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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簡介



登革熱簡介

◼ 俗稱天狗熱，又稱斷骨熱

◼ 傳播者：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

◼ 典型登革熱、登革出血熱

◼ 不會經由人傳染給人

◼ 典型登革熱病毒可依抗原分為Ⅰ、

Ⅱ、Ⅲ、Ⅳ

◼ 感染某一型，對該型有終身免疫，

對其他型僅有短暫免疫力



臺灣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
◼臺灣地區傳播登革熱的病媒主要是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

◼特徵是身體黑色腳上有白斑。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腳上都有黑白
相間的斑紋亦

叫花腳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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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1. 喜歡棲息於室內。
2. 尤其是深色之窗簾、衣服、布幔及其他陰暗處所。

1. 喜歡棲息於室外。
2. 孳生於棲息場所附近之植物及戶外之陰涼處所。

1. 較易受到驚擾。
2. 一天可吸多次吸血。

一次吸飽為原則。

斑蚊在白天吸血，以早上9-10時及下午4-5時為吸血高峰。



斑蚊卵粒及幼蟲 ◼ 埃及斑蚊 ◼ 白線斑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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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卵

幼蟲



卵期 幼蟲期 蛹期

3-4天 5-6天

1-2天

登革熱病媒蚊的一生

雌蚊具
絲狀觸角

雄蚊具
羽毛狀觸角

成蟲期



感染登革熱症狀

◼ 一般症狀

 頭痛、後眼窩痛、高燒、

肌肉痛、食慾不振、關節

痛、出疹

◼ 警示徵象

 容易嗜睡、躁動不安、胸

水、腹水、腹痛、肝臟腫

大、出血、持續嘔吐



傳播途徑

◼ 感染方式

帶病毒病媒蚊叮人時將病毒傳

入人體內

◼ 不會經由空氣或飛沫傳染

◼ 不會由人直接接觸傳染給人

登革熱



登革熱傳染時程圖

-1 0 5 10 20 30 日

10 31

病毒在蚊蟲體內繁殖 8-12 日
後可再傳染給健康的人

-1 5 7 17

可感染期

(發病前1日到後5日)

指標病例發病日 次一波病例平均發病日

登革熱流行預防關鍵 次一波病例發病日(潛伏期3-8日)



感染登革熱

◼可感染期：發病前1日到

後5日

◼遵從醫師指示服藥、多

補充水分，在家休息

◼做好防蚊措施，避免外

出減少病毒藉由蚊蟲散

播造成社區群聚



治療登革熱
沒有特效藥

◼ 按時服藥、多喝水、多

休息

◼ 發病後5天內避免蟲叮咬



防蚊液

◼請使用衛生福

利部、環保署

核准的防蚊液

◼外出著淺色長

袖衣褲



國際疫情及本市疫情現況



◼ 112年全國本土確診為0例，

境外移入累計至13例，臺南

市本土個案為0例及境外移入

為2例。

◼ 112年國外疫情以馬來西亞

為最高，累計至3月19日止

共23,996例；次高國家為菲

律賓，累計至2月23日止共

17,136例。

◼ 112年與111年同期疫情相比，

各國病例人數均為增加，其

中增加最顯著的為馬來西亞，

與111年相比增加16,553人。

國際疫情及
本市疫情現況

國家
2023病例數

(死亡數)

2023
統計

截止點

2022年同期病例數
(死亡數)

2022同期
統計截止點

與2022同期
比較

菲律賓 17,136 (55) 2/23
5,555 (61) 2/123 增加11,581人

12,634 (84) 3/26 增加4,502人

越南*1 15,129 (3) 2/19
6,674 (2) 2/19 增加8,455人

12,372(4) 3/27 增加2,757人

馬來西亞*2 23,996 (15) 3/19 7,443 (3) 3/21 增加16,553人

泰國*3 7,691 (7) 3/15 1,123 (3) 3/15 增加6,568人

柬埔寨*1 580 (1) 2/18
219 (0) 2/18 增加361人

457 (1) 3/19 增加123人

斯里蘭卡*4 16,016 (-) 3/17 11,184 (-) 3/18 增加4,832人

印尼 - - - - -

寮國*1 363 (0) 2/18
26 (0) 2/18 增加337人

68 (0) 3/12 增加295人

新加坡*5 2,097 (-) 3/17 2,447 (-) 3/21 減少350人

帛琉 (0)- 3/2 (4)- 3/19 減少4人

登
革
熱

地區
本土
確診

境外
確診

備註

全國 0
13

（高雄市5、臺南市2、臺北市2、臺中市1、
屏東縣1、新北市1、新竹市1）

【感染源國家】
印尼5、馬來西亞4、
印度1、馬爾地夫1、
菲律賓1、越南1

臺南市 0 2（東區崇文里、歸仁區大潭里） 印尼旅遊史，第二型



登革熱的危機與挑戰
◼人

症狀不顯性

民眾風險意識低

社區動員能量不足

防治人力需求龐大

就醫、診斷、通報延遲

公權力施展不易

◼環境
全球氣候暖化

國人東南亞旅遊、貿易頻繁

社區環境老舊，人口密集度

◼病媒蚊
抗藥問題

隱藏性孳生源多

境外移入風險



全國及本市近年登革熱病例數

年
全國 臺南市

本土 境外 本土 境外

104 43419 365 22760 17

105 381 363 10 28

106 10 333 0 18

107 183 350 1 25

108 100 540 31 35

109 73 64 0 7

110 0 12 0 2

111 20 68 0 6

112 0 14 0 2



境外移入病例

本土病例

爆發疫情

民眾出國探親、旅遊時感染登革熱
未被發現，或未及時阻斷病毒擴散

境外移入病例於病毒血症期遭住家
斑蚊叮咬後再傳播其他人造成本土
病例

本土病例首波未獲控制，造成疫情
擴大

臺灣本土登革熱疫情發生原因



人口密度高.校園環境
淪為病媒蚊隱藏處
◼病人來源

民眾運動

國際交流頻繁，交換生、返鄉探親

◼環境
校園腹地廣大，容器多，常為病媒蚊躲藏
處

民眾運動後隨意棄置瓶瓶罐罐

教室環境封閉

資源回收站

天然的孳生源，樹洞、大型樹葉

水溝多有積水與淤積

工地環境管理不佳



校園登革熱防治
校園常見陽性點(孳生源)分佈



什麼是孳生源

◼病媒蚊幼蟲所生長

的環境，也就是病

媒蚊培育下一代的

大本營

◼天然容器：大型樹

葉(椰子葉)、樹洞

◼人工容器：花盆底

盤、水桶、花瓶、

地下室



校園 陽性點 1/4

新建工地

工地地面積水孳生病媒蚊

廢棄水塔積水孳生病媒蚊

廢輪胎 廢容器

帆布

U型管

校園新建工程用地，廢棄容器、帆布、工程用工具，
雨後造成積水，定期巡查避免孳生病媒蚊



校園 陽性點 2/4

辦公室、教室、頂樓、停車場

壁面孔洞積水
孳生病媒蚊

水生植物
孳生病媒蚊

帆布積水

調勻槽未加蓋

室內盆栽底盤積水、停車場調勻槽未加蓋
壁面孔洞積水孳生病媒蚊



校園 陽性點 3/4

校內邊緣死角

地板積水孳生病媒蚊孑孓

排水管處積水

資源回收場大型廢棄機具凹槽處易積水



校園 陽性點 4/4

校內.校外邊緣死角
雨季過後定期巡查校園周邊環境

排水管或排氣管上方無加蓋，使用紗網覆蓋或購置新管蓋



孳生源處理原則1/2

◼倒置或加蓋及裝設紗網

不用時倒置，使用時加蓋或細紗網密封

傾倒積水時注意不可倒入水溝中，應倒於陽光曝曬下之地面較為適宜



孳生源處理原則1/2

◼定期換水、刷洗、填充物、養魚每週換水一次，換水時請記得刷洗
容器內部

◼或用小石頭、彩色膠質物等置入容器，水面不超過填充物

◼飼養食蚊魚



防治中心針對校園登革熱防治

◼防疫福袋健康包 ◼跨局處聯合稽查

◼寒暑假開學前登革熱巡查 ◼登革熱專案稽查

跨局處聯合稽查 防疫福袋健康包 校園專案稽查





相關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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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實「巡、倒、清、刷｣，112

年4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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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南部降雨量少天氣逐漸轉暖，病媒蚊傳染病蠢蠢欲動，民眾應注意儲

水方式，落實儲水容器加蓋或覆蓋 16 目紗網、每週澈底刷洗容器內

壁一次，以避免病媒蚊孳生。

◼國境政策鬆綁，社區感染登革熱風險增加，規劃前往登革熱高風險國

家旅遊或探親，請於出遊前做好防蚊措施，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

蚊藥品(如:DEET或Picaridin)，長時間在戶外活動時，建議穿著長袖衣

褲避免蚊蟲叮咬。

◼防治登革熱最好的撇步請確實做好巡、倒、清、刷。



水情吃緊，防疫更不能
鬆懈，登革熱是一種社區傳
染病，防治要成功，需要全
體市民一起動員落實「巡、
倒、清、刷」

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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