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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整合人類及動物發生新型 A 型流感及其高風險場域的跨域資訊，本

計畫目標持續溝通農業及衛生單位雙方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疫情防治需求，

建立及優化禽類及其他動物流感疫情監視資料自動交換機制，整合跨域資

料，作為疫情監測、風險評估及決策依據，並即時回饋動物與人類防疫主管

機關分別進行防疫作為，進而提早偵測疫情並採取防治措施，達成防疫一體

的防疫目標。  

 

關鍵詞：禽流感、新型 A型流感、疫情監測、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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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uman health sector, 

animal health sector, and other potential stakeholders. To establish and optimize 

the Novel influenza A surveillance data exchange mechanism, which aims to 

integrate multi-sector data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s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health authorities—thereby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one health. 

 

 

Keywords：avian influenza, novel influenza A, surveillance, risk assessment



3 

 

目錄 

 

 頁碼 

摘要 1 

壹、前言 4 

貳、材料與方法 10 

參、結果 12 

肆、討論建議 29 

伍、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31 

陸、參考文獻 32 

  



4 

 

壹、 前言 

    隨著土地開發、氣候變遷及國際人員往來頻繁之衝擊，新興傳染病成

為 21 世紀人類健康方興未艾的課題，尤以人畜共通傳染病為主，如 92 年

SARS、98年 H1N1流感大流行、102、105至 106年中國 H7N9疫情、103

年伊波拉病毒疫情、105 至 106 年 H5N6 疫情，乃至於 109 至 111 年的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 

    人畜共通傳染病中，禽流感因病毒型別眾多，且具跨物種重組、變異

之可能性，長期以來為人類及動物傳染病監測之重點項目。全球報告人類

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病毒之型別多樣，已知人類感染病例檢出之型別包含

H5N1、H5N6、H6N1、H7N2、H7N3、H7N7、H7N9、H9N2、H10N7、H10N8、

H1N1v、H1N2v、H3N2v 等，近 2 年更於俄羅斯發現人類首次感染 H5N8

流感、中國大陸發現人類首次感染 H10N3及 H3N8流感，英國及西班牙等

亦報告該國首例 H5N1 流感病例，顯示持續監測及基因分析之重要性。此

外，自 110 年 6 月起人類感染 H5N6 流感病例數有增加趨勢，WHO 評估

H5N6流感之人畜共病威脅仍高，惟傳播能力是否提升仍不明，推論人類病

例數增加可能與病毒持續於禽類傳播擴散有關。依據相關流行病學調查顯

示病例多具有禽類或豬隻養殖、運送、屠宰，或於活禽市場、農業博覽會

等禽類或豬隻接觸史，突顯整合農業、環境與公共衛生等防疫資訊，跨域

聯防，以促進人類與動物健康之重要性。 

    此外，由於豬隻為 A型流感病毒(如 H1N1、H1N2、H3N2)自然宿主且

具感染人類可能性，國際間已知美國曾於100年至101年家爆發人類H3N2v

流感疫情，其後亦持續檢出人類感染病例；歐洲、美國近年亦持續發生零

星人類感染 H1N1v 流感、H1N2v 流感病例，且我國於 110 年報告 1 例人

類感染 H1N2v 流感；為完備新型 A 型流感各型別疫情資訊之跨域整合能

力，除原有禽類流感外，本計畫已納入豬隻流感疫情資訊為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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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持續在美洲(美國、加拿大等)、歐洲(英國、

法國、德國等)、亞洲(日本、越南等)及非洲部分國家發生，依據世界動物

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原 OIE)公布資料，

111 年迄 11 月 13 日全球禽類疫情累計 44 國/地區通報 3,179 起高/低病原

性禽流感疫情，禽流感型別以 H5N1 為主，於家禽及野鳥中均有禽流感疫

情。我國農政單位亦積極推動禽流感防疫及監測工作，採取主動及被動方

式蒐集養禽場及候（野）鳥流感疫情資訊，並公布於網站提供民眾相關疫

情資訊如圖 1至圖 3。 

 

圖 1、農政單位公布之高病原性禽流感確診及撲殺養禽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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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農政單位公布之高病原性家禽流感確診及撲殺養禽場數統計表 

 

圖 3、農政單位公布之候（野）鳥 H5、H7亞型禽流感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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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持續透過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下稱防檢局)

介接禽流感疫情資料、禽畜養殖場及疫情場內列管人員資料，運用於事件

分析及人類新型 A 型流感風險研判，並提供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接觸

者健康系統進行列管人員之健康監測，後續透過勾稽人員法定傳染病通報、

健康管理、死亡及急診等監測資料，分析相關養殖場之疾病風險，以及即

時回饋雙方進行防疫作為。另亦持續溝通與釐清農業及衛生單位雙方及相

關利害關係人疫情防控之資料需求，精進長程資料交換藍圖，發展自動化

蒐集分析工具，維運及優化現有禽類流感相關介接資料品質，通盤性盤點

各項資料並整合呈現跨域資料，以及規劃與開發風險評估或決策輔助產品。 

一、 現行動物流感疫情交換機制 

  為能及早監測與預警禽流感對人類可能造成之風險，疾管署與

防檢局已建置禽流感案件通報管道，並逐年精進資料交換機制。自

107年 6月已改採 SFTP方式交換，透過標準化的資料結構，除可避

免人力重複耗費及可能發生的錯誤，更有利於設計自動化分析與圖

表產製，並可回饋雙方進行後續監測分析及風險評估，進而提早偵

測疫情與防治。 

  至於監測我國豬流感對人類可能造成之風險，自我國 110年首

次發生人類感染 H1N2v流感病毒疫情後，疾管署及農業單位已分別

就人類病例及所在周邊養豬場加強監視與資訊交換，亦積極就豬隻

畜牧場及相關場域之流感監視資料自動交換機制進行評估，相較於

禽類禽流感疫情事件，豬隻感染豬流感多屬輕微症狀，目前防檢局

已建立豬隻豬流感病毒採樣及監測調查機制，針對陽性監測結果不

定期以新聞稿方式對外公布，亦可於發生豬隻豬流感疫情或其他動

物流感疫情事件時，防檢局將即時提供動物相關評估資料，俾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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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快速且完整地進行疫情事件之風險評估。 

二、 計畫整體規劃 

  本計畫為「動物保健產業及安全防護科技創新開發」綱要計畫：

推動動植物疫病戰情科技研究項下之子計畫「禽傳人之流感防控技

術」一部分如圖 4、圖 5，透過建置跨部會間禽流感疫情資訊之自動

交換機制，以提升疫情通報時效，並建立含括人類與動物疫情防治

之決策支援系統。本期計畫全程目標為：1.釐清相關利害關係人疫情

防控之資料需求及建構長程資料交換藍圖，建立其他動物流感相關

資料如豬畜牧場清冊之自動交換機制，2.發展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

分析工具，3.維運及優化現有禽類流感相關介接資料品質，4.通盤性

盤點各項資料並整合呈現跨域資料，與開發風險評估或決策輔助產

品，以應用於決策支援，如圖 6。 

 

 

 

圖 4、動物保健產業及安全防護科技創新開發綱要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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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禽傳人之流感防控技術執行策略 

 

 

 

 

 

 

 

 

 

 

 

 

 

圖 6、計畫全程工作項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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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與方法 

一、 持續釐清相關利害關係人疫情防控之資料需求，精進長程資料交換

藍圖 

    依據疾管署公布之「新型 A型流感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及防

檢局公布之「防範家禽流行性感冒(H5、H7亞型)緊急應變措施」，盤

點人類、禽類及其他動物流感疫情監視及防控相關作業流程，持續

蒐集農政、衛政等相關人員疫情防控之資料需求。 

    本計畫 110年已重新完成禽類及其他動物流感防治需求資料盤

點及評估，規劃長程資料蒐集及交換藍圖，111年持續盤點各項現有

資料之資料流及資料內容，評估是否足已達成人畜風險評估決策需

求，據以規劃後續蒐集或介接機制，並定義介接資料結構及執行期

程。 

二、 發展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及建構國際疫情資料庫 

    由於國際疫情風險評估工作需持續蒐集國際間人類及動物疫

情資訊，為簡化疫情彙整人力及提升資料品質，爰規劃正規化之資

料結構，並針對固定來源之疫情資料開發自動化資料蒐集分析工具，

且將整理完成之國際疫情歷史資料，彙整於「國際禽流感及動物流

感疫情資料庫」，以利未來長程回顧分析使用。 

三、 維運及優化現有資料介接機制，評估新增介接動物疫情監視資料集 

    持續優化及調校第一期計畫已介接之資料，以確保資料符合各

類使用者及各項介接應用系統需求。為掌握其他動物流感疫情資訊，

以完備新型 A型流感各型別疫情資訊之跨域整合能力，除原有禽類

流感外，今年持續積極評估新增介接豬隻流感疫情相關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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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陽性禽場監視資料 

  持續依據107年訂定之資料交換標準格式，透過安全檔案

傳輸通訊協定(SFTP)，每日定時自SFTP主機擷取防檢局上傳

之excel格式的陽性禽場通報資料檔案，並自動轉檔至疾管署

疫情資料倉儲系統之中央資料庫，供後續相關資料分析人員

及應用系統加值運用。 

(二) 全國禽場資料 

  持續透過WebAPI服務介接防檢局之全國禽場清冊及其

異動資料，固定每日更新一次取得異動禽場資料。 

(三) 全國豬隻流感疫情相關資料集 

  目前防檢局已建立養豬場流感病毒主動例行監視機制，

主要以計畫方式進行豬隻流感監測，另已建立全國畜牧場登

記機制，今年持續積極評估新增介接豬隻流感疫情相關資料

集可行性，優先針對已結構化、且可取得之資料集，規劃建立

資料介接機制。 

四、 資料加值運用：維運禽類禽流感國際疫情資料自動擷取機制，新增

國內禽流感疫情資料及國際人類感染禽流感疫情資料集 

  疾管署於 107 年自行開發自動化網頁資料截取程式，持續蒐集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網站公布之國際禽類禽流感事件通報資

訊，並將截取資料透過視覺化面板呈現。本年持續維運禽類禽流感

國際疫情資料自動擷取機制，並結合國內禽流感陽性禽場監視資料、

國際人類新型 A型流感病例統計資料，建立自動化進行統計與視覺

化分析之機制，共同以面板呈現視覺化分析，整合呈現國內外新型

A型流感疫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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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一、 持續釐清疫情防控之資料需求，修正長程資料交換藍圖 

    依據疾管署公布之「新型 A型流感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及防

檢局公布之「防範家禽流行性感冒(H5、H7亞型)緊急應變措施」，我

國衛生機關及農政機關分別是人類及動物流感疫情監測及防治之權

責單位，透過雙邊指定之單一窗口，就國內人類及動物流感疫情資

訊即時交流，當衛生單位接獲農業單位的動物流感疫情通知訊息時，

依據檢出亞型對動物的病原性及對人類的疾病嚴重度高低，農業單

位及衛生單位協同合作進行動物檢測管制、撲殺消毒，以及針對接

觸人員執行相關健康管理等防治工作。此外，衛生及農業單位亦分

別透過多元管道，每日蒐集人類或每週蒐集動物流感疫情資料及彙

整分析，據以啟動後續相關因應作為如圖 7。 

 

 

 

 

 

 

圖 7、動物流感疫情監視及防控相關作業流程 

    本計畫 110 年已完成人類及動物流感風險評估及防治決策所需

相關資料之類別、持有現況及交換方式、頻率等盤點，並評估自動

交換禽類及其他動物流感疫情防治各項資料之需求必要性、資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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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可行性，建構出長程資料蒐集及交換藍圖。今年再對於目前於

國內動物流感疫情監視資料需求進行詳細討論評估，並據以修正長

程資料交換藍圖。 

(一) 疾管署對我國豬隻流感疫情相關資料需求 

    參考現有禽類流感資料交換機制，疾管署以豬隻流感疫情資料

為目標，期能與防檢局建立「陽性畜牧場通報資料」及「全國豬畜

牧場基本資料」2項資料集自動交換機制，取得之資料亦自動轉檔至

疾管署疫情資料倉儲系統之中央資料庫，以供後續相關資料分析人

員及應用系統加值運用。 

    另盤點防檢局已建立豬隻豬流感病毒採樣及監測調查機制共 3

項，包含主動監測採檢計畫、追蹤調查採檢計畫及上市肉豬採檢計

畫，長期針對台灣豬群進行主動監測調查、追蹤調查及肉品市場拍

賣豬隻調查，針對豬隻鼻腔黏膜液進行採樣及流感病毒株分型鑑定，

並將陽性監測結果不定期以新聞稿方式對外公布，或於發生人類感

染豬流感疫情事件時，以人工方式提供動物相關評估資料予疾管署，

其資料則多為非結構性資料。惟該局表示豬隻之流感原始監測資料

係保存於家畜試驗所，相關監測分析資料亦需經該局完成內部行政

陳核程序後，始得提供予疾管署；將持續與防檢局進行協商，以符

合監測及防疫業務需求。 

    依據「畜牧法」規定對於飼養 20頭以上豬隻之畜牧場需辦理執

業登記，其資料包含畜牧場名稱、所在縣市鄉鎮區、地址及負責人

名稱等，且已放置於農委會資料開放平台，可運用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方式進行資料介接，屬已結

構化、且可取得之資料集，爰今年優先規劃建立全國豬畜牧場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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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倘發生人類新型 A型流感疫情時，可即時評估鄰近豬畜牧

場分布及調查流感疫情發生情形，並適時對相關人員進行衛教及監

測等相關防治措施。 

(二) 疾管署對國內外禽類禽流感疫情資料分析統計需求 

    由於目前係透過 SFTP 方式交換禽流感陽性禽場監視資料後，

以人工下載並鍵入資料至 excel資料檔產製統計報表，再以人工方式

電郵寄送至防治業務人員；今年經以面訪、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

與資料分析人員及防治業務人員討論業務需求後，評估確有建立自

動進行統計與視覺化分析機制之必要。由於動物禽流感亦可能透過

候鳥遷徙、禽鳥走私等跨境傳播，因此除國內禽類禽流感監視資料

外，亦需共同參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國際禽類禽流感疫情

資料及國內候(野)鳥禽流感監視資料。此外，對於國際間禽流感疫情

對人類影響情形，如病例分布、感染型別、流病調查資料等，均為

重要風險評估資料來源，亟需透過資訊整合及自動分析，並以面板

方式提供相關單位即時查詢，以利掌握整體疫情現況，進行後續風

險評估等事宜。 

(三) 防檢局對陽性禽場人員禽流感病毒相關監測結果資料需求 

    防檢局表示自 107 年起陽性禽場監視及全國禽場資料交換後，

針對陽性禽場人員禽流感病毒相關監測結果有資料交換需求。疾管

署整備組每年已針對禽類禽流感疫情發生點之禽畜相關工作及動物

防疫人員等風險人員進行血清流行病學調查，年度調查結果均公布

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並已將相關資料提供分享予防檢局。由於該

調查目前係針對相關場域工作人員進行 H5N8 流感及 H5N2 流感血

清學調查，且目前尚無針對縣市別進行資料分析，將由防檢局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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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資料需求細節，並由農衛雙方持續共同討論資料交換方式，以

利雙方聯合進行人類及禽類禽流感疫情防控。 

(四) 修正後長程資料交換藍圖 

    依據上述對國內豬隻流感及禽類流感疫情監視資料需求進行詳

細討論評估後，修正長程資料交換藍圖及增加 2 項資料類型標示如

圖 8。 

圖 8、修正後長程資料蒐集及交換藍圖 

二、 發展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及建構國際疫情資料庫 

    由於國際疫情風險評估工作需蒐集國際間人類及動物疫情資

訊，為簡化疫情彙整人力及提升資料品質，需發展疫情自動化蒐集

分析工具及建構國際疫情資料庫。目前疾管署國際疫情資料蒐集來

源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各國官方網站，亦參考國外疫情相關

網站如國際傳染病學會 ProMED、明尼蘇達大學 CIDRAP、傳染病

新聞網站 Outbreak News Today等，以人工方式摘錄疫情資訊，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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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可信度高之媒體並適時查證資訊，以避免遺漏重要國際疫情資

訊。 

    本計畫透過 109-110 年先期導入與民間專業團隊合作，運用網

頁爬蟲及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術，建

立資料處理模型，將非結構化資料分類、萃取，過濾出疫情相關資

訊後，有效擷取傳染病病名及國家名稱，並產生中文及英文疫情新

聞摘要，已完成建構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機制，並每日產製疫

情自動蒐集分析結果清單如圖 9。 

圖 9、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模型及結果清單 

(一) 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產出結果 

    疾管署及開發團隊運用網頁爬蟲及 NLP技術，以每日 4次(3、

9、15及 21時)頻率，對 WHO相關網站如：Disease Outbreak News、

WHO各區署網頁、WHO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網頁，重

要國家衛生部如：越南/韓國/菲律賓，常見知名傳染病資訊網站如：

RelifWeb、ProMED、CIDRAP、Avian Flu Diary、Outbreak New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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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重要國家可信度較高之媒體如：美國美聯社、日本朝日新聞、

韓國 KBS、台灣中央通訊社等網頁疫情資訊自動擷取及分析，並以

雲端共享資料表方式，固定於每日上午 9時 30分將資料表連結以電

子郵件傳送至疾管署國際疫情監測人員信箱，提供人員一目瞭然地

掌握每日新增疫情之傳染病疾病清單、相關國家/地區，以及中文及

英文疫情新聞摘要，另由於 COVID-19 疫情期間相關新聞量顯著增

加，該類新聞報導則另以專區呈現，以與一般傳染病進行區分。 

 

圖 10、每日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結果清單 

(二) 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功能及品質評估 

    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已可針對禽流感(Avian Flu)、流感

(Influenza)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如 Outbreak News Today網頁於今年

10 月 20 日發布有關越南自 103 年以來首例人類 H5 流感病例，及

11 月 6 日發布有關美國新增 1 例人類 H3N2v 流感病例，該工具均

可於隔日完成資料蒐集分析，分別摘錄其疾病及地區：[Influenza、

Vietnam]及[Influenza、United States]，其新型 A 型流感之次分型資

訊，亦呈現於中英文疫情新聞摘要中，提供國際疫情監測人員快速

掌握及進行後續資料統計彙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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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運及優化現有資料介接機制，新增介接動物疫情監視資料集 

(一) 持續維運禽類禽流感疫情及全國禽畜場等2項動物流感關鍵

資料集介接，提供接觸者追蹤系統等相關應用系統介接應用 

    為掌握禽類禽流感疫情及全國登記之禽畜場場址、營業類別、

飼養物種、負責人等資訊，提供後續決策支援系統進行陽性禽場事

件歸納、發生率計算、行政區風險研判等分析需求使用，以即時採

取防治措施及相關人員健康監測，本計畫 111 年度延續過去執行成

果，持續以 SFTP、Web API等自動化資料交換路徑，介接「禽流感

案例資訊表」、「全國禽類養殖場資訊」共 2項動物流感關鍵資料集，

儲存至疾管署疫情資料倉儲系統之中央資料庫，相關介接資料集持

續提供接觸者追蹤系統等相關應用系統介接應用(圖 11~圖 12)及進

行地理資訊視覺化(圖 13)，以輔助衛政單位進行後續防治工作及政

策決策。2項資料集相關禽場地址均已顯示至「鄉鎮」及「村里」層

級，提供禽類監測資料視覺化地圖，並精細呈現陽性禽場於全國分

布所在位址。 

 

 

 

圖 11、陽性禽場事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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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陽性禽場相關人員健康追蹤情形 

 

 

 

 

 

 

圖 13、禽類監測資料視覺化地圖 

(二) 新增全國豬隻畜牧場基本資料集 

    農委會資料開放平台已提供飼養 20 頭以上豬隻之畜牧場基本

資料 API 介接服務，包含：畜牧場登記證號、畜牧場名稱、畜牧場

所在縣市、畜牧場所在鄉鎮區、畜牧場地址、畜牧場負責人、飼養

種類、日期共 8項資料欄位，可透過網路進行資料串接，並回傳 JSON 

資料格式及資料內容，據以建立全國豬畜牧場相關資料庫。未來可

再依據實際防疫需求，設定資料更新頻率，及規劃介接至相關應用

系統介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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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畜牧場基本資料 API介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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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加值運用 

(一) 持續維運禽類禽流感國際疫情資料自動擷取機制及精進資料

擷取穩定性 

    疾管署過去自行開發自動化網頁資料截取程式，持續蒐集及分

析 WOAH公布之國際禽類禽流感事件通報資訊，疾管署人員已針對

該網站 110 年 2 月大規模改版進行新舊版本分析比對，完成程式功

能修改及資料校對、補正等相關作業，並進一步優化國際禽類禽流

感監視面版。 

    隨資訊安全保護措施提升及網頁防爬技術持續演進，該網站於

111年 5月 28日起再新增網站安全機制，自動阻擋未經認證之外部

網站擷取網頁資訊，為能恢復資料傳輸服務，疾管署即時研議相關

應對處置方案，除以官方名義電子郵件向 WOAH 網站提出服務需

求，亦著手修改程式，提升程式碼結構彈性，以快速因應變動，並

於 2 週內重新恢復功能運作。疾管署並進一步向資訊產業界專家團

隊諮詢相關網頁頻繁改版或程式碼改為防爬之因應方式，該團隊就

其豐富網頁開發技術經驗進行評估，表示因各網頁結構及資訊安全

防護程度不一，尚無一套固定之技術或語法足供因應各種變化，建

議仍應重新檢視本地端爬蟲程式碼結構設計，應具有彈性及方便重

構特性，以應付各種變化及需求，確保資料蒐集完整性與即時性。 

    目前自動化網頁資料截取程式蒐集 WOAH 公布之國際間禽類

禽流感疫情資訊，本年截至 11月 13日，累計收集 453件通報案件，

3179起疫情數，均屬高病原性禽流感，且以 H5N1流感為大宗，資

料清冊檢視功能如圖 14；進一步將相關案件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

繪製通報國別、禽流感型別等分布圖如圖 15。另為利相關人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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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性疫情資訊文件，亦每週定時以自動郵件發報功能，彙整當週

新增通報案件之資訊如圖 16。 

圖 14、WOAH禽流感監視面版 

 

 

圖 15、禽類禽流感國際疫情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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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禽類禽流感國際疫情自動發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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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呈現國內外新型A型流感疫情資訊 

    為精進現有禽流感陽性禽場監視資料分析作業，提供防治業務

人員快速掌握疫情狀況，本計畫 111 年建立自動統計與視覺化分析

機制，將國內禽類禽流感疫情整合至現有之國際禽類禽流感監視面

版，利於綜覽及比較呈現國內外疫情資訊。未來將持續針對防檢局

公布之國內候(野)鳥禽流感監視資料進行資訊整合。 

    國內禽類禽流感監視面板以讓防疫人員快速掌握禽流感疫情之

數量、型別及時空間分布為目標，整體呈現如圖 17，並可大致分為

篩選區、重點數值區、圖表區及案件清單： 

圖 17、國內禽類禽流感監視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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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篩選區：提供「資料年份」、「病原性」二篩選項目，篩選對象

包括本面板所有呈現之數值及圖表，僅重點數值區之「HPAI

疫情數」不受病原性篩選器影響。  

2. 重點數值區：依篩選年份直接呈現當年度該病原性之涉及縣

市數、疫情數、高病原性疫情數、及各類場域之發生數，供防

治人員快速掌握概況。 

3. 圖表區：目前設置 3 張圖表，用以概覽型別、空間及時間分

布，並以紅色系表示高病原、冷色系表示低病原性。 

(1) 「整體型別分布(圓餅圖)」用以概覽當年度流行型別，

配合病原性篩選器亦可重點檢視高/低病原性案件中之

型別比例。 

(2) 「各縣市案件數及型別分布(長條圖)」用以呈現疫情集

中之縣市以利資源之配置。 

(3) 「近 2 年禽流感型別分布(長條圖)」用以呈現自篩選年

度前一年起之疫情數及型別概況，以利掌握疫情之季節

性及型別更替。 

(4) 圖 18 為分別檢視 110 及 111 年之近 2 年禽流感型別長

條圖分布，可見疫情多以 12 月至翌年 3 月為高峰，且

111年高病原性 H5N2取代 H5N5成為主流病毒株。 

4. 案件清單：為利防治人員進一步檢視疫情發生之動物類別、鄉

鎮市區、確切日期、撲殺數等細節，另將清單設置於面板下層

以利查找，各欄位皆可進行複數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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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近 2年禽流感型別分布長條圖 

    疾管署過去已持續蒐集國際間人類禽流感病例資料，包含感染

或報告國家及其行政區、感染型別、流病調查資料等，惟相關資料

僅供國際疫情監視及風險評估相關人員內部使用，且資料項目多未

經標準化，如日期格式不一、出現空值、屬描述性疫情摘要等，不

利於長期資料自動化分析。 

    本計畫 111年度進一步將人類新型 A型流感歷史疫情資料進行

全面性資料項目盤點、資料結構定義如圖 19，並蒐集業務相關人員

分析需求，初步建置人類新 A流監視面板雛形，包含人類新型 A型

流感年度-型別分布如圖 20，另因新型 A 型流感各亞型病毒對人類

嚴重度不一，進一步以過去曾造成流行之 H7N9 流感，及近年病例

數呈上升趨勢之之 H5N6 及 H9N2 流感進行病況分析如圖 21，未來

持續透過資訊整合及自動分析，以面板方式提供相關單位即時查詢，

以利掌握整體疫情現況，進行後續風險評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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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人類新型 A型流感資料項目盤點 

圖 20、人類新型 A型流感年度-型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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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不同亞型新型 A型流感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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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一、 基於現有禽流感資料交換及建置經驗，積極佈建豬流感相關資料交

換合作模式 

    由於全球持續發生人類禽流感及豬流感病例，提供國內外人類

及動物流感疫情監視相關跨域整合資料，以供後續風險評估及相關

防治政策研訂為本計畫重要執行項目。本年度已完成全國豬畜牧場

相關資料匯集，惟豬隻流感相關監測分析資料交換，仍待持續與防

檢局進行協商，以符合農衛雙方監測及防疫業務需求。 

二、 完成禽流感疫情相關跨域資料整合，持續精進監視面板功能，蒐集

使用者需求以開發風險評估產品雛形 

    本計畫已完成跨域整合資料盤點及資料交換藍圖建構，整合現

有 WOAH 公布之禽類禽流感國際疫情資料自動擷取機制及防檢局

提供之國內禽流感疫情資訊於同一監視面板，並新增國際間人類新

型 A型流感監視面板雛形，將持續開發人類新型 A型流感監視面板

分析功能及整合國內候(野)鳥禽流感監視資料，未來亦將持續蒐集

疫情監測人員、區管中心防治人員等使用者需求，持續朝以資料自

動蒐集及模組開發方式進行風險評估產品開發，提升彈性以因應疫

情變化，並提供衛政單位新型 A型流感相關政策決策參考使用。 

三、 持續深化國際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於疫情監測業務 

    國際疫情資料為衛生單位監測、風險評估作業等重要參考資料

來源，具自動化蒐集分析之必要，將持續維運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

工具之系統運作及調教模型功能及分析品質。此外，該工具開發階

段已將擴充彈性納入考量，將持續發展自動化疫情摘錄模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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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運用於其他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監測。 

四、 資料自動擷取機制可能受限，需持續精進資料擷取穩定性 

    目前以網頁爬蟲技術自動取得 WOAH 國際禽類禽流感疫情資

料，並進行加值運用及以面板視覺化呈現資料分析結果，惟隨資訊

安全保護措施提升及網頁防爬技術持續演進，未來仍可能持續發生

受網路安全性設定阻擋而無法取得資料等問題，疾管署將參考諮詢

團隊建議，適時檢視本地端爬蟲程式碼結構，朝以具彈性及方便重

構性方式調整設計，以應付各種變化及需求，並將持續培育研發人

才，研習相關技術及建立即時警示機制，以利及早因應，維持資料

取得穩定性及確保資料蒐集完整性與即時性。 

五、 本計畫成果未來可運用之潛在目標對象包括農衛雙方防疫相關工作

人員及民眾，當禽類或其他動物流感疫情發生時，即時監測及掌握

人員健康追蹤等資訊，並適時進行各項衛教等相關防治措施，除可

強化其防護相關知能，並可確保民眾之生命安全及健康。此外，透

過跨域系統整合與應用，提升疫情監測即時性，並可進行風險評估，

以早期預警及啟動相關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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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與具體建議 

一、 本年度完成全國豬畜牧場相關資料匯集，對於豬隻流感相關監測分

析資料交換，將持續與防檢局進行協商，以符合農衛雙方監測及防

疫業務需求。 

二、 本計畫已開發疫情自動化蒐集分析工具，整合國內外禽流感疫情資

訊、國際間人類新型 A型流感疫情資訊於同一監視面板，未來將持

續精進監視面板功能，蒐集疫情監測人員、區管中心防治人員等使

用者需求，持續朝以資料自動蒐集及模組開發方式進行風險評估產

品開發，提升彈性，以因應疫情變化，並提供衛政單位新型 A型流

感相關政策決策參考使用。為維持資料取得穩定性及確保資料蒐集

完整性與即時性，需適時檢視本地端爬蟲程式碼結構，朝以具彈性

及方便重構性方式調整設計，並持續培育研發人才，研習相關技術

及建立即時警示機制。  

三、 為本計畫跨域系統間更完善的資料介接作業，仍需持續與防檢局保

持溝通管道，倘遇系統更新，致可能影響介接運作時，能互相及時

通知與協商，以提升資料交換頻率或商討其他因應方式，俾確保系

統介接機制可正常運作，資料流傳遞順暢無誤，確實發揮其監測預

警效能，以達有效防疫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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