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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現況分析-國際及國內登革熱疫情

台南36例
(本土8例，
境外28例)

台南22778例
(本土22761例，

境外17例)

台灣2015-2017年登革熱病例地理分布

2015年 2016年

高雄19830例
(本土19769
例，境外61

例)

屏東414例
(本土402例，
境外12例)

高雄318例
(本土282例，
境外36例)

屏東34例
(本土20例，
境外14例)

2017年國際登革熱病疫情概況 縣市別 本土病例數 境外病例數

台北市 0 60

台中市 0 40

台南市 0 18

高雄市 3 33

基隆市 0 3

新竹市 0 7

嘉義市 0 3

新北市 6 55

桃園市 1 39

新竹縣 0 6

宜蘭縣 0 3

苗栗縣 0 4

彰化縣 0 12

南投縣 0 8

雲林縣 0 3

嘉義縣 0 5

屏東縣 0 8

澎湖縣 0 1

花蓮縣 0 1

台東縣 0 0

金門縣 0 0

連江縣 0 0

2017年臺灣本土、境外病例

台南18例
(本土0例，
境外18例)

高雄36例
(本土3例，
境外33例)

屏東8例
(本土0例，
境外8例)

2017年

本土病例 台南 高雄 屏東

2017 0 3 0

2016 8 282 20

2015 22761 19769 402

世界一半人口(128國,39億人)面臨登革熱威脅(2017.4世界衛生組織)
登革熱疫區仍以東南亞及中南美洲為主,境外移入病例持續發生；
目前仍是病媒蚊活躍季節，境外移入及本土疫情風險仍存在

1.世界組織：每年約有3.9億人感染登革熱
2.國際往來頻繁，仍需持續防疫共同面對
3.化危機為轉機，訂防治策略全民總動員
4.2016年9月GIS資訊系統上線，迄今無本土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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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44927(死亡56)
寮國10302(死亡14)
柬埔寨2884
越南160567(死亡30)
緬甸21300(死亡128)

馬來西亞
74348(死亡160)
新加坡
2457

菲律賓
97287

(死亡526)斯里蘭卡
167365
(死亡215)

資料來源：WPRO、泰國疾控中心、斯里蘭卡衛生部、

新加坡衛生部、新加坡環境局、馬來西亞衛生部、

Viet Nam News、Vietnam News Agency、ECDC



登革熱疫情爆發魚骨圖

國際疫情嚴峻防疫量能

防疫知能

地理條件疾病特性

未落實環
境自主管

病媒蚊
分布擴張

聖嬰現象

資源
未整合

人力及
物力不足

都市化

27區為斑
蚊分布區域

不顯感染

症狀不典型

人口密度高且流動性高

登革熱
疫情發生

發燒、腹瀉、嘔吐

登革熱認知
意識不足

背景與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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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防治魚骨圖

加強防堵
境外移入

成立登革熱
專責中心

降低社區
病媒蚊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外籍移工
NS1篩檢

症狀通報追蹤

專責人力
永續防疫

整合資源

病媒蚊監測體系

加強社區動員

醫事人員訓練

防治
登革熱

旅行公會
出入境宣導

預防行噴藥
NS1快篩多點化

提升民眾
防疫知能

防疫在地化

防疫知能
向下扎根

醫療院所訪查

背景與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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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己知彼，教知斑蚊生活史
2.教知發病症狀及潛伏期
3.快篩醫療院所：民眾就近看診(創新)
4.醫療院所快速通報系統(創新)
5.由地圖分佈第一時間預防(創新)

登革熱症狀

宣導NS1快篩醫療院所就近就診

醫療院所通報系統

發燒通報網 第一時間掌握發燒分佈區

潛伏期推算感染來源

埃及、白線斑蚊引發傳染病：登革熱、屈公熱、茲卡 (三合一防治)

斑蚊生活史

背景與現況分析-認識登革熱、即時通報

發燒分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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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防疫

專業
團隊 全民

動員

媒蚊
監測

快篩
普及醫療

把關

分級
機制

專業
交流

科技
防疫

•105年4月成立「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106年1月國家病媒蚊中心-臺南研究中心
•定期召開登革熱跨局處工作小組會議

•衛教宣導提高民眾自我保護及防治意識
•成立社區防疫隊志工團隊
•查獲陽性孳生源開立舉發單

•利用誘蚊產卵器監測孳生源清除結果
•連續2週布氏指數達3級或高度疑似病例
委請環境保護局進行戶外預防性化學防治

•確診病例發生後，儘速規劃化學防治方式

•持續輔導基層醫療院所提供NS1快篩檢測

•於外籍勞工入境3日內全面進行NS1篩檢

•確認通報個案TOCC

•輔導醫療院所疫情初期，儘量收治登革熱
病人住院，防堵病毒的傳播

•啟動登革熱急診及門診以緩解急診負擔

•啟動疫情指揮中心分區分級機制

一級指揮官：市長
二級指揮官：局長
三級指揮官：區長

•參與新興計畫，發展新式疫情

監視及防治系統
•參與澳洲沃巴赫氏菌（Wolbachia）

試驗計畫

•擴充本市登革熱疫情地理資訊系統功能

•結合物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
慧科技，分析病媒蚊孳生源點，對可能
發生的疫情進行熱點預警

防治登革熱 推動八大原則

1.成立專業團隊（防治中心.蚊媒中心）
2.全民動員(志工.舉發單）. 媒蚊監測(布氏指數)
3.NS1快篩普及、醫療把關(優先收.防擴散)
4.指揮中心分級機制、專業交流(參與新式疫情)
5.科技防疫(GIS.大數據)(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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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通報
與監測 孳生源巡查

及清除

化學防治
作業

社區動員
衛教宣導
與培訓

預防

境外移入

落實

公權力

跨單位

合作 人

病毒
病媒
蚊

控制病媒蚊密度
降低登革熱及登革重症發生率

2018臺南市登革熱防疫重點 1.民眾用【掌蚊人】疫情通報
2.監測人員孳清.放置誘卵桶
3.卵數地圖分佈以監測熱區
4.區里巡查清除孳生源
5.執行孳清及預防性噴藥
6.境外(外勞.旅行社)
7.開單取締落實公權力

疫
情
通
報

誘卵桶數量分佈

旅行社宣導
外勞入境管理
多國語言宣導
機場發燒通報

開單取諦以落實公權力

跨單位全市總動員

區
里
全
體
動
員

應用/服務概述

各局處所轄
民間團體
宣導動員

病媒蚊密度調查

有病例或預防性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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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科技整體運作關係架構圖
GIS疫情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平台

跨局處人員共用
主要功能：防疫作業區

自動產出：疫情統計區
首長平台
公開閱覽平台

整合聯結
雲端服務：監測作業

聯合巡查
NS1篩劑

物 聯 網：智慧補蚊燈

大 數 據：病媒蚊管理
誘卵桶管理
掌蚊人APP
智慧補蚊燈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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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誘卵桶



登革熱疫情地理資訊系統
(簡稱GIS系統)

將現有的登革熱防疫流程作為基礎，
建置資訊平台：即時查詢、追蹤、管
考，歷史資料保存，現狀的掌握及預
測未來可能的趨勢。簡化工作，產製
報表，資料分析，再透過GIS系統平台
技術的導入，建置一套線上的即時作
業平台，利於空間分析，永續發展。

帳號登入角色：
衛生局、環保局、
工務局、經發局、
衛生所、區公所、
里長、監測人員

自然人憑證(防疫人員登錄)

(跨部門合作)

1. 建置資訊系統提升效能。
2. 保存防治歷程並永續發展。
3. 運用空間分佈視覺化分析。
4. 數據統計分析，評估防治效能。
5. 結合成大做大數據分析以掌控熱區。

系
統
架
構
圖

技術應用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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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境外確診病例統計

GIS系統-個案病例管理

時間範圍

快速設定日期

地圖定位

以顏色區分區里病例嚴重性

360度環景

匯出表格做後續處理

1.資料彙整依權限區里查詢
2.顯示通報數量.本土.境外並排序(創新)
3.個案地圖分布、地圖定位
4.依時間軸了解病例趨勢
5.利於區里督導及決策分析

區里查詢

總計通報數量

地
圖
顯
示

個案
通報數量(空心)

確診個案(紅色)

移動可顯示週狀況

個案時序趨勢圖

2015年

個案地圖分布

確診個案排序

依時間軸播放

2015年

個案病例空間時序圖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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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天四次疾管署介接改每小時一次



GIS系統-疫情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二、症狀與就醫
三、活動地點及

環境調查
四、接觸者
五、防治作為
六、疫情調查

將通報及確診個案資料
自動彙整每日line給長官

1.以往防治作為人工剪貼再彙整為訊息
2.自動彙整登錄資訊(即登打即所得，自動彙整)
3.未登錄者，圖示辨識，可追蹤、管考。
4.自動產生通訊快報(創新)
5.透過系統做熱點分析(創新)，病毒血症期擴散區域。
6.效用：提升至少6倍

資
料
登
錄
與
否
通報快訊

防疫如同作戰，需迅速確實

介接疾管署法傳倉儲系統

通報快訊

個案防治作為描述登錄個案疫情狀況

疫情調查表匯出EXCEL檔 病毒血症期高風險區域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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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系統-緊急噴藥管理

1.以往小畫家繪圖，保存查詢統計不易，
2.以個案尺標(如50公尺)繪製噴藥或孳清範圍
3.噴藥記實：集合地點、人員、藥劑、戶數(創新)
4.儲存歷史噴藥圖資、滙出門牌資料
5.噴藥與個案關係圖(創新)，噴藥節省10倍時間

顯示50公尺(或自訂範圍)

區里、噴藥或孳清、集合時間地點

繪圖

匯出戶數地址
截下噴藥地圖

噴藥資料管理

噴藥戶數門牌資料

噴藥底圖更換

繪製地圖
印出地圖

繪製噴藥地圖

座標定位

直接連接個案或自行登打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噴藥人力、藥品、劑量、戶數

噴藥資料輸入

防止重覆噴藥

個案分布地圖呈現 噴藥與病例數關係圖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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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環保局戶內外噴藥



GIS系統-列管點管理

1.以往資料散佈各處不易分類統計
2.隨時查詢(區里)列管或結案資料及統計分析
3.列管點有八大類別及四大級別(嚴重性)
4.顯示地理位置及顏色圖示類別級別排序(創新)
5.照片上傳及登錄列管歷程(創新)
6.分析列管點與個案相關性(創新) 節省10倍時間

列管點管理

列管點地圖呈現

記錄多次勘查記錄

勘查照片 滙出門牌資料

列管點複查紀錄

滙入新增類別級別排序

坐標定位

列管點資料輸入

1.髒亂空屋
2.髒亂空地
3.儲水菜園
4.積水地下室
5.廢棄輪胎回收場
6.廢棄冷卻水塔
7.資源回收場
8.陽性水溝

列管點圖示分類及顏色分級

列管點分佈
與病例之地理
位置關係

紫色：病例
綠色：列管點計數

病例與列管點分佈地理關係圖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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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系統-病媒蚊密調管理(創新)

1.以往37區衛生所資料email至防治中心
2.彚整至excel產生週月報表布氏指數級數表
3.現自動產生布氏指數級數表，時間節省100倍
4.自動產生陽性點資料及病媒蚊與個案關係圖
5.可追蹤管考未上傳之資料缺漏
6.產生病媒蚊空間時序圖

舊
版
里
級
數
表

布
氏
指
數
里
級
數
表每週、每月

布氏指數里級數表

布氏指數

各區里病媒蚊指數
與個案數關係圖

區里病媒蚊指數與個案關係圖

追蹤管考未上傳之區別

隨時間產生變化

播放

左右鍵推播一週

布氏指數

空間時序圖

連結成大誘卵桶

可依布氏指數
級數排序

依區里查詢

里級數表滙出

詳
細
報
表

病媒蚊密度調查管理
每月約3萬戶

密調資料自動產生陽性點

戶內戶外陽性容器數量型態

陽性點管理
陽性戶每月約3000筆

應用/服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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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及政府資訊資源共用共享
臺南市政府開放平台登革熱專區
提供GIS與GPS定位座標，後續做效果評估。
1.「本土登革熱病例數」、「病媒蚊密度調查」
2.「登革熱噴藥場次」、「戶外化學防疫軌跡路徑」
3.「施工中建案資料」、「工地登革熱防疫宣導」
4.「空地空屋孳清改善資料」
5.「市民1999通報待孳清空地空屋資料」
6.「臺南市溫濕度資料」 、「臺南市雨量資料」

臺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資料開放平台/登革熱專區

擴散與開放性

2015登革熱累積病例加值應用 2015登革熱噴藥加值應用
2015登革熱群聚加值應用

應用/服務概述

TGOS MAP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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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分析(創新)

掌蚊人App民眾定位通
報

誘卵桶地理位置及卵數熱點分析

民眾通報熱點分佈圖

市長與成大校記者會

1.民眾拍照定位回報，顯示熱區分佈
2.誘卵桶點位分佈及卵粒數
3.巨量分析陽性率VS卵粒(平均或集中)
4.透過記者會宣導掌蚊人APP
5.LINE聊天機器人查詢登革熱相關資訊

誘卵桶陽性率及卵粒數巨量資料分析

卵
粒

陽性率

誘卵桶：學校、市場、公園、風景區、
花店、銀行、教會、寺廟、
養護機構、公共聚會場所等
高風險場所。

放置2880桶,3456每週平均3(5)萬粒卵
數

創新性與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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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黄旌集博士誘卵桶系統



1.智慧捕蚊燈(物聯網)2018年6月未使用
捕蚊燈放置感測器透過wifi將收集到的病媒蚊資
訊傳入後端系統，監控隨時間變化的成蚊密度趨
勢，產品越趨成熟，接受度越高，即可供產業界
生產銷售。

2.智慧防疫儀表板顯示瞬間捕蚊數量及總數

3.捕蚊數量與時間視覺化地理分析

4.開放資料加值運用，如病例、病媒蚊數據呈現

5.補蚊燈未來資料加值運用

物聯網功能與架構 (創新)

2015年登革熱熱區變遷圖開放資料加值應用

智慧防疫儀表板 智慧捕蚊燈實物照 智慧捕蚊燈地理分布及熱區視覺化呈現

總數

瞬間捕蚊數量

高活動時段

創新性與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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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技術服務(創新)
Google服務提升工作效率

1.透過GPS即時掌握監測人員位置
2.監測人員工作路線紀錄
3.佈設誘卵桶點位管理
4.跨局處聯合稽查密調表單
5.衛生所及醫療院所NS1物資管理表
6.各局處轄區巡查統計表

即時掌握監測人員位置

NS1物資管理

誘卵桶點位管理工作路線紀錄

聯合稽查密調表單 局處巡查統計表

創新性與獨特性

18



試煉場域說明 專責中心

接獲疑似
病例通報

CDC判
定結果

採血清檢體(送疾管署南區研檢中心)

確診

解除列管
陰性 居家自

我管理

確診後作為
1.擴大疫調/孳清範圍
2.室內緊急噴藥作業
3.全方位衛教宣導(個案、鄰里、醫療院所)

症狀明顯且於病毒血症期
1.轉急診並安排區域級以
上醫院，收住院治療
2.提供蚊帳及防蚊液
3.進行個案衛教

發病日後28

天解除列管

個案疫調
住家、工作地、活動地

孳生源清除
噴藥

置噴霧罐

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組織架構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疑似通報個案標準作業流程

本市2016年4月成立
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 衛生所完成三合一防治作業

登錄GIS登革熱
地理資訊系統

1.成立組織: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
2.建立監測.疫情.資訊.防治.行政分組運作
3.結合中央成立創新防疫科技新產業
4.建立疑似病例通報流程.三合一防治
5.結合GIS登革熱資訊系統掌控疫情

2017年1月結合中央
成立創新防疫科技新產業

與疾管署合署辦公

應用場域服務範圍：全台南市面積2,192平方公里，
人口數超過189萬，轄內共37個行政區、752個里。

19



一級副指揮官
副市長

副執行秘書
衛生局長環保局長

執行秘書
秘書長

疫情檢驗與
醫療組

化學防治組
病媒蚊密
度調查組

孳生源
清除組

教育宣導組 疫情分析
研判組

物資及人
力整備組

追蹤考核組

一級指揮官
市長

衛生局
醫療院所
醫師公會
藥師公會

衛生局
環保局
民政局
警察局
消防局

衛生局
環保局
民政局
各區公所

衛生局、環保局
民政局、工務局
教育局、社會局
各區公所、本市
轄區各中央機關
學校、國營事業

民間團體

新聞處
衛生局
環保局
教育局

衛生局
環保局
醫療院所

衛生局
環保局

研考會
衛生局
環保局

1.指揮中心分三級開設 (區長.局長.市長)(編防疫手冊）
2.每季召開【領航會議全民參與】(一級開設責任分工)
3.全區動員宣導民眾【巡、倒、清、刷】四步驟
4.遠離登革熱衛教宣導及區里發放宣導單
5.中央與地方聯合稽核，管考落實程度

每季召開領航會
議，市長親自主
持，邀請疾管署、
環保署、臺南市
醫藥公會、臺南
市轄內中央機關、
大專校院、高中
職、國營事業、
國軍部隊。

疫情指揮中心分級機制

跨部門合作機制

試煉場域說明 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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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煉場域說明 疫情爆發時
1.病例通報：確診後成立指揮中心(分級)

2.做疫情調查：GIS通報快訊上傳主管

3.科技防治：GIS統計分佈綜合病毒血症期.
列管點.病媒蚊及誘卵桶熱區分析。

4.化學防治：GIS繪製孳清及噴藥範圍

5.區塊防治：動員組織及區公所防疫志工

6.多元宣導民眾：行動版防疫即時通

個案病例熱區示意圖 病毒血症活動熱區示意圖

疫調及通報快訊上傳 GIS繪製孳清及噴藥範圍
整合儀表板病例趨勢

21



試煉場域說明 平日防治作為
1.密度調查：每月約3萬戶積水容器調查

GIS產生布氏指數里級數表

2.誘卵桶：每週平均約3萬粒卵
產生陽性率及卵粒數統計表

3.掌蚊人及智慧捕蚊燈：顯示蚊媒熱區

4.預防性防治：依布氏指數.誘卵桶.蚊媒熱區
列管點繪製GIS孳清或噴藥

5.組織動員：相關單位及區公所防疫志工

6.雲端服務管考：紀錄監測作業及複查工作病媒蚊空間時序表 誘卵桶卵粒數及熱區

智慧捕蚊燈佈點熱區 誘卵桶統計分析作業 區里陽性率及卵數
22



1.節省機關人力、物力、時間成本：37區區公所及衛生所
即時獲取資訊，做應變策略，時效的掌握是最大關鍵。

2.將疫情公開於OpenData網站，各界加值運用及研析。

3.登革熱密調戶數每月至少3萬戶，集中於人口密集都會區，
改善民眾守法友善環境觀念。

4.防疫兼具社會公益責任：家戶孳生源密度調查時，發現邊
緣戶，先協助整頓居家住宅，寒中送暖。

5.建置醫療院所通報系統及病患分流制度：第一時間監督防
止擴散，分流以提升登革熱診療品質。

6.防治登革熱，增加宜居城市的正面形象：臺南的轉角就可
與歷史對話，防治登革熱亦防治兹卡病毒及屈公熱。

7.防治成果獲外界肯定：專家顧問團於記者會指出「本市此
次防疫…全球防疫的創舉，為登革熱的GCP標竿」。

8.2016年中國醫藥大學風險中心研究「登革熱病媒蚊監控
與動態預警決策支援系統」，讚賞有嘉。

9.衛福部106年度4月衛政及社政首長聯繫會議參訪臺南登
革熱防治中心及國家蚊媒傳染病研究中心。

政府效益及價值

97~106年臺南市登革熱總病例圖

試煉場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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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年本土病例為8例，全國成效最佳，105年9月迄今無
本土病例，106年滾動式方式檢討改善。

2. 民眾的滿意度高：本土病例達到0病例，得到民眾認同，
安居樂業、出入無虞。

3. 民眾受益：改善民眾周遭環境，如原本雜草叢生、髒亂或
空地空屋，美化環境或闢建停車場。

4. 疫情減緩：控制得宜，民眾免於恐慌國際疫情嚴峻。

5. 市民參與：疫情公開透明，公開閱覽平台RWD及手機
APP、掌蚊人APP、NS1快篩醫療院所、誘卵桶。

6. 少噴藥、免抗藥性、友善環境，減少民眾噴藥困擾。

7. 有效防疫，節省人力支援疫情嚴重時，動員更多孶清噴藥
人力甚而軍方人力支援。

8. 有效防疫，節省防疫物資的大量消耗，如噴槍藥劑、噴藥
罐、防蚊液、防蚊衣、口罩等。

9. 各區區長主政成立「社區防疫志工隊」106年成立445隊，
共7,204人，規劃教育訓練共349場，參與人數為25,403
人次，「社區環保志工隊3000人」。

10.各局處宣導及稽查所轄之各民間團體。

11.衛教宣導年初至今累計約四十萬人。
97~106年全國與南部三縣市登革熱總病例趨勢圖

民眾感受及價值試煉場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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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遭遇困難及如何克服
1. 滾動式檢討防治作為，隨時有新作為，即思考

如何運用科技去克服，減少人力的煩瑣作業。

2. 系統導入之初期，少數防疫人員對電腦不夠熟
練及防疫人員流動；因此需再教育訓練。

3. 系統導入上線後，實際需求不斷增加及改良；
需進一步修正擴充，才能滿足使用者需求。

4. 掌蚊人民眾回報之照片及資料，有不準確之虞；
有時需篩選過濾，以獲得正確資料。

5. 智慧補蚊燈需透過wifi，行動網路上傳至雲端，
若無網路之地區則無法即時統計蚊媒數量；因
此先行放置於有網路之商家。

iThome電腦報新聞雜誌報導

臺南市靠科技防疫對抗登革熱
更結合大數據找對潛在疫區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7281

臺南市如何用大數據對抗登革熱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7133

中國醫藥大學公衛系與附設醫院大數據中心
公開台南市研發登革熱動態預測系统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9171.aspx#.Wh_WrtKWaUk

相關報導佐證資料

登革熱科技防疫教育訓練中國醫藥大學參訪報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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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宣導 病例分佈

創新指標綜觀

列管點與病例之位置關係病媒蚊空間時序表

氣温與雨量之影響 資訊整合儀表板

近兩週/全年：
國外疫情
通報.病例
衛教人數.
噴藥戶數
布氏指數里級數

1.概念創新及獨特性：

視覺化效果：病媒蚊.誘卵桶.列管點.噴藥.氣温.雨量資訊。整

合儀表板：其他國家疫情，衛教、通報與病例、病媒

蚊密調、布氏指數里級數、噴藥等。

2.流程創新及獨特性：防疫如同作戰

GIS平台簡化流程時間：病媒蚊布氏指數節省100倍、噴藥繪

圖省10倍、通報快訊省6倍、病毒血症熱區10倍等。

3.應用終端創新及獨特性：

市民：公開閱覽平台RWD網頁版及手機版APP。

掌蚊人APP：提供民眾回報髒亂點，隨時掌握熱點區域。

誘卵桶：即時卵粒熱點分布。

智慧捕蚊燈：採用吸入式捕蚊燈中加裝了防逃監控裝置。

雲端Google運用：紀錄工作路徑、稽查複查，試算統計。

NS1篩劑醫療院所 26



產卵浮板

4.服務模式創新：

專家學者合作：

 誘卵桶內藥劑的實驗，戶內外放置位置評估。

 噴藥各藥劑的效用(羅怡珮教授)。

 小型及大型誘殺桶黏劑的效用(杜武俊教授)。

 成大誘卵桶大數據分析(莊坤達教授)。

 防蚊產品的使用效用回饋防疫創新產業中心。

產官學合作：
成大與聯發科合作補蚊燈(物聯網)，置放商家。

GIS資訊統系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物聯網概念以及雲端服務，
為登革熱防治的重要利器。

商家應用智慧捕蚊燈

小型誘殺桶

大型誘殺站

創新指標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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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商業模式 產業經濟價值

1.回饋創新防疫科技新產業：防治中心旁設創新研
發中心，雙方交互運用討論，物資及藥性藥效的
試煉，回饋廠商再研發改良更優良產品。

2.誘卵桶藥劑分析，如百利普芬等效用，噴藥藥劑
分析如喜富寧等。

3.誘卵桶精進改良佈點與大數據分析(國衛院接手)。

4.智慧補蚊燈擴大應用，充實數據再精進研發。

5.空拍機研發：無法進入場域如天溝等高處。

6.下水道忍者龜遙控攝影機應用：下水道孳生源。

7.沃巴赫氏菌（Wolbachia）試驗，應用基改蚊子
來防治登革熱，Wolbachia具有登革病毒抗性打
入埃及班蚊卵內，登革熱病毒無法繁殖。

沃巴赫氏菌（Wolbachia）成蚊養殖

沃巴赫氏菌
（Wolbachia）
卵及幼蟲養殖

斑蚊卵及幼蟲養殖斑蚊成蚊養殖

沃巴赫氏菌（Wolbachia）基改應用示意圖
空拍機實機飛行 28



獲奬事蹟

29

 2018年3月榮獲「2018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由蔡總統英文親自授獎

 2017年12月榮獲「2017雲端物聯網創新獎」(第1名)

由陳副總統建仁授獎

陳副總統建仁授獎予防治中心蘇參議亮禎

蔡總統英文授獎予防治中心陳主任怡

 2018年6月榮獲「第一屆政府服務奬」(含實地訪查)

由賴行政院長清德授獎

賴行政院長清德授獎予防治中心陳主任怡



自行營運商業模式 外部效益
1.有組織架構，可建立永續營運模式，學校培養學生友善環境
概念，衛教宣導民眾每年超過40萬人次，養成民眾守法愛
護環境的觀念，日積月累形成巡清倒刷防治登革熱的運作模
式，無形經濟效益。

2.環境美化，閒置土地清理，提昇土地利用度及加值，提高住
宅的經濟價值及城市價值，清理空地雜亂處，擇適當處闢建
停車廠，停車更便利，除民眾減少拖吊，附近商家更多客源，
共創雙贏。

3.有效防治登革熱有助觀光旅遊，活絡經濟動能：登革熱爆發
期間重創觀光旅遊，曾月減約7萬人。

4.有效防治節省動員人力及防疫物資，等於減少國家經濟支出。

5.建立產官學合作模式，提升軟體實力：大數據方式開發掌蚊
人APP、聊天機器人、誘卵桶地理分佈。

改善前

改善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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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網站

1. 疫情大幅減緩：自2016年9月起即無本土病例

(由22761病例 (2015) 8病例(2016)0病例(2017) )。

2. GIS登革熱系統 (提升效能、管考、統計分析、視覺化決策判斷)。

3. 物聯網智慧捕蚊燈：可監控成蚊時空密度趨勢。

4. 雲端服務：監測路線、聯合稽查、巡查統計表、快篩試劑。

5. 大數據分析：掌蚊人APP、病媒蚊密度調查、誘卵桶地圖分佈等。

6. 產官學合作提升產業價值：新創產業如沃巴赫氏菌（Wolbachia）

試驗，空拍機及下水道攝影機尋找隱性孳生源。

7. 開放平台資料供各界加值運用: OpenDate提供防疫策略研擬。

8. 多元宣導：透過媒體、第四台跑馬燈、廣播、LINE、市長FB、

防治中心網站、市府網站及手機APP，應已具成效。

9. 市民參與：公開閱覽網站、掌蚊人APP，手機APP。

10.環境美化：社區宣導，清理環境，防疫人人有責。

11.建立專家諮詢機制：專家指出本市為登革熱的GCP標竿。

12.永續維護機制：因疫情分布於赤道及南北回歸線，國際疫情持

續存在，本府組織堅實、分工完善，將可持續防疫。

永續維護及相關效益

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FB 31



未來計畫 • 強化防治登革熱八大原則，確實防疫。

• 精進GIS線上即時作業平台 (擴充疫情資訊、防疫物資管理、
噴藥繪製擴充、權限擴充管理)等，更強化相關性細緻分析
功能(誘卵桶、病媒蚊密度、列管點等等)，強化地理資訊平
台的視覺化區塊化有效性應用，更能快速準確靈活預測。

• 擴大智慧捕蚊燈應用範圍，增加蚊子之準確分辨的比率，期
能推廣銷售量產。埃及及白線班蚊之分辨，血源之分辨等。

• 強化大數據分析，病媒蚊布氏指數與誘卵桶資料交叉比對，
提升GIS資訊系統的預測能力及精確度，有助於即時決策。

• 寶貴的防治經驗，除系統資訊外，其他資訊倉儲分析如配藥、
藥劑、效期等使用效果，細緻化數據分析因果相關性。

• 培養並注射Wolbachia至班蚊卵內，成蚊後，計劃性分區，
野放雄蚊，實驗成效。

• 國衛院整合高雄、屏東資料及資訊系統，統籌國家整體資源，
疫情爆發時，人力物資調度支援，分享防疫經驗，提昇整體
作戰能力。

• 整合各縣市的防治經驗，組成國家團隊，協助其他疫情嚴重
之國家，創造新南向外交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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