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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苗是近代醫學上的重要發明，過去人們對於傳染病的流行　往往都是束手無策，但是自從疫苗被發明之後，許多原本是

不治之症的傳染病亦都逐漸獲得控制，甚至還有傳染病（天花）已經在世界上絕跡了。這就是疫苗在公共衛生上的重大貢

獻。疫苗的種類共可區分成四類：不活化疫苗、減毒疫苗、次單位疫苗以及DNA疫苗。前二種疫苗為傳統疫苗，雖然是古

老且製法簡單的疫苗，但至今仍是使用廣泛且有效的生物製劑。另外隨著生物技術的進步，次單位疫苗及DNA疫苗則是未

來新一代疫苗研究發展的趨勢。 實驗動物的使用在科學研究上已經有悠久的歷史，而實驗動物在疫苗上的應用也非常地多

。其實許多的醫藥產品在使用於人類之前，除了必須經過很多的體外測試之外，還需要在實驗動物體內來作測試，以證明

這些醫藥產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疫苗亦是如此。例如在新疫苗的研發上，就必須要有相當多的動物試驗數據來支持。在

疫苗製程上，過去及現在所使用的傳統疫苗，也有部分是利用實驗動物來進行的。此外在疫苗產品的品管上，動物試驗的

結果更能保證疫苗的產品品質。 可見未來疫苗的開發，仍需依靠實驗動物來做研究。因此實驗動物對於疫苗的開發有著功

不可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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