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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針對台灣地區自國外輸入犬科動物血清，以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進 行 洛 磯 山 斑 疹 熱 (Rickettsia 

rickettsii；Rr)、犬艾利希體(Ehrlichia canis；Ec)、地中海斑點熱(Rickettsia conorii；

Rc)、萊姆病(Borrelia burgdorferi；Bb)、萊姆病(Borrelia afzelii；Ba)及利什曼原蟲

症(Leishmania donovani；Ld)等血清中 IgG 抗體之監測。結果顯示：居住都市之

犬血清中 Rr 抗體陽性率為 29.1%(32/110)、Ld 為 5.5%(6/110)、Ec 為 4.5%(5/110)、

Rc 為 6.4%(8/110)、Bb 為 0.9%(1/110)、Ba 為 3.6%(4/110)。居住於山區鄉村之犬血

清中 Rr 抗體陽性率為 0%、Ld 為 0.6%(1/179)、Ec 為 5.8%(10/179)、Rc 為

0.6%(1/179)、Bb 為 1.8%(3/179)、Ba 為 1.2%(2/179)。自國外輸入之犬血清中 Rr 抗

體陽性率為 15.5%(22/141)、Ld 為 14.8%(21/141)、Ec 為 21.1%(30/141)、Rc 為

10.6%(15/141)、Bb 為 5.6%(8/141)、Ba 為 14.1 %(20/141)。抗體力價分析結果顯示：

抗體檢測為陽性檢體其抗體力價大都高於 1024 倍。此外，以流產布氏桿菌

(Brucella abortus)及犬布氏桿菌(Brucella canis)之全菌抗原及補體試驗確認所有犬

科動物之血清抗體，其結果皆為陰性。由上述結果顯示，自國外境外輸入之犬

隻其人畜共通細菌性疾病之抗體盛行率普遍高於國內目前居住於都市及鄉村之

犬隻，此結果可提供臨床獸醫師疾病診斷及第一線防疫人員作為疾病防疫政策

之參考。 

 
 
關鍵字：人畜共通性傳染病、犬、酵素連結免疫吸附法 
 
 
緒言 

萊姆病之病原為伯氏疏螺旋體(B. burgdorferi 

sensu lato)，目前已知 11 基因體，至少有 3 種基因

種(genospecies)會造成人與動物感染的病原菌，如

B. burgdorferi sensu stricto、B. garinii 及 B. afzelii 

(8)。臺灣地區犬萊姆病血清盛行率，據前人於 1993

年 9 月至 1994 年 9 月間調查本省 7 縣市地區家

犬，結果顯示血清平均陽性盛行率為 9.5％。血清陽

性犬隻多集中於臺灣東北部地區，依不同地區分析就

診犬族群其抗體盛行率，以花蓮地區 34.5％最高，

臺東地區 12.5％及臺北地區 12.3％次之，高雄地

區 3.8％最低(1)。此外，臺灣地區之犬科動物之立

克次體之感染症及利什曼原蟲症之血清抗體監測，則

無正式報告可供參考。本試驗之研究目的為增加國內

外疾病資料收集及分析，瞭解目前國內各感受性宿主

動物其細菌性及原蟲性之人畜共通性之疾病發生情

形，擬針對台灣地區自國外新輸入犬科動物血清、居

住都市及山區鄉村之犬科動物血清進行洛磯山斑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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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地中海斑點熱、萊姆病、萊姆病(Borrelia afzelii)

及利什曼原蟲症等血清中 IgG 抗體之監測，進一步瞭

解動物來源及活動區域之血清中抗體陽性率之差

異。其結果可提供臨床獸醫師進行疾病診斷及第一線

防疫人員作為疾病防疫政策之參考，以減少疾病外來

傳播機會及流行。 

 

材料與方法 

血清樣本之採集 

犬隻血清樣本來自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收容

中心之野外調查病例，其採樣範圍分布於屏東縣、台

南縣及高雄縣山林間及鄉村之犬隻及台大動物醫院

及屏東科技大學動物醫院定期送檢之自國外進口新

輸入動物血清樣本及本所研究人員定期主動式至臺

北市動物防治所管轄之動物之家進行樣品收集之血

清檢體。本研究共收集犬科動物共計 430 例，其中

居住都市之犬為 110 例、居住於山區鄉村之犬為

179 例、自國外輸入犬隻為 141 例。其中自國外輸

入犬隻國家主要有美國(78 例)、加拿大(30 例)、香

港(17 例)、泰國(1 例)、菲律賓(8 例)、韓國(3 例)、

法國(1 例)、荷蘭(1 例)、南非(1 例)、巴拉圭(1 例)。 

血清 IgG 抗體檢測(ELISA)及力價分析： 

本試驗犬科動物血清中 IgG 抗體檢測試劑乃採用

洛磯山斑疹熱、犬艾利希體症、地中海斑點熱、萊姆

病、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 及利什曼原蟲症等市售

的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試劑主要來自 Euroclone、

Heilca 之 ELISA 產品，其來源詳見表一。其操作方法

為將待測血清及試劑上附的陽性及陰性血清，依試劑

上要求比例方式予以稀釋，取 100μL 加入已覆蓋特

異抗原之孔洞內，於 37℃下感作 30 分鐘後，取

300μL 之 wash buffer 沖洗作用盤 5 次，加入

100μL 之具標示過氧化酶之兔子抗犬 IgG 結合效素

進行結合，最後加入 50μL 之呈色劑進行呈色，以波

長 450 nm 之免疫效素分析儀進行讀值分析，最後

依各說明書上之判定公式進行判別陽陰性。 

布氏桿菌檢測試驗用抗原 

玫瑰苯凝集試驗(Rose bengal test, RBT)所用抗

原為市售之玫瑰苯布氏桿菌檢測試劑，肉用牛、山

羊、豬及人的血清檢測為使用英國 VLA 生產之流產布

氏 桿 菌 全 菌 抗 原 ， 而 犬 血 清 檢 測 是 使 用 美 國

SYNBIOTICS 所生產之犬布氏桿菌全菌抗原。補體結

合試驗(Complement fixation test, CFT)在肉用牛、山

羊、豬及人的血清檢測所用抗原為日本動物衛生研究

所出品之脂多醣抗原，稀釋 100 倍後使用。犬血清

檢 測 用 抗 原 為 使 用 犬 布 氏 桿 菌 標 準 菌 株

ATCC23365 株依照 WHO 手冊方法配製(2)。補體

為採集自天竺鼠之混合血清，分裝存於-70℃，使用

之力價為可使測定系統產生 50%溶血之 4 倍強度

(即 4 單位)。溶血素為抗綿羊紅血球之免疫球蛋白，

所購得之 DIFCO 此類產品，其完全溶血力價約為

2,000 倍，因此採其略高力價，稀釋 1:1,500 使

用。敏感紅血球為 3％綿羊紅血球與等量之稀釋溶血

素混合，存放於 4℃感作隔夜之紅血球。以 RBT 作

為初步篩檢，檢測時以抗原 0.03 ml 加上血清 0.03 

ml 於玻璃板上混合震盪 4 分鐘後觀察凝集情形，任

何的可視反應都被認為是陽性反應。判定為陽性者再

以 CFT 複檢。CFT 操作為血清先以 60℃30 分鐘進

行非動化，再以緩衝液 Barbital Buffer Saline 製成 5

倍稀釋液。在 96 孔盤上連續稀釋 5 倍，10 倍，20

倍，40 倍，80 倍，160 倍，320 倍，再順序加

入市售稀釋之 1 倍抗原和 4 單位補體後置於 4℃隔

夜作用。加入敏感紅血球搖晃均勻，之後移至 4℃冰

箱 1 小時後進行判讀。判讀分為 5 個等級： 4+=完

全不溶血，3+=溶血 2 5％，2+=溶血 50％，1+=

溶血 75％及 0=完全溶血。若完全溶血則判定為陰

性。 

 

結果 

各疾病檢測結果分析顯示 

居住都市之犬血清中抗體陽性率分別為洛磯山

斑疹熱為 29.1%；利什曼原蟲症為 5.5%；犬艾利

希體症為 4.5%；地中海斑點熱為 6.4%；萊姆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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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萊姆病(Borrelia afzelii)為 3.6%。居住於山

區鄉村之犬血清中抗體陽性率分別為洛磯山斑疹熱

為 0%；利什曼原蟲症為 0.6%；犬艾利希體為

5.8%；地中海斑點熱為 0.6%；萊姆病為 1.8%；

萊姆病(Borrelia afzelii)為 1.2%。自國外輸入之犬血

清中抗體陽性率分別為洛磯山斑疹熱為 15.5%；利

什曼原蟲症為 14.8%；犬艾利希體為 21.1%；地

中海斑點熱為 10.6%；萊姆病為 5.6%；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為 14.1%，其結果詳見表二。此外，

以布氏桿菌(Brucella abortus)及犬布氏桿菌(Brucella 

canis)之全菌抗原檢測所有犬科動物之血清抗體，其

結果皆為陰性。 

血清抗體力價分析： 

居住於山區鄉村之犬血清中洛磯山斑疹熱抗體

陽性率為 0%、利什曼原蟲症為 0.6%(1/179)、犬

艾利希體為 5.8%(10/179)、地中海斑點熱抗體為

0.6%(1/179)、萊姆病為 1.8%(3/179)、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為 1.2%(2/179)，上述疾病其抗體

力價分析皆大於 1024 倍，除了其中 1 例之犬艾利

希體抗體力價小於 4 倍及 1 例之地中海斑點熱抗體

陽性血清含量不足而無法進行抗體力價之分析，其結

果詳見表三。 

自國外輸入之犬血清中洛磯山斑疹熱抗體陽性

率為 15.6%(22/141)，其抗體力價分析 17 例大

於 1024 倍、2 例大於 256 倍及 3 例因血清含量

不 足 無 法 檢 測 ； 利 什 曼 原 蟲 症 為

14.9%(21/141)，其抗體力價分析 7 例大於

1024 倍、8 例大於 256 倍、1 例大於 64 倍、3

例小於 4 倍及 2 例因血清含量不足無法檢測；犬艾

利希體為 21.3%(30/141)其抗體力價分析 20 例

大於 1024 倍、3 例大於 256 倍、1 例小於 4 倍

及 6 例因血清含量不足無法檢測；地中海斑點熱為

10.6%(15/141)，其抗體力價分析 11 例大於

1024 倍、及 4 例因血清含量不足無法檢測；萊姆

病為 5.6%(8/141)，其抗體力價分析 5 例大於

1024 倍及 3 例因血清含量不足無法檢測；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為 14.2 %(20/141)，其抗體力價

分析 19 例大於 1024 倍及 1 例因血清含量不足無

法檢測，其結果詳見表四。 

居住都市之犬血清中洛磯山斑疹熱抗體陽性率

為 29.1%(32/110) 、 利 什 曼 原 蟲 症 為

5.5%(6/110)、犬艾利希體為 4.5%(5/110)、地

中 海 斑 點 熱 為 6.4%(8/110) ； 萊 姆 病 為

0.9%(1/110) ； 萊 姆 病 (Borrelia afzelii) 為

3.6%(4/110)，其抗體力價分析皆大於 1024 倍，

其結果詳見表五。 

 

討論 
萊姆病之病原為伯氏疏螺旋體(B. burgdorferi 

sensu lato)，目前已知 11 基因體，至少有 3 種基因

種(genospecies)會造成人與動物感染的病原菌，如

B. burgdorferi sensu stricto、B. garinii 及 B. afzelii。

目前犬隻之萊姆病疫苗已成功於美國、德國及捷克共

和國等國家上市使用，最近研究報告指出，比較目前

上市 5 種疫苗免疫後 1 年，以 ELISA 方法監測其抗

體力價發現，只有 Prolyme®的疫苗在 1 年內可達到

最高 500 倍之抗體力價，其餘皆在半年內或 1 年

內，由最高 500 倍之抗體力價降至 200 倍(6)，而

就本研究結果顯示：且自國外輸入之犬萊姆病抗體陽

性率為 5.6%較國內寵物犬(無論是居住都市或山區

鄉村)之陽性率為高；此外另一由全鉤硬蜱(Ixodes 

persulcatus)所媒介之萊姆病(Borrelia afzelii)基因型

之血清抗體亦進行血清抗體監測，亦相同發現自國外

輸入犬隻其血清抗體陽性率為 14.2 %(20/141)，

皆較居住於山區鄉村之犬、居住都市之犬為高。分析

其可能原因有三：一為施打疫苗所激起之抗體，二為

體內曾受到病原之入侵感染，三為體內重覆感染造成

免疫刺激。而相對於台灣地區目前並無推廣使用此疫

苗，因此臺灣地區之犬科動物血清中抗體反應結果，

應可推測為台灣之犬科動物之宿主體內確實曾遭受

到病原之入侵感染；而在自國外輸入犬隻其血清抗體

盛行率及力價分析部份發現：在萊姆病抗體力價分析

之結果，無論是居住於山區鄉村之犬、居住都市之犬

及自國外輸入之犬其抗體力價大多大於 1024 倍，

此結果之可能原因為自國外輸入之犬隻可能接受疫

苗注射之機會較高而體內存有抗體，或再經入關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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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留觀查期間可能再次接受到病原之刺激而激發更

強之免疫反應，致使抗體力價高於 1024 倍，因此

若要進一步確定國外輸入之犬隻體內是否存在病

原，應再以分子生物之檢測方法加以補強證據。 

自中國犬隻之萊姆病(B. burgdorferi sensu lato)

血清抗體陽性率為 5.06％(1724/34104)，陽性

率高的地區大多分布於山區(7)。在地中海地區國家

如西班牙其犬隻血清抗體盛行率亦非常高：Rc 為

56.4％、Bb 為 0.6％、Li 為 30％、Ec 為 16.7％，

其推測亦與傳播宿主有關(5)。前人研究進行臺灣地

區犬萊姆病血清盛行率，據前人於 1993 年 9 月至

1994 年 9 月間調查本省 7 縣市地區家犬，結果顯

示血清平均陽性盛行率為 9.5％(66／696)。血清

陽性犬隻多集中於臺灣東北部地區，依不同地區分析

就診犬族群其抗體盛行率，以花蓮地區 34.5％(20

／58)最高，臺東地區 12.5％(6／48)及臺北地區

12.3％(12／98)次之，高雄地區 3.8％(7／184)

最低(1)。此結果與本試驗結果有所類同，因本試驗

之山區鄉村犬大都集中於高屏地區山區，其疾病抗體

之陽性率較低；而都市犬及國外輸入犬大都分布於北

部地區，其疾病抗體之陽性率為高，因此若再能增加

採樣地點，必能增加數據之代表意義。 

本試驗結果發現台北地區之犬科動物體內 Rc 抗

體陽性率高達 29.1％，本病為人畜共通傳染病，對

於此監測結果應提醒相關衛生單位之重視及注意。以

色列國家進行例行之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監測發現該

國之家畜動物體內之 Rc 抗體陽性率很高，因此進一

步想瞭解同一村莊之犬隻與人類其血清中 Rc 抗體之

相關性，結果發現 Rc 對犬隻比人類具有較高之感受

性，因此，可利用犬隻之血清抗體盛性率來當人類暴

露於該疾病之危險程度之指標(3)。 

由蜱蝨所媒介之疾病如艾利希體及立克次體

等，在感染宿主體內嚴重的會有臨床症狀出現，但不

管是否有治療，最後宿主體內之免疫大都會形成不完

全之免疫保護狀態而形成持續性不顯性感染，因此在

許多感染的病例中其病理之變化常於關節、眼睛葡萄

膜眼色素層、腎臟、皮膚及中樞神經會有免疫沉積複

合物所造成之血管炎及高球蛋白血症(4)。美國自

2000 年開始針對境外輸入犬隻及貓提供相關疾病

診斷分析如狂犬病疫苗給予之確定及進入國內前

24-48 小時給予藥物治療，將疾病境外移入之機會

降低。結論，建議自國外輸入之寵物犬，可增加上述

疾病血清抗體篩選，針對抗體力價高的犬隻於入境前

添加抗生素予以治療，將體內病原數降低，以減少上

述病原自境外移入入侵之機會。 
 

 

表 1. 本試驗犬科動物血清中 IgG 抗體檢測試劑之來源： 

檢測疾病名稱 檢測試劑品牌 出廠國家 
洛磯山斑疹熱 
(Rickettsia rickettsii) 

Euroclone 義大利 

犬艾利希體 
(Ehrlichia canis) 

Euroclone 義大利 

地中海斑點熱 
(Rickettsia conorii) 

Helica 美國 

萊姆病 
(Borrelia burgdorferi) 

Helica 美國 

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 

Helica 美國 

利什曼原蟲症 
(Leishmania donovani) 

Helic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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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來源之犬血清於各疾病 IgG 抗體檢測結果： 

 犬科動物血清各疾病 IgG 抗體檢測陽性比例(％) 

來源/數量 利什曼原蟲症 
 

萊姆病(Ba) 
 

萊姆病(Bb) 洛磯山斑疹熱 
 

地中海斑點熱 
 

艾利希體症 

都市犬 
(110) 

5.5 
 

3.6 
 

0.9 
 

29.1 6.4 
 

4.5 
 

山區鄉村犬 
(179) 

0.6 
 

1.2 
 

1.8 
 

0 
 

0.6 
 

5.8 
 

國外輸入犬 
(141) 

14.8 
 

5.6 14.1 
 

15.5 
 

10.6 
 

21.1 

 

表 3：山區鄉村犬血清檢測各疾病血清 IgG 抗體力價之分佈： 

疾病名稱 樣本數 陽性數 
抗體力價

檢驗數 
抗體力價數 

≧4Ｘ ≧16Ｘ ≧64Ｘ ≧256Ｘ ≧1024Ｘ 
利什曼病原蟲症 
(Leishmania donovani) 

179 1 1 0 0 0 0 1 

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 

179 2 2 0 0 0 0 2 

萊姆病 
(Borrelia burgdorferi) 

179 3 3 0 0 0 0 3 

洛磯山斑疹熱 
(Rickettsia rickettsii) 

179 0 0 0 0 0 0 0 

地中海斑點熱 
(Rickettsia conori) 

179 1 0 0 0 0 0 0 

犬艾利希體 
(Ehrlichia canis) 

179 10 10 1 0 0 0 9 

 

表 4： 國外輸入犬血清檢測各疾病血清 IgG 抗體力價之分佈： 

疾病名稱 樣本數 陽性數 
抗體力價

檢驗數 
抗體力價數 

≧4Ｘ ≧16Ｘ ≧64Ｘ ≧256Ｘ ≧1024Ｘ 
利什曼病原蟲症 
(Leishmania donovani) 

141 21 19 3 0 1 8 7 

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 

141 20 19 0 0 0 0 19 

萊姆病 
(Borrelia burgdorferi) 

141 8 5 0 0 0 0 5 

洛磯山斑疹熱 
(Rickettsia rickettsii) 

141 22 19 0 0 0 2 17 

地中海斑點熱 
(Rickettsia conori) 

141 15 11 0 0 0 0 11 

犬艾利希體 
(Ehrlichia canis) 

141 30 24 1 0 0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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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都市犬血清檢測各疾病血清 IgG 抗體力價之分佈： 

疾病名稱 樣本數 陽性數 
抗體力價

檢驗數 
抗體力價數 

≧4Ｘ ≧16Ｘ ≧64Ｘ ≧256Ｘ ≧1024Ｘ 
利什曼原蟲症 
(Leishmania donovani) 

110 6 6 0 0 0 0 6 

萊姆病 
(Borrelia afzelii) 

110 4 4 0 0 0 0 4 

萊姆病 
(Borrelia burgdorferi) 

110 1 1 0 0 0 0 1 

洛磯山斑疹熱 
(Rickettsia rickettsii) 

110 32 32 0 0 0 0 32 

地中海斑點熱 
(Rickettsia conori) 

110 8 4 0 0 0 0 4 

艾利希體 
(Ehrlichia canis) 

110 5 5 0 0 0 0 5 

 

 

表 6. 國外輸入犬隻血清來源地區及各疾病血清 IgG 抗體陽性率百分比之分佈 

 國外輸入犬隻血清各疾病 IgG 抗體檢測陽性率(％)                

地區 輸入 
數量 

利什曼原蟲症 
 

萊姆病(Ba) 
 

萊姆病(Bb) 洛磯山斑疹熱 
 

地中海斑點熱 艾利希體症 

美國 78 19.2 14.1 
 

7.7 
 

21.8 
 

14.1 
 

21.8 
 

加拿大 30 16.7 
 

10 
 

6.7 
 

6.7 
 

6.7 
 

30 
 

香港 17 0 
 

17.6 0 
 

11.8 5.8 
 

11.8 

泰國 1 0 
 

100 
 

0 
 

0 
 

0 
 

0 
 

菲律賓 8 12.5 
 

25 
 

0 
 

12.5 
 

12.5 
 

0 
 

韓國 3 0 
 

0 
 

0 
 

0 
 

0 
 

66.7 
 

法國 1 0 
 

0 
 

0 
 

0 
 

0 
 

0 
 

荷蘭 1 0 
 

0 
 

0 
 

0 
 

0 
 

0 
 

南非 1 0 
 

0 
 

0 
 

0 
 

0 
 

0 
 

巴拉圭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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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 the serological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Rickettsia rickettsii (Rr), 
Ehrlichia canis(Ec), Rickettsia conorii (Rc), Borrelia burgdorferi (Bb), Borrelia afzelii (Ba) and 
Leishmania donovani (Ld) in canine animals which immigrated to Taiwan.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ree different areas. The dogs from the urban areas whose total prevalences were as 
the followings: Rr (29.1%), Ld (5.5%), Ec (4.5%), Rc (6.4%), Bb (0.9%) and Ba (3.6%). The dogs 
from rural areas whose total prevalences were as the followings: Rr (0%), Ld (0.6%), Ec (5.8%), Rc 
(0.6%), Bb (1.8%) and Ba (1.2%). The dogs from different foreign countries whose total 
prevalences were as the followings: Rr (15.5%), Ld (14.8%), Ec (21.1%), Rc (10.6%), Bb (5.6%) 
and Ba (14.1%). All the serum was detected by using the antigen of Brucella abortus, Brucella 
canis and complement fixation (CF) test to check Brucella spp infec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 
negative. Using th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o analyze the virus titers of the 
above-mentioned disea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titers were almost higher than 1024 dilution fold. 
This study indicates the dog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whose diseases prevalenc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in domestic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can provide serological data that helps the 
clinical veterinarian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ers to establish strategies to control the diseases. 
 
 

Keywords: zoonotic diseases, do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