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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和日本有相近的狂犬病歷史，都曾經長達 50 年沒有任何本土病例。直

到 2013 年，我們在野生鼬獾中首次發現了本土的狂犬病病例，此一狀態才發生

改變。此外，在 2016–2018 年期間，在臺灣的蝙蝠族群中發現了 4 例蝙蝠狂犬

病病例，此為東亞各國首次於蝙蝠個體檢出，其病原為本所自行命名為臺灣蝙蝠

麗沙病毒(Taiwan bat lyssavirus, TWBLV)之新病毒，引起鄰近國家高度關注。爰

此，於 2019 年 1 月 7 日至 1 月 19 日，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ID）獸醫科學部狂犬病實驗室負責人井上智博士（Dr. Satoshi 

INOUE）邀請本所研究人員赴日本進行狂犬病診斷與監測技術交流。交流期間，

分別於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北海道大學、宮崎大學及德島縣政府進行 4 場巡迴專

題演講，分享臺灣鼬獾狂犬病疫情現況、臺灣蝙蝠麗沙病毒病例報告及我國狂犬

病監測體系等主題之研究成果，並與當地之專家、學者及防疫人員進行狂犬病診

斷及研究之經驗交流。停留期間本所研究人員亦參訪日本的幾個狂犬病診斷實驗

室，公共衛生檢查實驗室和動物收容所。透過本次技術交流，我們可以了解日本

的狂犬病診斷和監測體系，增進臺日雙邊的溝通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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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日本自 1956 年成為狂犬病非疫區以來，已超過 60 年沒有本土狂犬病病例，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非常重視狂犬病防疫，並持續關注鄰近國家疫情。臺灣也

曾經長達 50 年沒有狂犬病疫情，卻不幸在 2013 年發生野生動物（鼬獾）狂犬病

病例，發生初期一度引起全國民眾恐慌，但在政府各級機關的努力之下，陸續完

成疫情調查、回溯性研究及分子流行病學分析，並極有效率地完成大量檢體的檢

測，並將最新監測結果即時公布在農委會網站供各界參考，在極短暫的時間內，

平息了可能釀成重大災害的公共議題。臺灣在狂犬病的診斷、監測及防疫的豐富

經驗，對有相近狂犬病歷史的日本而言，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爰此，日本國立感

染症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ID）獸醫科學部狂犬病實驗

室負責人井上智博士（Dr. Satoshi INOUE）邀請本所研究人員於 2019 年 1 月 7 日

至 1 月 19 日至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北海道大學、宮崎大學及德島縣政府進行巡

迴專題演講，分享臺灣鼬獾狂犬病疫情現況、臺灣蝙蝠麗沙病毒病例報告及我國

狂犬病監測體系等主題之研究成果，並與當地之專家、學者及防疫人員進行狂犬

病診斷及研究之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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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行程 

 

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1月7日 東京 啟程：松山機場 → 東京羽田機場 

1月8日 德島 
參訪「德島縣立保健製藥環境研究所」 

「德島縣動物由來感染症對策檢討會」專題演講 

1月9日 德島 參訪「德島縣動物愛護管理所」 

1月10日 德島 
參訪「馬原醫學蜱螨研究所」 

參訪「德島縣食肉衛生檢查所」 

1月11日 東京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專題演講 

參訪「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獸醫科學部」 

1月12-13日 東京 例假日 

1月14日 東京 搭機：東京羽田機場 → 宮崎機場 

1月15日 宮崎 

觀摩野生動物疾病監測剖檢及採樣流程 

參訪「德島縣動物愛護所」 

宮崎大學專題演講 

1月16日 宮崎 參訪「宮崎大學傳染病研究所」 

1月17日 札幌 
參訪「北海道立衛生研究所」 

北海道大學專題演講 

1月18日 東京 搭機：札幌新千歲機場 → 東京羽田機場 

1月19日 臺北市 返程：東京羽田機場 → 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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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參訪「德島縣動物愛護管理所」： 

    德島縣動物愛護管理所（Tokushima Prefectural Animal Welfare Center）隸屬於

德島縣政府，位於德島市近郊，距離 JR 德島站僅需 30 分鐘車程。所內園區環境

優美，設施新穎，另備有專業的獸醫師、美容師、動物行為矯正師、動物照護員

及清潔人員等專業人員，並定期舉辦親子生命教育及寵物照護等課程，儼然成為

當地民眾假日休憩的理想場所。所內約 40%以上的收容動物經行為(矯正)訓練之

後可以重新被領養回到人類社會，其餘不適應人類生活的犬隻在未達收容上限情

況下會被飼養在園區內；但是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仍會被安樂死。日本政府體察

執行安樂死對獸醫師的心理有重大影響，目前已採用全自動設備搭配二氧化碳進

行動物人道安樂死，流程簡述如下：(1)每次執行由 3 位獸醫師同時按下 3 個不同

的按鈕，其中只有 1 個有作用，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按下關鍵的執行鈕，以減輕

獸醫師心理負擔；(2)機械手臂輕輕將動物推送至密室；(3)密室關閉後開始釋放

二氧化碳氣體；(4)透過監視系統確認動物死亡後，由機械手臂將屍體運送至冷凍

室冰存。 

 

  
所內教育訓練課程豐富，甚至有教導毛小孩

地震、洪水如何應變的防災訓練。 

貓咪被單獨放在園區內模擬居家

環境的房間內學習適應人類社會， 

提高被認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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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馬原醫學蜱螨研究所」： 

馬原醫學蜱螨研究所（Mahara Institute of Medical Acarology）是由德島縣一位

內科醫師–馬原文彥(Fumihiko Mahara)獨資成立的私人研究機構，成立於2010

年，發表許多醫學蜱螨相關病例報告及研究成果，是日本相關領域著名的實驗

室。馬原醫師是一名臨床醫師，同時也是一名醫學蜱螨研究學者，曾於1984年確

診「日本紅斑熱(Japanese Spotted Fever)」首例， 從此與蜱螨結下不解之緣。 

該所主要進行蜱螨媒介疾病之確診、疫情調查、蜱螨之種別鑑定、蜱螨培養、

蜱螨治療及防治方法研究之外，亦肩負醫學蜱螨之知識推廣，有豐富的醫學蜱螨

相關收藏及蜱螨媒介疾病介紹，供民眾免費參觀。此外，不定期舉辦醫學蜱螨研

究人員訓練班，培育日本防疫及研究人才。 

 

  
馬原醫師於 1984 年確診並治癒日

本紅斑熱首例，30 年後與該名病

患合影。 

該所培養許多不同品種、各年齡層的壁蝨，

是醫學蜱螨研究領域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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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獸醫科學部」：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ID）隸屬於厚生

勞動省，該研究所被賦予的任務在於抑制感染症、改善國民保健醫療及提供國家

保健醫療行政單位相關科學根據。相關業務包含研究、感染症診斷、感染症監測、

國家檢定及檢查、國際合作以及公衛人才訓練等。NIID研究業務單位計有病毒

部、細菌部、寄生動物部、感染病理部、免疫部、真菌部、細胞化學部、昆蟲醫

學部、獸醫科學部、血液安全性研究部、品質保證管理部、結核病學部、國際協

力室、生物安全管理室、動物管理室、感染症流行病學監測研究中心、愛滋病研

究中心、病原基因體中心、流感病毒研究中心、痲瘋研究中心等研究單位，本次

行程係於獸醫科學部進行狂犬病專題演講及診斷技術交流。 

 

日本是狂犬病非疫區，近 20 年來僅在

2006 年發生 2 例境外移入病例，皆由

NIID 確診。 

與 NIID 狂犬病專家 Dr. Satoshi Inoue 

(右) 及 Dr. Mutsuyo Takayama-Ito (左)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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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宮崎大學獸醫學系」： 

宮崎大學（Miyazaki University）位於日本主要畜牧業生產地區九州南部，獸

醫學系並設立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及獸醫教學醫院，提供九州地區的畜牧產業疾病

檢診及諮詢服務，以滿足當地居民和產業的需求。2010年，宮崎大學啟動了醫學

和獸醫學研究生院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這是

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整合了醫學和獸醫學的研究生課程，以“One Health”的概

念培養世界一流的獸醫和國際活躍的研究人員。 

參訪宮崎大學期間，參與野生狸貓（Raccoon dog）之剖檢及採樣，狸貓是日

本分布最廣的食肉目野生動物之一，因此與紅狐 (red fox)、浣熊 (raccoon) 及獴 

(Mongoose) 同被被列為狂犬病監測第一優先物種。在宮崎大學，野生動物狂犬病

監測工作主要由兼子千穗 (Dr. Chiho KANEKO) 助理教授負責。此外，因日本幅

員廣大，為使各狂犬病區域實驗室診斷能力一致，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委託宮

崎大學及北海道大學舉辦教育訓練及能力比對，訓練狂犬病防疫及診斷人員。 

 

  
”宮崎牛”被評定為日本和牛冠軍，牛

隻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圖為在宮崎大

學獸醫教學醫院住院治療的小牛。 

在宮崎縣境內發現的路死 (roadkill) 野生狸

貓，待剖檢取腦進行狂犬病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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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北海道立衛生研究所」： 

北海道立衛生研究所（Hokkaido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位於日本北海道札

幌市，是整個北海道地區共 30 間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傳染病監測中心，與著名的

北海道大學人畜共通疾病研究中心僅約步行 5 分鐘的距離，兩者在學術研究上合

作密切。該所共有 7 間實驗室，包括：環境衛生實驗室、藥品安全實驗室、農產

品安全實驗室、水產及畜產安全實驗室、細菌學實驗室、病毒學實驗室及人畜共

通疾病實驗室等。本次主要參訪人畜共通疾病實驗室，由實驗室負責人浦口宏二 

(Dr. Kohji Uraguchi) 介紹該所進行紅狐 (red fox) 包絛蟲 (Echinococcus )歷年之監

測成果、以紅外線照相機進行紅狐野外生態調查及犬隻人工感染試驗等研究成

果，該所具有可操作犬等大型哺乳動物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動物房 (ABSL-3) 設

備，在包絛蟲致病機轉研究居日本領先地位。 

 

 

 

 



8 
 

心得與建議 

本次獲邀至日本進行4場次狂犬病專題演講，講題為「臺灣狂犬病研究現況

（Current Rabies Studies in the Anim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in Taiwan）」，推廣臺灣

狂犬病診斷知識及防疫經驗，4場演講的與會人數總計約130人，與會人員背景包

括：公共衛生防疫/檢驗官員、動物收容所獸醫師、臨床醫師、臨床獸醫師、教

授、研究人員、獸醫系學生等。與會專家學者對臺灣狂犬病現況展現高度興趣，

提問情況非常踴躍，足見日本雖然沒有狂犬病疫情發生，但在相關領域專業人士

無不兢兢業業，隨時做好疫情爆發的防疫準備。 

    訪問宮崎大學期間，參與野生狸貓（Raccoon dog）之剖檢及狂犬病實驗室診

斷，交流臺日兩國在野生動物疾病監測的經驗與心得。日本因幅員廣大，各地縣

政府（Prefectural government）皆設有狂犬病診斷實驗室，為使各區域實驗室診斷

能力一致，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與宮崎大學會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及能力比對，

甚至與模型公司合作，開模生產「犬隻完整頭部」模型，每位學員皆可在無生物

安全顧慮的情況下實際練習犬隻剖檢及如何鋸開頭骨取腦，日本對狂犬病檢測訓

練的嚴謹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參訪德島縣立動物愛護管理所期間，工作人員介紹所內聘請動物行為矯正

師，循序漸進地引導收容犬隻學習如何與其他犬及人類相處，在專業的行為訓練

下，原本容易與其他犬隻打鬥、甚至會攻擊人類的犬隻逐漸學著信任、服從人類，

因此所內約40%以上的動物經行為訓練之後可以重新被領養，如此高比例的領養

率值得我們學習。此外，經評估不適應人類生活的犬隻在未達收容上限會持續在

園區內被妥善照顧，但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仍會被安樂死。 

日本政府體察執行安樂死獸醫師的心理，大多數收容所皆採用全自動設備搭

配二氧化碳進行動物人道安樂死，此一設備令人印象深刻。臺灣「零安樂死」（零

撲殺）政策已於2017年2月6日正式實施，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全面禁止實行安樂死。但是自施行以來，造成地方公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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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爆滿、人員及經費嚴重不足，遊蕩犬數量攀升，遭流浪犬咬傷案件頻傳等，

已成為狂犬病防治的一大隱憂。政府部門多年來致力於提升我國犬隻（家犬）狂

犬病疫苗免疫覆蓋率，但切勿輕忽「狗口控制」也是狂犬病防疫上另一個極重要

的課題。日本的做法與臺灣不同，但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同時兼顧動物福利、生

命教育及疾病防疫，仍應務實考量。 

 

結論 

    本次赴日本進行狂犬病診斷與監測技術交流及專題演講，介紹臺灣如何診斷

出野生動物狂犬病首例、狂犬病監測體系、臺灣鼬獾狂犬病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及

臺灣蝙蝠麗沙病毒病例報告等，有助於提升臺灣獸醫服務體系的國際能見度、推

廣我國獸醫技術輔導，並有助於本所目前執行狂犬病診斷與研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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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 日本執掌公共衛生的政府部門聘僱大量獸醫師，因為唯有獸醫師同時具

備公共衛生學、獸醫學及動物科學的專業。日本獸醫系教授的研究主題也

經常專注在人畜共同疾病。我國的獸醫師養成及就業，仍非常局限於畜牧

/獸醫領域，應積極鼓勵獸醫參與公共衛生體系，並透過學校教育傳達：「獸

醫的任務除了動物疾病之外，更肩負人畜共通疾病防治的重要使命。」 

二、 為防堵鼬獾狂犬病及蝙蝠狂犬病疫情擴散到犬隻，臺灣防疫機關積極地

致力於提升家犬免疫覆蓋率。然而，流浪犬數量的控制仍需持續努力。日

本動物收容所管理經驗彌足參採，收容所嚴格管制收容上限，因為惟有”

量”的控管，才能做到”質”的提升。流浪動物進到收容所彷彿進到「訓

練學校」，每隻狗兒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顧、享受充足的活動空間。動物行

為矯正師為了讓牠們融入人類社會，安排了各式各樣的訓練課程，因此超

過 40%的”浪浪”都能找到溫暖的家。「動物收容所」成功轉型成「動物

愛護管理所」，透過辦理親子教育活動，將尊重生命的觀念代代傳承下去。 

 



附錄、赴日本交流紀實及專題演講相關資料

研究人員與促成本次臺日交流關鍵人物

Satoshi Inoue (左) 合影留念。 

 

「德島縣動物由來感染症對策檢討會

題演講」，與會人員對臺灣狂犬病現況非常好

奇，踴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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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交流紀實及專題演講相關資料

 

研究人員與促成本次臺日交流關鍵人物 Dr. Dr. Inoue 自行設計並委託廠商製作之動物頭部

固定架，可大幅降低人員剖檢時

 

德島縣動物由來感染症對策檢討會-狂犬病專

與會人員對臺灣狂犬病現況非常好

Dr. Inoue 自行設計並委託廠商製作之

動物頭部模型，供學員練習如何鋸開

頭骨取腦。 

 

 

赴日本交流紀實及專題演講相關資料 

 

自行設計並委託廠商製作之動物頭部

大幅降低人員剖檢時受傷的機會。 

 

自行設計並委託廠商製作之

供學員練習如何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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