冊（Terrestrial Manual）

在架構上包括10個介紹章節、113個疾病檢驗專章、一般性準則及OIE參考專家與疾病

診斷指引等4部分。而在狂犬病疫苗的標準方面，RABV為造成大多數的人狂犬病之病

原，但其他麗莎病毒（Lyssa viruses）同樣可引起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的腦炎，很難區

別，目前獲得許可及取得使用執照的狂犬病疫苗，分為腸外方式給予（常用於一般家

畜）及口服方式給予（常被用於野生動物）2種，其製造方面有以胚胎蛋或細胞培養

方式生產，當採以神經組織培養生產疫苗時，必須被驗證其不會在動物體內持續存

在。而在進行遺傳譜系分析方面，血清中和反應只呈現在相同遺傳譜系的病毒間，而

不同的遺傳譜系之病毒間，則不會呈現交叉反應。目前在遺傳譜系的分析上，麗莎病

毒（Lyssa viruses）可分成 Phylogroup  I、 II 及 III 等 3個基因群。而目前被運用在

狂犬病疫苗的開發上所須進行之攻毒或作為種源之病毒株，大致可分4大類，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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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狂犬病疫苗的開發過程分3個階段，首先須確立病源特性等基礎認識及背景，之

後才能確立研發的方向及方法，最後研發成功後才有後續的授權、使用許可及註冊。

而可用於注射方式的疫苗，一般用於家畜，但也可用於野生動物，其種類有重組、基

改及不活化疫苗等3種，在使用上係根據製造商的處方推薦，其總體成效可由疫苗接

種覆蓋率來推估。以口服方式給予的疫苗，一般用於野生動物，但是否可用於家畜仍

有待評估，而其研發之成敗餌料是一個關鍵，另須考量的還有對目標及非目標物種療

效與安全性，其種類大致有馴化之減毒疫苗或重組疫苗，至於評估最終成效為何?由

於範圍太廣，其實並不容易。在疫苗銀行方面，OIE有建置犬隻狂犬病疫苗銀行，其

功能在協助保證：（一）符合國際標準之高品質疫苗；（二）提供各國或捐助資金（如

多方捐助之信託基金）直接購買；（三）透過一定經濟規模的採購儲備，可降低每單

位疫苗的成本；（四）簡化產品註冊及進口程序相關之延遲及降低其衍生之成本；（五）

支援各國際團體之疫苗接種活動；（六）激勵各國推動犬隻注射狂犬病疫苗。同時，

過去疫苗銀行也配合過歐盟高致病性新興傳染病防治計畫（EU-HPED），目前該計畫

已於2014年12月結束。而此疫苗銀行之機制亦將持續存在，透過個國家或其他捐助者

提供基金之方式繼續運行。根據最新通報狂犬病疫苗銀行的進展，全球使用的劑量已

超過4百萬劑，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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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犬病疫苗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Dr Mary Joy N. Gordoncillo介紹調查包括孟加拉（BD或BA）、不丹（BT或BH）、

中國大陸（CN或CH）、香港（HK）、印尼（ID或IN）、日本（JP）、南韓（KR）、柬埔

寨（KH或CA）、寮國（LA）、斯里蘭卡（LK或SK）、緬甸（MM或MA）、尼泊爾（NE）、

馬來西亞（MA）、菲律賓（PH）、巴布亞紐幾內亞（PG或PNG）、台灣（CT或TW）、

泰國（TH）及越南（VN）等18個國家中，有17國家有進口狂犬病疫苗，2016年共進口

24,308,502劑，僅日本沒進口狂犬病疫苗，其所需疫苗全數自行生產。而有自行生產

疫苗的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孟加拉、印尼、南韓及尼泊爾等6個國家，2016年總生

產量為31,536,000劑，其中中國就佔了26,000,000劑（包括活毒疫苗23,000,000劑及不活

化疫苗3,000,000劑）。而在生產疫苗的品質保證方面，該6個國家之陳述如下表： 

 

 

 

而在疫苗的使用方面，上述國家中14個有使用死毒疫苗，使用活毒疫苗有3個（包括

中國、孟加拉及韓國，其中韓國活毒疫苗是用在野生動物的免疫方面），另孟加拉也

使用載體疫苗，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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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國在疫苗銀行之建置、免疫計畫與策略、對於犬隻免疫之規範、免疫後之監測

機制、犬隻免疫後的標示及疫苗免疫覆蓋情形管控機制等情形如下表顯示： 

 

  1.疫苗銀行之建置 

 

  2.免疫計畫與策略 

 

  3.對於犬隻免疫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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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免疫後之監測機制 

 
 

  5.犬隻免疫後的標示 

 

 

  6.疫苗免疫覆蓋情形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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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狂犬病診斷的國際標準 

（一）OIE Manuals 未詳述之狂犬病診斷標準 

本議題由 Dr Changchun Tu （涂長春博士）介紹，涂長春博士為OIE大陸地區狂犬病

參考實驗室主任，介紹重點：強調對於野外操作大型動物之腦組織採樣，或對於進行

大量之例行監測，建議可採行其推薦之方式來進行，其優點為方便操作、可省時快速

及大量，以及大大可降低使用電鋸鋸開腦殼可能造成狂犬病病毒腦組織碎屑四溢污染

之風險。目前該做法已獲WHO及OIE的推薦用於上述用途，其作法係使用一根口徑5cm

的吸管由枕骨大孔插向眼球的方向，如此可同時收集從延腦、小腦、海馬、皮質部之

腦組織樣品，其採樣描述如下圖示： 

 

        1. 枕孔採樣路線 

 

 

        2. 枕骨大孔位置 

 

       3.吸管插入枕骨大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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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捏子將腦組織及入收集試管中（上）或直接將含有腦組織之吸管 

         部位剪入收集管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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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犬病診斷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 Dr Dr Yooni Oh介紹各國在從事狂犬病診斷方面，調查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及東亞及太平洋地區（EA & Pacific）之

實驗室數量及使用方法，分述如下： 

 

   1. 狂犬病診斷實驗的室數量 

 

 

    2. 診斷狂犬病所使用方法之調查 

 

 

在診斷能力方面，18個國家中有10國家有參與澳洲AAHL或法國ANSES實驗室所辦理

實驗室能力水平測試，有10國家有強化狂犬病診斷能力之計畫，以及有9個國家請求

OIE地區性（如AAHL、ANSES、APHA、CVRI及QIA等）實驗室的協助。而在動物進

出口之血清檢測方面，有8個國家列為檢疫條件，亞洲地區獲得國際認可進行狂犬病

血清學檢測之實驗室，表列如下： 



26 

 

 

 

單元六：狂犬病監測 

（一）狂犬病監測的國際標準 

本議題由 Dr Ronello Abila介紹OIE之成立宗旨在於促進全球動物健康，而其主要目標

則是為確保全球動物疾病（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疫情的透明度。 OIE與WHO兩個

世界性組織皆有一個全球性的法律框架，以分別收集各國動物與人類疾病疫情及發布

全球健康信息。對於獲得同意而決定加入OIE之成員國，其必須同意依照陸地與水生

動物衛生法典（OIE’s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Codes）章節1.1之規定，承諾履行其向OIE

通報疾病疫情與流行病學信息之義務。而在疫情通報的機制方面，OIE設立了一個

WAHIS（The World Animal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通報系統，以提供作為各會員國

通報及獲得疫情資訊的平台，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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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之重要目標有：（一）監測的目標：在呈現疾病的存在與否或感染的狀況，以

及早期偵測出外來或新浮現之疾病；（二）提供可靠的信息：須符合 Code 章節 3.1 的

獸醫服務規定、有其他科學研究資料所支持的監測數據，以及監督監測的透明度。當

希望利用監測以證明自己國家為清淨區時，必須有可靠的監測來加以證明，包括：（一）

確定疾病的分佈與發生的情形；（二）例行進行清除或控制計畫，以及強化措施的成

效評估；（三）對動物及其產品的輸出入進行監測；（四）設計與收集一些變動的數據

（如疾病的盛行率、發病率及死亡率，野生動物所扮演的角色等），而 OIE 在狂犬病

方面的要求，按照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章節 8.11 之規定：（一）必須向 OIE 通報的疾病

發生情形；（二）狂犬病可感染所有哺乳動物；（三）任何物種動物感染狂犬病都算是

一個發生案例。而自我聲明為清淨區之要件，依據 Code 8.13.3 之規範有下列幾點：

（一）疾病是被列為法定通報疾病，而其流行病學狀況或相關事件的任何變化都必須

依照 Code 1.1 之規範通報；（二）必須有按照 Code 1.4 規範可早期偵測狂犬病可疑動

物之監測系統，且已進行 2 年以上；（三）落實與 Code 建議（包括對進口動物）一致

的狂犬病預防措施；（四）證實過去 2 年無本土案例發生；（五）須證實過去 6 個月除

檢疫站外沒有食肉目或翼手目動物之案例發生；（六）境外移入之人的狂犬病案例，

並不影響其狂犬病清淨狀態。 

 

（二）狂犬病監測之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 Dr Mary Joy N. Gordoncillo 介紹有關18個與會國家的狂犬病國家監測系

統，表列說明如下： 

 

1.通報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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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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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監測系統開始運作之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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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權責單位 

 
 

在過去2年的監測成就方面，有提出說明的國家分別有：孟加拉：收集和彙整由狗咬

傷與疑似狂犬病症狀的流行病學案例，2013年8,406例及2014年7,985例；中國大陸：透

過疫苗接種監管手段，一些城市在促進狂犬病預防措施上已有很大提升；香港：2014

年有844例咬人動物進行狂犬病隔離觀察，其中3例對死亡動物狂犬病檢測，2015年有

619例進行狂犬病隔離觀察，其中8例對死亡動物狂犬病檢測；印尼：對若干個島嶼進

行監測，以驗證其無狂犬病（如 Weh 及 Pisang 等），並建立 iSIKHNAS 監測系統；

馬來西亞：在2015年爆發期間已建立對疑似狂犬病病例的早期發及疫情的控制能力；

緬甸：收集來自一些地區和國家疑似犬狂犬病例的數據並使用 OIE SRR SEA 支援的

狂犬病疫苗進行高風險區域的試點接種活動；菲律賓：制定更詳細的動物狂犬病個案

調查表，以及2015-2016暫停收取實驗室檢測狂犬病之檢驗費，以鼓勵更多樣品送檢；

韓國：在高風險地區建立（狗與牛之間）的免疫屏障，以及每年對野生動物監測其免

疫狀態；巴布亞新幾內亞：對動物健康官員進行培訓，以強化其腦組織取樣及現場快

速抗原ELISA檢測的能力，並與其他參考實驗室進行能力測試，以提昇實驗室診斷狂

犬病的能力；泰國：根據東盟規劃2020年前消除狂犬病，泰國已於2020年前成立了狂

犬病清除策略，而泰國DLD亦有政策推動主、被動監測之計畫，以及發展網路數據庫

系統；台灣：過去兩年（103及104年）共有2,434樣品（包括狗、貓、蝙蝠及野生動物）

進行狂犬病的檢測，其中235隻鼬獾及6隻白鼻心確診感染狂犬病。 

 

單元七：消滅狂犬病政策下的動物福利 

（一）在消滅狂犬病相關的指導原則與標準下的動物福利 

本議題由 Dr Gardner Murray 介紹世界上每十分鐘就有一個人死於狂犬病，而每年死

於狂犬病的近 70 萬人，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的兒童，且人的病例有 95%以上是

由狂犬病犬隻咬傷所致。因此如消除感染狂犬病的犬隻為清除狂犬病的關鍵，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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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動物福利益為當前的重要課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所規範的動物福利，Code 7.1

即在介紹動物福利的原理及 OIE 標準的科學依據；Code 7.7 則介紹流浪犬的控制，強

調流浪犬及野犬嚴重影響人類及動物的健康與動物福利問題，且與控制狂犬病密不可

分。而犬媒介人類狂犬病的主要風險，在於流浪犬密集或犬隻疫苗免疫不確實的區

域，而影響犬隻生態的因素與人類的習性有密切關係，譬如當人類對飼養犬隻的責任

與正確觀念提高時，則可明顯減少流浪狗與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發生。在 OIE 控制流浪

狗的人性化標準，強調雖然人的健康是首要的大事，但也強調應避免動物痛苦的重要

性，因此其重點即著重在提高飼主的責任，以有效控制狗口數及疫苗免疫覆蓋率，進

而維持無狂犬病之犬隻族群。而與提高飼主的責任有關之關係者，如下列圖示： 

 

 

 

在減少流浪狗的相關規劃應注意事項，有（一）確認流浪狗的來源（如，有飼主的漫

遊犬、被遺棄之犬隻或無主犬等）；（二）估算現有的數量、分佈及生態；（三）建

立監管框架（如，註冊及標示、注射狂犬病疫苗、犬隻移動管理、環境控制、收容所

之規定，以及業者與主管部門之動物福利義務等）；（四）執政當局的相關資源（包

括人力資源、財務、技術工具、基礎設施、合作活動、公私及非政府組織間的夥伴關

係，或者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夥伴關係等）。一般制定之控制措施（應考慮到國情和當

地的情況），大部分包括有：（一）飼主的教育與法律負責任；（二）犬隻之登記與

標識；（三）生育控制；（四）移除與處理；（五）捕捉結紮後供認養或釋放；（六）

環境控制；（七）犬隻進出口管制；（八）犬隻於國內的移動管理；（九）繁殖販賣

業者的管理；（十）犬咬傷人案的管理；（十一）人道處理等。針對人道處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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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E的立場是單純的人道處理不是一個有效的控制措施，如果不得已必須實施，則必

是人道的作法且有其他可長可久的配套措施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而在做法上，有下

列及種方式：（一）通過注射化學藥品：如巴比妥類藥物、 Embutramide + 

Mebezoium+Tetracaine、麻醉劑過量（Thiopentone or Propofenol）及氯化鉀（KCl）；（二）

機械方式：如槍擊、撞擊槍及放血；（三）氣體方式：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惰性

氣體（氮氣或氬氣）、過量麻醉氣體（Halothane or Enflurane）；（四）電擊。 

前項之控制措施之實施應進行成效評估，以利後續進行改善、究責及制定標準。最後，

須再進行犬隻族群數之變化分析，以確認所制定之措施的施行成效。 

 

（二）動物福利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 Dr Yooni Oh 介紹，彙整18個與會國家所提報之資料，就犬隻族群數、犬隻

與人口之比例、流浪犬控制措施之施行、對飼主賦予責任，以及人道處理實施概況，

分別顯示如下： 

 

1. 犬隻族群數概況 

 

 

2. 犬隻與人口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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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浪犬控制措施之施行 

 
 

 

 

4. 對飼主賦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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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道處理實施概況 

 

 

單元八：實現與維持消滅狂犬病的工作 

（一）應對感染狂犬病的國際標準 

本議題由 Dr Hirofumi Kugita 介紹狂犬病是可100%預防的，但對於非洲與亞洲（尤其

農村貧困地區的兒童）造成很多死亡案例，而從消滅犬媒介的人狂犬病是一個全球性

的公益活動且是可行的。有關 OIE Code 對狂犬病的規範 8.13.1所介紹的為狂犬病一

般特性，8.13.2則介紹犬狂犬病的控制，8.13.3介紹如何成為非疫國，而8.13.4至8.13.9

則介紹對於進口的建議。在一般特性方面，特別提出來的是狂犬病的潛伏期可長達6

個月之久，而犬的感染期則是在第一次明顯臨床症狀出現的10天前，此一訊息對於動

物是否感染狂犬病提供很重要的處置依據。在狂犬病的控制方面，獸醫主管部門應執

行，包括疫情發生與改變的訊息公布、對疑似病例早期監測與通報、疾病的預防與控

制，以及流浪犬的管控。在如何成為非疫國方面，一個國家可被考慮非疫國的基本要

件，包括（一）在國內被列為是必須通報的疾病；（二）過去的2年有持續進行監測；

（三）訂有預防措施；（四）過去的2年無本土案例發生；（五）過去6個月沒有進口

食肉目或翼手目陽性動物（檢疫站內之檢疫動物除外）案例發生。如果一個國家符合

上述要求者，是可以宣稱成為非疫區國家，反之，則視為疫區國家。在進口方面的建

議，所有哺乳動物須來自非疫區國家，且經獸醫師認證及在運輸過程中無臨床症狀（從

出生起或至少6個月或野生動物捕捉自遠離疫區國家的地區）；如果狗、貓和貂是來

自疫區國家時，須經獸醫師認證且無臨床症狀並經長時間確認，以及定期接種疫苗，

其中和抗體在3-12個月之間維持在≥0.5IU/ml或經隔離檢疫達6個月；如果反芻動物、

馬科、駱駝科及豬科動物是來自疫區國家時，須經獸醫師認證且無臨床症狀並經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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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確認，以及在運輸前12月以上沒有狂犬病的場所內飼養達6個月，或按照製造商的

建議接種或補強疫苗。如果囓齒動物、兔科動物及野生動物來自疫區國家時，須經獸

醫師認證且無臨床症狀，以及囓齒動物、兔科動物飼養在無狂犬病之生物安全設施達

12月，或野生動物在12月以上沒有狂犬病的場所內飼養達6個月。Focal Points 的疾病

通報方面，須獲得常務代表的提名，其負責收集動物健康信息，並透過WAHIS提交給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Focal Points與OIE動物衛生信息部應保持聯繫，並參與WAHIS培

訓。野生動物Focal Points負責提供在野生動物疾病信息給OIE，其方式有半年報及年

報等方式。而在自我聲明方面，係根據OIE Codes 的指導，並基於合理的證據，由OIE

代表簽署後提交給OIE總部，OIE總部將根據OIE代表的要求，將該項宣稱公布在OIE

公報，而該成員國須為此自我宣稱負責。 

 

（二）狂犬病標準小組討論與結論 

本議題由 Dr Yooni Oh 介紹彙整18個與會國家所提報之資料，就最近一次狂犬病發生

案及過去3年的發生案例、何時開始進行監測及是否通報，以及自我宣稱的疫情狀態，

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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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關自我宣稱非疫區部分，目前只有日本始終維持為非疫國，其餘如香港、南韓

及巴布亞紐幾內亞雖已有2年沒有疫情發生，但仍未自我宣稱為非疫區國家，主要是

因為仍未達足夠的監測證據加以證明或野生動物狂犬病實在難以清除，以及有限資源

及獸醫人力等理由。 

 

單元九：夥伴論壇 

本議題分別由全球狂犬病控制聯盟（GARC）、糧農組織亞太區域辦事處（FAO）、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澳洲外交事務和貿易部（DFAT）、日本信託基金（JTF）及南亞

區域合作聯盟（SAARC）秘書處等單位之代表，簡介該單位在狂犬病的控制上所做

的努力。 

 

單元十：消除犬媒介狂犬病之全球框架 

本議題由 Dr Mary Joy N. Gordoncillo 及 Dr Yooni Oh總結本次研討會目標在於：（一）

傳播在不同條件下成功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正確觀念，並探討如何將其擴大及推展

至其他流行地區；（二）建立從國家、區域、全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私人機構）

的投入致力於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支援機制；（三）提倡“One Health-防疫一體”

觀念，以結合人與動物衛生部門及其他部門間的合作模式；（四）形塑與捐助者和利

益相關者共同合作在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未來願景。同時也期望進而形成一個全球

性策略框架，而此一全球性框架，包含若干重要支柱，包括（一）社會文化方面的支

柱：狂犬病控制涉及面廣，其利益相關者包括一般公眾，而社會文化背景往往影響其

對狂犬病的觀念，進而影響其犬隻飼養管理方式，因此，有必要使其了解因果關係，

以激勵其行為改變，而使計畫變為可行而達到最終目的；（二）技術方面的支柱：即

是需要有健全的動物衛生及公共衛生系統，且必須強化及獲得適當的資源，並清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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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而加以填補，其包括：1.疫苗接種：犬用及人用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應確保安全、

有效且方便取得，並推動實施大規模狗的疫苗接種--最經濟有效的防疫措施，以實現

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之目標；2.後勤支援：收集有關預測所須的數據，以作為疫苗採

購依據，並建立和維持有效的供應和實施大規模犬隻疫苗接種計畫及PEP治療所需的

後勤支援；3.診斷：透過具有精良設備及訓練有素的實驗室診斷，以提供快速而準確

的狂犬病診斷量能；4.監測：支援完善的監測、採樣、報告及資訊共享；（三）組織

方面的支柱：即是防疫一體，結合人及動物衛生部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間的密切合

作，其包括：1. 防疫一體：透過部門間的協調，促進中央與地方建立防疫一體的防

疫網絡；2.良好的管理：建立角色清楚、完善的指揮體系及可衡量成效及時間表的良

好管理；3. 一致化：協調並促進中央與地方之部門間工作計畫及重點活動的一致化；

4.協調：整合人力資源、後勤支援及基礎設施等，使相關方案與倡議適當可行；5.指標

與性能：確立目標與指標，以監測與驗證數據來進行成效評估，以確定區域的需求與

額外的支助；6.監測與評估：支持監控與評估國家計畫的成效，以確保其為及時且具

有成本效益的計畫；（四）政治方面的支柱：即是成功取決於政治支持消滅犬媒介人

狂犬病強度與是否將其列為一個國家、區域和全球的公益作為，其包括：1.政治支持：

當國家不穩定（政治動盪，自然災害等）將嚴重影響其成敗；2.國際支持：鼓勵各國

要求透過WHO的世界衛生大會與OIE會員代表大會在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方面的決

議；3.法律框架：建立並實施狂犬病通報與消滅的適當法律框架；4.示範的影響：展

示落實犬隻疫苗接種方案對保護與拯救人類生活的影響，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5.

區域參與：積極支持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和合作，承諾一個消滅狂犬病的方案，並促進

經驗的交流、充分利用資源與共同參與；（五）資源方面的支柱：即是消滅狂犬病的

活動經常跨越數年，並因此需要持續且長期的支持，包括：1. 投資案例：促進政府

在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投資案；2.業務計畫：在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全球框架的基

礎上成立業務計畫；9.投資：鼓勵各種形式的投資與夥伴關係（私人和公共投資）的

資源與參與。最後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長期的政治與社會承諾、社區參與，以及持

續保持70%的犬隻免疫率，由小逐漸擴大規模，並且需要有充足的資源、後勤支援及

基礎設施、促進疫苗的銀行的設置與採購，以及確保有質量保證的狂犬病疫苗與人免

疫球蛋白的充足供應到達偏遠、農村及高風險區，且須開展各級能力測試，以維持實

施人員的培訓與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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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一：研討會之結論與建議 

一、持續關注那些無狂犬病的國家/地區所面對狂犬病入侵的威脅，以及許多仍有疫 

    情流行的國家進行消滅狂犬病所面臨的挑戰。     

二、同意各國考量整體情形與實際狀況提出在該地區防疫措施，包括監測、診斷、疫

苗與疫苗銀行，以及在防疫一體的協調下推動消滅狂犬病的活動，即使如此，仍

有一些缺口持續存在。 

三、評選一些國家的狂犬病監測進展，並大力鼓吹向 WAHIS 提出：以瞭解成效發展

與趨勢，即進行狂犬病的風險評估和管理，驗正防疫措施的成效，並呼籲於 2030

年前達成全球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目標。 

四、關注在亞太地區的動物狂犬病的情況與進展，並同意提供給研討會的綜合性信息

作為數據庫，以支持未來在該地區消滅狂犬病的分析。 

五、同意 OIE 準備一份研討會的分析文件，就今後的行動提出建議。（對於尚未更新

最新資料的國家，請於 2016 年 6 月中旬完成相關問卷的答覆）。 

六、同意該報告分發給 OIE 的區域成員，包括東盟、南盟、南太平洋委員會及其他相

關組織如 FAO、OIE、GARC 與世界動物保護協會。 

七、同意各區域所採取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辦法，是符合並支持 2015 年 12 月瑞士

日內瓦舉行的狂犬病全球會議所倡議的全球性框架。 

八、支持一些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之額外技術準則的建立，如緊急應變計畫、疫苗免

疫（包括基於風險的接種方法與後續之監測）、犬隻登記、狗口數估算、犬隻管

理，以及有利於犬避孕方面的研究等。 

九、鼓勵各會員國按照 OIE 標準申請無狂犬病的國家/地區的自我聲明。 

十、同意要求 OIE 除了熒光抗體試驗外，把直接快速的組織免疫化學染色法納入 OIE

手冊中的黃金標準，並指出該檢驗方法為一種廉價的替代診斷方法。 

十一、同意挹注資金後續於 2019 年舉行研討會，以評估消滅狂犬病及符合國際標準

的進展。 

十二、感謝各與會國家、參與者在準備與提供相關訊息所作出的貢獻。 

十三、感謝泰國牲畜發展部（DLD）協助辦理本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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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 本次研討會讓我們清楚了解 OIE 在推動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的政策擬訂之過程

及建立全球性框架蒐集全球資訊的運作模式，位來亦可作為國內擬訂狂犬病防疫

策略之參考作法。 

二、 藉由此次會議可以瞭解各國的狂犬病疫情概況與防疫作為，可供我國在狂犬病防

疫方面的參考。 

三、 針對狂犬病疫苗免疫的頻度及覆蓋率，各國因疫情狀況及財力條件的不同而作法

上亦有所不同，譬如有狂犬病疫情風險高的國家其疫苗免疫多採每年補強 1 次，

免疫覆蓋率大致訂在 70%以上，而泰國則訂犬隻注射率達 80%為防疫目標。日本

雖是狂犬病的非疫國，但為防範外來狂犬病的入侵，其每年的 4-6 月間均要求飼

主帶犬隻注射狂犬病疫苗。 

四、 有關 OIE 大陸地區狂犬病參考實驗室研究推廣的狂犬病腦組織採樣方式，對於大

型動物及須一次進行多數動物之檢測時，確實是一種很實用的作法，且可大大降

低以電鋸開腦可能的汙染情形，實值得推廣使用。 

五、 本次研討會中，在動物福利方面，我國以實際案例（Video）提供國內在面對即

將廢除人道處理措施前，積極推廣對收容所犬隻進行訓練成有用的工作犬（如檢

疫犬、狗醫生..等）的經驗分享，以各國參考。 

六、 本次研討會特別強調要能成功消滅犬媒介人狂犬病之最終關鍵在於長期的政治

支持與社會的一致共識，並共同參與，且使有風險地區之犬隻的免疫覆蓋率可持

續維持在 70%以上。而我國的狂犬病疫情屬於森林型（野生動物）之狂犬病，欲

將其消滅其困難度遠勝於犬媒介人的狂犬病，因此，更需要長期的政治支持與社

會的一致共識與參與，才有可能達成消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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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誌謝           

感謝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亞太區代表 （OIE RR AP）結合東南亞次區域代表（OIE 

SRR SEA）共同舉辦此次狂犬病防疫國際性會議，使我方人員有機會瞭解全球狂犬病

防疫趨勢與框架，以及各國狂犬病疫情概況與防疫作為，可供我國在狂犬病防疫方面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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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1：研討會期間照片 

 
圖 1、開幕式各國泰代表人員合影 

 

 

 

 

 

 

 

 

 

 

 

 

 

 

 

 
圖 2、開幕式首先由 OIE 亞太區代表 Hirofumi Kugita 博士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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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我國代表參與會中討論情形 

 

 

 

圖 4、我國代表與 Hirofumi Kugita 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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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我國代表與 OIE 亞太區代表處 Yooni Oh 博士及韓國代表於我國海報前合影 

 

 

 

圖 6、我國代表與泰國代表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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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參與研討會之各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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