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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logy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spread of ASFV and outbreaks in 
domestic pigs and detection in wild boar during 2018. 
(1) 1957: West Africa → Portugal (I)
(2) 1990s: Iberian peninsula → EU, SA (I)

(eradicated except Sardinia)
(3) 2007: Africa → Georgia (II)
(4) 2007: Georgia→ Russian Fed., EU (II)
(5) 2018: Russia or EU → Chin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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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trend of ASF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Asia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ly close Russian Far Eastern region as of 
June 30, 2023, based on the FAO EMPRES-i database. (Ito et al., 2023)

DP: Domestic pig / WB: Wild b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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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ear of the first confirmed African swine fever (ASF) case in infected 
Asian countries as of 30 June 2023. (Ito et al., 2023)



高發病率/高致死率 (強毒株)
目前尚無穩定疫苗

Key features of ASF

病毒環境耐受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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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
● DNA virus
● Asfivirus genus, Asfarviridae family
● Genome length: 170 – 193 kb



(Turlewicz-Podbielska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1)

7



8



(Guo et al., 2021; 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ASFV)

甚急性
- 高燒、無症狀猝死

急性
- 高燒、退料
- 倒臥、精神不佳
- 體表潮紅、出血斑/瘀斑
- 母豬流產
- (口鼻血樣分泌物)

- (血便/黑便)

(強毒株)
多數豬隻感染後，於9日內出現高燒或無症狀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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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et al., 2021; 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ASFV)

(強毒株)
ASF以出血/水腫為典型病癥

(規模化豬場少見，多於初期已積極介入處理)

亞急性
- 出血及水腫較明顯
- 口鼻血樣分泌物
- 血便/黑便
- 流產
- 高燒、退料
- 倒臥、精神不佳
- 體表潮紅、出血斑/瘀斑
- (關節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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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et al., 2021; 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ASFV)

慢性：
- 關節腫大、皮膚壞死
- 間歇性低燒

(弱毒株)
非典型出血症狀，造成診斷時機嚴重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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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變化

(Sanchez-Vizcain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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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ASF

(A) An enlarged, purple–black spleen

crosses the entire abdominal cavity

(hyperaemic splenomegaly). (B) Several

lymph nodes display degrees of

haemorrhage, most intensely in the

medulla. (C) Cut sections of lymph

nodes with marbled appearance. (D)

Petechial haemorrhages in the renal

cortex.

(Sanchez-Vizcain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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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cute ASF
Intense oedema of the wall of the gall
bladder (A) and surrounding the kidney (B). (C)
Spleen with partial hyperaemic splenomegaly.
Haemorrhagic and oedematous gastrohepatic
(D) and renal (E) lymph nodes. (F) Kidneys with
intense haemorrhage in the cortex, medulla and
pelvis.

(Sanchez-Vizcain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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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

Dr. Carlos Pijoan NVRI豬病診斷輔助系統

呼吸系統
保育為主

脾梗塞
保育為主

皮膚病變
藥物反應

消化系統
藥物反應

皮膚病變
散發

脾腫大
全年齡

體液及組織病毒量極高
疑似病例嚴禁接觸解剖及採血

通報後實驗室採樣確診
立即管制所有移動(人+豬+車+用具…)

(Sanchez-Vizcain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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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初期

口鼻尚未大量排毒(Ct>35)
症狀無特徵性，高度依賴實驗室檢測

積極巡欄、對異常豬敏感度
採樣落實、實驗室即時檢測

→早期發現可大幅降低汙染範圍

感染中後期

臨床症狀明顯或豬隻死亡
口鼻及體液已大量排毒(Ct<20)

發現時機延遲
→交叉接觸群體多，清群/清場範圍廣

→環境污染嚴重，增加洗消成本及復養失敗率

(Gallardo et al., 2021)

0D 7D 10D 13D 17D

傳統強毒
• 口鼻檢出：7D
• 血液檢出：8-12D
• 臨床症狀：8-10D
• 抗體檢出：16D

人員間接接觸為主要傳播途徑

早期檢出+限制移動決定清除成功率與汙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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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e

Virulent

Attenuated

近年新興突變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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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er

Anorexia

Recumbence

Skin

Joint

Respiratory

Ocular discharge

Digestive system

Virulent

Mod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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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lent

Moderate



Virulent Moderate

Attenuated

• 臨床症狀：弱毒株症狀不明顯 (敏感性不足)

• 臨床口鼻採樣：多為間歇性檢出 (敏感性不足)

• 抗體輔助：可配合ELISA診斷 (血液汙染/時間延遲)

→過去診斷方式無法適用，發現時多已長時間延誤

Inoculated

Contact

Inoculated

Contact

Inoculated

Contact

Survi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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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傳統強毒 變異弱毒 差異說明

致病毒株 二型 一型/二型 過往檢測試劑盒不適用，無法檢出

盛行率 約90% 約10%

臨床症狀 明顯
（發病率近100%）

不明顯
（發病率20%）

感染無症狀豬多，臨床不易識別
部分豬耐過存活且間歇性排毒

潛伏期 4-10日 4-30日 潛伏期監控時間延長（28→ 42日）

口鼻排毒量
初期高

（Ct < 35）
初期低或無
（Ct > 35）

口鼻樣品檢出率大幅降低

檢出時間 與症狀同日排毒 延遲1-3日排毒 檢測頻率增加，成本上升

檢測試劑 二型 一/二型通用

弱毒株檢出難度及成本增
目前盛行率仍低(10%)

臨床發現及送檢時機延遲，清場範圍大

採樣方式 口鼻 口鼻+尾根血

檢測頻率 單採 連續三日採樣

清群範圍 單點/場 區域/大範圍

觀察時間 14＋14日 28＋14日

解封判定 抗原陰性 抗原＋抗體陰性

新興非瘟弱毒株差異

(Zhao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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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ecurity

生物安全

大環境高感染壓力 + 尚無有效疫苗→生物安全仍為現階段最有效手段

Biosecurity is the protection/security of susceptible 

animal herds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pathogens. (Saunder’s veterinary dictionary, 1999)

保護易感動物群體不受病原引進或傳播所做的措施

生物安全基本構成
• 外部生物安全：避免新興病原進入牧場
• 內部生物安全：降低場內已有病原傳播
• 執行力：監控、審計、培訓、溝通

(D. Satoshi Otake, APVS 2023)

21



引種豬隻

飼料、水源

人員

四害
(鼠、鳥、蟲、小動物) 廢棄物

(垃圾、死豬、汙水)

物資

車輛

外售豬隻
(上市、淘汰、轉場)

豬場主要傳播途徑

(cid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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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未知

風險已知但不可控

風險已知且可控

生產區

前處理
中心

場邊
洗消

場邊
暫存

場外
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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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檢查 採樣檢測 洗澡更衣 行李消毒

隔離一日

進場申請

洗澡更衣 行李消毒 隔離一日專車轉場

進入
前處理中心

進入
場邊洗消點

進入生產區更衣
進入

豬場生活區
洗澡更衣 進入豬舍

台灣做法：現階段落實一次消毒足夠

人員洗消(中國)：2次隔離/3次洗澡/4次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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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物安全常態-人流
物資管控 + 隔離洗消 + 封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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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封場管理
• 人員進出場管制嚴格
• 環境封閉、生活單純
• 生活區運營管理及食宿成本
• 厭戰情緒，員工流動率高

員工宿舍 福利社

戶外運動場

育樂中心、健身房
行政辦公大樓

員工餐廳

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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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後防疫模式-活豬運輸

進/出豬通道

大場區場內活豬專車運輸

外部車輛防控

場外豬車

豬舍/出豬口

過渡碼頭

場內(淨區)場外(牆外，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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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後防疫模式-活豬運輸
棟舍-場內豬車 場內豬-中轉台

中轉站-客戶豬車

裝豬台(過渡)

賣方車輛

買方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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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後防疫模式-引種檢疫
確認來源豬場背景與病史、預定進(隔離)場時間

隔離場清洗消毒、人員與物資進駐封場→進豬

來源場採血與檢測(ASF抗原抗體陰性、其他符合自
場標準)、隔離計畫制定(進場、免疫、離場與併群)

疫苗 形态 用法 头份 剂量(ml) 计划免疫时间 实际免疫时间

PRRS MLV IM 1头份 2 2022/2/3

PR MLV IM 1头份 2 2022/2/10

FMD-O+A Inactivated IM 1头份 2 2022/2/17

JE MLV IM 1头份 2

ER Inactivated IM 2.5头份 5

2022/2/27

PRRS Inactivated IM 1头份 2 2022/3/3

PR MLV IM 1头份 2

ER Inactivated IM 2.5头份 5

2022/3/22

PPV Inactivated IM 1头份 2

JE MLV IM 2.5头份 5

CSF MLV IM 1头份 2 2022/4/14

大规模采血检测确认PRRS、PRgE/gB、FMD抗体水平

2022/4/7

2022/2/24

小规模采血检测确认PRRS、PRgB、FMD抗体水平

2022/3/17

免疫計畫執行、監控(隔離2-2.5個月)

抗原抗體確認無異常→離場

混群後封棟管理、監控

解除封棟、併群進入生產排程

流程

單一來源、引種頻率最低化

商品豬單一來源、混群準備

來源豬場潔淨度不低於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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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後非瘟時代的趨勢
自2018爆發至今…

中新开维 120万头/年生猪养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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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疫苗抗體

感染抗體

嚴格封場下，無外來病毒
種豬群感染率逐漸降低
→對外生物安全重要

等級 母豬抗體 排毒 狀態

陽性不穩定 有 有 母豬流產率高、保育舍嚴重且免疫無效

陽性穩定 有 未檢出(低) 母豬無藍耳流產、保育期望值內且疫苗可期

準陰性 有 無 保育期完全無藍耳疫情，但飼養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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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豬：免疫針數降低50%，成本降低27%

• 後備豬：免疫針數降低30%，成本降低22%

• 種母豬：免疫針數降低34%，成本降低16%

• 種公豬：免疫針數降低8%，成本降低10%

豬群免疫減針計畫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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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相反，減針重要



非瘟後防疫投入成本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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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農大張桂紅教授)
過猶不及、保險心理→不人道、成本浪費

生物安全需要代價，但並非全然高昂，關鍵點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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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農大張桂紅教授)

用水量
站立位置
洗澡時間
雙向門鎖

後非瘟時代生物安全(精準防疫、化繁為簡)
逐漸重視人道、高效率、低成本、可執行

嘗試取消封閉管制(正常上下班)、思考如何落實關鍵點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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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生物安全規劃多已成熟，疫情發生取決於執行力

責任心
(教育、防呆、績效)

定期審計
(內部/外部)

評分

APVS2023

Dr. Otake37



雨鞋擺放雜亂，內用拖鞋與外圍雨鞋無明顯交界（交叉污染）

毛巾為重大隱患，需專用空間並頻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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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評分
• 盤點場區現存生物安全風險
• 風險管控非票票等值，優先找出主要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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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台灣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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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生物安全 – 邊境管制

• 內部生物安全 – 豬場間的防疫 (PRRS、PED…)

• 執行力 – 認知、審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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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RSV phylogenesis
• 定期/有疫情時監控場內藍耳病毒株
• 疑似病例採樣肺臟+肺門淋巴結組織
• 建立豬場毒株背景資料庫

• 種豬群陽性不穩定+場內病毒株
→馴化/疫苗、飼養管理方向、更新率

• 種豬群陽性不穩定+外來病毒株
→生物安全議題

PED, PD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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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PRRS

PED

PDCoV

ASF
Variant ASF

2013

2006

2014

2018

2021

NADC-30 ?

NADC-34 ?

PCV3/4 ?

CSF ?

What’s next???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Diseases



Thanks

For

Attention

侯富祥
kmofcc@gmail.com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