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屈公病
防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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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國際疫情
◼ 2024年國外疫情以馬來西亞為最高，累計至3月25日止共41,616例；其次為印尼，累計至3月18日止共35,556例。

◼ 2024年與2023年同期疫情相比，增加最顯著的為馬來西亞，與2023年相比增加15,1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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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病例數
(死亡數)

2024
統計截止點

2023年同期病例數
(死亡數)

2023同期
統計截止點

與2023同期比較

菲律賓*1 - - 29,885 (96) 3/26 -

越南*7 11,235 (0) 3/3
19,151 (4) 3/3 減少7,916人

21,907 (3) 3/19 減少10,672人

馬來西亞*2 41,616 (19) 3/25 26,473 (17) 3/26 增加15,143人

泰國*3 20,590 (19) 3/20 10,101 (14) 3/3 增加10,489人

柬埔寨*1 3,575 (1) 3/3
975 (2) 3/3 增加2,600人

1,378 (4) 4/2 增加2,197人

斯里蘭卡*4 18,255 (-) 2/23
12,496 (-) 2/24 增加5,759人

18,885 (-) 3/24 減少630人

印尼*6 35,556 (290) 3/18 - - -

寮國*1 966(0) 2/18
363 (0) 2/18 增加603人

727 (0) 4/2 增加239人

新加坡*5 4,710 (-) 3/24 2,242 (-) 3/24 增加2,468人

帛琉*1 2 (-) 3/3 0 (-) 2/26 增加2人

資料來源：*1WPRO、*2iDengue、*3泰國衛生部、*4斯里蘭卡衛生部、*5新加坡環境局、*6ANTARA News、*7Vietnam+



疫情監測與宣導組-本市疫情
• 本土病例：2024年累計0例，無新增重症及死亡病例

• 境外移入：2024年累計3例，新營區、麻豆區、東區各1例，感染國家以印尼(1)及馬來西亞(2)為主

醫療院所
資料區間

第6週
（2/4-2/10）

第7週
（2/11-2/17）

第8週
（2/18-2/24）

第9週
（2/25-3/2）

第10週
（3/3-3/9）

第11週
（3/10-3/16）

第12週
（3/17-3/23）

合計

醫療院所通報數 57 38 43 57 45 28 38 1,052 

診所通報數 6 2 15 26 18 12 30 199

診所通報率 10.53% 5.26% 34.88% 45.61% 40.00% 42.86% 78.95%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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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認識登革熱、茲卡
病毒感染症及屈公病



什麼是登革熱

◼ 別名「斷骨熱」〈Breakbone fever〉，「天狗熱」〈台語〉

◼ 流行於熱帶、亞熱帶及溫帶地區

◼ 潛伏期通常為3~8天，最長可至14天

◼ 主要經由帶有登革病毒之斑蚊吸血而傳播，而不會由人直接
傳染給人

◼ 登革病毒共分為4型，重複感染不同型的登革病毒，可能引發
登革熱重症，未及時治療死亡率可達20%以上

◼ 目前無特殊藥物可治療登革熱，以症狀治療為主



登革熱傳播途徑

○病媒蚊叮咬

△垂直傳染

△輸血

△器官移植

╳人傳人

╳空氣傳染

╳接觸傳染



帶登革病毒病媒
蚊終生具傳染力

Source：TAIWAN CDC

唯有消滅斑
蚊才能阻止
病毒傳播



登革熱症狀

◼ 有些人感染到登革熱病毒並不會生病，稱為

不顯性或無症狀感染

◼ 有些人僅有輕微症狀，例：頭痛、後眼窩痛、

高燒、肌肉痛、食慾不振、關節痛、出疹

◼ 有些人則出現較嚴重的警示徵象，包括容易

嗜睡、躁動不安、胸水、腹水、腹痛、肝臟

腫大、出血、持續嘔吐

◼ 由於個人感染後表現之症狀有很大的差異，

必須由醫師診斷或實驗室檢驗，所以懷疑感

染時請立即就診



登革熱NS1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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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如遇有疑似登革熱症狀
的病人，可使用「登革熱NS1抗
原快速診斷試劑」輔助診斷，並
及早通報以利防疫人員進行防治



登革熱與屈公病比較

一般症狀會持續幾天到二
週，若出現嚴重的關節痛，
可以持續很久，甚至出現
慢性關節疼痛長達3年以上



茲卡病毒感染症

➢ 112年5月9日，臺灣出現首2例境外移入茲卡確定病例，有馬爾地夫旅遊史；5月16日新加坡新增3例
茲卡病毒確定病例。

➢ 疾病管制署已將持續具流行疫情或可能有本土傳播之馬爾地夫及新加坡，旅遊疫情建議列為第二級警
示（Alert）。

◼ 茲卡病毒感染所引起

◼ 傳染方式：

(1)病媒蚊傳染

 (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2)性行為傳染

(3)母嬰垂直傳染

(4)輸血傳染

◼ 潛伏期3~7天(最長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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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介紹



台
灣
傳
播
登
革
熱
的
病
媒
蚊

喜好室內

北迴歸線以南

易受驚動而中斷吸血

喜好室外

全台1500公尺以下
山區及平地

吸飽血液後才離開吸血習性

分佈地區

棲息

V.S.
胸部背側有一對
彎曲白線條紋及
中間2條縱線

胸部背面有
一條白線

腳上都有黑白相間的
斑紋亦叫花腳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雌性斑蚊早上9-10點、下午4-5點為吸血高峰期!



斑蚊卵粒及幼蟲

◼ 卵為黑色，可耐旱產於容器水

面邊緣的器壁

◼ 幼蟲是孓孓，生活於水中

◼ 以水中的微生物、有機顆粒等

為食，脫皮四次，分為四齡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蚊卵

幼蟲



斑蚊卵粒特性
斑蚊卵產於容器內壁
接近水面處，乾燥時
可存活半年(因卵具
硬殼，可耐旱最長可
達一年)

清洗容器時，需特別刷洗內壁!!



幼蟲期

(孑孓)

蛹期成蟲期

卵期

斑蚊生命週期

2-3天

5-8天

1-2天

雌蚊30天
雄蚊14天

8-13天

吸食露水、花蜜
或植物汁液



孳生源介紹



何謂孳生源?

➢ 任何積水、讓病媒蚊能夠產卵衍生後代的容器

✓ 人工容器：人的行為所製造的容器，如飲料瓶、貯水
桶、花盆底盤等

✓ 天然容器：自然形成之積水處，如樹洞、竹筒、椰子
殼、樹葉卷軸處等



室內常見孳生源

盆栽底盤 水生植物 冷氣集水桶 馬桶水箱

烘碗機水槽 寵物飲水槽/碗 地下室積水地下室陰井



室內常見孳生源 -底盤



室內常見孳生源



室內常見孳生源 –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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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常見孳生源

輪胎 水生植物 水桶、花灑

馬槽水 屋頂積水 冷卻水塔陽台地面積水



室外常見孳生源 –桶蓋



室外常見孳生源

戶外洗衣機 遮雨棚 活動車棚

頂樓水表 金爐 儲水桶倒置的金爐

帆布



室外常見孳生源

燈罩 屋簷排水槽 廢棄免洗餐具

旗桿座 保利龍 水溝噴水池(造景)

公園裝飾燈



其他孳生源

塑膠椅 紐澤西護欄

安全帽 塑膠箱 手推車椰子殼

畚箕大王椰子樹積水



其他孳生源 –樹洞



特別的孳生源



特別的孳生源

蝸
牛
殼



傳染病防治法相關條文介紹



傳染病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蚤、蝨、鼠、蟑螂及其他
病媒。
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應依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

傳染病防治法 第25條

民眾未能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經實施孳
生源查核於其住家或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可依本法第70條：「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罰之。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
停業。」



傳染病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
檢查、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 第36條

民眾如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所為各項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如實施孳
生源查核等)、檢疫措施，可依本法第70條：「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傳染病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 第38條

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者，如拒絕、規避或
妨礙防疫工作(如實施孳生源查核等)，可依本法第67條：「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
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
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
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
前項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團體、公司、廠場，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假。



公權力執行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提醒，
全民一起清除家戶及環境中的積水
容器，防止病媒蚊孳生。

一旦查獲孑孓就會逕行舉發並依傳
染病防治法裁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無改善期！



如何預防登革熱



孳生源處理原則
 儲水或盛水容器：

 廢棄容器：

 清除環境中其他積水處：

 養殖水生植物的容器：



澈底落實「巡、倒、清、刷」

 巡

 倒

 清

 刷



~快樂出國遊，莫將登革熱帶回國~

旅遊前
•做好居家環境積水容器清除及倒置

旅遊中
•應注意防蚊措施，避免蚊蟲叮咬

旅遊後

•自流行地區返家後，2週內若出現登

革熱相關症狀，請盡速就醫



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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