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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線上直播 

俄烏戰爭與全球禽流感危機 :宇宙健康 (One Health)觀 

2023 年 5月 9日 

俄烏戰火造成的國際陣營對立不僅打破歐陸糧食與經濟供需平衡並造成全球經濟

衝擊，亦破壞了全球生態系統，引發禽流感流行危機，惡化全球永續經營與夥伴關係，

並導致貧窮與飢餓。本週我們將以「宇宙健康」(One Health)的觀點剖析此議題，並且

探討俄烏戰爭對生態衝擊與禽流感傳播影響以及流行性感冒跨物種傳播風險，同時對俄

烏戰爭全球禽流感危機進行評論。 

 

俄烏戰爭生態衝擊與禽流感傳播 

烏克蘭為反攻積極整備，成立“風暴旅”（Storm）主攻部隊，完成多達 4萬名士

兵的訓練，並部署於聶伯河畔。另一方面，俄羅斯為加強攻擊亦積極強化兵力。俄羅

斯過去依法必須親自接觸入伍者才能徵召，但最近通過新的法令，透過電子訊息即可

徵兵，便利於擴大部隊投入兵力。此外，俄方亦持續轟炸烏克蘭庫與基礎設施，並加

速生產導彈和戰術武器，加強對烏克蘭入侵武力。4月 30日烏克蘭炸毀了俄國占領地

區的克里米亞油庫，超過 4萬噸燃料瞬間化為灰燼，引發大火和有毒物質外洩。為了

全面反攻，烏軍計劃摧毀烏東和克里米亞地區的後勤和基礎設施，包括油庫和彈藥

庫。烏東地區邊境城市仍激烈交戰，俄方持續以飛彈攻擊和轟炸烏克蘭主要城市，造

成烏克蘭境內大火對生態環境重大衝擊和破壞。 

烏俄戰爭對烏克蘭和東歐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烏克蘭擁有超過 7 萬種動植物和

真菌，大量的保護區佔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十，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使其成為獨特生態園地。

然而戰爭相關災害包括火災、轟炸、化學污染和基礎設施破壞對烏克蘭的生態環境造成

了大規模衝擊。烏俄交界區域也是全球候鳥重要繁殖地之一，超過 550多種候鳥遷徙路

徑通過。戰爭造成的環境破壞以及大量難民移動導致棲息地的破壞與動物棲息以及活動

範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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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持續加劇的氣候變遷問題已造成生態環境改變對人類和動物棲息與活動環

境改變提高新興傳染病外亦傳播與共同感染風險。生態系統的環境受到生態和溫度變化

的影響，影響森林體系的生態，導致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受到威脅，進而產生流行爆發

和外溢效應，對家畜、人類、野生動物和寵物動物都產生了衝擊。這些問題顯示氣候變

遷、戰爭和人為破壞多重因素例如過度砍伐森林、非法動物貿易和集中化養殖場等影響

下結果。這些因素也導致禽流感等新興疾病發生與爆發流行。 

全球氣候變遷相較於 1850-1900年平均氣溫，溫度上升了 1.5至 2度。中緯度乾燥

地區和南美季風區的溫度上升速度將比全球平均速度增加 1.5至 2倍。氣候變遷在赤道

非洲、中東（MENA地區）、南美洲和南非影響最為劇烈，這些地區同時亦為經濟與糧食

弱勢地區。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暖化亦影響了動植物生態分佈與活動範圍，提高新興傳染

病外溢傳播風險。俄烏戰爭導致難民移動，而在醫療和健康照護資源短缺、傳染病常規

檢測下降以及疫苗覆蓋率下降的情況下，可能導致新興傳染病的擴散。同時，生態環境

破壞也可能會因氣候變化、經濟和能源壓力、候鳥遷徙以及家禽接觸等因素，而提高新

興與再現傳染病擴散。 

俄國烏蘇湖、中國青海湖和孟加拉塔納湖是候鳥遷徙的重要棲息地。然而，戰爭影

響全球候鳥遷徙路線，進而引發禽流感傳播。自 2003年起，包括 H5N1、H5N8在內的禽

流感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爆發流行，其中尤以歐美國家為甚。氣候變遷也導致候鳥遷

徙路徑改變，進一步增加了外溢傳播的風險。因此，聯合國和歐盟密切監測全球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傳播風險。禽流感的變化也會影響哺乳動物造成跨物種傳播。在 2023

年初，英國發現野生哺乳動物如水獺、狐狸、海豚和海豹感染 H5N1 後死亡，美國的灰

熊、加拿大的圈養貂和英國動物園的野狗也被發現感染 H5N1 禽流感。WOAH 報告顯示

H5N1可能發生變異並適應於哺乳動物，從而增加人類或動物感染的風險。 

目前在智利爆發大規模的哺乳動物死亡，截至今年 3 月，已有超過 3300 隻海獅死

於 H5N1 病毒，並連帶影響 939 隻洪堡企鵝死亡，約為洪堡企鵝數量的 10%，而更需關

注智利獨有的黑海豚，雖然目前僅有兩隻確定是受禽流感影響死亡，但仍有數十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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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尚未檢測。該國衛生單位呼籲民眾不要觸摸或自行處理擱淺的海洋動物，應與其保

持適當距離，並即時通知相關單位前去處理。 

2022 年 10 月，西班牙加利西亞地區的水貂養殖場爆發 H5N1 禽流感疫情。RT-PCR

檢測顯示 SARS-CoV-2 和 H5N1 病毒皆為陽性。此外，在 2004 年初，佛羅里達州爆發了

人流感，隨後在四月份，愛荷華州的賽犬飼養場爆發了大規模狗流感疫情，導致賽犬靈

緹死亡和大量撲殺。經 RT-PCR檢測發現，該狗流感病毒是 A型流感 H3N8，與當時流行

的馬流感同源。由於流感病毒感染的宿主範圍不斷擴大，犬隻疫苗接種變得更加重要。 

2023年初，廣東省出現了 H3N8馬流感感染人造成死亡案例。H3N8是引起馬流感的

主要病毒株之一，該病毒引起馬、驢和狗的呼吸道症狀，並偶爾會感染鳥類，造成人傳

播則多為職業高病毒量暴露導致。到 2023，中國報告了 3例受馬流感感染的人類病例。

其中一名 57歲的婦女因感染 H3N8死亡，患者有慢性疾病和癌症病史，並曾有活禽接觸

史。個案活動的市場環境亦檢測出同源病毒株，這是馬流感首次造成染者致死案例。 

柬埔寨於 2023年初亦出現了禽流感感染人造成死亡案例，H5N1病毒主要通過禽類

傳播，造成禽類流行爆發與死亡。2023年 2月，柬埔寨南部一名 11 歲女孩感染 H5N1後

死亡，這是該國 9年來首次報告的人類死亡病例。當地衛生單位已展開接觸者調查和基

因序列分析，該個案的父親也呈病毒陽性反應。目前尚未有其他人對人傳播流行報告。 

在 WHO全球永續發展指標中，禽流感引起的健康問題不僅對人類有影響，也對整個

生態系統造成影響。此外，氣候行動、海洋和陸地生態保育也影響了負責任的消費和生

產。烏克蘭戰爭的持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禽流感跨物種傳播風險。 

流行性感冒跨物種傳播風險 

流感病毒跨物種傳播受廣大醫學界注意的包含禽流感、豬流感和馬流感，禽流感病

毒如：H5N2、H5N1、H7N9、H10N8等，於侯鳥家禽間傳播，歷史首次記錄為 1878年義大

利鳥類大量死亡；豬流感病毒為 H1N1，源於家禽與豬隻間傳播，造成豬流產以及人畜傳

染風險 2009 年至 2010 年爆發流行，造成全球 214 國 7 至 14 億個案感染，15 至 60 萬

人死亡，死亡率低於 0.1%，目前已發展人用疫苗。馬流感病毒為 H3N8、H7N7，於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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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傳播，多數為呼吸道輕症，H3N8 致病性較強，感染馬隻發生繼發性細菌感染風險較

高，偶有獸醫或飼主因高濃度接觸受感染。俄烏戰爭造成棲地破壞、環境改變，難民移

動將導致 SARS-CoV-2 和其他呼吸道病毒傳播風險增加。流感的臨床症狀包含：發燒、

頭痛、咳嗽、噁心、肌炎等，極少數重症與併發症伴有腦膜炎、心肌炎、中耳炎、早產

風險增加或橫紋肌溶解症。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個案對於兒童以及脆弱族群將提高侵襲

性肺炎鏈球菌(IPD)感染風險。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是呼吸道帶菌由於宿主局部黏膜

環境或病毒感染後免疫狀態改變導致繼發性鏈球菌感染所引起。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

會引發敗血症、腦炎、肺炎，若為黏膜感染則造成中耳蓄膿或鼻竇蓄膿。目前對 IPD主

要以抗生素治療。 

表面蛋白疫苗為傳統製備流感疫苗之主要方法。流感病毒蛋白疫苗發展有分三類，

分為以完整病毒、分裂病毒及蛋白次單位進行製備。藉由雞蛋接種或組織培養增殖達到

大規模產製之目的。早期流感疫苗包含兩種 A型流感抗原與一種 B型流感抗原(2A1B)，

為提高疫苗對流行病毒株之覆蓋，新發展之流感疫苗改採兩種 B型流感表面抗原(2A2B)。

近期開發之重組流感疫苗是將流感表面蛋白透過桿狀病毒移轉增殖以 2A2B方式製備。 

台灣流感家戶傳播風險實證評估指標包含平均產生子代個案數、平均接觸率、傳播

機率，若接觸頻率為 7.7、傳播機率為 8.3%、可傳染期間為 4天，打流行性感冒疫苗可

降低傳播避免大規模流行。此外，自主健康管理可降低接觸頻率，戴口罩、勤洗手可減

少傳播機率，而抗病毒藥物則可減少傳播機率和傳染時間。防治流感流行疫苗施打比例，

若平均可傳染人數為 2，施打疫苗比例需達到 50%才能達到族群免疫，若平均可傳染人

數為 4，則達到族群免疫之疫苗覆蓋率則需提高為 75%。 

俄烏戰爭全球禽流感危機評論 

全球糧食供應斷鏈，從 2008年糧食危機導致阿拉伯之春，到 2022年俄烏戰爭導致

能源價格高漲，除了糧食作物無法順利生產，高風險債務國家依舊居高不下，進而引發

蘇丹、索馬利亞等弱勢國家飢荒動盪不安。近期又因禽流感影響，導致全球食物價格及

飢餓人口持續上升，目前已有 8.28億人處於飢餓狀態，並造成 1400萬兒童急性營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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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而全球氣候異常，更使得非洲索馬利亞部分地區發生嚴重乾旱，導致數百萬頭牲畜

死亡及農地無法耕作，民眾只能透過遷徙尋找食物與水源。目前共有 44 個國家的飢餓

指數達到中高風險以上，反映出 SDGs 減少飢餓問題尚須努力以達到宇宙健康(One 

Health)之目標。 

從生態經濟角度出發，疾病外溢傳播造成的大流行，最需被解決的是人為影響，包

括：野生動物交易、棲息地減少、飼養動物安全等等，以 2019 年預防措施為例，總投

資金額約為 220 億至 312 億，附帶效益約為 43 億，整體淨效益約為 177 億至 269 億，

考量到 COVID-19目前已造成全球損失金額達到 7兆，如加入其他疾病考量更是高達 14

兆，凸顯出投資在預防疾病的重要性。 

具體投資方向可從教育做起，讓全民具有疾病預防觀念，並將 One Health觀念結

合 Digital Health變成 One Digital Health，主要分為人文、動物、環境等三個領域，

利用 IoT裝置即時監測數據，並結合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建立預測模式、風險評

估及 AI偵測，提供最佳化控制方法改善潛在問題，達到 One Health之目標。 

以上內容將在 2023 年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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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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