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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4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及病例 

討論 

  本所於 107 年 9 月 7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院辦理第 364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

病理小講堂邀請張皓凱獸醫師及李文達獸醫

師分享「系統病理學」與「組織病理學」課

程，獸醫組織病理會議由中華民國獸醫病理

學會廖俊旺理事長主持，病例計有臺灣大學

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

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

 
張皓凱獸醫師分享「系統病理學」。 

 

李文達獸醫師分享「組織病理學」。 

衛生試驗所、嘉義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

斷中心及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獸醫病理生物學

研究所共同提出 6 個動物疾病病例，供組織

病理訓練及會議討論用，計有 1 例豬、1 例

雞、2 例貓、1 例鴿及 1 例馬病例，當日會

議計有 62 人出席；有感中興大學陳三多教授

於 107 年 8 月 27 日辭世，張乃文獸醫師悼

念恩師過去種種事蹟，一生奉獻於病理學且

熱衷教學的態度，出席人員於會前默哀一分

鐘感懷陳教授的付出。(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出席人員默哀一分鐘感懷陳三多教授的付出。 

 

會議進行病例討論。 

 



 
 

全民國防教育 –「紳士密令」       

影片賞析 

  本所於 107 年 9 月 11 日辦理全民國防

教育-「紳士密令」影片賞析。故事背景設定

在 1960 年代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必須摒除

長期以來敵對的心態，分別派出精英特務，

共同合作阻止一個神秘國際犯罪組織。透過

片中兩位探員亦敵亦友幽默風趣的對話情

節，協助同仁們瞭解增進國防知識和國家防

衛意識的重要性，共計 58 人參與。(人事室) 

 
「紳士密令」影片賞析。 

 

辦理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實驗室

認證第 6 次延展評鑑 

  檢定分所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自89年2

月 24 日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化學

測試領域之認可實驗室開始，歷經 92 年 5

月 30 日、95 年 9 月 7 日、99 年 1 月 26 日、

101 年 12 月 25 日和 105 年 3 月 2 日共 5

次通過延展認證，並持續於 107 年 9 月 12

日辦理完成第 6 次延展評鑑。本次延展評鑑

小組由董德志、凌永健和張勝祺等 3 位委員

組成，蒞臨檢定分所進行實驗室品質與技術

系統稽核。稽核重點在於文件管制、內部稽

核與管理審查執行狀況、查核樣品品保措施

與能力參與計畫等項目，並對實驗室人員進

行實地操作技術能力確認。評鑑委員稽核所

提出品質與技術不符合事項及其相關建議，

均有助提昇各實驗室品質管理及技術能力。

另因應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於 109 年全

面推行 ISO/IEC 17025：2017 認證規範，著

重以風險權重評估分析，強化內部管控措

施。檢定分所將持續性鑑別檢驗公正性風

險，並增加實驗室內部比對頻率和量測不確

定評估項目，鑑別出實驗室人員操作風險，

以提昇實驗室檢驗公正性及公信力。(檢定分

所/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評鑑小組董德志委員(前排

右四)、凌永健委員(前排右六)及張勝祺委員(前排右七)

與檢定分所化檢系同仁合影。 

 

第 889 次學術研討會 

  107 年 9 月 12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會議室舉辦第 888 次學術研討會，由本所疫

學研究組李璠組長主持。本次研討會納入獸

醫師繼續教育學分認證 2 堂，共計 31 人與

會。本次內容為檢定分所張家禎副研究員工

作報告「SPF 雞生產技術及科學應用」，疫

學研究組凃央昌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臺灣

野生動物狂犬病之再浮現」及出國報告「參

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舉辦豬病控制及

診斷區域短期訓練心得」，疫學研究組李璠

研究員出國報告「赴美國參加禽病緊急應變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張家禎副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及出國報告人員：凃央昌助

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李璠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陳燕萍副研究員。 

 

訓練課程」，陳燕萍副研究員出國報告「赴

匈牙利執行水禽生產體系之動物衛生與預防

醫學計畫」。（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第 25 屆臺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 

工作小組諮商會議」參訪團來所 

  「第 25 屆臺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

小組諮商會議」參訪團計 11 位成員於 107

年 9 月 20 日下午 3 時蒞所參訪，由許聰文

副所長主持座談會議，於本所業務簡報後，

就近來非洲豬瘟於亞洲及全球各地區流行之

因應措施與準備工作進行簡短討論，並參觀

本所 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透過參訪與座談

會議互動，強化臺美農業合作關係，並留下

友好且深刻之印象。(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座談會後合影。 

 

與參訪團進行座談會議。 

 



 
 

 

張家宜副研究員介紹本所 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 

 

參訪合影。 

 

本所同仁自我介紹。 

 

辦理 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 

網路演練活動 

  為配合 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

路演練活動，本所於 106 年 9 月 20 日（星

期四）辦理地震演練事前宣導講習，會中以

播放防震宣導影片及說明地震演練作業內

容。協助同仁在事前評估安全環境、地震發

生時的避難行為（抗震保命 3 步驟：1、趴下 

 

2、掩護 3、穩住），地震發生後是否需要避

難，並試走避難路線等。 

  演練活動於 9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1 分警

報音響後進行，各組室人員於辦公室、會議

室及實驗室等辦公處所就地演練，完成抗震

避難 3 步驟：趴下、掩護、穩住。本所各組

室人員迅速確實就地演練，增強應急疏散的

經驗和能力，且提高了大家的防災意識和應

變能力。 

  本次實地演練期望結合本所人力及相關

資源，加強同仁抗震防災能力，並藉由宣導

影片模擬不同情境中同仁們相互支援搶救。

本所並將演練成果上傳臺灣抗災演練網（網

址：https://www.twdrill.com.tw/），於網

路瀏覽分享，擴大防災宣導效應，臻達全民

防災之目的。(秘書室／事務) 

 

 

同仁觀看花蓮震災影片。 

 

同仁於辦公桌下避難。 

 



 
 

辦理豬瘟撲滅經驗分享之圓桌會議與

國際研討會 

  本所於 107 年 9 月 26 日邀請日本農林

水產省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菊池榮作博士

蒞所，並與本所所長及相關同仁共同參與「豬

瘟撲滅經驗分享之圓桌會議」。會中除分享

日本撲滅豬瘟之重要策略及執行經驗外，並

就近來日本爆發豬瘟病例之診斷、管制及後

續防疫進行相關討論，對於我國豬瘟診斷、

豬瘟疫苗使用以及豬瘟監控政策提供良多助

益。本所並於 107 年 9 月 27 日舉辦「豬瘟

撲滅經驗分享之國際研討會」，由許聰文副

所長擔任主持人，會中邀請日本菊池榮作博

士、墨西哥 Eric Rojas Torres 博士與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李明昌副研究員等三位研

究學者分別擔任講座，共計 70 人與會。會議

中就日本、墨西哥和我國豬瘟防疫、診斷、

疫苗使用及管制措施等提供許多寶貴經驗及

成果，與會來賓提問亦極為踴躍。希望藉由

本次座談交流，強化我國對於豬瘟防疫之能

力。(豬瘟研究組) 

 
日本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動物衛生課菊池榮作博士

於「豬瘟撲滅經驗分享之圓桌會議」致詞。 

 
日、墨兩國專家及與會來賓於「豬瘟撲滅經驗分享之

國際研討會」會場前合影。 

 
菊池榮作博士分享日本豬瘟撲滅經驗。 

 
Eric Rojas Torres 博士分享墨西哥豬瘟撲滅經驗。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李明昌副研究員分享臺灣防

治與監控豬瘟經驗。 



 
 

檢定分所辦理 107 年下半年度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內部查核 

  檢定分所 107 年 9 月 26 日於 2 樓會

議室舉辦 107 年下半年度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小組內部查核，由小組召集人葉修如分所

長主持。本次內部查核範圍為檢定分所所有

動物舍，由總所郭舒亭委員、分所陳玉林委

員及陳昱憲委員現場進行查核，共計 26 人

參與。結束會議中，委員對動物舍現場查核

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改善事項，同時也

稱讚動物舍設施維護及工作人員素質良好。

會議於下午 2 時圓滿結束。(檢定分所/實驗

動物研究系) 

 

10709 人事異動 

本所製劑研究組外包助理人員游士欣於

107 年 9 月 3 日到職、張家源及吳彥廷於同

年 9 月 17 日到職，許志宏及葉首宏分別於

107 年 9 月 6 日及 9 月 18 日離職。生物研

究組屏東水生實驗室研究助理許憲文於 107

年 9 月 25 日到職。（秘書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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