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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國際動物衛生學會暨東南亞健康一體大學網絡國際研討會（ISAH & SEAOH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4），自 1973 年於匈牙利舉辦第 1 屆，往後每 2 至 3 年舉辦 1

次，多於歐洲國家主辦，成員多為來自大學、農業、工業及相關從業者，目的為以各面

向為高效、永續的動物養殖和健康的動物做出貢獻，在良好的環境中提供健康安全的

食品。本次參加 2024 年 9 月 17 至 20 日於泰國清邁舉辦之第 21 屆研討會，亦為第 2 次

於亞洲舉辦，蓋 6 個主題，包含動物福利、災害管理和流行病的防範、動物和食品生產

創新技術、傳染病和跨境疾病、永續動物生產和環境健康及抗生素抗藥性等 6 大主題

領域，共 13 篇邀請演講及 61 篇口頭報告，因眾多主題須安排於三天內完成，大會以雙

主題會議室同步方式進行。本次會議主題訂為「健康一體行動」－健康、福利與環境的

創新策略，以促進永續性動物生產模式。核心目的為預防勝於治療，也符合歐盟未來預

防疾病而非事後昂貴治療的原則，國際開始重視健康一體的概念。 

此次臺灣參加發表單位除畜產試驗所 2 位同仁（張以恆副研究員及郭曉芸助理研

究員），亦有中興大學博士生出席。本所研究人員以口頭發表 1 篇論文，分屬「動物和

食品生產創新技術」領域，題目為「Effective Alleviation of Heat Stress by Using Probiotics 

in Laying Chickens」，並於會中與主席，就益生菌的效量及測定方式交換意見與討論交

流，可作為補強研究設計並促進未來研究方向發想，並期待於會後保持聯繫，強化未來

國際合作。 

本屆會議深入探討最新研究、創新實踐以及動物衛生方面的新興技術，將涵蓋生

物安全、疾病管理、環境衛生、衛生習慣等一系列主題，對動物和人類健康的影響，並

聚焦在有效的動物衛生措施，在確保動物的健康、福利和生產力各方面上，發揮的關鍵

作用。透過本次國際研討會場合，了解全球相關議題的交叉影響及領域最新研究進展

及議題的思考，並與專家經驗交流，作為未來研究方向及產業發展之參考，並建立日後

合作交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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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參加 2024 年 9 月 18 至 20 日於泰國清邁香格里拉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辦之 2024 國

際動物衛生學會暨東南亞健康一體大學網絡國際研討會（ ISAH&SEAOH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4），口頭發表研究成果論文，以提升臺灣動物研究國際能見

度，並建立相關領域國際研究交流合作管道。國際動物衛生學會研討會本次為第 21 屆，

亦為第 2 次於亞洲舉辦，自 1973 年於匈牙利舉辦第 1 屆，往後每 2 至 3 年舉辦 1 次，

多於歐洲國家主辦。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為國際動物衛生學會及泰國清邁大學獸醫學

院，該學會組成多為來自大學、農業、工業及相關從業者，目的為以各面向為高效、永

續的動物養殖和健康的動物做出貢獻，在良好的環境中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 

本次會議主題訂為「健康一體行動」－健康、福利與環境的創新策略，以促進永續

性動物生產模式。核心目的為預防勝於治療，也符合歐盟未來預防疾病而非事後昂貴

治療的原則，國際開始重視健康一體的概念。臺灣近年亦針對健康一體目標，發展跨領

域科技計畫。本屆研討會分為六大主題，抗菌素抗藥性、永續動物生產與環境健康、災

害管理和流行病的防範、動物福利、動物和食品生產創新技術與傳染病和跨境疾病，目

標為將動物衛生概念以良好的經濟基礎上，整合了畜牧生產中動物健康和福利、倫理、

生態和消費者需求等相關面向。希望藉由預防思維結合人類醫學與動物醫學等技術的

跨域網絡，向農企業和政治領域之獸醫、動物科學家、動物生產者、醫學工作者、公共

衛生專業人員及決策者，傳遞授動物衛生新穎尖端知識。 

透過國際動物衛生健康研究學者參與的國際研討會場合，了解各國最新研究方向

及進展，強化臺灣與各國動物健康永續發展之聯繫，作為接續研究策略加強及產業發

展之參考。 

二、 過程 

赴泰國清邁參加 2024 國際動物衛生學會暨東南亞健康一體大學網絡國際研討會，

行程摘要如下。 

 9 月 17 日（二）：研討會報到與說明。至清邁香格里拉飯店會議中心會場辦理

報到與相關事項之說明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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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三）：參加大會開幕、主題演講、海報展示及專題演講。 

 9 月 19 日（二）：口頭報告、參加專題演講及海報展示。 

 9 月 20 日（三）：參加專題演講、海報展示及大會閉幕。 

 9 月 21 日（四）：回程。 

(一) 9 月 18 日  

1. 開幕典禮（Opening ceremony）。 

2. 大會演講（Plenary Session）：由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Dr. Dirk Pfeiffer 主講－加強全球

防範：改革未來勞動力並利用科技工具管理病原體傳播。 

3. 海報展示（Poster Presentation）。 

4. 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由澳洲 Chutin 大學教授 Dr. Clive Phillips 主講－畜牧

生產和動物福利-挑戰和選擇。 

5. 邀請演講（Invited Session）：由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Pakkanut Bansiddhi 主講－評

估圈養動物的福利：科學方法。 

6. 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動物福利及災害管理和流行病的防範領域，兩主題

同時舉辦共 13 篇。 

(二) 9 月 19 日 

1. 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由泰國孔敬大學教授 Dr. Metha Wanapat 主講－以作

物殘渣作為反芻動物日糧中補充植物營養素顆粒策略。 

2. 邀請演講（Invited Session）： 

(1)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Songphon Buddhasiri 主講－單一健康微生物組：健康生

態系的驅動力。 

(2) 日本東京農工大學教授 Dr. Tetsuya Furuya 主講－具有抗瘧和抗病毒活性的中

藥萃取物中化學物質的檢測。 

(3) 日本北海道大學教授 Dr. Ryo Nakao 主講－透過遺傳方法探索針對寄生蟲和媒

介傳播疾病。 

(4)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Sahatchai Tangtrongsup 主講－隱孢子蟲病，一種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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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畜共通傳染病。 

3. 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動物和食品生產創新技術、動物福利及傳染病及跨

境疾病領域，三主題同時舉辦共 30 篇。張以恆副研究員及郭曉芸助理研究員參加

「動物和食品生產創新技術」之口頭發表 1 篇，題目為 Effective alleviation of heat 

stress by using probiotics in laying chickens 利用益生菌有效緩解蛋雞熱緊迫。 

4. 海報展示（Poster Presentation）。 

(三) 9 月 20 日 

1. 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由泰國 Chulalongkorn 大學教授 Dr. Rungtip Chuanchuen

講－加強亞洲抗生素抗藥性（AMR）數據產生。 

2. 邀請演講（Invited Session）： 

(1) 國際畜產研究所 Dr. Fred Unger 主講－中低收入國家永續畜牧系統—重要性、

挑戰與機遇。 

(2) 泰國 Betagro 集團 Dr. Sakdid Anulomsombat 主講－應對泰國政府抗生素使用

及抗生素抗藥性（AMU-AMR）策略之私人公司實施方式。 

(3) 越南 Can Tho 大學教授 Dr. Nguyen Trong Ngu 主講－動物生產所使用的天然飼

料添加劑。 

(4)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Kesinee Gatphayak 主講－環境與智慧科技之間的鬥爭：

永續動物生產的挑戰。 

(5)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fR）德國 Dr. Bernd Alois Tenhagen 主講－不同飼

養體系和年齡組犢牛的大腸桿菌抗藥性。 

(6)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Wanaporn Tapingkae 主講－飼料添加劑：永續動物生產

的工具。 

(7)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Hien Van Doan 主講－永續水產養殖的抗生素替代品。 

(8) 泰國清邁大學 Dr. Bajaree Chuttong 主講－泰國本土蜜蜂的永續農業實踐。 

3. 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永續動物生產與環境健康及抗生素抗藥性領域，兩

主題同時舉辦共 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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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報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三天共計 50 篇。 

5. 閉幕典禮（Closing ceremony）。  

三、 心得 

本屆大會涵蓋 6 個主題，包含動物福利、災害管理和流行病的防範、動物和食品

生產創新技術、傳染病和跨境疾病、永續動物生產和環境健康及抗生素抗藥性等 6 大

主題領域，共 13 篇邀請演講、61 篇口頭報告及 50 篇海報發表，因眾多主題須安排於

三天內完成，大會以雙主題會議室同步方式進行，參加心得及演講內容摘錄如下。 

(一) 開幕致詞 

開幕邀請美國國際開發署高級國際高等教育顧問（Seni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dvisor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Ms. Marilyn Crane、SEAOHUN 協會主席 Dr. Michael L. Tee、ISAH 主席 Prof. 

Dr. Uwe Rösler，以及清邁大學副校長 Dr. Todsaporn Pichaiya 進行歡迎致詞。

四位代表都表達了歡迎之意，Dr. Pichaiya 也幽默的說，雖然體驗了令人放鬆

的泰式按摩，但我們仍然憂心，科學界需要面對現今環境複雜且不斷變化的

挑戰。本屆會議將深入探討最新研究、創新實踐以及動物衛生方面的新興技

術，將涵蓋生物安全、疾病管理、環境衛生、衛生習慣等一系列主題，對動物

和人類健康的影響，並聚焦在有效的動物衛生措施，在確保動物的健康、福利

和生產力各方面上，發揮的關鍵作用。 

COVID-19 疫情的全球性影響，不僅讓本屆大會無法在 2022 年泰國的國

際舞台上舉行，流行病防範也再次成為人們的熱門關鍵詞。Dr. Rösler 提到，

生物多樣性、永續性和動物福利議題變得越來越重要，2024 年 H5N1 病毒開

始感染美國的乳牛，出現在牛群中傳播的能力，我們再次面臨新的疫病大流

行危機，感染已經不僅僅限於鳥類，還包括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我們是否能

從 COVID-19 疫情中學到正確的教訓？生物安全和衛生將會成為農業生產系

統中的關鍵措施，而這取決於生產消費鏈上的每一個人。 

開幕致詞代表希望這次研討會，讓動物產業界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成



7 
 

為一個交流的寶貴平台，討論最適的實踐方法，並制定可行的策略，以應對動

物生產和衛生實踐的現今課題，並提升動物福利，促進環境永續性和公共健

康。透過全球各地集體的專業知識並促進跨域學科合作，我們有潛力發展更

有彈性、更永續的動物生產系統，使社會和環境均能受益。 

(二) 主題演講 

本屆研討會於開幕致詞後緊接著的大會主題演講，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

的 Dr. Dirk Pfeiffer，講題為「強化全球防範：改革未來人力並利用科技工具管

理病原體傳播（Enhancing Global Preparedness: Reforming the Future Workforce 

and Utilizing Technological Tools in Managing Pathogen Transmission）」。Dr. 

Pfeiffer 在德國接受獸醫教育，2016 年起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並致力於各國

動物健康和動物福利問題的流行病學研究。過去 20 年，Dr. Pfeiffer 為歐盟

（ European Union, EU ）、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和許多國家政府提供諮詢，在科學與政策的互動方面都相當活躍。 

人類密集的住在某些地方，病原菌就利用這個優勢來擴散，引發大疫情，

而人們往往在疫情已經發生時，近距離的看到死亡了，才開始感到疫病管理

的重要。由於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流行病風險，對國際社會帶來了複

雜且相互關聯的挑戰，Dr. Pfeiffer 認為需要創新的方法，從動物、人類和生態

系統健康的角度，來應對、預防、恢復並提高抵禦能力，而 One Health 員工

是重要的人力。One Health 員工所需的能力，必須透過適當設計的大學和研究

生培訓課程，以及針對非學術領域或其他工作人員的課程來獲得，而課程的

授課方式，應該要從目前以教師為主導的學習方式，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

學習方式。另外，還須使員工能夠利用日益增長的數位化和新技術，例如診斷

測試、疫苗等，才能更有效的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利用人工智慧的一大好處

是，系統能提供更多系統性、批判性和反思性（reflexivity）思維的機會，而

不被具體細節和不同技術工具之間的選擇所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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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feiffer 認為，他常與學生教學相長，這與 One Health 強調的「一同前

行」概念很像，健康疾病管理實踐上，要相互連結，共同努力，不會是單向的

路徑，因此社區實踐非常重要，SEAOHUN 有許多線上資源可以下載，可供

社區教學利用。「我們不可能沒有健康的生態系，卻享有健康的人類和動物。」

Dr. Pfeiffer 如是說。政策制定者應思考「未來想要長成什麼樣貌」，並為了這

個想達到的目標，現在就做出選擇。為了將人類和自然系統，轉變為永續發展

並增強復原能力，以實現「健康地球上的健康生活（healthy living on a healthy 

planet）」的願景，我們必須在依賴技術創新和系統轉型（transformation）之間

找到適當的平衡。我們不只需要演化，演化要花太久的時間，而是現在就需要

轉型，才能為下一代爭取最大利益。這尤其需要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接受複

雜的系統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因果雙向反思性方面的培訓，並擁有進行跨

域學科工作的能力。 

(三) 動物福利領域：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Pakkanut Bansiddhi 提到動物福利是一個多面向的

概念，關注個體動物畜養期間所累積的身體、心理及行為狀態。動物福利最開

始的重點，放在畜產動物與實驗動物，之後擴展至動物園、寵物和其他圈養動

物。農場動物福利諮詢委員會（FAWAC）於 1965 年開發了五個自由模型來

解決農場動物福利問題，提供情緒術語並測量心理經驗的主觀性整體方法，

出現了許多福利評估架構與評估工具的創建。以資源為基礎方法著重於確保

福利所需的條件，例如適當的畜舍、營養及飲水；健康評估，包括身體狀況、

腿足健康及繁殖功能的評估；生理狀態指標，例如為應對壓力而提升的糖皮

質素與新的指標 IgA 等；行為研究也是評估的重點，特別是在確保飼養條件

包含允許自然行為的表現；流行病學方法，包括存活率和死亡率。為了確保畜

產動物的高福利標準，需要一個整體的、具體的、科學證據的及實用的評估工

具，設計上應整合不同的方式與觀點，以確保對動物福利進行全面性的評估。 

(四) 災害管理和流行病的防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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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農業工程和生物經濟研究所 Dr. Gundula Hoffmann 分析夏季泌乳牛

的瘤胃溫度，並與牛舍內的環境溫度（Ambient Temperature）和溫濕度指數

（THI）進行比較。Dr. Hoffmann 認為在預測氣候變遷的過程中，即使在溫和

的氣候條件下，乳牛的福利與熱負荷的損失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維持乳牛

的健康與生產性能，了解熱負荷何時影響體溫等生理參數非常重要。試驗於

2023 年夏季收集 40 頭，飼養於自然通風乳牛棚乳牛的瘤胃溫度資料，並記

錄畜舍溫度與相對濕度，每 10 分鐘計算平均 THI。結果顯示，瘤胃溫度與環

境溫度（r = 0.11，該夏季平均溫度：21.2 °C）與 THI（r = 0.12，該夏季平均 

THI：68.1）之間僅存在些微正相關。此研究顯示即使在高環境溫度下，乳牛

仍然能夠保持核心體溫相對恆定。瘤胃溫度增加是牛經歷熱緊迫的晚期指標，

為了單獨考慮乳牛的熱負荷反應，需要進一步分析數據。 

(五) 動物和食品生產創新技術領域： 

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Songphon Buddhasiri 主講－單一健康微生物組：健

康生態系的驅動力」，此概念將人類、動物和環境健康融為一體，而微生物組

在維持生態平衡中發揮核心作用。在動物健康方面，微生物顯著影響抗病性、

免疫反應及健康。由於抗生素過度使用、農業集約化及環境污染等因素，微生

物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對動物福利與生態系統產生巨大風險。動物體內的微

生物生態失去平衡，會增加感染的易感性，加速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傳播，並加

速抗生素抗藥性（AMR）的擴散。有效的微生物調節工具，成為恢復動物微

生物組平衡的解決方案，其中益生菌、益生元及微生物友善飲食，可以促進動

物腸道生態系統健康，並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干擾與抗菌藥物使用，特別是

其在動物健康中預防疾病、增強免疫功能及支持生物多樣性的應用，對於永

續農業、維護生態健康及降低抗生素抗藥性風險的目標非常重要。 

(六) 傳染病和跨境疾病領域： 

透過遺傳方法探索針對寄生蟲和媒介傳播疾病的新干預措施主題由 Dr. 

Ryo Nakao 主講，Dr. Nakao 是日本北海道大學獸醫學院副教授，專攻獸醫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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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蟲學，特別是蜱蟲和蜱傳病原體。Dr. Nakao 表示寄生蟲是生活在另一種生

物體內部或表面，可從宿主獲取營養的生物。有些寄生蟲本身可直接引起人

類與動物疾病，而有些則透過傳播其他病原體間接地導致疾病。過去寄生蟲

的基因分析，由於基因組規模大且結構複雜而受到阻礙，但目前可利用 NGS

技術，尤其是寄生蟲粒線體基因組定序分析，對於寄生蟲的系統發育分析和

遺傳表徵來說，是實用且特別有價值的。NGS 在寄生蟲遺傳學中，另一個有

用應用是「深度擴增子定序」，即透過目標基因座的 PCR 擴增遺傳物質，使得

運行一次 NGS 即可分析數百個樣本，用於多種目的，例如寄生蟲群落分析與

單核苷酸多態性檢測。 

(七) 永續動物生產和環境健康領域： 

有兩個演講值得注意，一為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Kesinee Gatphayak 主

講－環境與智慧科技之間的鬥爭：永續動物生產的挑戰。Dr. Gatphayak 認為，

當今的極端環境，會提高畜牧業產量與改善環境二項因子的共同挑戰。對動

物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同時維持生產性自然資源將比過去更加困難。熱緊

迫、極端事件頻率、PM2.5、飼料供應中斷及疾病爆發等相關挑戰，需要透過

科學研究來緩解。畜牧業在行動集中在減緩與適應，但若加強氣候智慧型畜

牧生產，需要完整的生態系統，將生產從以草食為基礎的反芻動物轉向以精

料為基礎的單胃系統。利用智慧技術、生物技術、飼養管理、育種策略及環境

政策，共享商業畜牧生產，以保護其畜禽免受全球糧食供應的生理壓力。技術

和資本門檻，將強調小農的角色，這些傳統的生產系統、社區支持及土地利用

具有飼養動物的優勢，而這些動物更能夠很好地適應惡劣的條件，並且無需

昂貴的投入即可繁衍生息，並且具有抗病能力。應討論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

性關聯，並考量對於適應力與復原力因子相關策略，如飲食、遺傳、耐熱性、

對特定疾病的抵抗力、對低品質飲食的適應及適應氣候變遷基因組選擇等考

量。 

另一場為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Bajaree Chuttong 主講－泰國本土蜜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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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農業實踐。泰國本土蜜蜂在授粉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但由於棲息地退化、農藥的使用及氣候變遷，變得瀕臨滅絕。泰國

主要蜜蜂，為五種原生蜜蜂與引進一種義大利蜜蜂。此外，泰國野生約有 40

種無刺蜜蜂，其中一些可以進行商業管理。儘管義大利蜜蜂是泰國蜂蜜生產

中最常見的物種，但中華蜜蜂與某些無刺蜂等原生物種，也對蜂蜜生產與作

物授粉有著重大貢獻。透過強有力的社區參與、支持減少農藥使用、保護棲息

地及相關法規，以確保本土蜜蜂生產的蜂蜜品質及永續實踐至關重要。透過

實施永續技術與優先考慮本地蜜蜂族群的福利，有助於保護泰國的多樣化物

種，也增強泰國農業承受氣候相關議題的能力。 

(八) 抗生素抗藥性領域： 

泰國 Betagro 集團 Dr. Sakdid Anulomsombat 主講－應對泰國政府抗生素

使用及抗生素抗藥性（AMU-AMR）策略之私人公司實施方式。 Dr. 

Anulomsombat 表示，抗生素使用（AMU）和抗生素抗藥性（AMR）是緊迫的

全球健康問題，需要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有效合作。在泰國，政府推出了全

面策略來應對這些挑戰，重點是促進負責任的 AMU 做法和加強 AMR 監測。

農業綜合企業 Betagro 採用了綜合方法，來管理 AMU 和 AMR，製定了明確

的政策，確保負責任地使用抗菌藥物，體現了其減少對抗生素依賴，並遵守政

府指導方針。Betagro 還投資了先進的畜牧業和健康管理系統，例如該公司的

S-pure RWA（無抗生素飼養）產品線。這些產品經過 NSF 認證，是在嚴格的

無抗生素協議下生產，展示了 Betagro 對高動物福利標準和無抗飼養的行動

力。監測策略也是重要的一步，以追蹤抗菌素抗藥性模式及其對公共衛生的

潛在影響，識別新出現的抗藥性趨勢，並及時實施干預措施，有助於更有效地

管理抗菌素抗藥性。有效的溝通則是另一個策略，以確保報告其 AMU 和 AMR

計劃的透明度，教育利益相關者有關最佳實踐和無抗生素產品的好處。另外，

Betagro 積極與政府機構、產業同行和其他相關業者合作，這種協作方法增強

了管理 AMU 和 AMR，透過全體努力，促進知識、資源及最佳行動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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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次由泰國清邁大學教授 Dr. Hien Van Doan 主講－永續水產養殖的

抗生素替代品。水產養殖在全球糧食安全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

抗生素的廣泛使用而導致的抗藥性上升，讓產業業面臨重大挑戰。Dr. Doan 探

討了水產養殖中抗生素的可持續替代品，並著重於生物絮凝技術（BFT）和循

環水產養殖系統（RAS）等創新方法。這些方法增強了水質管理，改善魚類健

康，減少了環境影響，並實現具有成本效益的生產，符合生態友善水產養殖的

全球趨勢。此外，藥用植物、益生菌及口服疫苗，亦為不依賴抗生素的情況

下，促進魚類健康與生產力的可行策略。 

四、 建議 

(一) 上屆第 20 屆 ISAH 研討會原訂於 2021 年舉辦，因全球 COVID-19 疫情，當

年只辦理線上交流會，並於 2022 年於德國舉辦第 20 屆 ISAH 研討會。第 20

屆也因疫情影響，參與者較本屆少許多，並將主題訂為豬傳染病與預防、家禽

傳染病與預防、感染與抗藥性、動物福利及益生菌等。本屆 2024 年與上屆相

較，參與國、人數均較多，主題也較豐富多元，但對比下可知，兩屆均對動物

福利與抗藥性主題多所著墨，重要性可見一斑。本屆另加入永續概念，將 One 

Health 帶到人、動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的方向，與世界趨勢、One Health 行動方

向連結。 

(二) 飼養技術進步與人口增加導致對畜禽需求增長，畜禽數量也大幅增加。但為

求永續發展，讓人類、動物及植物生態系統保持在平衡的狀態，必須找到方

法，減輕全球畜禽數量增長的不利影響及其對環境的影響。管理畜禽人力資

源減少、飼料價格波動、氣溫變遷、土地利用、能源危機、集約生產疾病風險

提高、抗生素抗藥性不易控制等，更應將畜產業推向精緻化、精準化及高品質

發展方向前進。 

(三) 國際研討會具即時分享與吸收相關領域當前最新研發方向，對於國際交流、

研究發想及技術精進具有相當大的助益，也藉對話機會建立合作。建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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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支持經費補助，以鼓勵基層研究人員出國發表，提升研究工作者的溝通

表達能力及研究量能。 

五、 附錄 

(一) 研討會相關 

  

口頭報告簡報 參加者合影 

  

郭曉芸助理研究員與主持人交流 德國 Dr. Hartung 於動物福利領域演講 

  

張以恆副研究員於會場 開幕儀式 

  

ISAH 會場 與會者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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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議程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