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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評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轄內野生動物之健康狀態，並建立疾病防治體系，

對召回之37頭和49頭二批台灣梅花鹿進行口蹄疫死毒疫苗預防注射、結核病結核菌

素皮內試驗、布氏桿菌病血清平板凝集試驗以及血液學、血清化學和糞便寄生蟲檢

查；另對全群354隻台灣環頸雉進行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 ND) B1活毒和死毒疫

苗預防注射，並逢機採樣以血清行平板凝集試驗檢查有無雛白痢(PD)、傳染性滑膜

炎(MS)和慢性呼吸器病(CRD)之感染，並由糞便檢查有無寄生蟲感染，由血容比

（PCV）和總血清蛋白質濃度（TSP）評估其健康狀態，又為紓解夏天雨季緊迫而

給予綜合維他命劑。結果台灣梅花鹿及台灣環頸雉之血液抹片以及台灣梅花鹿之糞

便檢查均未發現有寄生蟲感染，由完整之血液學檢查(Complete blood count)和血清

化學檢查判定，有2隻鹿隻呈現輕度貧血，其餘之營養狀況和肝腎功能均良好，而結

核菌素皮內試驗和布氏桿菌病血清平板凝集試驗亦均呈陰性反應，顯示轄內復育之

台花梅花鹿之健康相當良好且無重要傳染病之感染；台灣環頸雉先行B1活毒再行ND

死毒疫苗接種，其情況良好。環頸雉之PCV和TSP均在正常值內，但其PD、MS和

CRD平板凝集試驗之陽性率相當高，而雛雉球蟲給予驅蟲劑後，糞便檢查已無卵囊

再被發現。

緒 言

野生動物疾病之早期發覺、早期治療和預防，對疾病之控制至為重要。在本省，

88年和89年乳牛、黃牛和乳用山羊曾發生口蹄疫(Food and mouth disease，F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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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鹿和野豬等野生動物亦有感染性。又結核病在台灣之人和動物之感染率亦居高

不下，甚至有上升之趨勢。布氏桿菌病在牛、羊、鹿等反芻動物為重要之人畜共通

傳染病。這些疾病一旦感染均有導致全群撲殺而使多年來復育和保育成果毀於一旦

之可能，而復育之台灣梅花鹿也已野放多年，野放後之健康情形尤其有無受到傳染

病之侵襲，均有加以評估之必要。另方面，台灣環頸雉在墾丁國家公園已繁殖圈飼

多年，其健康狀態之監視，尤其本省鶪隻常發之新城病之預防注射，以及慢性疾病

之雛白痢與慢性呼吸器病檢驗、肝腎功能和營養狀態等各方面之健康檢查亦有其必

要。

材料與方法

一、台灣梅花鹿結核菌素試驗

於91年9月和10月，分別對圈飼放養於瓊麻館區域之37頭和自野放區召回

之49頭中之14頭台灣梅花鹿，先以吹箭依估計體重每公斤Xylazine 1.3mg和

Ketamine 1.0mg肌肉注射麻醉後，於頸側剃毛後皮內注射牛型結核菌素

PPD(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s, bovine)0.1mL，於72±6小時後觀察注射部位有無

紅腫或硬結等反應變化，有則判為陽性，無則判為陰性。

二、台灣梅花鹿布氏桿菌病血清平板凝集試驗

對前項合計86頭鹿隻以Brucella abortus和Br. melitensis布氏桿菌病診斷液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出品）進行血清平板試驗。於20-25℃下以血清一滴與

診斷液一滴混合，於規定時間內判定，有沙粒狀凝集者判為陽性。

三、台灣梅花鹿口蹄疫疫苗預防接種

對前項合計86頭台灣梅花鹿以FMD死毒疫苗(口蹄疫不活化油質疫苗

Aftogen oleo, Biogenesis S.A., Argentina)，每隻2mL肌肉預防注射。

四、台灣梅花鹿之血液學和血清化學檢查

對上述二批各37頭和49頭台灣梅花鹿於前述結核病檢查麻醉時，自頸靜脈

採血，一方面以血液學半自動分析儀(Sysmex-800)對EDTA抗擬血進行完整血液

學檢查(Complete blood counts，包括紅血球數RBC、白血球數WBC、血紅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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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血容比PCV、紅血球指數、總血漿蛋白質濃度TPP、纖維蛋白元濃度

Fibrinogen和血液抹片等檢查)，並由血液抹片檢查有無血液寄生蟲。另方面以

血清生化分析儀(Kodak edtachem DT 60, Eastman Kodak Co.)進行血清肝功能

(ALT、AST)、腎功能(BUN、Creatinine)、離子(Ca、P)、總血清蛋白質濃度(TSP)

等檢查。然後分別統計其成年與幼齡、雌與雄、以及兩批間之各種測定值有無

顯著差異。

五、台灣梅花鹿之糞便寄生蟲檢查

逢機採樣台灣梅花鹿糞便，以昭和式肝蛭蟲卵檢查法檢查有無肝胵感染，

以抹片法、浮游法和沈澱檢查有無其他寄生蟲蟲卵。

六、台灣梅花鹿之醫療及其他工作

1頭梅花鹿因刺傷而腸系膜露出體外，經外科手術整復和縫合。另數頭鹿

隻體外創傷行優碘消毒。於3月二次共麻醉7隻鹿隻並採樣供DNA分析。

七、台灣環頸雉新城病之疫苗預防注射

於七、八月分別對354隻成雉和雛雉先給予B1活毒飲水預防接種，4週後再

以Maine Biological Lab, Inc.製造之 ND死毒疫苗（INACTI/VA®CND）每隻

0.5mL胸肌注射。

八、台灣環頸雉重要慢性傳染性疾病之檢查

1. 慢性呼吸器病（CRD）和傳染性滑膜炎(MS)之檢查：對上述所獲得共20隻

環頸雉血清，以荷蘭Intervet製造之Mycoplasma gallisepticum 和 M. synoviae

antigen nobilis進行血清平板凝集試驗。

2.雛白痢（PD）之檢查：對上述所獲得共20隻環頸雉血清以荷蘭Intervet製造之

Antigeno pullorum nobilis進行血清平板凝集試驗。

3.糞便寄生蟲檢查：於三、七、八月間，共採集16（含6雛）糞便樣本行抹片法、

浮游法和沉澱法檢查，

九、台灣環頸雉血液學檢測

對20隻環頸雉自翅靜脈採血行血容比（PCV）、總血清蛋白質濃度（TSP）

及白血球分類等測定以監視其營養和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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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灣環頸雉之其他醫療保健

1.緊迫紓解投藥：為防治高溫多濕緊迫所造成之死亡，於七、八月間對環頸雉

飲水投予綜合維他命Nopstress TF®（含A、D3、E、B12、K、C和葉酸），並建

議以後在高溫多濕及梅雨季節時，每週投予一次，以減少緊迫性死亡。

2.病斃環頸雉剖檢：病斃環頸雉1隻經剖檢並未有特異性病變，可能起因於緊迫

死亡。

十一、其他野生動物之醫療保健及疾病診斷

1隻短耳鴞90年間經一般臨床和X光檢查及內外寄生蟲檢查，顯示除左翅關

節腫脹影響飛翔外，其他健康情形良好，於治療後已行野放。

結 果

一、台灣梅花鹿之結核菌素試驗

合計51頭台灣梅花鹿之頸側皮內結核菌素PPD試驗，結果均呈陰性。

二、台灣梅花鹿布氏桿菌病血清平板凝集試驗

合計86頭台灣梅花鹿以Brucella abortus和Br. melitensis布氏桿菌病診斷液

進行血清平板試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映。

三、台灣梅花鹿之糞便寄生蟲檢查

台灣梅花鹿之糞便肝蛭蟲卵檢查以及浮游法、沈澱法和抹片檢查結果，均

無寄生蟲蟲卵被發現。

四、台灣梅花鹿之血液學和血清化學檢查

由二批37頭和49頭台灣梅花鹿行完整血液學和血清化學檢查，結果二批各

有1隻呈現貧血，其餘各項測定值均在正常範圍，依雌雄、成幼、及二批間，

分別比較其差異性如表1-4。

五、台灣環頸雉新城病疫苗接種

於全群354隻台灣環頸雉2次 ND B1活毒疫苗預防接種4週後，接種ND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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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每隻肌肉注射0.5ml。

六、台灣環頸雉傳染性疾病及糞便寄生蟲檢查

1. 20隻以Mycoplosma gallisopticmatige nobilis行慢性呼吸器病檢查結果陽性率

高達50﹪（10/20）。

2. 20隻以Antigeno pullorum nobilis行雛白痢檢查結果陽性率為30﹪（6/20）。

2. 20隻環頸雉之傳染性滑膜炎檢查之陽性率為20﹪（4/20）。

3. 血液抹片檢查均未發現有血液寄生蟲感染。

4. 糞便寄生蟲檢查：合計10隻成雉糞樣本均無寄生蟲卵被發現，而6隻雛雉糞

樣本有5隻可見球蟲卵囊且部分糞便呈軟便，因此投予抗球蟲劑（EB3

500-1000倍飲水）來治療本病。

七、台灣環頸雉之血液學檢查

對20隻環頸雉自翅靜脈採血行血液學和血清化學檢查，結果如表5。

八、其他醫療保健

台灣梅花鹿、台灣環頸雉以及其他野生動物之其他醫療保健情形如材料與

方法中。

討論與建議

野生動物平時與人接觸機會較少，故較易驚慌，一旦有病要施行診治時，無論

施予物理性或化學性保定，均較易引起強烈掙扎或恐懼等緊迫，故若等到疾病發生

後，甚至病情已升高時再行保定診療，常易陷動物緊迫於死亡，因此在動物尚能忍

受這些保定緊迫之健康狀態時，即應利用檢疫或搬運等種種機會施予預防醫學檢

查，來早期發覺、防治潛在性疾病，尤其人畜共通傳染病，這對野生動物以及飼養

管理人員至為重要。

口蹄疫病毒有7型和約有81個亞型，各型可感染之動物種類不盡相同，而以某

一型甚至同一型而不同亞型行預防接種不一定可預防其他型或亞型之感染。本省86

年在豬隻暴發O型FMD感染，經証實其僅感染於豬而不感染於鹿、牛、羊等動物，

其被定名為O-TAIWAN 97。88年和89年金門、雲林、嘉義和高雄等縣陸續發生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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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口蹄疫，89年2月在彰化和高雄兩縣亦有乳用山羊發生口蹄疫，經研究證明其均

為可感染於牛、羊、豬等各種動物之O-TAIWAN 99，推測此病毒株亦應會感染於鹿，

因此雖然在牛、羊之FMD己撲滅但本次仍依政府防疫單位規定，全群均給予FMD疫

苗預防注射。

墾管處辛苦復育之梅花鹿，由於自始且持續進行結核病、布氏桿菌病、寄生蟲

等重要傳染性疾病之監視，且一直圈養於隔離狀態之良好環境，故數十年來一直保

持無這些傳染性疾病，殊為可貴。另外由血液學和血清化學檢查結果亦顯示野放之

梅花鹿之肝腎功能和營養狀況等均相當良好，轄內圈飼放養環境極其適合這些鹿隻。

新城雞病可感染於雞、鴿、鵝、雉雞(環頸雉)、火雞、鵪鶉、鴨等，野生麻雀

和白鷺鷥亦可攜帶此病毒而傳播本病於上述感受性動物。本省亦於1999年爆發本病

感染且迅速擴及全省，因此本次延續去年再行ND疫苗免疫全群環頸雉，並持續測定

其抗體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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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wildlife in Kenting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2002)

Y. H. Wu , J. H. Tsai, G. F. Chang, J. H. Tsai, C. D. Chang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Taiwan, ROC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healthy condition and establish a program for

preventing disease of wildlife in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wildlife captured

from the area were performed for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all over

the year of 2002.

A total of 86 deer assembled from the reintroduction field were done

vaccinations with inactivated vaccines against type O Food-And-Mouth

Disease Virus,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s for Brucella abortus and Br. melitensis,

and examinations of hematology, serum chemistry and fecal Parasitology.

Fifty-one of them were also examined by single cervical intradermal

tuberculin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examinations in each deer were

normal, except two deer presented mild anemia.

All of 354 pheasants kept in a small area were vaccinated with B1 and

inactivated vaccines against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Besides, Twenty

serum samples were performed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s for salmonella

pullorum, Mycoplasma gallisepticum and Mycoplasma synoviae infections.

The positive rates were 30%(6/20), 50%(10/20) and 20%(4/20), respectively.

Sixteen stool sample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Pheasants were

parasitologically examined, only coccidial ova were found in the samples of

yound pheasants.

Keywords: Health care and treatment, Wild animals, Kenting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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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6頭健康及1頭貧血梅花鹿依性別和年齡比較其血液學測定值

. SEX . AGE Anemic

Adult Male Adult Female Adult Young deer

Nnmber 11 20 31 5 1

RBC (×106μl) 10.22.0 10.21.4 10.21.6 a 13.52.8 b 7.25

Hb (g/dl) 12.61.3 12.91.4 12.81.3 14.12.5 7.7

PVC (﹪) 37.34.1 38.44.8 38.04.5 a 42.28.0 b 23

MCV (fl) 39.33.7 38.63.0 38.83.2 33.10.6 39.2

MCH (pg) 13.01.6 12.71.3 12.81.4 10.60.8 10.6

MCHC (g/dl) 32.91.5 33.02.0 33.01.8 31.92.3 27.1

PLT (×103μl) 322131 290105 301114 321120 212

TP (g/dl) 6.10.4 6.30.6 6.30.5 a 5.70.4 b 6.1

Fibrinogen(mg/dl) 0.30.2 0.40.3 0.40.2 0.30.1 0.3

WBC (×103μl) 5.91.0 a 4.91.7 b 5.31.6 5.93.1 1.3

Segment (﹪) 803.9 a 759.5b 778.2 748.6 68

Lymphocyte (﹪) 193.8 239.2 217.9 258.3 24

Monocyte (﹪) 1.80.8 1.72.0 1.71.6 0.80.8 2

Eosinophil (﹪) 0.10.3 0.20.7 0.20.6 00 6

各測定直右上角若標示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雌雄或成幼間有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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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6頭梅花鹿依性別和年齡比較其血清生化學測定值

SEX AGE

Adult Male Adult Female Adult Young

Nnmber 11 20 31 5

Creatine (mg/dl) 3.10.6 3.30.6 3.20.6 4.01.6

BUM (mg/dl) 26.57.1 29.510.8 28.49.6 25.413.7

AST (u/l) 228132.7 21287.6 217.6104.4 214.2137.7

LDH (u/l) 1147376 1120282 1130312 6792249

GGT (u/l) 89.328.7 84.248.7 8642.2 102.834.9

CK (u/l) 15611847 17481681 16841709 2282860

1. 各測定直右上角若標示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雌雄或成幼間有顯著差異（P＜0.05）

2. 1 頭貧血鹿隻之血清值未計入

表4. 46頭梅花鹿依性別和年齡比較其血清生化學測定值

SEX AGE

Adult Male Adult Female Adult Young

Nnmber 23 15 38 8

Creatine (mg/dl) 2.70.9 2.80.9 2.70.9a 2.00.4b

BUM (mg/dl) 25.84.9 27.34.6 26.14.8 a 22.23.2 b

AST (u/l) 323.7235.5 441.8480.7 366.4342.6 239.4122.7

LDH (u/l) 2773955 27491083 2763991 25701470

GGT (u/l) 54.727.4 74.350.9 62.439.0 a 38.813.1 b

CK (u/l) 63706594 65346978 64286626 68269042

1. 各測定直右上角若標示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雌雄或成幼間有顯著差異（P＜0.05）

2. 1 頭貧血和2 頭體重28 和29 公斤鹿隻之血清值未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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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6頭健康和1頭貧血梅花鹿依性別和年齡比較其血液學測定值

. SEX . AGE Anemic

Adult Male Adult Female Adult Young deer

Nnmber 23 15 38 8 1

RBC (×106μl) 9.81.7 9.81.4 9.81.6 a 12.21.5 b 5.78

Hb (g/dl) 11.82.0 12.32.1 12.02.0 a 14.52.0 b 5.6

PVC (﹪) 33.45.2 34.15.4 33.75.2 20.5 20.5

MCV (fl) 36.94.4 37.62.4 37.23.7 a 32.93.2 b 36.9

MCH (pg) 13.55.8 12.51.0 13.14.6 12.01.1 9.7

MCHC (g/dl) 33.512.7 33.31.9 33.49..9 36.64.1 26.3

PLT (×103μl) 270130 368115 2691122 a 405155 b 559

TP (g/dl) 6.80.6 a 7.40.7 b 7.00.7 6.50.7 5.8

Fibrinogen(mg/dl) 0.40.3 0.40.3 0.40.3 0.50.7 0

WBC (×103μl) 6.64.7 5.41.4 6.13.8 5.91.9 10.3

Segment (﹪) 6612 6810 6711 6014 71

Lymphocyte (﹪) 3112 288.3 3011 3514 25

Monocyte (﹪) 2.52.8 3.23.0 2.82.9 4.13.9 4

Eosinophil (﹪) 0.61.0 0.30.6 0.50.9 0.41.1 0

1. 各測定直右上角若標示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雌雄或成幼間有顯著差異（P＜0.05）

2. 2 頭28和29 公斤體重之鹿隻未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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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 隻台灣環頸雉依公、母比較其血液學測定值

項目 雄雉

（n＝10）

雌雉

（n＝10）

80 年度報告* 參考值**

WBC（103/1） 1.89±0.43 1.68±0.76 2.66±1.88 1.28-2.52

RBC（106/1） 3.29±0.24 2.70±0.89 3.28±0.94 1.77-2.74

Hb（G/d1） 13.2±0.5 14.3±1.7 19.4±2.9 8.6-12.0

PCV（﹪） 47.4±1.9a 46.1±3.3b 39.6±0.9 33.1-41.1

MCV（f1） 144.9±2.0 a 142.7±2.8 b 11.8±0.6 151-166.98

MCH（pg） 40.4±0.9 38.7±1.4 － 35.8-47.96

MCHC（g/d1） 24.4±0.5 26.4±0.6 － 24.6-28.8

PLT（103/1） 4.8±2.0 a 7.2±3.1 b
－ 4.7-7.42

1. 各測定直右上角若標示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雌雄或成幼間有顯著差異（P＜0.05）

2. *劉等【1991】 3. **鄭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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