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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發表研究成果 Bacillus cereus Infec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 in Taiwan（甲

魚仙人掌桿菌感染症），報名參加第 8 屆國際水生動物健康研討會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quatic Animal Health （ISAAH 8）。該會為美國水產學會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AFS）下之魚類健康部門（Fish Health Section，FHS）

所舉辦 4 年一次的年會，主要議題包含細菌、病毒、黴菌、原蟲、寄生蟲等傳染

性疾病，水產養殖飼養管理與健康管理等議題。本次會議口頭報告中有來自泰國

與中南美洲國家學者發表吳郭魚湖泊病毒（Tilapia lake virus，TiLV）的最新疫情

與致病機制研究，也有愛德華氏菌（Edwardsiella spp.）最新種別分類狀況與在

不同魚種分布情形。而筆者亦有與與會者口頭討論蝦類急性肝胰腺壞死症（acute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disease，AHPND 或 early mortality syndrome，EMS）在

美國疫情擴散的狀況與亞利桑那大學蝦類病理課程資訊。新興疾病的發生會造成

水產養殖業不可預估的經濟損失，台灣已發生吳郭魚湖泊病毒，雖然目前疫情已

無進一步爆發，但由國外疫情傳播狀況與致病機制研究可以了解控制該病的策略，

並觀察主要吳郭魚養殖國家對該病疫苗研發的進度。另外蝦病研究上應與其他國

家合作以了解各國對於蝦傳染性疾病的防治措施。參加國際會議可吸收新知，尤

其是國外目前疾病盛行狀況與防治措施，可立即應用到本國水產動物健康管理上。

亦能夠增加台灣與本所之國際能見度，促進台灣參與國際間合作計畫與水產疫情

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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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所為發表細菌室有關動物細菌疾病診斷研究，增加本所國際能

見度，與國外研究學者交流，吸收疾病診斷新知以改進細菌檢診服務，

報名參加第 8 屆國際水生動物健康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quatic Animal Health（ISAAH 8），並以壁報發表研究成果 Bacillus 

cereus Infec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 in Taiwan（甲魚仙人掌桿菌感

染症）。仙人掌桿菌（Bacillus cereus）是環境中的常在菌，屬於革蘭

氏陽性兼性厭氧桿菌，並且可以產生孢子，主要存在於土壤與水中，

但是常藉由污染食物或飲水使得人類產生食物中毒，像是米飯、乳品

等，甚至是水產品，都有被仙人掌桿菌污染而造成人類食物中毒的病

例。仙人掌桿菌的致病機制主要是因為可以產生毒素，仙人掌桿菌毒

素可以分為兩種，分別是嘔吐毒素（emetic toxin）與腸毒素

（enterotoxin）。而其食物中毒的症狀也分為兩種，分別是下痢型與嘔

吐型。而仙人掌桿菌除了在人類引起食物中毒之外，在動物應不會引

起嚴重感染，少數狀況是在牛羊引起伺機性感染的乳房炎。在 2014

年有文獻指出在中國有蘇力菌（B. thuringiensis）感染造成甲魚

（soft-shelled turtle）感染大量死亡的病例，而相似的時間在台灣南部

也有甲魚養殖場出現甲魚大量死亡的狀況，病例送至地方主管機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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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疾病防治所或動物保護處，也分離出桿菌（Bacillus sp.）。本所收

集病例與各地送至本所之分離菌株經鑑定與研究後發現，引起台灣甲

魚大量死亡的桿菌並非如同中國甲魚病例之病原蘇力菌，台灣甲魚病

例的病原為仙人掌桿菌。兩種細菌不同之處在於，蘇力菌可以殺死昆

蟲細胞，因為其帶有結晶毒素（crystal toxin），而仙人掌桿菌則無此

基因。關於國際性的水產獸醫研討會，主要有美國的水產學會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AFS）下之魚類健康部門（Fish Health 

Section，FHS）所舉辦 4 年一次的年會，即為本次所參加之國際水生

動物健康研討會 ISAAH；另外歐洲系統則為歐洲魚類病理獸醫師學

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fish Pathologists，EAFP）所舉辦 2 年一

次的年會，將於 2019 年於葡萄牙召開第 19 屆魚貝類疾病國際研討會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eases of Fish and Shellfish）；而相

對於其國際性，亞洲水產學會（Asian Fisheries Society）下之魚類健

康部門 FHS 每 3 年舉辦一次之亞洲水產疾病研討會（The Symposium 

on Diseases in Asian Aquaculture，DAA）參與人員較區域性，且已於

2017 年在印尼舉辦過第 10 屆年會。故選擇參加 ISAAH 8 年會發表台

灣甲魚仙人掌感染症報告，並利用會議與各國學者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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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本屆的國際水生動物健康研討會 ISAAH 8 由加拿大愛德華王子

島大學（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的亞特蘭大獸醫學院

（Atlantic Veterinary College）協助辦理，時間為 9 月 2 日至 9 月 6 日，

於愛德華王子島夏洛特敦（Charlottetown）的愛德華王子三角洲飯店

（Delta Prince Edward Hotel）附設之會議中心（PEI Convention Centre）

舉行（如附圖）。大會於 9 月 2 日於亞特蘭大獸醫學院提供會前免費

課程，課程包含診斷技術的敏感性與特異性評估、論文撰寫、病理檢

查、二枚貝的解剖與檢查及魚類與無脊椎動物的採血技術等。筆者於

報名時即選取論文撰寫課程 Publishing Piscatorial Papers: The Dos and 

Don'ts 與虛擬顯微鏡病理學課程 Uses of Virtual Microscopy in 

Diagnostic Fish Pathology。故於台北時間 9 月 1 日啟程，由台北經日

本東京與加拿大蒙特婁，於當地時間 1 日深夜到達夏洛特敦。會前課

程的內容十分精彩，上午論文撰寫課程主要講師 Dr. Jeff Wolf 為病理

專科醫師 DACVP，於實驗動物病理公司（Experimental Pathology 

Laboratories, Inc., EPL）執業多年，專長為魚類毒物病理學，亦為毒

物病理雜誌期刊編輯，有多年研究與發表經驗。下午的虛擬顯微鏡病

理學課程主要講師 Dr. Rod Getchell 為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的老



7 

 

師，也是 AQUAVET II 水產動物病理學課程的負責人，講解利用掃描

數位化病理切片，應用於遠距診斷與教學研究，由於 Dr. Getchell 於

水生動物傳染病診斷與控制上極有經驗，故於會後再與其接觸討論後

續邀請來台灣指導交流。 

9 月 3 日至 6 日為正式的會議，會議每日上午 8:30-9:30 均安排大

會演講 Keynote speech，為精心挑選的重要研究題目，包含免疫學、

疾病診斷與致病機制、寄生蟲學、營養學等等（議程如附錄），雖然

時間只有約 1 小時，但是內容極為豐富。接下來則分時段進行不同題

目的口頭發表與壁報論文發表，壁報發表區分細菌、病毒、寄生蟲等

不同主題，總共約 94 篇，在固定時段發表人須出席接受詢問，而許

多發表者為研究生，並且參與競賽。因筆者研究題目為細菌，許多的

壁報發表題目也與細菌相關，尤其偏重於抗生素感受性與藥物治療的

研究，可以應用於台灣水產疾病，故於壁報發表時段也與其他壁報發

表作者交流與討論。例如編號 28 之 Who's Driving The Bus? A Puzzling 

Case of Tilapi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an Aquaponics System，作者

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動物疾病診斷實驗室的魚病獸醫師，討論近來熱

門題目魚菜共生（aquaponics）系統中吳郭魚的死亡與疾病，十分的

有趣，可以應用於近來農委會辦理食農教育中各級學校常推廣之魚菜

共生系統可能遇到的問題；另外編號 24 之 Investig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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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Fecal Escherichia coli in Seals from 

Canadian Atlantic and Arctic Waters，研究人員為愛德華王子島亞特蘭

大獸醫學院魚病研究團隊，研究加拿大大西洋和北極圈沿岸海豹糞便

中大腸桿菌的藥物感受性，以了解海豹受到環境中抗生素污染的情形，

作為 one health 議題中一個重要人畜共通抗藥性問題的研究，可以做

為未來台灣水產動物抗生素抗藥性監測的一個參考方法。 

口頭報告的時段為 9:30 之後到下午 5 點，為上午與下午各兩個時

段，分別位於 4 個不同的演講廳。主要議題包含細菌、病毒、黴菌、

原蟲、寄生蟲等傳染性疾病，免疫學、疫苗、微生物體學（microbiome）、

貝類與無脊椎動物疾病、吳郭魚疾病、觀賞魚疾病、水產養殖飼養管

理與健康管理等議題。本次會議口頭報告中有來自泰國與中南美洲國

家學者發表吳郭魚湖泊病毒（Tilapia lake virus，TiLV）的最新疫情與

致病機制研究，TiLV 於世界各地有養殖吳郭魚的國家快速傳播，包

含台灣也於去年（106）度於野生吳郭魚驗到本病毒並且通報世界動

物衛生組織（OIE），雖然本病非 OIE 表列之動物傳染病，但是因吳

郭魚為重要經濟魚種，能夠提供廉價的動物性蛋白質，故對於吳郭魚

養殖的國家，本病仍是十分的重要。與會學者除了交流 TiLV 於各國

的疫情與致害之外，亦有朝向研發疫苗防治的共識。本所持續收集台

灣 TiLV 病例，可留意本病毒的研究與疫苗開發狀態，進一步參與國



9 

 

際合作。另有愛德華氏菌（Edwardsiella sp.）最新種別分類狀況與在

不同魚種分布情形的研究報告，以往感染水產動物的愛德華氏菌為

E. tarda與E. ictaluri，現今則分類為E. tarda、E. hoshinae、E. piscicida、

E. anguillarum、與 E. ictaluri 等，E. piscicida 與 E. anguillarum 為新分

類菌種，在台灣可能都會被誤診為 E. tarda，在未來魚病檢診時需特

別注意。 

因筆者另有關於魚鏈球菌研究題目，而本次會議有一口頭報告引

起筆者注意，是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Dr. Esteban Soto 的實驗室

發表的 Characterization of Streptococcus iniae Isolates From Diseased 

Wild and Farmed Fish Across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Dr. Soto 的

實驗室大概是目前美國研究魚類鏈球菌最多且持續的實驗室，該篇口

頭報告中除了有北美地區分離之海豚鏈球菌分類，還有建立以經口投

與方式評估鏈球菌毒力表現。因目前商品化的魚鏈球菌疫苗多半提供

經口或浸泡方式投與，但是探求其疫苗技術文件中對於此種途徑的攻

毒評估試驗均無描述，抑或是無法於實驗室中重複此種攻毒模式，因

此本報告對於魚鏈球菌毒力表現與致病機制研究很有幫助。筆者於會

後找到該口頭報告之報告者 Taylor Heckamn 博士生與之討論實驗細

節，Taylor 並提供實驗器材廠牌型號供筆者參考。另外筆者亦有與與

會者 Jessica Koppien-Fox 口頭討論蝦類急性肝胰腺壞死症（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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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disease，AHPND或early mortality syndrome，

EMS）在美國疫情擴散的狀況，Jessica Fox 女士為 Ralco 公司的獸醫

總監，該公司於美國本土與中南美洲飼養蝦類，Jessica 有多年魚蝦疾

病診療與防治經驗，經詢問蝦類微孢子蟲診斷法，Jessica 建議可以參

加亞利桑那大學提供之蝦類病理課程。 

大會除了於 9 月 2 日開幕晚宴之外，4 日晚間於該市藝術中心

（Confederation Centre of the Arts）舉行與會者交流晚宴，讓與會者能

夠互相認識，另外 3 日與 5 日均有晚宴，7 日全天的實地參訪行程，

但是需要額外繳費，由於花費甚鉅，為節省公帑，均未報名參加。因

主辦單位會後有提供與會者通訊錄，故於會後仍可連絡其他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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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心得 

本次會議內容包含許多議題，與本所業務有關與筆者最有興趣的

部分在於新興疾病與多重感染（coinfection）的討論。新興疾病的發

生會造成水產養殖業不可預估的經濟損失，台灣已發生吳郭魚湖泊病

毒，雖然目前疫情已無進一步爆發，但由國外疫情傳播狀況與致病機

制研究可以了解控制該病的策略，並觀察主要吳郭魚養殖國家對該病

疫苗研發的進度。泰國研究結果顯示吳郭魚湖泊病毒的死亡率為

50%-90%，比起台灣疫情死亡率高出許多，泰方學者認為是因多重感

染造成高死亡率，但吳郭魚湖泊病毒造成多重感染的機制還待進一步

研究。另外蝦病研究上可與其他國家合作，以了解各國對於蝦傳染性

疾病的防治措施。 

建議 

1. 參加國際會議可吸收新知，尤其是國外目前疾病盛行狀況與

防治措施，可立即應用到本國水產動物健康管理上。 

2. 參加國際會議亦能夠增加台灣與本所之國際能見度，促進台

灣參與國際間合作計畫與水產疫情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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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2. 

 

3.  4. 

5. 

圖 1.大會會場：愛德華王子三角洲飯店（Delta Prince Edward Hotel）

附設之會議中心。圖 2.筆者於會場與會人員 Where are you visiting 

from?看板留影。圖 3.筆者發表海報。圖 4.會前課程虛擬顯微鏡病理

學資料。圖 5.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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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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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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