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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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7，WHO 最後更新日期：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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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34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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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844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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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7，WHO 最後更新日期：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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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663 270 

臺灣 1 0 3 1 0 0 0 0 4 1 

香港 2 0 9 4 2 0 0 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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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683 275 

 
新增死亡病例：0 
新增感染病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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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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7，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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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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7，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15) 
*以下圖表 橫軸為月份 縱軸為感染禽類隻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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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7，OIE 最後更新日期：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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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fghanistan 阿富汗 Yes Yes       

Azerbaijan 亞塞拜然 Yes Yes       

Bangladesh 孟加拉 Yes Yes       

Bhutan 不丹  Yes    Yes   

Cambodia 柬埔寨 Yes Yes  Yes     

China 中國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Hong Kong 香港 Yes Yes   Yes Yes    

India 印度  Yes Yes Yes  Yes   

Indonesia 印尼 Yes Yes       

Iran 伊朗 Yes     Yes   

Israel 以色列 Yes Yes   Yes Yes   

Japan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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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馬來西亞 Yes Yes       

Mongolia 蒙古 Yes        

Myanmar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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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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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Yes       

Austria 奧地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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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 法國 Yes Yes    Yes  Yes 

Georgia 喬治亞 Yes        

Germany 德國 Yes Yes Yes Yes  Yes   

Greece 希臘 Yes        

Hungary 匈牙利 Yes Yes    Yes   

Italy 義大利 Yes Yes  Yes     

Nederland 荷蘭  Yes Yes      

Poland 波蘭 Yes        

Romania 羅馬尼亞 Yes Yes   Yes     

Serbia and Montenegro 塞爾維亞 Yes        

Slovenia 斯洛維尼亞 Yes Yes       

Spain 西班牙 Yes Yes       

Sweden 瑞典 Yes    Yes    

Switzerland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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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索  Yes    Yes   Yes 

Cameroon 喀麥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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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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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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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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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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1/11-2016/1/17，動保處最後更新日期：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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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1/18) 

 
 

 
 

 
 
 
 
 

臺北市養禽戶(監測點：27)：自 2016 年 1 月累積至今已檢測 雞 48 件 

採樣日期 養禽戶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2016/1/11 

高銘富 

雞 

6 0 
高銘全 6 0 
林連明 6 0 
董長源 6 0 

總計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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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件 

採樣日期 店名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2016/1/11 

優美鳥園 

綠繡眼 2 0 
南非椋鳥 2 0 

大金黃/金黃絲雀 2 0 
林明毅鴿園 鴿 6 0 

阿祥鳥園 

鴿 2 0 
玄鳳鸚鵡 2 0 
十姊妹 2 0 

總計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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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件 

採樣日期 地點 禽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2016/1/11 關渡宮 
野鳥 

6 0 

2016/1/12 動保處 6 0 
總計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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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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0 4 4 3 3 1 1 8 8 

1/11-1/17 4 4 3 3 1 1 8 8 

         

         

         

合計 8 8 6 6 2 2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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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件 

採樣日期 地點 禽種/採樣位置 採樣數量 初篩陽性 

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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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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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無新報導 

 

國際官方網站新聞 

< H5N1 人類流感> 

中國大陸─H5N1 流感(中國大陸疾控中心，2016/1/14) 

中國大陸四川省 1/13 公布新增 1 例 H5N1 流感確定病例，此為中國大陸自去

(2015)年 4 月以來首例 H5N1 流感病例，個案為成都市 42 歲男性，發病前具活禽接

觸史，去年 12/27 因出現發燒等症狀就醫，1/2 因病情加重轉院治療，臨床診斷為重

症肺炎，1/13 確診，現病重，當地政府研判此為偶發病例，已消毒病患住所及周圍

環境，58 名密切接觸者目前均無異常。 

 
<其他分類型流感> 

中國大陸─H7N9、H5N6 流感(上海市衛計委、江西省衛計委，2016/1/11) 

中國大陸上海市、江西省 1/8 分別新增 1 例 H7N9、H5N6 流感病例，為 58 歲

女及 42 歲男，江西 H5N6 個案現住廣東省揭陽市，具禽類接觸史和活禽經營市場暴

露史，12/21 死亡，相關密切接觸者未出現異常，江西省當局研判此屬偶發病例，現

階段該病毒傳播風險低。另廣東省深圳市自 1/9 起全市活禽市場休市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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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去年(2015 年)入秋以來累計 14 例 H7N9 流感病例，為浙江省 6 例、廣

東省 3 例、江蘇省 2 例、上海市 2 例、江西省 1 例，多為 50 歲以上且具禽類暴露史

之農民、禽類從業人員。全球自 2013 年迄今累計 671 例 H7N9 流感病例，影響包含

中國大陸、香港、台灣、加拿大及馬來西亞，WHO 於 12/14 更新 275 例死亡。 

中國大陸去年入秋後累計 4 例 H5N6 流感病例，廣東省 3 例、江西省 1 例(具廣

東居住史)。全球自 2014 年迄今累計 8 例，為廣東省 4 例、雲南省 2 例、四川省 1
例、江西省 1 例，多具活禽市場或禽類暴露史。 

 

中國大陸─H7N9 流感(紹興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16/1/11) 

中國大陸浙江省紹興市 1/8 新增 1 例 H7N9 流感確定病例，活禽暴露史或接觸

史不詳，現病重；該省近期陸續出現 H7N9 流感病例，紹興市自 2015 年 11 月以來

該型別病毒環境檢出陽性率有明顯上升情形，且隨著春節將近，禽類交易日趨活躍，

傳播風險增加，當局呼籲民眾加強防範措施。 

中國大陸去年(2015 年)入秋以來累計 15 例 H7N9 流感病例，為浙江省 7 例、廣

東省 3 例、江蘇省 2 例、上海市 2 例、江西省 1 例，多為 50 歲以上且具禽類暴露史

之農民、禽類從業人員。全球自 2013 年迄今累計 672 例 H7N9 流感病例，影響包含

中國大陸、香港、台灣、加拿大及馬來西亞，WHO 於 12/14 更新 275 例死亡。 

 

中國大陸─H7N9 流感(中國大陸疾控中心，2016/1/15) 

中國大陸廣東省 1/14 公布新增 2 例 H7N9 流感確定病例，個案分別居住於揭陽

市和中山市，現病況穩定，當局表示 H7N9、H5N6 流感病例呈散發趨勢，1-2 月為

流行高峰期，目前流行病學和病毒特性未改變，無人傳人跡象。 

中國大陸去年(2015 年)入秋以來累計 25 例 H7N9 流感病例，為浙江省 14 例、

廣東省 5 例、江蘇省 3 例、上海市 2 例、江西省 1 例，多為 50 歲以上且具禽類暴露

史。全球自 2013 年迄今累計 702 例 H7N9 流感病例，影響包含中國大陸、香港、台

灣、加拿大及馬來西亞，WHO 於 12/14 更新 275 例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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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野鴿驗出禽流感 北市首例(中央社，2016/1/12) 

台北市動物保護處今天說，1 日接獲文山區民眾通報住家屋頂發現死亡野鴿，

經檢驗後發現為新型 H5 亞型高病原性禽流感，是北市首例，將進行病毒分離確定

血清型。 

動保處表示，1 日接獲文山區民眾通報住家屋頂發現死亡野鴿，動保處動物救

援隊通報後到場回收鴿屍，並送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 

經檢驗，昨天下午確診為新型 H5 亞型高病原性禽流感，將進行病毒分離以確

定血清型。 

動保處指出，因目前研究均認為鳩鴿類對禽流感病毒較不敏感，鴿子檢出禽流

感案例極少，應屬單一個案，是台北市首例，且此新型 H5 亞型禽流感尚無禽傳人

證據，會持續監控各公園綠地，並加強野鳥採樣檢測。 

動保處清查發現地點半徑 3 公里內，並無任何養禽場，上午前往現場進行環境

消毒；且附近民眾未有禽鳥接觸史，感染可能性大為降低。 

動保處也立即通報衛生局疾病管制處就周遭民眾進行關切，做好健康管控。 

動保處表示，本次案例為民眾發現死亡野鴿後，立即通報動物防疫機關，才能

早期發現，及早處理。 

動保處呼籲，民眾居家環境中附近若有野鳥糞便，可於清洗後以居家常用漂白

水與清水 1：100 進行消毒，即可殺滅禽流感病毒，並避免接觸禽鳥、不要餵飼造成

野鳥群聚，完全熟食禽肉及禽蛋，並做好個人衛生，方為防範禽流感最佳方式。 

 

新北展開防疫監測 嚴防禽流感(中央社，2016/1/13) 

 

新北市動保處表示，為防禽流感，已對禽場、理貨場及野鴿聚集區域消毒，並

針對寵物鳥繁殖業、禽場、屠宰場展開主動監測。動保處長陳淵泉表示，近日禽流

病疫情有升高情勢，再加上台北市動保處在鴿子身上驗出高病原性亞型禽流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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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因此，提前部署禽流感防疫措施。 

動保處表示，禽流感病毒喜低溫環境，冬季向來是禽流感好發季節，動保處已

採取管制活禽進入、主動監測及全面消毒等 3 大措施。首先是管制各養禽場從疫區

購買活禽，在確認來源雞場無疫情，且有附健康證明時，才准予輸入。 

第二為及早發現病毒，針對禽場、寵物鳥繁殖業、鳥店、屠宰場、死亡鳥類及

野鴿聚集場所等進行主動監測，以能即早發現即時處理，避免病毒傳播。 

第三是所有禽場設立防疫紀錄簿，派防疫人員不定時進行消毒查核，以落實禽

場自衛防疫。 

動保處表示，已請各公園管理單位設置告示牌，希望民眾勿在公園或廣場餵養

鴿子，以防野鴿聚集及維護公共衛生，每週至少 2 次以上派消毒車至忠孝碼頭等野

鴿聚集區域消毒，以防止各種疫病發生。 

農業局長李玟表示，雖文獻報告指出鴿子不會帶原及傳播禽流感病毒，但鴿子

仍會感染禽流感發病，民眾若發現住家周圍有野鳥或野鴿聚集，應謹守不餵食不接

觸原則，徹底清潔打掃及消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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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無新報導 

 

 

國際官方網站新聞 

< H5N1 動物型流感> 

奈及利亞─禽類禽流感(OIE，2016/1/11) 

OIE 於 1/11 公布奈及利亞於 1/4-7 新增 11 起 H5N1 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 

 

法國─禽類禽流感(OIE，2016/1/15) 

OIE 於 1/13 公布法國 1/4-1/8 各新增 1 起 H5N1 及 H5N2 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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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類動物型流感> 

越南─禽類禽流感(OIE，2016/1/13) 

OIE 於 1/11 公布越南中部於 1/5-6 新增 2 起 H5N6 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 

 

法國─禽類禽流感(OIE，2016/1/14) 

OIE 於 1/11 公布法國於 2015 年 12/24-2016 年 1/2 新增 2 起 H5N2 高病原性禽流

感疫情。 

 

奈及利亞─禽類禽流感(OIE，2016/1/15) 

OIE 於 1/13 公布奈及利亞 1/8-1/10 新增 7 起 H5N2 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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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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技術與專家觀點 

Vet Microbiol. 2014 Jun 4;170(3-4):181-96. doi: 10.1016/j.vetmic.2014.02.042.  

A current review of avian influenza in pigeons  

and doves (Columbidae) 
Celia Abolnik* 
Department of Production Animal Studies, Faculty of Veterin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Pretoria, South Africa. 

 

Abstract 

Recent reports of the detection of the zoonotic 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LPAI) H7N9 viruses in healthy pigeons have again put the 

spotlight on the potential role of pigeons and dov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avian influenza between infected poultry and humans. A surge in studies 

followed the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H5N1 epidemic, and 

this review collates the new data on AIV in pigeons and doves, both from a 

surveillance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results of numerous clinical studies. 

Collectively, results of 32 field studies representing 24 countries across four 

continents indicate an antibody prevalence of 8.01% in pigeons and doves 

but only 0.37% of the total wa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 to the same 

serotype as a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outbreak occurring 

in poultry at the time. Only 1.1% of 6155 columbids sampled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nd only 9/6155 (0.15%) viruses were detected in regions that 

were experiencing outbreaks of a notifiable serotype at the time.  

In 22 experimental infection studies with HPAI and LPAI viruses since 

1944, only 26/715 (3.64%) mortalities were reported, and these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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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ually be associated with excessive doses of inoculum, which would induce 

fatal inflammatory responses. Since seroconversion and virus detection was 

demonstrated in many of these studies, albeit without clinical signs in most 

cases, it is clear that columbids a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but ineffective 

propagators and disseminators of the virus, i.e. ‘‘dead end’’ hosts for AIVs, 

even HPAI. Viruses are shed in minute quantities from both the choana and 

in the feces for a short duration but titers are below the minimum threshold 

require to infect other spe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