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流行閾值：過去 5 年各週確定病例數之平均值(mean)+2*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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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登革熱、瘧疾、屈公病都屬於我國第二類法定傳染病，醫療人員發現病例依

法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報告當地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

行隔離治療。這些傳染病的傳播媒介都是蚊子，蚊子在暖溼環境代代繁衍，而臺

灣位處亞熱帶氣候區，每年 6-10月更是蚊子族群高峰期。 

一、截至本年 7月底，臺中市登革熱、瘧疾、屈公病病例概況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為及早因應傳染病疫情的流行，

訂定傳染病流行閾值 1，一旦傳染病確定病例人數超過該值，即代表疫情進入流

行期。108年度全國流行閾值登革熱為 216人、瘧疾為 1.1人、屈公病為 1人，

疾管署尚未分別訂定各縣市流行閾值。 

臺中市 108 年登革熱迄今（第 31 週，相當於 7 月底）累計確定病例數 42

人，其中本區 1人；瘧疾累計確定病例數 1人，為本區病例；屈公病累計確定病

例數 6人，其中本區 1人。(如表 1) 

 

 

 



  

 

表 1、108年臺中市登革熱、瘧疾、屈公病疫情統計 

                                                       單位：人 

行政區 登革熱 瘧疾 屈公病 

 
西屯區 11 - 1 

北區 4 - - 

潭子區 3 - - 

清水區 3 - - 

豐原區 3 - - 

大雅區 3 - - 

西區 2 - - 

太平區 2 - - 

霧峰區 2 - - 

北屯區 2 - 1 

大里區 1 - - 

龍井區 1 - - 

新社區 1 - - 

烏日區 1 - - 

梧棲區 1 - 2 

沙鹿區 1 - - 

東區  - 1 

南區 1 1 1 

本市總計 42 1 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二、本區登革熱、瘧疾、屈公病病例為境外移入尚無本土病例 

108年截至 7月底本區登革熱、瘧疾、屈公病病例均為境外移入，尚無本土

病例。(如表 2)



2布氏指數：調查 100 戶住宅，發現登革熱病媒蚊幼蟲孳生陽性容器數。 

 
  計算方法：陽性容器數／調查戶數 × 100 

    表 2、108年臺中市南區登革熱、瘧疾、屈公病感染來源統計        
   單位：人 

感染來源 登革熱 瘧疾 屈公病 

 
境外移入 1 1 1 

本土 - - - 

本區總計 1 1 1 

由國外來的病人如果被本地的病媒蚊叮咬，病毒在蚊子體內繁殖，

會經由叮咬其他人將病毒傳播，進而造成本土的流行，所以防疫重點

為感染者應於發病後 5 日內預防被病媒蚊叮咬。 
 
三、病媒蚊密度 

在臺灣地區傳播登革熱(屈公病亦同 )的斑蚊有 2 種，即埃及斑蚊

和白線斑蚊，臺中市位處臺灣中部，因氣候及環境因素不適合埃及斑

蚊生存，所以主要病媒蚊為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習性是棲息於戶外且

在積水處邊緣產卵，會叮人的雌蚊活動時間主要在白天，與民眾活動

時間相同，因此，病媒蚊密度監測是很重要的警示。根據疾管署每週

發布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108 年截至 7 月底止本區 22 里各里布氏

指數 2 最高為南和里指數 3。(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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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區各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在臺灣地區傳播瘧疾主要病媒蚊為矮小瘧蚊，根據疾管署於 2018 年 12 月

公布的矮小瘧蚊分布表(如附表)，臺中市未在分布範團內。本區尚無病媒蚊讓境

外移入病例傳播為本土病例之顧慮。 

四、環保志工出勤次數 

本區各里動員環保志工清潔里鄰環境，加強巡、倒、清、刷積水容器或處所，

避免病媒蚊孳生。由 108年截至 7月底止統計本區 22里，登革熱境外移入 2個

案里環保志工出勤次數為 8次。(如圖 2) 

108 年截至 7 月底止本區環保志工出勤次數最高為永和里達 16 次，該里登

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布氏指數則為 0，即未調查出病媒蚊幼蟲陽性容器，因此，

環保志工出勤次數高低與防蚊效果有關。(如圖 1及圖 2)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圖 2、108年截至 7月底本區各里環保志工出勤次數統計 



 

結語 

本所對區內發現境外移入登革熱、屈公病病例，即依臺中市各級登革熱防

治中心開設作業規範，成立區級防治中心，防止區內出現本土登革熱個案。 

化學防治在發現登革熱等傳染病例時提供快速抑制病媒蚊效果，然而使用

不當或氣候雨量因素降低藥效，有讓病媒蚊出現抗藥性之顧慮。由圖 1及圖 2病

媒蚊幼蟲密度與環保志工出勤次數呈現相反關係，因此，從傳播源頭阻斷登革熱

等傳染病最好方法即為勤勞動手清除積水、防止病媒蚊生存。 

108 年 7 月 9 日全台民眾手機接到衛生福利部疾管署警訊通知，【疫情警

示】，雖然是誤傳至警示區以外的民眾，也突顯面對疫情應以國安問題視之。本

區配合臺中市政府自 107 年起舉辦孳清導師訓練，透過孳清導師教導及宣傳，

讓里鄰都有良好防治病媒蚊觀念及作為。從最接近人們生活的小範團社區落實

孳清工作，就能免於疫情失控的威脅。 

 

 

  



 

                                                                          

附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