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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之人類 H5N1 禽流感累計確定病例統計表 

(更新日期：2016/12/18，WHO 最後更新日期：2016/12/8) 

國家 

2003-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總計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亞塞拜然 8 5 0 0 0 0 0 0 0 0 8 5 

孟加拉 6 0 1 1 0 0 0 0 0 0 7 1 

柬埔寨 21 19 26 14 9 4 0 0 0 0 56 37 

加拿大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中國 43 28 2 2 2 0 5 1 0 0 52 31 

吉布地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埃及 169 60 4 3 37 14 135 39 7 1 353 117 

印尼 192 160 3 3 2 2 2 2 0 0 199 167 

伊拉克 3 2 0 0 0 0 0 0 0 0 3 2 

寮國 2 2 0 0 0 0 0 0 0 0 2 2 

緬甸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奈及利亞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巴基斯坦 3 1 0 0 0 0 0 0 0 0 3 1 

泰國 25 17 0 0 0 0 0 0 0 0 25 17 

土耳其 12 4 0 0 0 0 0 0 0 0 12 4 

越南 123 61 2 1 2 2 0 0 0 0 127 64 

總計 610 360 39 25 52 22 142 42 7 1 851 450 

新增死亡病例：0 

新增感染病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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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之人類 H7N9 禽流感累計確定病例統計表 

(更新日期：2016/12/18，WHO 最後更新日期：2016/12/8) 

 

國家 

2013 2014   2015   2016 總計 

病 
例 
數 

病 
例 
數 

病 
例 
數 

病 
例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病 
例 
數 

死 
亡 
數 

中國 164 52 290 125 209 93 114 45 777 315 

臺灣 1 0 3 1 0 0 0 0 4 1 

香港 2 0 9 4 2 0 3 0 16 4 

馬來西亞 0 0 1 0 0 0 0 0 1 0 

加拿大 - - - - 2 0 0 0 2 0 

總計 167 52 303 130 213 93 117 45 800 320 

 

新增死亡病例：0 

新增感染病例：0 

 



 

4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分佈圖 

(更新日期：2016/12/18，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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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高病原性禽流感年度疫情變化趨勢圖 

(更新日期：2016/12/18，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2/16) 
*以下圖表 橫軸為月份 縱軸為感染禽類隻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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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接獲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通報統計表 

(更新日期：2016/12/18，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2/16) 

地區 國名 
2004~2013 年 2014 年 2015 年 2016 年 

非家禽 家禽 非家禽 家禽 非家禽 家禽 非家禽 家禽 

亞洲 

(31) 

Afghanistan 阿富汗 Yes Yes       

Azerbaijan 亞塞拜然 Yes Yes       

Bangladesh 孟加拉 Yes Yes     Yes Yes 

Bhutan 不丹  Yes    Yes  Yes 

Cambodia 柬埔寨 Yes Yes  Yes    Yes 

China 中國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Hong Kong 香港 Yes Yes   Yes Yes  Yes  

India 印度  Yes Yes Yes  Yes  Yes 

Indonesia 印尼 Yes Yes      Yes 

Iran 伊朗 Yes     Yes  Yes 

Israel 以色列 Yes Yes   Yes Yes   

Iraq 伊拉克      Yes  Yes 

Japan 日本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Jordan 約旦  Yes       

Kazakhstan 哈薩克 Yes Yes   Yes    

Korea,(Dem. People's Rep.) 北韓  Yes  Yes  Yes   

Korea，South 韓國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Kuwait 科威特  Yes       

Laos 寮國 Yes Yes   Yes  Yes  Yes 

Malaysia 馬來西亞 Yes Yes       

Mongolia 蒙古 Yes        

Myanmar 緬甸  Yes    Yes  Yes 

Nepal 尼泊爾  Yes  Yes     

Pakistan 巴基斯坦  Yes       

Palestinian 巴勒斯坦  Yes   Yes Yes   

Russia 俄羅斯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epublic of Lebanon 黎巴嫩        Yes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拉伯 Yes Yes       

Taiwan(Chinese Taipei) 臺灣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hailand 泰國 Yes Yes       

Vietnam 越南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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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26)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Yes       

Austria 奧地利 Yes      Ye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波士尼亞及赫

塞哥維納 
Yes  

      

Belgian 比利時  Yes       

Bulgaria 保加利亞 Yes     Yes   

Croatia 克羅埃西亞 Yes        

Czech Republic 捷克 Yes Yes       

Denmark 丹麥 Yes Yes     Yes  

France 法國 Yes Yes    Yes  Yes 

Finland 芬蘭       Yes  

Georgia 喬治亞 Yes        

Germany 德國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Greece 希臘 Yes        

Hungary 匈牙利 Yes Yes    Yes  Yes 

Italy 義大利 Yes Yes  Yes    Yes 

Nederland 荷蘭  Yes Yes      

Poland 波蘭 Yes      Yes  

Romania 羅馬尼亞 Yes Yes   Yes   Yes  

Serbia and Montenegro 塞爾維亞 Yes       Yes 

Slovenia 斯洛維尼亞 Yes Yes       

Spain 西班牙 Yes Yes       

Sweden 瑞典 Yes    Yes  Yes  

Switzerland 瑞士 Yes      Yes  

Turkey 土耳其 Yes Yes    Yes   

Ukraine 烏克蘭 Yes Yes       

United Kingdom 英國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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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更新：本週更新將以星號標明 

 

 

 

非洲 

(16) 

Algeria 阿爾及利亞       Yes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索  Yes    Yes   Yes 

Cameroon 喀麥隆  Yes      Yes 

Cote d'Ivoire 象牙海岸 Yes Yes    Yes  Yes 

Benin 貝南 Yes Yes       

Djibouti 吉布地 Yes Yes       

Egypt 埃及  Yes       

Ghana 迦納  Yes    Yes  Yes 

Niger 尼日  Yes    Yes  Yes 

Nigeria 奈及利亞 Yes Yes    Yes  Yes 

South Africa 南非  Yes       

Sudan 蘇丹  Yes       

Togo 多哥  Yes      Yes 

Tunisia 突尼西國       Yes  

Zimbabwe 辛巴威  Yes       

Libya 利比亞    Yes     

美洲 

（3） 

Canada 加拿大  Yes  Yes  Yes    

Mexico 墨西哥 Yes Yes    Yes  Yes Y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   Yes  Yes Yes Yes Yes 

大洋

洲 

(1) 

Australia 澳洲  Yes  Yes     

根據 OIE UPDATE ON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IN ANIMALS 之網頁更新 



 

9 
 

臺北市家禽批發市場本週死亡率及斃死禽隻總重量統計資料 

(日期 : 2016/12/12-2016/12/18，動保處最後更新日期：2016/12/20) 

 

※註:臺北市動物保護處訂定，每日雞隻死亡率在 1%以下為正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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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家禽批發市場各禽種產地來源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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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動物禽流感防疫監測情形 

本週主動監測報表 

(報告日期:2016/12/20) 

 

 
 
 
 
 

 
 
 
 
 

 
 
 
 
 
 
 
 

臺北市養禽戶(監測點：27)：自 2016 年 1 月累積至今已檢測 雞 738 件 

採樣日期 養禽戶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本週無採樣 

總計     

臺北市寵物鳥店(監測點：27)：自 2016 年 1 月累積至今已檢測 寵物鳥 759 件 

採樣日期 店名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本週無採樣 

總計   

臺北市公園綠地(監測點：24)：自 2016 年 1 月累積至今已檢測 野鳥 390 件 

採樣日期 地點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本週無採樣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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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禽流感防疫訪視監測統計表 

日期 養禽場 寵物鳥店 
家禽 

批發市場 
小計 

訪視次數(訪) 
與 

採樣次數(採) 
(採) (訪) (採) (訪) (採) (訪) (採) (訪) 

12/5-12/11 0 5 0 0 1 1 1 6 

12/12-12/18 0 5 0 0 1 1 1 6 

         

         

         

合計 0 10 0 0 2 2 2 12 

 
 
 
        

臺北市家禽批發市場(監測點：1)：自 2016 年 1 月累積至今已檢測 1088 件 

採樣日期 地點 禽種/採樣位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2016/12/13 家禽批發市場 雞 24 0 
總計 24 0 

附註 

1. 臺北市迄今已列管採樣監測地點，共計 85 處。 

2. 禽流感病毒為高傳染性疾病，以一旦發生族群感染率至少為40﹪的假設下，在95﹪信心水準之

下，所採用之採樣頻度係以如下： 每週採樣養禽戶4戶，公園綠地2處，市售鳥園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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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禽流感疫情相關訊息 

政府單位發佈新聞 

< H5N1 人類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國內一般網站新聞 

< H5N1 人類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型流感> 

澳門人禽感染 H7N9 確診首例 撲殺逾萬隻活禽 (自由時報，2016/12/14) 

澳門衛生機關從 58 歲男性雞隻批發商身上檢驗出感染 H7N9 禽流感病毒，並已

確診，隨即撲殺活禽市場上萬隻雞，並展開大規模清洗、消毒工作。澳門特區政府

衞生局今天（14 日）凌晨召開記者會公布，澳門首宗人感染禽流感病毒個案。澳門

民政總署是在昨天檢驗一批留置的活家禽樣本中，發現帶有 H7N9 禽流感病毒，官

方隨即封鎖所有批發活禽市場，活禽全數銷毀，同時暫停活禽交易至少 3 天。 

澳門衞生局查出澳門當地批發商與中國貨運司機共 2 人與這批有問題的家禽接

觸，批發商下班後又與妻子接觸，延至下午，批發商在山頂醫院檢驗，確診感染

H7N9，司機與批發商妻子目前未發現遭感染，司機已返回中國，接受後續追蹤。 

 

 

國際官方網站新聞 

< H5N1 人類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14 
 

<其他分類型流感> 

中國大陸─H7N9 流感 (中國衛計委，2016/12/12) 

中國大陸江蘇省、廣東省及福建省公布 11 月分別新增 4 例、1 例、1 例 H7N9
流感病例，廣東省及福建省個案均為該省今年入秋後首例；廣東省今年累計病例數

較去年同期下降 81.4%，當地政府表示已進入 H7N9 流行季，疫情發生風險升高，

以散發病例為主，活禽市場、自養禽類暴露仍為主要感染因子；另浙江省、四川省、

貴州省、河北省、陝西省公布 11 月月報，均無新增病例。 

 

澳門─H7N9 流感 (澳門新聞局，2016/12/14) 

澳門 12/14 公布首例 H7N9 病例，個案為家禽批發商，曾搬運中國大陸進口感

染 H7 亞型家禽，目前與案妻於醫院隔離治療。 

 

澳門─H7N9 流感 (澳門新聞局，2016/12/16) 

澳門 12/14 晚間公布首例個案之妻子檢驗 H7N9 病毒呈陰性；另當局已連絡廣

東省追蹤另一名曾與首例接觸同批染病雞隻的貨運司機，其檢體檢驗中。 

 

 

國際一般網站新聞 

< H5N1 人類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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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禽流感疫情相關訊息 

政府單位發佈新聞 

< H5N1 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國內一般網站新聞 

< H5N1 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動物型流感> 

韓爆禽流感 縣府慎防候鳥傳疫(自由時報，2016/12/13) 

櫻桃鴨是宜蘭美食之一，從種鴨培育、雛鴨輸出到成鴨養成，年產量 1200 萬隻，

年產值達 12 億元，因應禽流感來襲，縣政府提早啟動防疫措施並強調，所有禽場檢

測均正常，但候鳥季節不可不慎，密集加強環境消毒。 

韓國上個月 24 日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發現 H5N6 高原性禽流感疫情，宜

蘭是候鳥遷徙必經之地，為降低風險，提早啟動防護措施，選擇在礁溪鄉的櫻桃鴨

種鴨場等地，加強環境消毒，縣長林聰賢昨天巡視防疫措施與櫻桃鴨產業發展。 

縣府指出，上月 14 日在礁溪時潮濕地採集鴨科排遺時，檢出 H7N7 及 H7N8 亞

型低病原性禽流感病毒，即通報禽場加強消毒與管制人車進出，縣府也準備防護衣

3 千件、口罩 6 萬個、抗病毒藥劑「克流感」疫苗 1 萬盒備用，並持續禁止外縣市

生雞糞入境。 

縣政府強調，縣內較有規模的養禽場 126 場，完成兩千多場次的消毒與調查，

主動採樣監測結果均正常。 

宜蘭是櫻桃鴨重要養殖基地，很少人知道，櫻桃鴨種鴨場是「一夫五妻」制，

養鴨業者林義棠說，1 隻公鴨配 5 隻母鴨，鴨場公與母比例是一比五，比例是以公

鴨射精能力來調配。 

公鴨雖可享「齊『鴨』之福」，但身價可比母鴨低多了，業者林文印說，大家要

買母雛鴨，因為可以下蛋與繁殖，公鴨只有配種功能，公與母身價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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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印也指出，櫻桃鴨因肉質佳，鴨胸肉大且美味，頗受食客與餐廳業者青睞；

宜蘭環境好，養殖技術成熟，早期雛鴨仰賴進口，一隻要價 500 元，現在台灣繁殖

一隻雛鴨不到 30 元，成本大幅降低，可供應市場所需。 

 

南韓代理總統黃教安 指示嚴防禽流感蔓延 (聯合新聞網，2016/12/14) 

南韓代理總統黃教安今天出席禽流感（AI）每日檢查會議，並指示對未遵守禽

流感防疫原則等違規行為將予以嚴懲不貸，以防範禽流感擴大蔓延。 

南韓聯合新聞通訊社報導，黃教安列出的未遵守禽流感防疫原則事例包括：未

具備消毒設施、駕駛未安裝 GPS 的車輛、未針對往返家禽農場的車輛洗滌和消毒等。 

據報導，黃教安昨天要求農食品部等有關部門和專家每天開會商討當日的禽流

感疫情。 

黃教安昨天也要求農食品部長官從當天起、每天主持召開禽流感檢查會議，瞭

解防疫工作情況，並及時採取彌補措施，以確保中央和地方政府、家禽業者、相關

人員及時瞭解情況並有效應對。 

據報導，黃教安主持了禽流感有關部會首長級會議，決定 13、14 日兩天採取全

國性禁運措施。畜產有關從業人員和車輛，將被禁止出入有關 8 萬 9000 多個雞和鴨

養殖場、屠宰場，若違反禁運令，將被處以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0 萬韓元（約新

台幣 29 萬元）以下罰金。 

據報導，南韓為防範 H5N6 禽流感在境內持續蔓延，迄今撲殺的家禽類已超過

1200 萬隻，疫情由南到北幾乎蔓延全境。 

 

 

國際官方網站新聞 

< H5N1 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動物型流感>  

香港─禽類禽流感 (香港新聞公報，2016/12/12) 

香港 12/8 公布再增 1 件自米埔自然保護區採集之鳥糞檢體檢出 H5N6 HPAI 禽
流感病毒，該區累計 4 件。另 OIE 於 12/9 公布前已掌握之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於

11/30 新增 1 起 H5N6 HPAI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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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俄羅斯─禽類禽流感 (OIE，2016/12/12) 

OIE 於 12/8 公布俄羅斯、法國分別新增 1 起 H5 及 4 起 H5N8 HPAI 疫情。 

 

中國大陸─禽類禽流感 (中國大陸國家農業部，2016/12/15) 

中國大陸 12/12 公布四川省德陽市綿竹市一家養禽場檢出 H5N6 HPAI 病毒。 

 

瑞典、羅馬尼亞、匈牙利─禽類禽流感 (OIE，2016/12/15) 

OIE 於 12/13-14 公布瑞典、羅馬尼亞及匈牙利於 11/22-12/6 共新增 35 起 H5N8 
HPAI 疫情。 

 

法國、德國、波蘭、瑞士、匈牙利─禽類禽流感 (OIE，2016/12/14) 

OIE 於 12/12-14 公布法國、德國、波蘭、瑞士及匈牙利於 11/16-12/10 共新增

71 起 H5N8 HPAI 疫情。 

 

 

一般網站國際新聞 

< H5N1 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其他分類動物型流感> 

本週無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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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2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from 
the US 2014-2015 outbreak have an unusually long 

pre-clinical period in turkeys. 
 

Spackman E1, Pantin-Jackwood MJ2, Kapczynski DR2, Swayne DE2, Suarez DL2. 
 

1Southeast Poultry Research Laboratory, USDA-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934 College Station Rd, Athens, GA, 30605, USA. Erica.spackman@ars.usda.gov. 

2Southeast Poultry Research Laboratory, USDA-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934 College Station Rd, Athens, GA, 30605, USA. 

 

 

Abstract 
From December 2014 through June 2015, the US experienced the 

most costly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outbreak to date. 

Most cases in commercial poultry were caused by an H5N2 strain 

which was a reassortant with 5 Eurasian lineage genes, including a 

clade 2.3.4.4 goose/Guangdong/1996 lineage hemagglutinin, and 3 

genes from North American wild waterfowl low pathogenicity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The outbreak primarily affected turkeys and table-egg 

layer type chickens. Three isolates were selected for characterization in 

turkeys: the US index isolate from December 2014 (A/northern 

pintail/WA/40964/2014), and two poultry isolates from April 2015 

(A/chicken/IA/13388/2015 and A/turkey/MN/12528/2015). 

RESULTS:  

Four week old broad-breasted white turkeys were inoculated with 

one of three doses (102, 104 or 106 50% egg infectious doses [EID50] per 

bird) of each of the isolates to evaluate infectious dose and 

pathogenesis. The mean bird infectious dose of A/northern 



 

19 
 

pintail/WA/40964/2014 and A/turkey/MN/12528/2015 was 105 EID50 

per bird, but was 103 EID50 per bird for A/chicken/IA/13388/2015, 

suggesting the latter had greater adaptation to gallinaceous birds. All 

three isolates had unusually long mean death time of 5.3-5.9 days post 

challenge, and the primary clinical signs were severe lethargy and 

neurological signs which started no more than 24 h before death (the 

average pre-clinical period was 4 days). Infected turkeys also shed high 

levels of virus by both the oropharyngeal and cloacal routes. 

CONCLUSIONS:  

The unusually long mean death times, high levels of virus in feces, 

and increased adaptation of the later viruse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irus during the peak of the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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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在2014年十二月至2015年六月這段期間經歷有史以來

經濟損失最慘重的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大部分商業化禽場受到

H5N2 病毒的侵襲。該病毒株核酸序列來自五株歐亞病毒株重組

而成，包含 2.3.4.4 goose/Guangdong/1996 株與北美野生水禽

的低病原性禽流感（三段基因）。疫情主要影響火雞與床檯式蛋

雞。選用三株病毒株進行火雞感染模式試驗，分別為一株美國

2014 年十二月毒株(A/northern pintail/WA/40964/2014)和兩

株 2015 年 四 月 毒 株 (A/chicken/IA/13388/2015 and 

A/turkey/MN/12528/2015)。 

 

結果：四週齡白火雞分別接種三種劑量的病毒（10
2、104 或 106

倍的 50%蛋感染劑量[EID50]）來評估感染劑量與致病機制。病毒

株 （ A/northern pintail/WA/40964/2014 ） 和

（A/turkey/MN/12528/2015）的平均感染劑量是每隻火雞

105 EID50 ，而病毒株（A/chicken/IA/13388/2015）則為每隻火

雞 10
3 EID50。顯示後者對於陸禽有更佳的適應性。三株病毒株從

感染到死亡都有相對較長的間期，約為 5.3-5.9 日。主要的臨床

症狀包含嚴重精神沈鬱，而火雞發生神經症狀後，多在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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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死亡（平均潛伏期為 4 日）。感染火雞在口咽部和泄殖腔皆會

排出相當高的病毒量。 

結論：異常長的致死期、排遺中高病毒劑量以及對陸禽高度適應

性皆可能為促成流行期間病毒快速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