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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亞洲豬病年會（Asian Pig Veterinary Society Congress 2019；APVS）於 2003 年

舉辦第 1 屆年會並傳承至今，到 2017 年第 8 屆年會達到 3,600 名參會者和發表超

過 1,000 篇論文，發表論文包含豬隻疾病之細菌、病毒、免疫、疫苗、藥物、營

養及管理等重要領域。而第 9 屆亞洲豬病年會亦於 2019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

在韓國首爾市舉行。且有鑑於亞洲地區非洲豬瘟疫情之迅速蔓延，本屆 APVS 年

會以非洲豬瘟為重要議題，由許多國際知名豬病專家發表專題演講以及見解，並

與各國與會人員進行交流。為因應業務需求與提升我國能見度，本所完成壁報論

文「台灣非洲豬瘟邊境管控與檢測 (Dete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for border 

inspection in Taiwan)」一篇，並投稿至於本屆年會進行發表。其內容主要是描述本

所建立非洲豬瘟相關診斷技術，並由 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7 月完成非洲豬瘟邊境

管制採樣(含沒入)肉製品與機場消毒毯等檢體共 3,240 件樣品之非洲豬瘟抗原檢

測，已檢出共 88 件陽性樣品，包含 82 件中國肉製品及 6 件越南肉製品。有效阻

絕非洲豬瘟於境外，保障我國畜產事業之永續經營。讓各會員國了解我國對於非

洲豬瘟之防治成果，俾有效提升我國之國際形象及獸醫專業水準。希藉由參與本

屆年會，學習國際知名豬病專家之研究成果及結論，並與來自各會員國的研究人

員進行交流，以了解各會員國在豬病防治上的研究心得與成果，希望對本所日後

推動重要豬病之防治研究及檢診服務業務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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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每一屆亞洲豬病年會(Asian Pig Veterinary Society Congress)，都會針對當時

最熱門及新興的豬隻疾病，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進行熱烈討論。過往數屆亞洲

豬病年會舉辦時，本所均派員出席並發表相關之學術報告，有效提升我國之

國際能見度，進而掌握亞洲鄰國的豬隻疫情動向。本次第九屆亞洲豬病年會

於韓國首爾市舉行，其中最熱門主題是非洲豬瘟方面研究，其次為口蹄疫、

豬瘟、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豬病毒性下痢、豬第二型環狀病毒及細菌性疾

病等，共計有來自 24 個國家超過 793 位出席者，提供 45 篇口頭研究報告及

268 篇壁報論文。藉出席此次會議之機會，並於會議期間發表相關論文，除有

效提升本所有關豬隻疾病試驗研究之國際形象及水準外，同時與世界各國之

豬病專家交流，聽取國外專家學者對重要病原的防疫見解，期間獲得許多寶

貴經驗以及知識，加強本國研究人員與國外研究團隊之合作與情誼，建立國

際間學術合作與資訊交流的管道與環境。對未來試驗研究方向以及重點提供

助益，促進我國新興豬隻疾病之防治與畜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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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 

本屆亞洲豬病年會自民國 108 年 8 月 25 日至 108 年 8 月 29 日止共 5 天(詳

如行程表)。 

行    程    表 

月 日(星期) 內容 地點 

8 25(日) 
啟程由臺北赴韓國首爾市、辦理2019年亞洲豬病年會

報到 
臺北-韓國首爾市 

8 26(一)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開幕、專題演講及壁報論文發表 韓國首爾市 

8 27(二)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專題演講及壁報論文發表 韓國首爾市 

8 28(三)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專題演講、壁報論文發表及閉幕 韓國首爾市 

8 29(四) 啟程由韓國首爾市返回台北 韓國首爾市-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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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席年會情形概述 

一、 亞洲豬病年會介紹 

日本、韓國、泰國及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為了因應豬隻新興疾病浮現，提

供國際間學術合作與資訊交流的管道與環境，提升豬隻疾病防治與畜產研究

等領域的學術研究水準，因此成立了亞洲豬隻獸醫協會(Asian Pig Veterinary 

Society, APVS)，並於 2003 在韓國首度召開第 1 屆年會，每隔 2 年即舉辦 1 次

年會。中國與越南在第 1 屆亞洲豬病年會結束後正式加入成為會員國之一。

第 2 屆至第 5 屆則分別於 2005 年、2007 年、2009 年及 2011 年在菲律賓、中

國、日本及泰國舉行，第 6 至第 8 屆亞洲豬病年會於 2013、2015 及 2017 年

分別在越南、菲律賓及中國舉行，第 9 屆亞洲豬病年會則於 2019 年由韓國承

辦。 

二、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大會報到 

2019 年 8 月 25 日星期日，來自亞洲及其他區域等 24 個國家，超過 700 名

之豬病防治與畜產研究等專家學者與業界代表在韓國首爾市的 Grand Hilton 

Seoul 會議中心辦理報到。 

三、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專題演講 

本屆年會在 8 月 26 日在開幕式後即由各會員國代表報告各國之養豬產業

概況及對疾病的控制，報告題目分別為：「菲律賓養豬產業報告(The Philippine 

swine industry country report)」、「中國重要豬病毒性疾病的根除與控制 

(Eradication and control of economically important swine viral diseases in China」、「日

本豬隻生產及健康之現況 (Swine production and health status in Japan)」、「非洲豬

瘟在泰國之調查及預防之評估 (African Swine Fever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n Thailand)」、「越南近年來的豬病概述：從研究到臨床 (Overview of 

pig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in Vietnam: From study to clinical)」、「2019 年台灣豬隻

生產及豬病 (Pig production and pig diseases in Taiwan 2019)」以及「韓國豬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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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與豬病 (Swine production and disease in Korea)」。在 26 日下午由大會所邀請

的 2 位專家，就不同專題進行演講，其內容以口蹄疫疫苗發展以及實驗室生

物安全為主要議題。此 2 個專題演講分別是：「高品質口蹄疫疫苗：確保接種

計畫成功的重要性 (High quality foot-and-mouth disease vaccines: its importance to 

ensure success in vaccination programs)」以及「先進的生物安全性：病原體和化

學 (Advanced Biosecurity: Pathogens and Chemistry)」。在 27 日下午則由大會所邀

請的 2 位專家，就 2 個不同研究領域進行演講，其內容以豬隻呼吸道以及病

毒性疾病等為主要議題。此 2 個專題演講分別是：「如何控制經產母豬的疾病 

(How to manage disease in highly prolific sows)」以及「豬瘟疫苗接種的效益和影

響 (The efficacy and impact of classical swine fever vaccination)」。 

主辦單位於閉幕當日舉辦非洲豬瘟專題論壇，並邀請三位專家擔任講

座，分別為德國 Dr. Klaus Depner (演講題目為：Understanding African Swine Fever 

and major challenges to control the disease )、西班牙 Dr. Yolanda Revilla Novella (演

講題目為：ASFV genes interfering host pathways: Actors for ASF vaccine 

development)以及澳洲 Dr. Caitlin Holley (演講題目為：Latest ASF status in Asia)；

並於會後接受現場全體與會人員各項提問及疑義並逐一說明，讓全體與會之

各國人員均受益良多。 

四、 「2019 年亞洲豬病年會」學術報告 

本次年會的主要熱門議題極熱門焦點為非洲豬瘟，希望藉此聚會將養豬

產業中有助於非洲豬瘟防控的相關研究，能加以匯聚以便共享及討論。本次

年會在學術報告上分成口頭論文與壁報論文二項，包括 45 篇口頭研究報告及

268 篇壁報張貼之報告，並由各國與會專家分別就豬生產醫學、實驗室生物安

全、動物疫苗發展、疫病防治、流行病學分析與診斷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各項

不同領域之議題進行專題演講。涵蓋研究主題包括口蹄疫、豬瘟、非洲豬瘟、

矽尼卡病毒、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豬第二型環狀病毒、豬病毒性下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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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桿菌、黴漿菌、豬丹毒、豬胸膜肺炎放線桿菌及 豬隻增生性腸病等。所有

論文依內容細分為不同主題，分別於不同會場之各個時段進行，與會人員可

選擇有興趣之研究主題前去聆聽與討論。例如在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之研究

方面，因為不斷有新型變異之病毒株出現，因此在疫苗使用上的選擇極為困

難且效益無法確定，使得情況越加複雜。雖然許多先進國家以統進統出等飼

養管理方式或可暫時將此疾病控制或抑制，但隨新型病毒株的不斷入侵養豬

場，往往間隔一段時間後爆發更嚴重的新疫情且造成極嚴重經濟損失。在口

蹄疫、豬瘟及豬病毒性下痢之研究方面，亦佔有相當篇幅，包括新式疫苗之

發展、應用與成效評估，以及流性病學分析。在豬環狀病毒之研究方面，由

於各國普遍使用次單位或不活化疫苗，因此豬環狀病毒對於養豬場所造成之

經濟損失已不若以往，本屆大會所發表之論文主要以探討開發新疫苗和使用

效果為主，在論文發表之數量已不若前幾屆年會。 

本屆 APVS 年會來自台灣的學術論文報告共計有 22 篇，包括壁報論文為

21 篇，口頭論文為 1 篇。其中本所王羣助理研究員發表壁報論文 1 篇，題目

為「台灣非洲豬瘟邊境管控與檢測 (Dete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for 

border inspection in Taiwan)」，其內容主要是描述本所依據 OIE 陸生動物診斷

試驗及疫苗手冊 （Manual of diagnostic tests and vaccines for Terrestrial animals, 

Chapter 2.8.1.），建立非洲豬瘟相關診斷技術。並由 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7 月完

成非洲豬瘟邊境管制採樣(含沒入)肉製品與機場消毒毯等檢體共 3,240 件樣品

之非洲豬瘟抗原檢測，已檢出共 88 件陽性樣品，包含 82 件中國肉製品及 6

件越南肉製品。有效阻絕非洲豬瘟於境外，保障我國畜產事業之永續經營。 

除各項正式學術會議外，本次大會亦設有許多廠商展示區，多家廠商亦

針對目前最新研發的豬隻疫苗與藥品舉行研討會。其中最主要的商品為豬瘟

疫苗、豬第二型環狀病毒疫苗、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疫苗、口蹄疫疫苗豬病

毒性下痢疫苗、黴漿菌之菌苗以及各式各樣動物用藥品。與會廠商亦舉辦說

明會或研討會，讓與會人員可以獲得於各式疫苗發展及成效的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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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出席年會心得 

本次會議主要以非洲豬瘟為主，其次為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口蹄疫、

豬第二型環狀病毒、細菌性疾病等為輔。本次研討會之各項議題中，最讓與

會人員熱衷討論的是非洲豬瘟。豬隻感染非洲豬瘟病毒後呈現高熱、沉鬱、

食慾不振、流淚、皮膚充血、下痢、嘔吐、部份病豬排血便、脫水，初發生

地區死亡率高達 100%。目前全世界均無安全的非洲豬瘟疫苗可供使用，萬一

爆發疫情只能以撲殺方式控制。因此為嚴防其侵入，禁止疫區豬隻、豬肉、

肉製產品等之輸入乃必要之手段。本次年會之許多報告指出，該病目前在中

國大陸、越南等東亞國家及部分歐洲國家猖獗肆虐，短時間內恐怕難以清除。

因此包括我國在內，均不可掉以輕心，應持續強化完整防疫與監測計畫，充

分應用完善的診斷技術並充實所需經費，有效將非洲豬瘟阻絕於境外。 

而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相關研究在本次會議亦是熱門討論議題，世

界各國均以新疫苗之開發與使用為主要研究方向，一方面希望能有效降低疫

苗生產之成本，另一方面希望能改進疫苗使用方式及免疫期程，但是其保護

效力一直為專家學者與業界所討論，仍有許多努力之空間。再加上數年來高

病原性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在亞洲各國均造成相當之疫情，導致各國母豬年

產仔豬數與仔豬育成率均偏低，豬隻生長遲緩，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對各國

養豬產業所產生的競爭壓力不言而喻。為了未雨綢繆，相關單位可投注更多

資源，在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及其他豬隻疾病之防治與相關試驗研究上。透

過參加相關國際會議，聽取國外專家學者對豬隻新浮現與再浮現疾病的防疫

見解，並尋求國際間學術合作與資訊交流的管道與環境，對我國豬隻疾病之

防治與畜產業之提升，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10 

 

伍、建議事項 

一、 地主國韓國在舉辦本屆年會時，產官學界無不充分支援所需經費、人力

與物力，期望讓世界各國與會人員對地主國留下美好印象。本屆年會原

本預訂於韓國釜山市舉行，卻因為釜山市政府及當地養豬農民擔心若有

大量非洲豬瘟疫區之養豬產業相關人員前往與會，恐有導入非洲豬瘟疫

情之疑慮，因此強烈反對於釜山市舉辦該次年會，主辦單位於是移至首

爾市舉辦，也因此造成原本預定住宿飯店及交通接駁均需重新規劃。所

幸在會議舉辦前夕終於克服萬難，對於與會人員食宿及交通接駁等均妥

善安排。此次主辦單位之各項危機處理方式，亦有許多我國值得借鏡之

處。我國將在 2021 年舉辦第十屆亞洲豬病年會，雖然尚有 2 年之期，仍

應儘早進行規劃，成立權責單位負責統籌舉辦該年會之相關事宜，編列

充足之經費、人力，規畫妥善之議程及住宿地點與交通接駁，並在會議

期間發表足量之優秀論文。如此方能將台灣數十年來養豬事業發展與豬

病研究之成果讓世界看見。 

二、 本次出席該年會之台灣代表除家畜衛生試驗所同仁外，尚包括台灣大

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以及屏東科技大學等 4 所學校之師生，暨農業

科技研究院同仁以及產業界之代表，人數雖僅百餘人，但發表之論文之

品質卻極佳。臺灣正值達成「非施打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區」的關鍵時刻，

除了歸功於全國豬農不遺餘力的支持配合，獸醫專業人員精準的診斷及

監測工作亦是重要助力。而目前國內之獸醫臨床教育，除了以伴侶動物

為主，對於豬病及其他經濟動物獸醫師之養成教育分配到資源可再有效

提升，並鼓勵在學學生投入之願意。如此將對於我國畜產事業之發展儲

備充沛之防檢疫人才，提供迅捷的診斷服務，構築動物防疫的堅實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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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第九屆亞洲豬病年會 APVS 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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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九屆亞洲豬病年會非洲豬瘟專題論壇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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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屆亞洲豬病年會本所由邱垂章所長、鄧明中組長及王羣助理研究員代表

與會。 

 

 

 

圖四、本屆亞洲豬病年會，本所鄧明中組長與我國獸醫專家嘉義大學陳秋麟教 

授及羅登源副教授就本所非洲豬瘟研究成果與進行熱烈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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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本屆年會期間，與會之各國專家發表不同領域之研究主題及心得。 

 

 

 

圖六、本屆年會舉辦非洲豬瘟專題論壇，並由三位專家擔任講座，分別為德國籍

Dr. Klaus Depner (左三，聯邦動物健康中心動物衛生研究所（FLI）負責人)、

西班牙籍 Dr. Yolanda Revilla Novella(右三，Severo Ochoa（CBMSO）分子生

物學中心研究員兼 ASFV 實驗室負責人)以及澳洲籍 Dr. Caitlin Holley (右

二，OIE 區域聯絡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