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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線上直播 

俄烏戰爭與全球雞蛋危機 

2023年 5月 2 日 

俄烏戰爭至今雙方已及國際陣營仍僵持，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都透過各種管道尋求和

平解決方案。但國際間不同陣營對立造成國際夥伴關係失衡以及戰火衝突加劇經濟、糧

食，已及傳染病傳播皆對弱勢國家造成嚴重威脅。本週我們將探討俄烏戰爭對蛋價危機

的影響，以及禽流感在全球傳播的風險，同時也對俄烏戰爭蛋價危機進行評論。 

 

俄烏戰爭與禽流感造成蛋價危機 

4 月 26 日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討論俄烏戰火中達成永續和平的可

能性，包括商討烏克蘭駐華大使人選等任命事項。澤倫斯基表示相信中國會堅持和平和

公平的原則來推動俄烏戰火解決方案。然而會後俄羅斯於 4 月 28 日對基輔及烏克蘭城

市進行了無人機和飛彈攻擊，造成至少 12 位平民死亡。亞洲方面北韓不斷進行核彈演

習，對南韓和第一島鏈東北亞地區造成緊張局勢。對此美國和南韓在上週共同發表了華

盛頓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雙方同意在南韓增加部署搭載核武器的轟炸機、

彈道潛艇等戰略武器，南韓則承諾不自行開發核武器。此外，美韓雙方共同成立核武戰

略小組，以增強對東北亞地區活動監測與反制能力，確保地區穩定。藉由此宣言，美國

與韓國防止中國支持北韓，使雙方勢力達到平衡。宣言中亦表示若北韓對南韓或美國使

用核武器雙方將與盟國發動全面反擊。 

隨著冷戰兩大強權的轉變，國際格局逐漸轉向多元分權。俄烏戰爭對美國和歐盟

（NATO）爲主的西方陣營，以及中國在俄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德國

和法國訪問中國後，也為未來中國與歐盟國家合作關係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藉由合

作關係之建立，中國希望能夠形成全球多元化分權的平衡，與俄國互相牽制。中國對非

洲、阿拉伯國家、中亞、南亞和中東區域亦形成合作牽制關係。美國則加強與南韓、日

本和印太國家共同形成防禦網絡，避免中國區域勢力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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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際局勢的複雜性加上戰火造成的多重危機對政權不穩定的國家如蘇丹產生影

響。上週在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協調下，蘇丹內戰雙方同意停火 72 小時。在停火協

議生效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皆完成撤僑民。蘇丹鄰

接紅海，擁有重要的經濟地位和豐富的礦藏。但由於宗教和種族衝突以及西方和俄羅斯

的勢力介入，長期內戰和政治不穩定使得經濟和重建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此次內戰

以及蘇丹建立軍政府過程中俄羅斯和西方陣營亦參與其中。 

除了俄烏戰爭所加劇多重危機與國際衝突，全球面臨氣候變遷挑戰亦造成生態衝擊。

國際間皆承諾遵守零碳排放氣候協議，以減緩污染以及溫度上升，以確保生存環境安全。

但戰爭導致天然氣、石油和其他能源價格上漲，並引發糧食危機，對歐盟區域經濟造成

衝擊。在此威脅下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和美國經濟發展亦受到影響。中國因此希望尋求和

平的解決方案，減緩此多重危機之衝擊。在這場戰爭中，俄國和烏克蘭是主要參與者，

而西方國家和中國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歐盟，對烏克蘭提供

了支持，而中國則希望通過協調來維持地區和平穩定。國際衝突和多重危機對人類基本

生活需求造成影響。俄烏戰爭導致烏克蘭的穀物和飼料出口尚未回穩。2022 年由於玉

米飼料、小麥和大麥的需求量急劇增加，供應量不穩定，這造成了飼養家禽的成本上升，

進而減低農民飼養家禽的意願，造成鷄蛋產量不利影響。 

俄烏戰爭也導致大量難民流動和環境破壞，加上氣候變遷的影響，禽流感在許多國

家爆發，導致大量家禽的撲殺。自 2022 年底以來，英國野生鳥類的大規模禽流感傳播

造成了鳥類死亡。自去年 10月至今年 3月，日本已撲殺了超過 1700萬隻家禽，完全封

閉沒有窗戶的現代化新型養殖場也發生了禽流感疫情。此外，美國第二大雞蛋供應商去

年在愛荷華州的生產基地損失了 150萬隻雞。在全球禽流感爆發以及養殖場撲殺下全球

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台灣鷄蛋價格皆出現了上漲的趨勢，其中美國蛋價提高了 60

％，英國提高了 27％，全球鷄肉價格也同樣上漲。如果無法維持鷄蛋供應，基本需求將

受到影響，這可能會引發糧食危機，加劇弱勢國家的經濟和生存危機。 

 日本於 2022 年 10 月發現當季首例禽流感病例與數百萬隻雞隻撲殺後造成雞蛋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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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短缺，2023 年 2 月蛋價上漲 20%，為 18 年以來最大年增幅，使得日本餐飲業者不得

不做出改變，如：停售雞蛋相關產品、調整食材比例、調漲商品價格等。對於日本消費

者而言，雞蛋相關產品選擇性降低，或是尋找其他雞蛋替代產品，另外，報導指出日本

人均雞蛋消費量比去年減少大約 5%。禽流感是蛋荒、高蛋價的誘因，如何解決這項問

題，可透過加強家禽養殖業環境管理與設置環境控制消毒設施，降低秋冬禽流感高峰期

傳播、產蛋率下降問題等，以穩定雞蛋產量並維護雞禽產業正常運作。 

 

禽流感全球傳播風險 

禽流感屬於流感病毒，如同 SARS-CoV-2 為 RNA 病毒，具三種主要類型 A 型、B 型

及 C型，A型變異程度高且人畜共通可跨物種感染，野生候鳥通常為 A型流感病毒自然

宿主，病毒隨無症狀感染候鳥遷徙散播至各地，B型及 C型流感病毒傳播則侷限於人類

造成小波流行。流感人畜共通傳播從野生水鳥，可傳播至蝙蝠、家鴨、家禽，最終造成

跨物種傳播感染人類。野生水鳥傳染至家禽主要透過水和接觸，家禽傳染給人類則可透

過氣溶膠的方式傳播。對於家鴨傳染給家禽之防止可透過水域環境維護、生物安全監測

方式，撲殺與損失補償、感染風險分區等措施降低傳播風險。病豬隔離亦可降低傳播率，

對於人類離流感之傳播防治則可運用疫苗接種建立族群免疫、維持市場衛生或關閉活體

市場以降低接觸傳播。 

禽流感傳播根據致病率和致死率不同，分為高致病性(HPAI)和低致病性(LPAI)兩型，

傳播途徑包含：接觸消化道或呼吸道分泌物、皮膚傷口、眼結膜傳播，人類接觸到受感

染的鳥類血液、糞便、分泌物或吸入病毒顆粒亦有感染風險。2022 年 6 月至 9 月歐洲

禽流感偵測顯示疫情主要分佈在大西洋沿岸。2023 年則擴散至內陸地區。雞禽傳播禽

流感於法國最為嚴重(191 件感染事件)，其次是波蘭與匈牙利，分別有 88 件與 31 件，

另外，法國有多起野生鳥類死亡事件。禽流感疫情擴散全球分佈從 2022年 12月以來，

主要流行禽流感病毒株為 H5N1，北美、南美洲、歐洲與日本為傳播高風險區，印度等其

他地區亦出現零星案例。禽流感疫情造成的蛋荒亦影響人類健康。由於蛋白與蛋黃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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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蛋白質，每 100 克雞蛋單白質含量約為 12.5 克，且價格相較於等重之肉類較低，

雞蛋中的脂質與碳水化合物亦提供重要熱量來源，蛋中所含脂質之不飽和脂肪酸高於其

他動物來源脂肪，近期研究顯示蛋攝取量與血中膽固醇無直接相關，蛋黃含有脂溶性維

生素與礦物質、微量元素，為成長所必須，近期也有研究顯示雞蛋具有抗氧化以及免疫

調節作用。禽流感疫情防疫對策，以施打 H5N1 動物疫苗，避免禽流感爆發造成之經濟

影響與外溢傳播風險，對於禽流感病毒接觸高風險者如養殖場工作者、獸醫等為防範可

施打 H5N1 人用疫苗。對疫情監測並公佈正確疫情知識，避免接觸死亡、罹病或可能受

感染之鳥類及哺乳動物，降低傳染風險。 

 

俄烏戰爭蛋價危機評論 

自俄烏戰爭以來，全球農產品及穀物價格持續上漲，帶動飼料供應不足，造成全球

食物通膨。原先通過黑海出口的烏克蘭穀物，也因戰爭關係改為出口至中歐，導致波蘭

農產品供過於求，價格暴跌影響農民生計，使得波蘭政府單邊停止進口烏克蘭農產品，

其餘東歐國家也紛紛效仿。為了解決此問題，聯合國、烏克蘭、俄羅斯及土耳其四方簽

署黑海糧食協議，但出貨量仍比戰前低 40%至 50%，而在今年 3 月俄羅斯只同意將此協

議再延長 60天，為未來食物價格動盪感造成不確定性。 

傳染病流行主要由三要素構成：接觸、傳播、傳染期，此觀念同樣適用於禽流感，

再此原則下可運用檢疫、NPI、疫苗三聯體防疫，而美國也提供飼主禽類防疫指引，其

中需加強 NPI措施，減少接觸及降低傳播，達到初段預防目的，如依舊無法阻止流行，

則需大規模撲殺禽類，避免其傳染更多哺乳類動物，造成全球生物健康影響。 

對於疫情之監測與風險評估可透過 GPS衛星追蹤技術，了解野生鳥類與家禽間接觸

關係，蒐集其棲息、覓食及遷徙路徑等數據，並結合機器學習方法，建立風險評估模型，

找尋最佳介入措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達到禽流感防治等目標。 

以上內容將在 2023年 5月 2日(二) 10:00 am 以線上直播方式與媒體朋友、全球

民眾及專業人士共享。歡迎各位舊雨新知透過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網站專頁觀賞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GlaS1tUZLGHeUACqa3T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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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共 衛 生 與 戰 爭 科 學 園 地 連 結 : 

https://www.realscience.top/4 

 Youtube 影片連結: https://reurl.cc/gWjy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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