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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由韓國動植物檢疫局（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gency; APQA）於 108 年 7 月 10-12 日假韓國金泉市辦理並邀請東亞地區各國家參與，

邀請講師為國際知名流行病學專家 Dirk Pfeiffer 博士、英國皇家獸醫學院 Guillaume 

Fournie 博士，及 Younjung Kim 博士候選人（Dirk Pfeiffer 博士班學生）。參與此次研討

會可增進獸醫流行病學新知，並藉由應用軟體模擬動物流行病於不同模式之分析，可

供我國後續動物流行病學分析與適時啟動防疫措施之參據，並同時強化與東亞國家動

物疾病業務之聯繫。本次研討會內容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介紹獸醫流行病學的

基本觀念及診斷方法解讀，Pfeiffer 博士強調不可能會有零風險，但是適當的防疫措施

可使風險降低到可接受範圍，如良好的生物安全措施；第二部分為介紹傳染性疾病之

傳播模式與軟體分析實作，熟悉流行病學模式及各項影響疾病進程之因子；第三部分

為介紹流行病學傳播網絡之模式與軟體分析之實作，可藉此分析熱點，實施有效之防

疫措施以阻斷傳播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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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研討會由韓國動植物檢疫局（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gency; APQA）於

108 年 7 月 10-12 日假韓國金泉市辦理並邀請東亞地區各國家參與，邀請講師為國際知

名流行病學專家香港城市大學 Dirk Pfeiffer 博士、英國皇家獸醫學院 Guillaume Fournie

博士，及 Younjung Kim 博士候選人（Dirk Pfeiffer 博士班學生）。參與此次研討會可增

進獸醫流行病學新知，並藉由應用軟體模擬動物流行病於不同模式之分析，可供我國

後續動物流行病學分析與適時啟動防疫措施之參據，並同時強化與東亞國家動物疾病

業務之聯繫。 

 

貳、行程安排 

本次赴韓國參加動植物檢疫局（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gency; APQA）舉辦

「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行程為 108 年 7 月 9 日至 108 年 7 月 13 日止共 5 天（詳如

行程表）。 

 

行    程    表 

月 日(星期) 內容 地點 

7 9 (二) 啟程赴韓國金泉市 離臺抵達韓國金泉市 

7 10 (三) 參加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    韓國金泉市 

7 11 (四) 參加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 韓國金泉市 

7 12 (五) 參加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 韓國金泉市 

7  13 (六) 回程返抵國門 自韓國金泉市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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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過程 

一、研討會授課講師 

共邀請三位講師，分別為國際知名流行病學專家 Dirk Pfeiffer 博士、英國皇

家獸醫學院 Guillaume Fournie 博士及 Younjung Kim 獸醫流行病學博士候選人

（Dirk Pfeiffer 博士班學生）。 

（一）Dirk Pfeiffer 博士 

為香港城市大學及英國皇家獸醫學院教授，研究領域包含動物健康與動物福

利、流行病學分析、建立動物健康資訊系統、動物疾病之電腦分析模式、以及田

間流行病學之調查方法等。 

（二）Guillaume Fournie 博士 

為英國皇家獸醫學院資深研究人員，研究領域包含疾病傳播之網絡分析與數

學模式、分析動物病原與人畜共通病原之傳播對動物及其產品之貿易影響、研究

計畫包含禽流感在東南亞活禽市場之傳播、跨國界疾病對區域及全球貿易網路之

影響等。 

（三）Younjung Kim 獸醫流行病學博士候選人 

為香港城市大學獸醫流行病學博士候選人，由 Dirk Pfeiffer 博士指導，研究

領域包含疾病傳播之網絡分析與數學模式、分析動物病原與人畜共通病原之傳播

對動物及其產品之貿易影響、研究計畫包含禽流感在孟加拉共和國之流行病學分

析、及里夫谷熱在馬約特之流行病學分析等。 

 

二、研討會內容 

本次研討會內容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介紹獸醫流行病學的基本觀念及

診斷方法解讀；第二部分為介紹傳染性疾病之傳播模式與軟體分析實作，熟悉流

行病學模式及各項影響疾病進程之因子；第三部分為介紹流行病學傳播網絡之模

式與軟體分析實作，可藉此分析熱點，實施有效之防疫措施以阻斷傳播路徑。 

（一）介紹獸醫流行病學的基本重要觀念及診斷方法解讀： 

1. 介紹獸醫流行病學在疾病預防與控制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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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疾病預防與控制不可能零風險，但經由適當的防疫措施可使風險降低到

可接受範圍，如良好的生物安全措施。 

(2) 需作好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提出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建議

供政策擬定之依據。 

(3) 政策擬定除考量流行病學分析外，還有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因素需納入

考量。 

2. 診斷方法之解讀：敏感性與特異性 

(1) 真陰性（True negative；A）：未染病動物其檢驗結果判定為陰性 

(2) 偽陽性（False positive；B）：未染病動物其檢驗結果判定為陽性 

(3) 真陽性（True positive；C）：染病動物其檢驗結果判定為陽性 

(4) 偽陰性（False negative；D）：染病動物其檢驗結果判定為陰性 

(5) 敏感性（Sensitivity） ：真陽性/（真陽性+偽陰性）（C/C+D） 

(6) 特異性(Specificity)：真陰性/（真陰性+偽陽性）（A/A+B） 

(7) 敏感性的重要性：需早期偵測疾病病原時 （如我國對非洲豬瘟之檢驗），

需選擇敏感性高及特異性佳之檢驗方法，以減少偽陰性，對於檢測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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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具高可信度，需搭配其他診斷方法以排除偽陽性。疾病盛行率高時，

敏感性比特異性重要，以偵測族群中所有感染之動物。 

(8) 特異性的重要性：需偵測特定病原時 （如牛結核病之檢驗），需選擇特異

性高及敏感性佳之檢驗方法，以減少偽陽性，對於檢測陽性結果具高可

信度，需搭配其他診斷方法以排除偽陰性。疾病盛行率低時，偽陽性比例

會增加，因此特異性比敏感性重要。 

(9) 任一種檢測方式皆存在特異性與敏感性相對關係，敏感性高則特異性低，

反之亦然，採用的流行病學檢驗方式須考量二者可接受的準確度。 

3. 診斷方法之解讀：Parallel interpretation 及 Serial interpretation 

(1) Parallel interpretation：有任一檢驗結果為陽性，則判定動物有感染。第一

項檢驗結果為陽性，則不需作第二項檢驗；若第一項檢驗結果為陰性，則

需作第二項檢驗以證實動物是健康的。採用此模式將增加檢驗的敏感性、

降低特異性，較可能有偽陽性之診斷結果。 

(2) Serial interpretation：所有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才判定動物有感染。第一項

檢驗結果為陰性，則不需作第二項檢驗；若第一項檢驗結果為陽性，則需

作第二項檢驗以證實動物是感染的。採用此模式將增加檢驗的特異性、

降低敏感性，較可能有偽陰性之診斷結果。 

4. 診斷方法之解讀：Apparent disease prevalence 及 True disease pre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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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arent disease prevalence：動物檢測陽性之盛行率，只依據診斷（檢測）

結果計算而來的疾病盛行比率，敏感性和特異性不完善的檢測方法不適

用。 

(2) True disease prevalence：動物實際之疾病盛行率，如果已知檢測方式的敏

感性和特異性，可依據公式參酌 Apparent disease prevalence 計算出實際

疾病盛行率。 

5. 診斷方法之解讀：Predictive value positive （PV+）及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V-） 

(1) PV+：實際真正感染的動物檢驗結果為陽性之比例。 

(2) PV-：實際真正無感染動物檢驗結果為陰性之比例。 

(3) PV+及 PV-的影響因素在於實際盛行率及檢驗方式的敏感性與特異性，適

用於個體動物之解讀，不適用於診斷方法之比較。 

(4) 當疾病盛行率低時，偽陽性比例會增加，此時檢測結果呈現低 PV+，若

檢驗結果為陽性，需小心判讀。 

(5) 當疾病盛行率高時，偽陰性比例會增加，此時檢測結果呈現低 PV-，若檢

驗結果為陰性，需小心判讀。 

C
PV

B C
 



A
PV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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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紹傳染性疾病之傳播模式與軟體分析實作 

1. 傳染性疾病模式之應用 

(1) 疾病傳播模擬模型：用以了解疾病的傳播模式、確認疾病傳播的因子與

重要資訊收集，並應用於預測疾病現行或潛在可能爆發之規模與人為干

預的效果。 

(2) 疾病傳播參數量化模型： 

I. 由已存在之疾病爆發資料或實驗感染資料，可量化重要之傳播參數。 

II. 量化參數範例： 

III. 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單一感染個體（或以

農場、村莊為單位）可傳播造成新病例之平均值。 

i. R0＞1：每一感染個體可傳播多於一個個體，疾病可傳播。 

ii. R0＜1：每一感染個體不可傳播於其他個體，疾病不可傳播。 

2. 各項影響傳染性疾病進程之因子 

(1) 感染病原：Microparasties 如細菌、病毒等可於宿主高量增殖者；

Macroparasites 如蠕蟲類、節肢動物等於宿主身上有複雜生活史的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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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播（Transmission）：病原從感染個體傳至另一有感受性的個體。 

(3) 感受性（Susceptibility）：宿主對感染病原之感受程度。 

(4) 感染性（Infectiousness）：感染病原使有感受性宿主受感染的能力，受到

生物因子、行為因子及環境因子之影響。 

(5) 感染（Infection）：微生物在宿主體內活動的進程，通常可以用簡單的模

型描述成幾個簡單的狀態（如下圖），宿主傳播病原的能力、各個感染階

段的時間及所造成的結果，皆是用來描述感染進程的參數。 

(6) 疾病傳播模式：SIR model (Susceptible→Infectious→Recovered) 

(7) 疾病傳播模式：SEIR model （Susceptible→Pre-Infectious→Infectious→

Recovered） 

(8) SIR model 的傳播特性： 

I. ：封閉族群 

II. ：開放族群，如族群有出生、死亡、遷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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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族群具短暫的免疫力 

(9) 疾病傳播的隨機性（stochasticity）：在自然的環境中，疫病的進程會隨機

變化，常用的隨機模擬模型中，分析所得不會是單一的結果，而是一個概

率分布。 

(10) 確定性模型（Deterministic model）： 

I. 相同條件與參數下，所有的模擬結果都會有相同的結果，而與實驗次

數無關，確定性模型事實上是一種簡化了的隨機性模型。 

II. 當 R0＞1，顯示病源入侵及疾病傳播後的結果。 

(11) 隨機模型（Stochastic model）： 

I. 描述疾病傳播會有不同的結果，如隨機發展或消亡。 

II. 當 R0＞1，可描述感染個體可能在傳播疾病前復原，或疾病可能在導

致大爆發前消失的情形。 

(12) 具感受性的群體規模： 

I. 具感受性的群體規模是影響疫病發展的重要原因，疫病發生的可能

性與群體規模呈正相關。 

II. 在疫病傳入群體時，群體越大，疫病初期感染個體相對越多，疫病的

進程也會持續越久，相關描述可以下列不同族群數（2,000及100,000）

的圖形描述： 

3. 軟體分析實作：各項影響傳染性疾病進程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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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 用 程 式 ： 本 次 課 程 使 用 「 Epidemix 」 應 用 程 式 ， 網 址

https://royalveterinarycollege.shinyapps.io/epidemix/連結後點擊「Start the 

App」後即可使用。 

(2) 本項程式主要用於模擬決定性模型及隨機模型，藉由各項參數模擬所需

研究之疫病進程。 

(3) 依選項選擇模型結構和參數、選擇要考慮的感染狀態、定義宿主種群特

徵、定義感染傳播特徵、選擇控制策略及設置模擬參數。 

(4) 練習範例 1：以豬與豬之間的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簡稱 ASF）

傳播實驗估算的參數值來模擬各種情況下的 ASF 爆發。 

I. 選用 Deterministic Homogeneous COMP 模型 

II. 在感染狀態中僅選擇“Is（infectious and symptomatic）”，以假定所

有豬均在 ASF 感染後死亡，並從農場中移出。 

III. 選擇封閉型族群數為 100 頭豬。 

IV. 假設豬彼此隨機接觸，所有豬在感染後都具有傳染性/有症狀且都在

感染後皆死亡。每頭豬每天的有效接觸數（β）為 1.17，有症狀的感

染期（T）為 4.5 天。 

V. 代入公式 R0=β*T，經計算結果為 5.265，R0 大於 1 代表疾病可傳播。 

https://royalveterinarycollege.shinyapps.io/epid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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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模擬疾病傳播進程如下圖： 

VII. 檢視 Data Table 可得到各個時間點中各項參數的數值，例如：查表得

知累計死亡 10 頭豬將發生在第 4.3 天，族群全部死亡將發生在 28.8

天等模擬之預測結果。  

VIII. 本項練習亦可延伸思考：(I)當有效接觸數（β）與有症狀的感染期

（T）兩項參數單獨變化時，疫情進程呈現的結果比較；(II)當 R0 數

值不變，β與 T 相應改變時，疫情進程呈現的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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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練習範例 2：實際上，已知 ASF 感染的豬在被感染之前具有潛伏期，使

用新參數模擬一次 ASF 爆發。 

I. 除了原有的參數 S (susceptible)與 Is (infectious and symptomatic)之外，

加入新參數 E (infected but not infectious)。 

II. 假設感染 ASF 的豬有 5 天的潛伏期。 

III. 得出下列結果：加入潛伏期（淺藍色曲線）參數後疫病進程明顯延長，

代表罹病數（橘色）與死亡後移出的個體數（淺綠色）的曲線明顯趨

緩。 

(6) 練習範例 3：使用隨機模型及之前使用的假設來模擬豬場中的 ASF 爆發

情形。 

I. 農場是封閉的，共有 100 頭豬，將一頭被 ASF 感染的豬引入農場。 

II. 假設豬與其他豬有效接觸 1.17，豬在 ASF 感染後 4.5 天內具有傳染

性和症狀性，而且在 ASF 感染後全部死亡。 

III. 得出下列結果：圖形顯示的各項數值是經過10次模擬得出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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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項模擬模型可分別選擇顯示各項數值（Susceptible、Infectious 

symptomatic 及 Removed 等）可能性分析，包括發生機率 10％、發

生機率 90％及平均數曲線，如下圖所示： 

V. 當本題延伸為將 3 頭罹病豬隻引入此封閉型農場時，所得結果可作

為與引入 1 頭罹病豬隻之比較，如下圖所示：比較感染且有臨床症

狀的模擬模型，發生機率 10%的曲線有明顯變化，疫病發生期間豬

隻感染 ASF 的機率明顯升高。 

4. 增加模型之複雜度  

(1) 建立模型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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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響疾病模型的因素取決於流行病學的疾病傳播因子、可感染族群

動態及流行病的規模，所以一些干預措施可能會影響 R0，從而降低

傳播能力，如施打疫苗、實施撲殺銷毀及實施移動管制等。 

II. 下圖藍色曲線代表及並未受任何外加因素干涉的疾病進程，紅色曲

線代表已加入干涉因素，但是控制力度仍不足以阻止疾病傳播，干涉

後的淨傳染數（Rn）大於 1；綠色曲線代表已加入干涉因素，且控制

力度足以阻止疾病傳播，干涉後的淨傳染數小於 1。 

(2) 混和模式： 

I. 有感受性的個體比次間接觸的方式通常會有所不同，有些個體會優

先與群體中的特定子群體接觸，或者甚至只與某些特定的個體接觸，

這種非隨機的混和接觸可能對疾病動態和控制策略的實施產生重要

影響。 

II. 宿主的本質特徵（例如年齡，性別或物種）也可能會影響傳染力、敏

感性及潛伏期或傳染期的持續時間等因素。 



 
 

17 
 

III. 多個不同的子種群在空間上屬於分隔的群體，但是會通過個體移動

與間接聯繫而發生關聯。舉動物傳染病的例子來說，通常動物會聚集

在農場中而成為一個分隔的群體，而病原就會藉由農場間動物的移

動或媒介昆蟲的帶入而完成傳播；最終在單個農場中可能會滅絕的

疾病，就可能會在由一群農場組成的生產系統中，成為地方性疾病

（傳染原在農場內被放大，然後傳播給其他人、動物或設備，從而導

致傳播的可持續性）。 

IV. 農場之間的疾病傳播類型的通常有兩類，其一是空間型傳播（spatial），

感染原以輻射狀傳播，例如空氣或媒介傳播、共用設備及人員流動傳

播等；其二是網絡狀的傳播（network），病原藉著發病農場與其他農

場或生產至銷售之間的網絡關係傳播，例如動物從一個農場到另一

個農場或到屠宰場的移動、飼料供應商及貿易商在農場間的移動。圖

示說明如下： 

V. 模型複雜性的提高提高了它們的真實性，同時也會降低透明度，我們

很難準確地估計大量參數，也因此驗證任何給定的模型假設選擇都

會比較困難。 

VI. 模型過於複雜與過度簡化一樣令人討厭，模型應盡可能精簡，僅需機

械式的適當描述流行病模式，同時確保額外加入的因子不會改變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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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最終必須了解，模型只反映了我們對於疾病潛在傳播機制的當前理

解。 

5. 軟體分析實作：增加複雜度之模型 

(1) 練習範例 1：模擬非洲豬瘟（ASF）在一個擁有 100 頭豬封閉豬群中的疾

病進程。 

I. 選用 Deterministic Homogeneous COMP 模型，在感染狀態中僅選擇

“Is（infectious and symptomatic）”，以假定所有豬均在 ASF 感染

後死亡，並從農場中移出，假設豬彼此隨機接觸，所有豬在感染後都

具有傳染性/有症狀且都在感染後皆死亡。每頭豬每天的有效接觸數

（β）為 1.17，有症狀的感染期（T）為 4.5 天。 

II. 加入實施疫苗注射的因素，且疫苗注射率達到 50％。 

III. 得出下列模擬圖型：模型顯示疫苗能有效保護受免疫的個體，快速降

低受感染個體的數量。 

IV. 可以此模型探討各種程度的疫苗注射率所預測的疫病進程，並據以

探討疫苗注射應達到多少百分率才能有效保護豬群不受 ASF 侵襲。 

(2) 練習範例 2：使用網路模型模擬 ASF 於豬場之間的傳播。 

I. 在這個網路中，養豬場間如果有交易活豬則彼此產生關聯。我們將使

用異構網絡，其中每個農場的交易農場數量分佈是正偏（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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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wed），即大多數農場的交易農場數量很少，而少數農場有大量交

易農場。 

II. 選擇 Stochastic Network IBM 模型，在感染狀態中僅選擇“ Is

（infectious and symptomatic）”以假定所有豬均在 ASF 感染後死亡

並從農場中移出；使用 heterogeneous network model 並假設每個農場

的平均交易農場數量（Average number of trading farms per farm）為

4，Power of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為 1.5，每筆交易的疾病傳播概率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per trade）為 0.1。 

III. 模擬開始於 1 個感染 ASF 的農場，農民將在 ASF 引入他/她的農場

後平均 10 天注意到自己農場中有豬隻感染 ASF，並向獸醫機構報

告， 該機構將在通報後停止該農場與其他農場之間的任何貿易往來。 

IV. 得出下列模擬圖型：模型可以模擬各農場的疾病進程並顯示各農場

間的網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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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範例練習 3：使用基於隨機空間個體的模型來模擬豬場之間的 ASF 傳輸。 

I. 在此網絡中，養豬場在空間中位於一固定位置，而 ASF 的傳播受養

豬場之間的距離影響。 

II. 選用 Stochastic Spatial IBM 模型，在感染狀態中僅選擇“Is（infectious 

and symptomatic）”，以假定所有養豬場豬隻在感染 ASF 後皆被清

除，亦假設此養豬場族群為封閉模式（即養豬場遭清除後不會再引入

其他養豬場）且隨機分布在這個區域。  

III. 假設在每次模擬開始時只有一個 ASF 感染的養豬場，農民會在病毒

進入農場 10 天後注意到並通報牧場遭 ASF 感染，將在報告當天即

進行清場。 

IV. 本模型可用於探討預防性撲殺清場對於疾病進程的影響。下圖比較

預防性撲殺可縮短疾病的進程也可減少整體農場的感染數。 

 

(三)、介紹流行病學傳播網絡之模式與軟體分析實作 

1. 介紹流行病學傳播網絡 

(1) 以小世界網路（small-world network）模型為導論，在這種網路中大部份

的節點彼此並不相連，但絕大部份節點之間經過少數幾步就可到達或產

生連結。其中最典型的理論就是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 of separation），

理論中敘述在社會網路中，任意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是 6 ，但隨著時

代演進，人際間的溝通「距離」已從 2008 年的 5.18 縮短到 2011 年的 4.74，

以此說明動物疾病在國際間的傳遞也已日趨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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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受性群體中每一個單位稱為節點，這些節點與其他節點之間的接觸網

路決定了疾病傳播的進程，某些節點與其他節點有密集的接觸（如下圖），

可視為熱點，病原如和熱點接觸則易爆發疫情；同樣的，若能藉由流行病

學分析出熱點，有目標性的實施熱點免疫，阻斷疫病傳播，即可在花費少

數人力物力下達到防疫效果。 

(3) 由於國際間藉由貿易或旅遊等目的往來已形成一個網路，分布在各國的

農場在小世界模型下可視為一有感受性社群。 

(4) 相關研究顯示國際間因動物貿易日益頻繁，動物疫病要傳播到其他國家

並達到某一疫病規模的難度已明顯降低。 

2. 網絡資料及影像化 

(1) 定義網路資料顯示在圖像化中的圖形意義。 

I. 定義節點（node）與連接線（edge），連接線以箭頭顯示方向性，以

加重粗線顯示緊密連結。 

II. 以圖像化顯示各節點間的關係。 

(2) 將網絡數據轉化為視覺化圖形。 

(3) 定義網絡結構和特徵（例如，節點級和全域級網絡劃分） 

I. 根據所需研究的問題導向，需要選擇適當的網路結構或運用各項結

構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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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聚類係數（clustering coefficient）：是與同一節點產生相關聯的兩個節

點彼此間也有關聯，從產生一封閉型關聯網路的概率（closed triad; 

triangle）。在社群網路中的成員關係會形成較高的聚類係數，亦即我

朋友的朋友有比較大的機率會是我的朋友（如小世界網路理論）。 

III. 網路分區（network partitioning）：通過將網絡劃分為不同族群（或社

區、群體）來發現和理解結構的工具。可將網路區分為易於管理的小

群體，或者選擇研究巨觀（large-scale）的網路結構。 

3. 網絡資料及影像化軟體分析實作 

(1) 實作 1：使用「R」這個程式，套用各省之間的家畜運輸數據。在此數據

中，我們僅獲得有關各省之間遷徙家畜數量的信息，而沒有遷徙的方向。 

I. 初步圖像化各省間家畜移動的相互關係圖形如下：  

II. 在圖形中加上權重及如下圖：（圖形方向會隨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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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改變各省家畜數量，使各節點的大小發生改變： 

IV. 可藉由改變節點的顏色和形狀來表示各節點的特性： 

V. 為各節點命名，在此練習中加入韓國各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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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最終亦可將地理圖形套入： 

(2) 實作 2：練習視覺化定向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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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絡架構及特性軟體分析實作 

(1) 實作 1：在此實際操作中，探討網路的特點和結構。 

I. 套用各省之間的家畜運輸數據。在此數據中，我們僅獲得有關各省之

間遷徙家畜數量的信息，而沒有遷徙的方向。 

II. 將牧場標示黑色、紅色及和藍色，按疾病傳播的重要性的降冪排列： 

III. 社區檢測（community detection）模型是將網路劃分為多個節點組，

這些節點連接到另一個節點的概率高於其他組的成員節點。根據其

社區成員身份以不同顏色突出顯示。黑色連線表示同一組中的連接，

而紅色連線表示組之間的連接，作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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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最後可如同上一個練習一樣，加上韓國地圖：加粗的連接線仍代表疾

病傳播的權重。 

(2) 實作 2：導入定向因素，並以不同顏色劃分不同的關聯性；藍色節點彼此

有相互關聯性，而紅色節點彼此之間無相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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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動物流行病學分析需收集完整的流行病學基本資訊，如牧場基本資料、網絡傳播

模式（如車輛 GPS 行經紀錄、牧場間相互關係等）、疫情調查資料、疾病控制策略

等，並配合應用軟體分析，使收集之資訊數位化、圖像化，以利於未來疫情防控之

分析及應用。 

二、韓國動植物檢疫局（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gency; APQA）獸醫流行病學組共

18 位人員，專責於獸醫流行病學之疫調與數據分析，實驗室診斷則由其他單位負

責。獸醫流行病學分析與實驗室診斷工作不同，流行病學專家主要工作不是在實

驗室，而是在田間進行疫情調查與數位化疫情分析。我國現行動物防疫體系任務

編制並未將獸醫流行病學分析獨立成一部門，公務體系中獸醫流行病學專長人才

尚屬缺乏，韓國動植物檢疫局採任務編列模式，將獸醫流行病學分析、疾病檢診及

試驗研究分屬不同部門，使各部門人員更能專精其領域並各司其職，足供我國借

鏡。 

三、鑒於重要跨界動物傳染病日益增加，我國獸醫界亟需培養流行病學專長人才，並

建議與國外流行病學專家建立合作管道，以針對國內重大疫病（如禽流感）之傳播

模式做完整分析。 

四、本次研討會僅有短短 3 天，會中包含韓語同步翻譯，因此授課內容相當有限，我

國應多邀請國內外專家舉辦獸醫流行病學完整之訓練課程。亦建議我國政府相關

單位應積極派員參與國際性研討會或訓練班，始能持續與國際動物疫病防治趨勢

同步，並利於建立國際交流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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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圖 

 

 

圖 1. 韓國動植物檢疫局舉辦之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學員與講師合影。 

 

圖 2. 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進行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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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軟體分析實作。 

 

圖 4. 出席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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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獸醫流行病學研討會議程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Training Workshop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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