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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摘要 應用臨床病理學、組織病理學、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技術、病原分離與配合流
行病學等結果，診斷重要動物疾病以提供各級動物防疫機關進行必要之防疫措施。
2002 年完成動物疾病病理學病性鑑定及檢診服務病例數共計 1,283 例，其中包括牛
662 例、豬 91 例、家禽 125 例、狗 72 例、山羊 15 例、鹿 2 例、貓 1 例、鼠 252

例、魚 8 例、兔 1 例、蜆 1 例、九孔 7 例、鸚鵡 4 例及黑面琵鷺 42 例。家禽病例
中以大腸桿菌症發生率 39.2%居榜首，受檢豬病中發生率最高的為豬環狀病毒併發
二次細菌性疾病，佔受檢豬隻病例數之 51.2%。訓練全省基層公務獸醫師，提升疾
病診斷能力，充實疾病防疫網，本年度共計舉辦 8 次組織病理研討會，訓練基層臨
床病理獸醫師達 250 人次，編輯一本 「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彩色圖譜。 

 

關鍵字：動物疾病、病理學、檢診服務、台灣 

緒   言 

隨著科技發達，交通便利，世界各國之交流往來
頻繁，已朝無國界之國際村方向邁進，且我國為島嶼
國家，許多重要傳染病可能會隨著走私之管道登陸。
加上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許多農畜產品將陸
續開放進口，增加疾病入侵之風險，進而可能危及人
畜之公共衛生與健康。因此一些重要或新興之動物或
人畜共通傳染病，例如狂犬病、禽流感、立百病、亨
德拉病、狂牛病及西尼羅病等傳染病之流行病學調查
與診斷之研究，實為刻不容緩。最近數十年來，許多
傳染病陸續由國外侵入，如豬假性狂犬病、口蹄疫、
鴨病毒性肝炎、鵝病毒性腸炎、豬生殖與呼吸綜合

症、豬環狀病毒、兔出血熱、馬炭疽等數十種重要動
物傳染病；為確保本土畜牧產業之永續經營，迅速確
診疾病及研擬防治之道，尤為公務獸醫師之責。本年
度綜合臨床病理學、組織病理學及病原分離及流行病
學等結果，進行動物疾病病性鑑定及檢診服務，將成
果詳述如後： 

材料及方法 

一、動物疾病病理學診斷 

病例來源：本試驗乃收集 2002 年 1 月至 12 月
間，接受全省動物防疫所或私人牧場或開業獸
醫師送檢之動物病例，及本所進行試驗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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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疫情分析及病理剖檢：每一送檢病例均詳細了
解並記錄飼養狀況、病程、臨床症狀、發病率、
死亡率、用藥情形及防疫計畫等，送檢之動物
皆完全剖檢，進行臨床病理學、組織病理學檢
查，最後綜合微生物學、電子顯微鏡學及流行
病學等結果而確診之。 

組織病理學檢查：經病理剖檢後，採集全身重
要臟器，包括腦、心、肝、腎、肺、皮膚、淋
巴結、扁桃腺等臟器，固定於 10%中性福馬林
至少 24 小時，經脫水及石蠟包埋後，製成 4-6 

µm 的組織切片，以蘇木紫及伊紅做常規染色
鏡檢之。 

二、舉辦組織病理研討會 

舉辦組織病理研討會，訓練全省基層公務獸醫
師，提昇其病理診斷能力。 

舉辦專業病理獸醫師訓練研習會，加強全省鄉
鎮獸醫及防疫主管機關動物病理疾病診斷能
力。 

舉辦專業病理獸醫師在職教育，如新病介紹或
重要疾病診斷及探討研討會等。 

三、檢診服務 

親赴牧場指導養殖業主，衛生管理及疾病防治
之能力。 

指導全省家畜疾病防治所 (動物防疫所) 病性
鑑定技術。 

擔任基層獸醫及農民教育專任講師，將研究成
果及心得推廣，以提昇基層獸醫病理診斷能力。 

四、編輯專書 

編輯「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將 2002 年病
理研討會中研討病例編輯整理成彩色圖譜，一方
面可供獸醫新進人員學習參考，一方面可保存珍
貴病例資料，記錄本年度在台灣發生主要動物疾
病的病理圖譜，忠實反應出當年度所發生家畜禽
主要疾病的實際狀況。 

結   果 

一、動物疾病病理學診斷 

應用臨床病理學、組織病理學、免疫組織化
學染色技術、病原分離及流行病學等結果，診斷

重要動物疾病，2002 年完成動物疾病病理學病性
鑑定及檢診服務病例數共計 1,283 例，其中包括
牛 662 例、豬 91 例、家禽 125 例、狗 72 例、山
羊 15 例、鹿 2 例、貓 1 例、鼠 252 例、魚 8 例、
兔 1 例、蜆 1 例、九孔 7 例、鸚鵡 4 例及黑面琵
鷺 42 例。(表 1) 

二、動物疾病病例分析 

 家禽病例分析 
家禽 135 例檢驗病例中，包括 62 例試驗研

究病例，其餘 73 例為送檢病例數，其中以 13 例
雞骨髓細胞白血病居發生率榜首；佔受檢禽病病
例數之 19.1%，其次為 10 例鵝病毒性腸炎；佔受
檢禽病病例數之 14.7%、8 例雞馬立克病；佔受
檢禽病病例數之 11.8%、5 例壞死性腸炎 7.4%、
鸚鵡之 polyoma 病毒感染症 4 例 5.9%、3 例家禽
霍亂 4.4%、3 例雞傳染性華氏囊病 4.4%、3 例雞
傳染性支氣管炎 4.4%、及其他 10.3%等。(表 2

及圖 1) 

 牛病病例分析 
2002 年 1-12 月共計完成 663 例牛隻疾病病

性鑑定檢驗，其中 647 例係牛海綿狀腦病監測案
件；佔受檢牛隻病例數之 97.5% (663/647)，其次
為 3 例不明原因導致仔牛非化膿性腦炎、3 例為
不明毒物引起牛隻急性中毒案例，其次為 2 例牛
結核病、惡液質 1 例、黴菌性肺炎 1 例、口蹄疫
病毒人工感染試驗 1 例、牛流行熱人工感染試驗
1 例及其它 4 例。(表 3) 

 豬病病例分析 
豬病性鑑定案件計 130 例，其中 44 例為試

驗研究病例，其餘 86 例送檢病例數，以豬環狀
病毒併發二次細菌性疾病 42 例為最多；佔受檢
豬隻病例數之 51.2%，其次為豬生殖與呼吸綜合
症 11 例；佔受檢豬隻病例數之 13.4%、豬霍亂沙
氏桿菌症 9 例；佔受檢豬隻病例數之 11.0%、豬
多發性漿膜炎 6 例 7.3%、豬鐵士古病 4 例、豬早
發性大腸桿菌併發壞死性腸炎 3 例、豬胃潰瘍 2

例、豬瘟 1 例、豬假性狂犬病 1 例、豬放線桿菌
性胸膜肺炎 1 例、豬附紅血球立克次體症 1 例、
豬肺蟲 1 例及其它疾病 4 例等。(表 4 及圖 2) 

三、舉辦組織病理研討會  

自 2002 年 1 月至 12 月止，共舉辦八次組織
病理研討會，討論 64 個重要動物疾病，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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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豬 11 例、家禽 12 例、牛 1 例、狗 18 例、貓 4

例、齧齒類 7 例、兔子 2 例、水生動物 3 例、其
它動物 6 例。 

四、檢診服務  

親赴牧場指導養殖業主，提昇其衛生管理及
疾病防治之能力。指導全省家畜疾病防治所 (動
物防疫所) 病性鑑定技術。擔任基層獸醫及農民
教育專任講師，將研究成果及心得推廣，以提昇
基層獸醫病理診斷能力。本年度計擔任 26 場次
81 小時基層獸醫及農民教育訓練講師，其中包括
「豬病診斷」授課講師 10 場 23 小時；「禽病診
斷」講師 4 場 15 小時，「草食動物疾病診斷」講
師 10 場 39 小時；「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授課
講師 2 場 4 小時。 

五、編輯專書 

編輯一本彩色組織病理圖譜。含 174 張彩色
圖片及 63,000 字，計收錄 34 篇病例報告，包括
豬病 6 篇、反芻獸疾病 2 篇、禽病 10 篇及其他
動物疾病 16 篇。本專輯以病例報告方式深入淺
出的逐一介紹本年度發生重要的動物傳染病，忠
實反應出本年度發生之家畜禽重要疾病的實際
面貌。目前已成為第一線公務獸醫診斷疾病之重
要參考資料，亦為四所獸醫科系老師們重要之教
學教材。 

討   論 

依據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動物疫情通報系統資料
(以下簡稱疫情通報資料)，2002 年 1-12 月全國動物疾
病總病例數為 560 例，其中家禽病例為 255 例、豬隻
疾病為 272 例、草食動物疾病為 28 例、狗 5 例。家
禽病例中以大腸桿菌症發生率 39.2%居榜首、寄生蟲
疾病(毛細線蟲、盲腸蟲、血變形蟲、球蟲、黑頭病及
白冠病)發生率 11.8%、水禽疾病之傳染性漿膜炎發生
率為 8.6%、慢性呼吸器病 7.5%、傳染性支氣管炎
5.1%、傳染性華氏囊病 4.7%、馬立克病 3.5%、傳染
性喉頭氣管炎 2.4%、念珠菌症 2.0%、鵝病毒性腸炎
1.6%、里奧病毒 1.2%、傳染性可利查 1.2%、家禽霍
亂 0.8%、病毒性關節炎 0.4%及其它 4.7%。反觀，2002

年本試驗接受家禽 68 例送檢病例，病毒性疾病發生
率較高，有別於細菌性疾病的高發生率在疫情通報資

料，究其原因，或許因為疫情通報資料來源係全省各
縣市家畜疾病防治(疫)所受檢病性鑑定病例，家畜疾
病防治(疫)所受限於實驗室設備，對於疾病之診斷大
都僅用臨床病理及細菌學之結果，故一些病毒性疾病
或需組織病理學診斷之疾病在檢驗當中往往有所疏
漏。本試驗家禽病例中雞骨髓細胞白血病及馬立克病
發生率較往年來得高，頗值得進一步探討。 

依據疫情通報資料，2002 年 1-12 月全國豬隻疾
病為 272 例，這些受檢病例中以豬鏈球菌 65 例發生
率 23.9%居榜首、豬霍亂沙氏桿菌症 64 例 23.51%次
之、依序為巴氏桿菌症 29 例 10.7%、梭菌症 22 例
8.1%、豬環狀病毒感染症 19 例 7.0%、多發性漿膜炎
17 例 6.3%、放線桿菌性胸膜肺炎 15 例 5.5%、豬生殖
與呼吸綜合症 11 例 4.0%、胃潰瘍 4 例 1.5%、豬假性
狂犬病 3 例 1.1%、赤痢 4 例 1.5%、腸捻轉、豬瘟及
鞭蟲症各 3 例其發生率皆為 1.1%及其他零星散發病
例。此結果有別於本試驗豬隻病例分析結果，本所受
檢豬隻病例中發生率最高的為豬環狀病毒併發二次
細菌性疾病 42 例最多；佔受檢豬隻病例數之 51.2%，
此病目前正困擾台灣養豬業者，造成豬隻極高的死亡
率，為嘉惠養豬農民，防疫單位應積極研擬因應之
道，提供給養豬業者參考，以減少農民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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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 年每月動物疾病病理檢驗統計表 

動物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牛 3 1 3 9 93 36 73 69 72 123 75 105 662 

豬 42 12 11 1 8 1 3 0 5 0 4 4 91 

家  禽 4 1 1 76 16 0 8 0 11 0 8 0 125 

山  羊 0 0 1 0 2 2 0 0 0 8 2 0 15 

鹿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2 

狗 0 0 4 5 13 0 9 2 17 12 0 10 72 

貓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鼠 0 0 4 40 0 19 8 1 0 180 0 0 252 

兔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魚 0 0 0 3 4 0 0 0 0 0 0 1 8 

蜆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九  孔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7 

鸚  鵡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4 

黑面琵鷺 0 0 0 0 0 0 0 0 0 328 0 42 42 

總  計 50 14 24 134 137 58 101 73 106 96 162 586 1283 

表 2  2002 年每月禽類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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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馬立克病 0 0 0 4 2 0 0 0 0 0 2 0 8 

新城病 0 0 0 0 1 0 2 0 0 0 0 0 3 

鵝病毒性腸炎 0 1 0 0 5 0 0 0 0 0 4 0 10 

Avian polyoma 
virus infection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4 

雞傳染性華氏囊病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3 

雞傳染性支氣管炎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3 

雞腫頭症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雞骨髓細胞白血病 0 0 0 2 0 0 3 0 8 0 0 0 13 

家禽霍亂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3 

球蟲病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隱孢子蟲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黴菌性肺炎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壞死性腸炎 3 0 0 0 2 0 0 0 0 0 0 0 5 

心肌炎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腺  癌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胸囊泡炎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3 

白肌病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4 

脂肪肝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2 

腺胃炎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鴨傳染性漿膜炎 
菌苗效力試驗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副粘液病毒人工 
感染試驗 

0 0 0 61 0 0 0 0 0 0 0 0 61 

無顯著病變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5 

合         計 4 1 1 76 18 0 12 0 11 4 8 0 135 

 

表 3  2002 年每月牛隻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表 

疾病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結核病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2 

牛海綿狀腦病監測 1 1 1 8 90 36 70 68 71 122 75 104 647 

中  毒 0 0 0 0 1 0 0 0 0 0 0 2 3 

黴菌性肺炎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非化膿性腦炎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3 

營養不良(惡液質)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口蹄疫病毒人 

工感染試驗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牛流行熱人工 

感染試驗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其  它 2 0 1 0 0 0 0 0 0 1 0 0 4 

總  計 3 1 3 9 93 36 73 69 72 123 75 106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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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2 年每月豬隻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表 

疾病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豬瘟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豬假性狂犬病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豬環狀病毒併發二次細菌性疾病 2 2 11 1 8 4 2 0 5 0 3 4 42 

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 0 0 0 0 6 0 0 0 0 0 1 4 11 

鐵士古病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4 

豬霍亂沙門氏桿菌症 0 0 0 0 0 5 0 0 1 0 0 3 9 

豬放線桿菌性胸膜肺炎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豬附紅血球立克次體症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豬肺蟲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多發性漿膜炎 0 0 0 0 2 2 0 0 2 0 0 0 6 

早發性大腸桿菌併發壞死性腸炎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胃潰瘍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2 

豬瘟疫苗安全性及效力試驗 34 9 0 0 0 0 0 0 0 0 0 0 43 

赤羽病人工感染試驗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其他 3 0 0 0 0 0 0 0 0 0 1 0 4 

總計 42 12 11 1 16 14 4 0 10 0 5 15 130 

 

 

 

 

 

 

 

圖1. 2002年1-12月禽類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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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2 年 1-12 月禽類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圖 

孢



李淑慧 張國慧 黃天祥 丁履紉 王群 李敏旭 蔡國榮 郭舒亭 蕭終融 鍾明華 林士鈺 

 

49

圖2. 2002年1-12月豬隻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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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2 年 1-12 月豬隻類病性鑑定疾病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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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nical pathology, histopathology, immunohistochemistry, 

microbiology, and epidemiology were applied for the diagnosis of important animal 

diseases.  In 2002, 1,283 cases including 662 cattle cases, 91 porcine cases, 121 

poultry cases, 72 dog cases, 15 goat cases, 2 deer cases, 1 cat case, 252 mouse cases, 

8 fish cases, 1 rabbit case, 4 parrot cases, 42 black-faced spoonbill cases , 1 clam case 

and 7 abalone cas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Veterinary Service Laboratory for diagnosis. 

The diseases which had been diagnosed most frequently were colibacillosis in poultry 

cases (39.2%) and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complicated with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orcine cases (51.2%), respect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on 

diagnosis skill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network, 8 histopathology seminars have 

been summoned and 250 local veterinary practicians have participated.  A yearly 

color atlas of histopathology was compi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