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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管理

國際觀賞水族生物貿易流
通與檢疫之研析與改進

前言

觀賞性水生物貿易流通，具有頻繁活絡、多涉

及異境運輸、直接由產地供應都會化地區，與因生

物特性與技術限制而難以留存進行隔離檢疫等諸

多特點，因此成為近年檢視動物流通安全性與相關

規範時，備受關注的討論對象 (Macrì et al., 2008; 

Bergmann et al., 2009)。此外，亦因為存在供應來

源、種別與品系組成之多樣性，且相關運輸對象，

廣泛包涵除犬、貓、鳥類與小型哺乳動物以外的多

來源、種別及品系組成之水生或兩棲類動植物，

並多半隨多種類之包裝資材、水體、動植物相及微

生物相一同運輸 (Wöhr et al., 2006; Gertzen et al., 

2008)；除一般運輸過程因包裝破損及水質惡變所導

致的死亡外，亦有因為攜帶特定病原或已感染罹病

個體，而造成病原與相關疾病之擴散 (Jeong et al., 

2008)。因此相關檢驗檢疫工作，在針對具全球貿

易流通現況之各類淡、海水觀賞性水生生物，有必

要針對其健康狀態、進口及輸出管理，以及可能潛

在之風險危害，進行相關檢討與管理 (Gozlan et al., 

2006; Macri et al., 2008)。

產業發展與活體生物供應

廣義之觀賞水族，包含犬、貓、鳥及小型哺乳

動物以外的諸多動植物種類，由於屬性特殊與高

度附加價值，因此除供作一般休閒活動與寵物飼養

外，在許多國家與地區，亦有相關產業發展；目前

已有超過百餘國於境內分別從事活體生物之採捕、

蓄養或繁養殖培育供應，以及相關飼養周邊設備之

生產、銷售與貿易流通。自 20世紀以降，觀賞水族

市場發展蓬勃且活絡，每年均已超過 10%之成長量

值持續發展，其中觀賞性水生物之供應流通，雖然

僅在整體產業生產量值約莫一成，但卻因為具有供

應來源、種別與品系之多樣性，且為主要飼養、欣

賞與繁養殖培育對象，因此緊密牽動產業發展，儼

然成為引導產業持續前進之主要動力 (Ajiaco et al., 

2001)；而相關飼育週邊設備、資訊與技術，亦莫不

以此為主軸核心 (Rena, 2004)。

若依據觀賞性水生動植物之主要取得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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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恐形成防疫缺失。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2

REGULATION & MANAGEMENT

區別，可劃分為野生採捕與繁養殖培育兩大來源，

前者係自天然環境或棲地中取得野生生物資源進而

利用，而後者則為以固定水域環境從事商業性之生

產培育，兩者間分別具有組成種別、品系、形質特

徵與價格之微妙差異，及隨市場偏好及發展產生之

動態消息。唯前者多集中於擁有豐饒生態環境與多

樣性動物資源的雨林或珊瑚礁等環境，而後者則以

具有相對容易或低廉代價取得諸如土地、水資源與

勞力等生產成本，或具備純熟繁養殖培育技術之地

區 (Andrews, 1990; Olivier, 2001; Tlusty, 2002)。 但

綜觀全球水族市場，不論是野生採捕或繁養殖培

育，主要供應來源皆集中於南美、非洲及東南亞等

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及國家 (Wabnitz et al., 2003; 

Moreau and Coomes, 2007)。

有別於花卉與園藝等農林作物，且與禽畜產商

品之最大差異，在於觀賞性水生物不但廣泛涵蓋除

犬、貓、鳥類與小型哺乳動物以外的多種別與多品

系水生動物植物種，同時在貿易運輸上多需藉由妥

善包裝、充分掌控時間與路徑之運輸，以及依據不

同對象所選擇之包裝資材進行貿易流通；主要供應

來源為亞洲、非洲與南美地區，而針對之重要或主

要消費市場，則多集中於歐盟、北美與亞洲區域之

大 型都市 (Andrews, 1990; Olivier, 2001; APPMA, 

2008)。頻繁活絡的觀賞魚貿易流通，雖創造了相

對驚人的產業獲益，並牽動整體產業的全球貿易發

展，然而在諸如野生動物資源有效性利用、棲地或

生態環境保育、動物福祉 (animal welfare)乃至於人

體健康、公眾衛生與健康防疫等議題上，卻紛紛顯

露出亟待關注與解決的問題 (Taylor et al., 2010)。

除主要運輸對象外，由於觀賞性水生物的特殊

屬性，與包含區域、生產方式及包裝形式等多元供

應來源，因此觀賞性水生物運輸時，除包括了生物

本身外，還伴隨大量包裝資材、水體、動植物相與

微生物相之流通。有別於花卉園藝或蔬果等在貿易

流通上，需依據種別進行除根、除介質或經特殊化

學薰蒸與物理性處理；而食用水產及禽畜產在貿易

流通上，則多以冰鮮或冷凍等屠體、二去 (去除鰓及

內臟 )/三去 (去除鱗片、毛髮及內臟 )或加工產製

品等形式為主，觀賞水族物種不論在運輸距離、運

輸頻度與種別組成上，皆明顯複雜於農業與禽畜產

製品，且因僅為活生與健康之觀賞性水族生物方具

備商品價值，故在世界各國除有針對特定種別或來

源進行貿易流通限制外，多數個體或種別皆難以經

由固定時間之蓄養與隔離檢疫觀察，而採取快速通

關之便捷處理，此等作業方式雖然確保觀賞性水生

物貿易流通上之便利性與及時性，但卻無疑暴露出

妥善的健康維護與防檢疫控管應來自於產業各個環
節；圖為德國漁場正執行健康檢視的專屬獸醫。

詳實正確的表單記錄有助於對生物健康進行妥善控
管，並具體提升產業專業技術與防檢疫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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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衛生控管及特定病原與疾病等防檢疫工作上

之風險疑慮 (Jeong et al., 2008)。

觀賞性水生物貿易流通現況

擁有野生動物資源或相對低廉生產成本的區

域或國家，為主要生產各類淡海水觀賞性水生動植

物之主要供應來源 (Pelicice and Agostinho, 2005)。

淡水部份包括以巴西、祕魯、哥倫比亞及委內瑞

拉等以亞馬遜河 (Rio Amazon)及奧利諾科河 (Rio 

Orinoco)為主之南美地區，非洲淡水觀賞魚主要資

源則集中於西非河川、剛果盆地與由維多利亞湖

(Lake Victoria)、坦干依喀湖 (Lake Tanganyika)及馬

拉威湖 (Lake Malawi)為代表之三大湖區，而亞洲

則以破碎狀的島嶼雨林區為主，其中印度與緬甸則

為近年新興的淡水觀賞魚出口國 (Shrivastava et al., 

2008)。東南亞區域由於氣候溫和、淡水資源相對豐

沛且擁有低廉勞力，因此全球超過 60%之淡水觀賞

魚多由亞洲生產供應，且其中高達 80%以上之種別

皆為繁殖培育。海洋性觀賞物種在供應來源上雖涵

蓋加勒比海、紅海與大西洋，然而採集自印度 -西太

平洋之種別與數量卻佔有種別組成與數量上之優勢；

而其中印尼與菲律賓兩國，即佔有高達 90%之供應

量值 (Wabnitz et al., 2003; Lecchini et al., 2006)。於

全球貿易市場流通之淡水 (包含半淡鹹水；brackish 

water)與海洋性觀賞物種，在 2003-2005年的調查

結果顯示不包括品系之物種數量，即已分別超越

4000及1400種，然而由於消費市場對特定種別與品

系多有明顯偏好及需求，因此頻繁流通於貿易市場

中的常見種類，仍高達 700-800種之多 (Bruckner, 

2005; Whittington and Chong, 2007)。

觀賞性水生物涵蓋範圍極廣，從原生生物之藻

類、水生植栽、各類淡、海水棲性之軟、硬骨魚類

乃至於兩生類與爬行動物，皆屬於產業流通與寵物

飼養之對象，且因為飼養設備、照養技術與相關資

訊皆具高度相關性與同質性，並於觀賞水族產業途

徑頻繁流通，因此貿易現況備顯頻繁活絡 (Spalding 

et al., 2001)。以本地產業動態為例，每週乃至每日

皆有觀賞性水生物，分別由亞洲、非洲、南美甚至

歐洲等不同地區輸入，且對象同時涵蓋野生採捕與

繁殖培育。而在出口動態上亦不遑多讓，除有本地

生產培育之各類淡海水觀賞性水生動植物外，還包

括輸入後再以貿易中轉形式分別供銷全球各地之狀

況。觀賞性水生物在依序通過防檢疫單位與海關查

核後，便多由機邊放行倉直接由廠商領貨後載運處

理，雖相關程序依據貿易規章與防檢疫管理規範，

並符合產業對於貨物處理程序便捷迅速的需求，

活絡的水族產業已成為規模直逼犬貓的全球第
三大寵物市場；圖為2012年德國紐倫堡寵物展
(Interzoo 2012)。

觀賞水族同時涵蓋生物、環境與生態，但多樣化種
別組成與供應來源多存在健康管控與防檢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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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別涉及諸如鯉春天毒血症 (spring viraemia 

of carp, SVC) 與錦鯉疱疹病毒 (koi herpes virus, 

KHV )，以及蝦類陶拉病毒 (taura syndrome virus, 

TSV)、黃頭病毒 (yellow head virus, YHV)及白斑病

毒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等特定病原

(Bergmann et al., 2007)，因此在貿易流通時，往往

會依據輸入國或貿易夥伴之防檢疫需求，必須加入

持續監控之健康魚場、符合註冊場認證制度，或是

隨貨物貿易運輸開立健康檢疫證明等措施，藉以於

進出口程序通過相關檢疫查驗。

觀賞性水生物貿易流通風險

頻繁且活絡的觀賞性水生物貿易流通，雖促成

了整體產業的蓬勃與持續發展，並藉由生產端與消

費端之貿易聯結，突顯觀賞性水生物的高度附加價

值 (Armbrust et al., 2007)，然而伴隨大量包裝資材、

水體與多種別與品系水生動植物種的運輸狀態，卻

分別在諸多議題上形成風險疑慮，並成為近年在生

態環保、物保育、野生動物資源有效性利用、動物

福址、人體健康與公眾衛生等領域範疇，備受關注

的討論對象。雖然觀賞水族僅為水產養殖產業枝微

末節，並在生產量值上佔相對極小比例，然而卻因

為產業特殊屬性，及以活體生物伴隨動植物相及微

多樣化的種別組成、供應來源與頻繁活絡的異境運
輸，多導致觀賞水族產業發展，容易受野生動物資
源利用、動物福利、生態環保與健康控管等議題所
影響。

然而針對輸入物種之後續活存與健康狀態、包裝資

材與水體流向與品質之控管，卻不免形成防檢疫漏

洞與風險，此外為經充分掌控的種別組成與入侵威

脅，也多造成特定物種於生態入侵或拓殖之隱憂。

目前世界各國針對觀賞性水生動植物之規範

要求，多分別針對輸入來源、取得方式、健康狀態

及種別組成多有明確規範，而隨區域或國家對相關

議題愈顯重視，規範愈加詳實仔細且多能落實執行

(Nagasawa, 2005)。多數國家針對輸入物種，除遵

循華盛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之相關等級規範外，多依據拓殖風險與入侵可能等

級採負面表列；或是分別將物種分別區分為黑色、灰

色及白色名錄，並針對輸入個體分別依據種別、體

型、性別與輸入數量進行相關管理。而在健康控管

上，則參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法典規範，針對特定宿主、

可攜帶或感染之特定病原或可能造成散布之相關疾

病，依據風險等級不同，分別進行檢驗與隔離檢疫

等不同處理。依據目前全球貿易現況為例，諸如冷

水性之金魚與錦鯉，以及近年引領小型水槽飼養風

潮的多種類淡水、半淡鹹水及海洋棲性觀賞蝦類，

同時融合寵物、園藝、景觀與生態的觀賞水族，儼
然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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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為主之異境運輸形式，因此相關影響不但牽

動觀賞水族產業本身，影響所及，甚至涵蓋具操作

技術與對象高度同質性之水產養殖，甚至可能觸及

棲地與生態環境，以及人體健康與公眾衛生(Salogni 

et al., 2007)。

（一）生態保育與棲地維護

觀賞性水生物之貿易供應來源包括野生採捕

與繁殖培育，前者多集中於擁有棲地與物種多樣性

或豐富野生動物資源之開發中或未開發區域，而為

滿足消費市場需求進行未有妥善規劃之持續採捕，

或以諸如毒獵或破壞性漁法等非法方式進行誘捕，

並對物種、棲地與生態造成嚴重危害 (Rubec and 

Cruz, 2005; Raghavan et al., 2007)；例如為採集特

定種類之珊瑚礁性觀賞魚類與節肢動物甲殼類時，

便多有藉由挖掘、劈砍與破壞珊瑚礁等非法作業

方式，嚴重影響棲地環境與特定物種之微棲地。此

外不當的操作、對生物與棲地可能造成之緊迫與汙

染，甚至是於蓄養與運輸過程未有妥善管理而引發

感染罹病，皆會對物種與環境形成風險危害。而於

輸入後若分別於飼養或繁養殖培育環境未有妥善

管理，或屢遭飼主棄養等狀態，還多容易因為進入

當地水域生態並形成拓殖，而產生資源競爭、物種

入侵甚至形成生態破壞等疑慮 (Britton and Davies, 

2006; Duggan et al., 2006)。

（二）動物資源有效利用與動物福祉

以全球珊瑚礁性觀賞魚類貿易為例，超過 9成

以上之種類與數量，分別由印尼及菲律賓兩國供應

(Lecchini et al., 2006)，雖然流通於貿易市場中之海

洋觀賞性物種高達千餘種，但主要貿易對象卻僅集

中於不急百種之侷限範疇，因此在消費市場多對諸

如尻刺魚、鱗魨及蝴蝶魚等種別具明顯偏好，加上

採捕過程多使用破壞性漁法或氰化物毒獵，倘若後

續蓄養環境又多未能妥善健康管理照護，除易造成

特定種別之捕捉壓力、影響野生動物資源有效性

利用外，亦容易導致分別於捕捉、蓄養與運輸生物

時有關動物福祉權益之損害 (Calado, 2006; Moreau 

and Coomes, 2006)，而在不同操作環節中的粗糙與

疏忽對待，更會造成各產業連接環節高達 10-70%

之死亡率；此外當個體在不當操作與久處於緊迫生

理下，不但容易導致免疫力低下或增加對特定病原

之感受性外，且可能因為疏於照顧管理，而形成病

原入侵甚至感染傳播之途徑。

（三）特定病原與疫病控管

未經妥善檢疫控管，或健康狀態未明的觀賞

性水生物，若於貿易流通前並未經過充分的蓄養觀

察，或以快速且具專一性的檢驗方式，針對具有散

播風險的特定病原或疫病進行檢測，即便僅是帶原

或未有發病，但卻容易因為運輸過程中有限空間、

相對偏高密度、持續惡變的包裝水體，甚至是不良

的種內與種間互動，而導致病原大量增生或感染狀

況愈顯嚴重；輕則造成個體罹病，嚴重者甚至導致

特定病原隨貿易流通途徑擴散 (Miller, 2007)。除活

體動植物外，包裝水體、資材乃至於產業相關之活

餌，皆有可能成為特定病原傳遞途徑，進而形成疫

病控管之漏洞。觀賞性水生物具有多供應來源、多

組成種別與品系，以及多產業聯繫環節之特殊性與

複雜性，因此依但未經妥善控管，很容易由宿主、

包裝水體或相關資材，造成特定病原與疾病藉由頻

繁之貿易途徑運輸擴散，近而形成風險危害，恐對

全球觀賞水族產業發展造成影響損失。

（四）同質產業之危害風險

過去造成澳洲養殖墨瑞鱈鱸 (Murray cod, 

Maccullochella peelii peelii)魚苗與幼魚大量罹病感

染造成死亡，並嚴重影響當地水產養殖產業發展之

病毒，經分子鑑定比對已確定來自亞洲輸入之觀賞

魚，並藉由諸如燈眼鱂、小型鯉科與彩虹魚等特定

宿主攜帶傳播 (Go and Whittington, 2006; Go et al., 

2006)，而類似情況與感染途徑，亦發生於歐洲養殖

冷水性鯉科食用及觀賞性種類，或是韓國飼養之海

水食用魚類 (Jeong et al., 2008)。由於觀賞水族與水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6

REGULATION & MANAGEMENT

產養殖具有生產環境、培育對象、操作技術與流通

途徑等範疇之高度同質性與關聯性，因此不論是藉

由水體、接觸或是餌料投餵等途徑傳播，往往會讓

產業蒙受損失，並造成持續擴大之影響層面。

（五）人體健康與公眾衛生

分別由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與國家所生產及

運輸之各類淡海水觀賞性動植物，藉由頻繁活絡

的異境運輸與貿易流通，很容易從野外環境，直

接進入人口稠密的都會區域；甚至在未有妥善監

控與管理狀態之下，夾藏大量動植物相與微生物

相之包裝資材與水體，在健康與衛生條件未明的情

況下，直接進入都會區之衛生下水道，或與從業人

員、水族愛好者甚至居居家飼養者頻繁接觸，而這

皆會造成諸如產氣單胞菌 (Aeromonas spp.)、弧菌

(Vibrio spp.)、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spp.)及分歧

桿菌 (Mycobacterium spp.)等具共通性或是機緣性

(opportunity)感染之特定菌株，對於人體健康與公眾

衛生造成一定程度之風險威脅 (Beran et al., 2006)。

檢驗檢疫工作之重要性與價值

伴隨多樣且大量生物與微生物、包裝資材與水

體，並以頻繁之異境運輸於國際間活絡流通的觀

賞性水生物貿易供應，儼然成為特定病原與疾病，

甚至是具有入侵風險物種傳播之新興管道 (Yildiz, 

2005)。為針對具風險危害之特定病原與疾病，進行

妥善且有效之控管，特別是於運輸前、過程中與運

抵後，分別針對是否存在或攜帶特定病原、個體健

康狀態與相關包裝水體與媒材狀態所進行之檢驗檢

疫工作，多突顯其相當程度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目前世界各國分別針對生產環境或等待運輸

或供銷之蓄養場所，進行持續之病原監控與健康規

範，目的即在於能防患於未然；除此之外，部分地區

或國家則分別藉由建立示範場、安全魚場或具認證

制度之註冊場，一方面對於相關活體動植物進行持

續監控，另一方面，則藉由妥善之規劃管理，進而提

昇商品附加價值與貿易市場競爭力。例行性或定期

針對註冊場進行生物採樣、水質分析、搭配商業快

速鑑定套組，並以具高敏感性與專一性之分子鑑定

技術，除可即時呈現培育或蓄養生物之健康狀態，

同時亦可藉由妥善管理，修正實務操作並提昇技術

水平；而在專業輔導與諮詢下，繁養殖場、溫室與貿

易商亦可藉由逐漸累積專業知能，確保提供無特定

病原之商品，藉以提升品質與附加價值。

檢驗與隔離檢疫在流行病學與健康衛生管理上

具不同強度；前者多對特定病原或疾病，分別以傳

統生理生化特性、微生物培養、攻毒試驗或是具專

一性之分子鑑定技術，對結果進行陽性或陰性之判

定，而後者則多需仰賴獨立且密閉之場域空間，針

對健康狀態未明、尚未爆發感染或具傳播能力，但

卻存在疫病感染風險之種別，進行為期不一的隔離

蓄養；而於特定期間進行之健康檢視、採樣分析、

病灶鑑別與累積活存率統計等例行操作觀察，則可

充分了解個體是否攜帶、感染或具有傳播特定病原

與疾病之可能。目前全球觀賞水族市場對於流通動

植物之檢驗與隔離檢疫，多採行進口國要求認定，

及意欲著進口國需針對其特殊之產業結構、市場需

求、特殊生態與環境狀態及健康管理規範，訂定相

關採檢與分析準則；目前全球主要遵循者多以世界

動物衛生組織公告之宿主、病原與感染性 /傳播性

不論產業如何發展，僅佔整體量值10%之活生物供
應，仍成為愛好者與產業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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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為主，而不同地區或國家，則或有依據實際管

理許限制需求而另行加註。

檢驗與隔離檢疫並非扼制產業發展之條約或限

制，而是為確保相關活生動植物，能夠在健康衛生

安全無虞的狀態下，滿足產業掌握自由便捷與及時

迅速以進行貿易運輸；同時相關管理工作也非僅侷

限於貨物於運抵後，方才進行相關樣本採檢分析與

隔離蓄養檢疫，而是可將防疫戰線提前至活體生物

培育、蓄養與出口前之操作處理等程序與環境。以

頻繁的異境運輸現況、活絡的產業發展，並配合現

今足稱完備的防檢疫觀念與水準，有效的疫情防制

與健康管理，應循著產業供應鏈被不斷向前推動，

意即防疫戰線的前移。

因此針對具多樣種別與品系之各類淡海水觀賞

性水生物，完整的防檢疫管理，應同時包括了「生

產環節」、「運輸環節」與「貿易進出口環節」等三大

部分，同時分別於產業聯繫各環節間，即採取充分

且完備之檢驗檢疫管理，妥善移除培育或蓄養環境

中的特定病原與疾病，並消弭隨包裝水體、資材與

特定種別生物進行輸送、傳播與感染擴散等風險，

方能突顯純熟之防疫觀念與完善策略。

世界各國檢驗檢疫規範

目前世界各國針對觀賞性水生動植物的貿易流

通與異境運輸，分別採取不同的管理規範，水生植

物部分多比照花卉園藝植栽，而淡海水各類脊椎與

無脊椎動物，則依據種別屬性不同，區分為軟硬骨

魚類與節肢動物甲殼類等；此外諸如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之法典規範，或是華盛頓公約，也因為具廣大

涵蓋面、與產業發展實務相關，且具會員國認定效

力等特殊性，而成為經常援引使用或供作解釋之共

同規範或參考。

OIE法典中有明列需檢驗檢疫之水生活體動

物，並針對其可能攜帶特定病原或造成疫病傳播之

種別與強度差異，區分為需檢驗或隔離檢疫之對

象；前者例如可攜帶諸如陶拉症、黃頭症與白斑病

等蝦類主要感染性疾病之淡海水蝦類，均需進行

運輸前之健康檢驗，並隨貨出具不得檢出之健康證

明，而後者則像是會攜帶並可引發嚴重溫水性鯉科

魚類感染之鯉春天毒血症及錦鯉疱疹病毒等，因此

不論是由亞洲銷往歐洲與北美的金魚與錦鯉，或是

進入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及其他區域的相關種

類，皆需進行為期數日至數週之隔離檢疫 (Ling et 

al., 2005)。此外為確保商品價值、避免侵入性採檢或

蓄養過程影響商品價值，新加坡亦發展出相當特殊

的哨兵魚檢疫規範，將確認無特定病原之同種錦鯉

與等待隔離檢疫的個體一同混養，然後於不同時間

對混養環境下的哨兵魚進行採檢，一來可確實藉由

環境水體與混養之水平感染，對是否存在病原進行

準確分析，二來則可在對商品價值毫無損傷的狀態

下，充分完成隔離檢疫，並產出具實質效益之檢測

報告，而這皆是在檢驗檢疫規範上，值得參考與借

鏡之處。

觀賞水族在本地發展已超過 50年，相關生產製

造除供應本地消費市場需求外，多種類的水生動植

物培育，亦以異境運輸供應並滿足全球貿易市場需

求；而近年來活絡暢旺的貿易中轉，更帶動了整體

產業朝向國際化趨勢發展。為使相關商品可順利供

銷具相對發展潛力之歐盟、北美與亞洲特定區域市

場，除擴充產品多樣性與相對附加價值外，諸如健

康標準與衛生檢疫等檢核標準，也逐漸在受到產業

重視同時，成為日後於國際貿易市場競爭上之非關

稅障礙，因此如何充分了解世界各國檢驗與檢疫規

範，同時提供符合需求與規範設定之相關商品，便

成為產業積極發展的目標。例如多有溫水性食用鯉

科魚類養殖之歐陸地區，對於可隨錦鯉或金魚攜帶

之病毒性或細菌性病原便設有諸多檢驗檢疫規範，

而境內多有食用淡水蝦類養殖，或是觀賞魚繁養殖

培育與水產養殖產業活絡發展的東南亞區域，便對

於可隨活生蝦蟹貿易流通可能存在的特定病原感染

相對謹慎，因此本地業者在進行貿易運輸時，除需

充分了解貿易夥伴相關防檢疫規範與設定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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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藉由妥善之自主管理，或積極配合參與健康安

全魚場之監測與認證計畫，並於生產管理等操作環

節導入防檢疫觀念，方能符合世界各國目前規範，

與日後愈顯嚴苛的檢驗檢疫需求。

檢驗檢疫操作實務

觀賞水族產業發展多涉及活生物之頻繁異境運

輸，且因為種類組成與供應來源繁多，加上多伴隨

大量生物、微生物、包裝介質與水體流通擴散，且

在攜帶特定病原後可能造成相關疾病感染與散布之

風險；格外是近年來諸如好發於溫水性魚類之鯉春

天毒血症病毒及錦鯉疱疹病毒等 (Ariel, 2005)，或

因不當接觸與未有確實防護措施，而導致發生於人

體甚至公眾衛生風險之病原性創傷弧菌及結核桿菌

等感染症狀 (Passantin et al., 2008)，在在顯示觀賞

水族之貿易運輸，已成為在外來種入侵或生態破壞

風險外，新興疾病的傳播管道，因此針對特定病原

與疾病在頻繁貿易運輸上的檢驗檢疫操作，確實有

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1. 依供應途徑區分

諸如由採集或繁養殖培育，隨後再經頻繁集

貨、蓄養、挑選、計數及選汰等產業操作程序，乃

至於空運寄送、批售及零售等細膩卻銜接緊湊的活

體生物供應環節，以及多涉及不同區域或國家供應

生物來源之狀態，為觀賞水族產業明顯異於水產養

殖之最大特色 (Lim et al., 2003)；且因為多數觀賞

性水生物皆來自開發中或未開發區域，且伴隨水體

及動植物相與複雜微生物相之頻繁異境運輸，而終

點多為人口稠密與高度發展的都會區域，因此相關

物種的檢驗檢疫工作，多必須針對供應途徑可能隱

藏之風險危害，進行不同程度與強度之檢驗檢疫控

管。而在新近觀賞水族生物貿易流通與防檢疫控管

技術發展上，分別於境外完成檢驗檢疫、於生產或

供應環節採行分層多點進行控管，甚至重覆確認比

對，皆對於防患未然具良好效果。

2. 依種別組成區分

目前我國多有參考 OIE法典規範之各類淡海水

魚類與節肢動物甲殼類，公告應施予檢驗檢疫之物

種，以利業者進出口申報；而相關法規除對應現行世

界各國之管理規章與操作辦法外，另外在 OIE提供

之相關採樣與檢測標準方法，以及分布於特定國家

或區域之疾病參考實驗室，皆方便對於特定病原或

疾病進行採檢操作 (Haenen et al., 2004)。目前除將

應施予檢驗檢疫之物種，依據特定病原與疾病之感

受性、帶原機率與散布風險進行種別組成區分外，

同時也分別提供不同病原與疾病之檢測方式、標準

方法與分別以屬或學名為標的之宿主資訊，以利相

關單位作業執行。

3. 依風險程度區分

同樣屬於鯉科魚類，亦可能來自供應比例超過

全球需求 60%以上亞洲區域的錦鯉與其他種類，

但卻因為可能攜帶病原種別不同、感受性與傳播風

險上的差異，而被要求施以不同檢驗項目與相關規

範；多數受正面表列規範的淡海水魚類或甲殼類，

多因其過去曾因攜帶或感染特定病原而造成疾病擴

散與爆發，成為需檢驗與隔離檢疫的對象，而其間

若曾多次爆發，或傳播途徑涵蓋不同國家、地區甚

至洲別，且確實造成大規模罹病、死亡甚至風險危

經過妥善安全為生與檢疫控管的活餌，大幅降低了
可能隨飼料或經口造成感染的風險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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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擴及其他對象，便有可能被要求進行更為嚴苛的

檢測 (Jeong et al., 2008)。例如在新加坡針對貿易流

通的錦鯉，為有效防堵鯉春天毒血症與鯉魚疱疹病

毒造成之危害，進而確保產業穩定發展，因此多有

相對縝密的隔離檢疫與疫病風險控管 (Ling and Poh, 

2009)。

4. 依影響強度區分

觀賞水族疫病風險危害，除對產業造成相當程

度損失與發展限制外，影響所及，甚至擴及性質相

近的水產養殖、人體健康甚至公眾衛生，相關例子

不難從因罹病生物流通造成水產養殖特定種類或不

同養殖階段個體的大量損失、操作者或飼養者的感

染罹病，甚至是對於特定國家或地區別明顯影響的

實例一窺端倪 (Levings et al.,2006)。因此分析特定

種別之流通途徑、可能感受、攜帶甚至造成擴散之

相關疾病或病原，並依據可能供應來源與潛伏特性

等不同影響強度，進行妥善之檢驗檢疫規劃，甚至

是於生產過程進行長期監控，或藉由貿易運輸前之

定期檢驗評估，皆有助於相關風險控管，並可具體

提昇產業附加價值與競爭潛力。

結語

觀賞水族為僅次於犬貓之全球第三大寵物市

場，且於近 20年間多有穩定且持續成長，其中活生

物之生產與貿易流通，除緊密牽動產業發展，同時

也為最具發展潛力與競爭優勢之商品型式；此外亦

因為對於土地與水資源的高度利用，以及具備全球

消費需求與貿易市場之龐大規模，因此目前已有超

過 100個以上的國家發展相關產業，並形成規模不

同之消費市場與產業聚落。迅速的發展雖為產業帶

來豐厚動能與利潤，但不可諱言的是由於產業特殊

屬性，因此活體生物伴隨動植物相與微生物相的頻

繁貿易流通，往往隱藏著涉及資源有效利用、生態

環保、動物福利甚至防疫與健康等諸多議題。藉由

操作技術提升、建立正確防檢疫觀念與持續對從業

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不但可對疫病風險防微杜漸，

同時也能經由品質確保與提昇，展現本地產業的競

爭潛力與優勢，充分發揮觀賞水族低資源倚賴、高

產業關聯與高附加價值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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