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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非洲豬瘟問答集（Q&A）  

1. 問: 非洲豬瘟如何傳播？會感染人嗎？ 

答: 非洲豬瘟只感染豬隻、不會人畜共通。非洲豬瘟以接觸傳染為主，

可經由廚餘、肉製品、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排泄物，車輛及

人員夾帶等傳播途徑。 

2. 問: 非洲豬瘟的潛伏期是多久？ 

答: 4-19 天。 

3. 問: 感染非洲豬瘟會有什麼症狀﹖會很嚴重嗎？ 

答: 1. 發病豬隻，特徵為發高熱、皮膚可見紅斑、肢體末端發紺、嘔
吐、下痢（通常是血痢）、懷孕母豬流死產、口鼻出現泡沫或
血樣分泌物。 

2. 死亡率可達 100%。 

4. 問: 感染非洲豬瘟要怎麼治療？ 

答: 非洲豬瘟目前無治療方法也無疫苗可用，患病豬隻只有撲殺一

途，而且疫苗的研發極為困難。 

5. 問: 我時常聽到 3 車 2 人，請問是何意？ 

答: 畜牧場生物安全的基本功是 3 車 2 人，3 車是指運豬車、化製車

及飼料車，2 人是指自己人及來賓，加強基本功可強化及杜絶外

部的病原進到畜牧場內。 

6. 問: 政府要如何防止疾病從境外移入？ 

答: 1. 邊境管控﹕加強執行機場、港口動物及其產品邊境管制作業。 

2. 提高違規攜帶豬肉類與其他肉類產品入境之裁罰基準。 

3. 成立「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將各部會分成 7 個組，
針對不同疫情程度來啟動相應措施。 

7. 問: 如果一定要去非洲豬瘟疫區地方或國家，我應該做什麼保護措
施？ 

答: 1. 不參觀養豬場、豬隻拍賣市場、屠宰場等相關產業。 

2. 不與野豬接觸(如參觀動物園)。 

3. 不攜帶豬肉或其相關產品入境。 

4. 回國後應先沐浴，1 週後才可進入畜牧場。 

8. 問: 我被告知與非洲豬瘟案例場有過接觸，現在我飼養的豬有異狀，，

請問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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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有異常死亡或疑似病症時，儘速通報特約獸醫、公所及防疫

所。 

2. 配合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3. 配合臨床訪視調查及採檢。 

4. 場區清潔消毒工作。 

5. 嚴格執行門禁管制（3 車 2 人），禁止他場或其他人員參訪， 

6. 亦禁止場內人員至其他牧場參訪。 

9. 問: 我被告知與非洲豬瘟案例場有過接觸，現在我飼養的豬沒 

有任何異狀，請問我該怎麼做？ 

答: 1. 配合臨床訪視調查及採檢。 

2. 每日自主觀察豬隻健康情形，如有異常死亡或疑似非洲豬瘟

病症時，儘速通報牧場當地公所及防疫所（電話﹕552-3250），

勿隱匿不報。 

3. 配合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4. 場區清潔消毒工作。 

5. 嚴格執行門禁管制（3 車 2 人），禁止他場或其他人員參訪，

亦禁止場內人員至其他牧場參訪。 

10. 問: 可以從哪裏獲得國際疫情資訊？ 

答: 非洲豬瘟相關疫情資訊，可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非洲豬瘟資訊專區查訊，網址﹕https://asf.baphiq.gov.tw/。 

11. 問: 畜牧場若發現疑似非洲豬瘟疫病時如何通報相關單位？ 

答: 畜牧場應向簽約特約獸醫師或當地公所及動物防疫機關通報。動

植物防疫所通報專線:0932690674、縣府專線:1999。 

12. 問: 豬隻發生多少異常死亡才算大量，不通報會怎樣？ 

答: 豬隻異常死亡或死亡數量超過總飼養頭數 10％就須通報當地防

疫機關，未依規定主動通報，經確診為非洲豬瘟疫病者，處新台

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且隱匿疫情未通報者，其撲殺

之動物不予補償。 

13. 問: 非洲豬瘟管制後常見問題？ 

https://asf.baphiq.gov.tw/


33 
 

答: 1.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未經動物防疫機關(公所或防疫所)同意
及清點頭數，即將死豬送化製處理。 

2. 擅自將場外豬隻移入場內。 

3. 擅自將豬隻移出場外或欄舍外，以及將糞便、精液、器具設備
及飼料移出場外。 

4. 擅自將沼液沼渣施灌及回收使用。 

5. 豬隻運輸不得在管制區內停留，如停留於管制區內超過 3 分
鐘需至攔查點進行檢查。 

14. 問: 如果我的牧場內沒有空地可以提供豬隻屍體掩埋或焚燒，該怎麼

處理？ 

答: 1. 依據農委會及防檢局函文指示，養豬戶應儘速淨空畜牧場 20

％土地，以作為疫情發生時就地焚燒掩埋用。 

2. 如牧場內之畜牧設施未使用總面積 20%之土地，仍不足以因
應場內豬屍掩埋用，則請另提供自有地掩埋及焚燒處理。 

15. 問: 我的牧場是承租的，場主不同意豬隻屍體在場內掩埋或焚燒，我

該怎麼做? 

答: 為防止疫病擴散，屍體優先以場內掩埋或焚燒方式處理，次以場

外自有地處理為原則。 

16. 問: 撲殺豬隻有無補償費？ 

答: 動物所有人所飼養之豬隻因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疫病而依法執

行撲殺，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法予以補償，其金額應經由依法組成

之評價委員會進行評價後依相關規定辦理補償。 

17. 問: 豬隻撲殺後，多久能領到撲殺補償費？ 

答: 提供單據申領撲殺補償費→地方先計算撲殺補償費金額→函送

防檢局複算核定撲殺補償費金額→撥付撲殺補償費。 

18. 問: 什麼情況下，無法領到撲殺補償費？ 

答: 1.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於其動物因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或
病因不明而死亡時，未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者不予補償。 

2. 未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者不予補償。 

19. 問: 多久可以申請復養﹖我的牧場經過撲殺清場後，多久可以解除移

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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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案例場經撲殺清場及消毒完成並空置 60 天以上且通過飼養
環境改善審核後才可解除移動管制。 

2. 畜牧場飼養規定及土地是否適法，請洽雲林縣政府農業處畜
產科。 

20. 問: 因為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導致豬價崩盤，請問政府有沒有補償措

施？ 

答: 1. 辦理受災農民補助與貸款。 

2. 依供銷平衡需求量辦理畜牧場復養，並進行輔導。 

3. 輔導養豬場轉型，提供轉業創業貸款、就業服務轉介等配套
措施。 

4. 豬肉產品行銷推廣。 

21. 問: 在非洲豬瘟威脅下防疫經營策略? 

答: 在非洲豬瘟威脅下防疫要做到： 

1. 自場防疫：落實人員車輛管制，自主牧場消毒(豬場「生物安
全」7 要點，管住車、守住門、把住料、盯住人、看住豬、關
注鄰、消好毒。 

2. 區域聯防。 

3. 預留移動管制空間，不密集飼養。 

4. 做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 

22. 問: 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後，我的豬還能上市拍賣屠宰嗎？ 

答: 1. 非洲豬瘟首例單一案例發生時﹕全國豬隻禁運禁宰至少 15

天。 

2. 多點案例發生時﹕依疫情評估是否延長豬隻禁運禁宰。 

3. 疫情發生之縣市﹕肉品市場休市、活豬不得外運，就地屠宰
後屠體外運，直到無案例發生至少 20 天。 

23. 問: 當國內爆發非洲豬瘟並於禁運禁宰 20 天期滿後，場內豬隻要如
何才能運輸、拍賣及屠宰？ 

答: 目前規定禁運禁宰 20 天期滿後，下列各類豬場需檢附相關資料
始得運輸、拍賣及屠宰： 

1. 監控區豬場﹕持家畜健康證明書及解除移動管制書。 

2. 觀察區豬場﹕持家畜健康證明書。 

3. 管制區外豬場﹕持家畜健康聲明書。 

持有上述所需證書始得運輸、拍賣及屠宰，直至本縣解除限制
為止。 

可向特約獸醫師、鄉鎮市公所、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詢問自
己的豬場有否被劃入管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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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問: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示養豬戶應淨空畜牧場 20％土地，為

疫情發生時就地焚燒掩埋處，畜主主動拆除建物之費用有補助

嗎？ 

答: 因屬於違建部分，所以不予補助。 

25. 問: 因感染非洲豬瘟而撲殺的豬隻屍體需怎麼處理？ 

答: 為防範疫病擴散，本縣目前規劃之動物屍體處理方式，優先順序
如下： 

1. 畜牧場內或畜主場外自有地就地掩埋或焚燒處理 

2. 化製處理 

3. 焚化處理 

4. 縣府規劃之緊急掩埋場所處理 

26. 問: 平常哪些消毒劑可以對付非洲豬瘟病毒？ 

答: 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專家建議，非洲豬瘟病毒可經直
接日照 5 至 9 天、加熱 56℃70 分鐘、60℃20 分鐘後不活化或加
熱 70℃立即不活化。建議之消毒方式如下： 

1. 2%氫氧化鈉(sodium hydroxide)：建議用於豬隻屍體及糞便消
毒 

2. 40%碳酸鈉(sodium carbonate)溶於 95°C 熱水：建議用於畜舍
地板及牆壁消毒。 

3. 2%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建議用於畜牧場環境衛生
消毒。 

4. 氧化劑類消毒藥品：建議可用於運輸載具及場地消毒。 

5. 對乙醚及氯仿具敏感性，且在 8/1000 氫氧化鈉、含 2.3%有效
氯之次氯酸鹽、3/1000 福馬林(formalin)、3%鄰苯酚(ortho-

phenylphenol)中經 30 分鐘或在碘化合物中即可被不活化。 

27. 問: 運豬車消毒紀錄表是什麼東西？不交會怎樣？ 

答: 「動物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洗消毒紀錄表」是記錄當日車輛及

裝載箱籠清洗消毒之執行情形，並由駕駛人確認後簽名。若違反

相關規定，須裁罰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28. 問: 非洲豬瘟從國外疫區進入台灣的風險途徑有哪些? 

答: 經研究顯示風險途徑有﹕海漂豬，、豬隻精液之非法輸入途徑、飼

料原料及添加物、金門使用中國原水、非法輸入動物用藥品、快

遞貨運及郵包違法輸入豬肉製品、金門小三通旅客攜帶病毒風

險、輸入二手車輛工具與舊衣可能的風險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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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問: 如果收到來自非洲豬瘟國家郵遞寄送輸入豬肉產品，會有罰則
嗎？ 

答: 1. 目前政府啟動加強對於國際郵包豬肉製品收件 人做面訪、電
訪。 

2. 經查故意者，將依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公告停止自發生非洲 豬瘟之國家(地區)以郵遞寄
送輸入豬肉產品裁罰基準」裁罰收件人第一次 20 萬元，第二
次以上 100 萬元。 

30. 問: 常見旅客誤帶入境遭查獲不得輸入之應檢疫含豬肉產品有哪
些？ 

答: 1.常見的有燕皮扁食、鳳凰卷、肉粽、水餃、披薩、月餅、杏仁
餅、雞仔餅、三明治、漢堡、肉鬆蛋捲、肉鬆蝦餅。 

2.另市面上則曾經查獲越南走私生豬肉捲、脆骨捲、炸肉餅、香
米肉餅。 

31. 問: 可以簡單介紹非洲豬瘟病毒嗎？ 

答: 1. 非洲豬瘟病毒分類為 Asfarviridae 中的 Asfivirus，，屬大型病毒
(病毒大小 200 奈米)、有外套膜、DNA 病毒。 

2. 有多於 20 種以上的基因型，毒力各異。可感染豬隻單核細胞
與巨噬細胞。具有高度傳染性(所有豬齡)，、致病率與死亡率。 

3. 病毒低溫條件下保持穩定，但對高溫抵抗力不強( 70℃30 分
鐘)，也耐酸鹼，可在很廣的酸鹼值(pH3.9-pH13.4) 範圍內存
活。 

4. 傳播方式-接觸傳播(衣物、設備、血、下痢、糞便)，、生物性傳
播(軟蜱)、機械性傳播(蚊、螫蠅)。 

32. 問: 非洲豬瘟病毒在各種環境存活的時間有多久？ 

答: 非洲豬瘟病毒在各種環境存活的時間如下： 

1. 無骨或帶骨肉及碎鮮肉 105 天 

2. 鹹肉 182 天 

3. 熟肉(70 度至少 30 分鐘) 0 天 

4. 燻製與剔骨肉類 30 天 

5. 冷凍肉 1000 天 

6. 冷藏肉 100 天 

7. 內臟 105 天 

8. 皮膚/脂肪(即使乾燥) 300 天 

9. 4 度儲存之血液 18 個月 

10. 室溫糞便 11 天 

11. 腐爛血液 105 天 

12. 汙染豬場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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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 我的豬場感染非洲豬瘟後應該怎麼做? 

答: 1.主動配合防疫﹕配合指示進行防疫措施。 

2.進行移動管制﹕禁止豬隻移出入、飼料、糞尿、精液、設備器

具移出，停止沼液、沼渣施灌及回收使用。 

3.移動管制期間﹕每日清點死亡及新生豬隻數量並回報公所、經

公所清點數量後送化製、嚴行門禁管制(3 車 2

人)。 

4.配合撲殺掩埋﹕配合趕豬撲殺並提供人力、提供掩埋屍體所需

土地。 

5.撲殺清場後續﹕場區清潔消毒-配合飼養環境改善審核-復養，

領取撲殺補償費。 

34. 
問: 非洲豬瘟與傳統豬瘟有什麼不一樣？ 

答: 非洲豬瘟與傳統豬瘟類症鑑別： 
 

非洲豬瘟 特性 傳統豬瘟 

Asfivirus(雙股
DNA 病毒) 

病原體 
Pestivirus(單
股 RNA 病毒) 

4-19 天 潛伏期 5-10 天 

無 造成神經症狀及結膜炎 有 

可以 透過軟蜱傳染 不可以 

有 脾腫大易碎 無 

70℃30 分鐘 加熱感受性 56℃數分鐘 

pH3.9-13.4 酸鹼耐受性 pH4-10 

無 免疫耐受性 有 

無 預防疫苗 有 

無 中和抗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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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問: 目前非洲豬瘟撲殺評價補償基準為何？ 

答: 為確診當日前 6 個交易日(本島 7 個最高價肉品市場豬隻交易計

算平均每百公斤交易價格為基礎評價額)。 
 

豬 別  /  項 目 體重(kg) 基礎評價額 

仔   豬(乳豬) < 7 20％ 

保   育   豬 7-25 30％ 

肉    豬 25-50 40％ 

 50-70 60％ 

 70-90 80％ 

 90-110 100％ 

 ＞110 120％ 

登錄-純種母豬  250％ 

登錄-純種公豬  500％ 

血統書-哺乳、保育、配種

前種豬 
 (20％-120％)x2 

未登錄-哺乳中或未懷孕之

種母豬 
 120％ 

未登錄-明顯懷孕之種母豬  200％ 

未登錄-具性能表現種公豬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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