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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革 熱 （＆茲卡）傳 播 鏈 

三要素 
 

人 

 

蚊 

 

孳生源 

兩介質 
 

 

病毒 
 

 

 

環境 



卵 

蛹（1-2天） 

吸血 

蚊子的生活史(約10天） 

雌蚊具絲
狀觸角 

幼蟲（5-6天） 

羽化 

孵化 

雄蚊具羽
毛狀觸角 

♂ ♀ 

卵（3-4天） 

蚊子 ~ 斑蚊 ~ 登革熱＆茲卡 



斑蚊屬 ~ 白線斑蚊 ~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 



106年全台境外移入病例分布 
高雄市106年境外

登革熱 
入境國家統計 

入境國家 人數 

越南 10 

馬來西亞 5 

泰國 3 

菲律賓 3 

緬甸 2 

印度 1 

斯里蘭卡 1 

印尼 1 

柬埔寨 1 

新加坡 1 

孟加拉 1 

馬紹爾群島 1 

合計 30 

縣市別 病例數 

台北市 54 

新北市 48 

桃園市 38 

台中市 32 

高雄市 30 

台南市 15 

彰化縣 11 

南投縣 8 

新竹市 7 

屏東縣 7 

新竹縣 6 

嘉義縣 5 

苗栗縣 4 

基隆市 3 

宜蘭縣 3 

雲林縣 2 

嘉義市 2 

澎湖縣 1 

花蓮縣 1 

台東縣 0 

連江縣 0 

金門縣 0 

總計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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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調查  完成里數 白線斑蚊幼蟲數 埃及斑蚊幼蟲數 白線：埃及 

台北市 36% 13,085 0 - 

台北縣 12% 3,635 0 - 

台南縣 60% 30,577 1,282    23.8：1.0 

台南市 88% 11,216 11,836 1 .0：1.0 

高雄市 57% 6,162 25,418  1.0 ： 4.1 

高雄縣 78% 24,878 8,911  2.8 ： 1.0 

屏東縣 67% 34,767 5,692  6.2 ： 1.0 

 縣市合併 白線：埃及 共同區域  白線：埃及 

大台南都 3.2 ： 1.0 台南縣市 3.2： 1.0 

大高雄都 1.0 ：1.1 
高高屏  1.6：1.0   

屏 東 縣 6.2 ：1.0 

98~99年臺灣埃及.白線斑蚊分布調查統計分析 

 

1、斑蚊幼蟲﹝孑孓﹞室內 / 室外分布比率 = 20% 室內﹝陽性容器﹞ ：80% 室外﹝陽性容器﹞！ 

2、斑蚊成蚊室內 / 室外分布比率 = 9隻埃及/ 室內：1隻白線 / 室內﹝室外反之﹞！ 
 

3、斑蚊成蚊生命週期﹝28度C﹞= 30天 / 埃及：14天 / 白線 ！ 
 

4、斑蚊成蚊病毒複製傳播效能 = < 7天  / >28度C， 8~12天  / 20~27度C，>20天  / < 20度C，停止 / < 15度C 
 

9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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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白：埃 980319始 

前  金 1：34.0 990617畢 

前  鎮  1：12.1 990430畢 

新  興  1：11.5 990617畢 

三民西  1：11.2 990325畢 

苓  雅  1：8.59 990628畢 

鹽  埕  1：7.50 990402畢 

三民東  1：7.30 990317畢 

旗  津  1：3.50 990303畢 

左  營  1：2.70 990301畢 

鼓  山  1：2.60 990224畢 

小  港  1：1.70 990325畢 

楠  梓  1：1.00 990614畢 

全  市 1：8.64 990628畢 

98~99年高雄市11行政區埃及.白線斑蚊分布調查統計分析 

資料時間：99.06.28 每里100隻孓孑/261里無白線/453里/高雄市 



溫度℃ 雌蟲數 已吸血 吸血率 

10   125      0    0.0 

12   130      2    1.5 

15     55      2    3.6 

20   131    49  37.4 

25     53    41  77.4 

30     30    26  86.6 

35   292  149  51.0 

 溫度對白線斑蚊吸血的影響 (李學進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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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危險因子 
 

斑蚊分布 
﹝埃圾斑蚊密度﹞ 

住宅密度 

人口密度 

人流動性 

生活習慣 

風土民情 

人的因素 
 

氣溫 

雨量 

公權力 

執行力 

公德心 

政治力 
……. 

……. 

登 革 熱 （＆茲卡）流 行 之 主 要 危 險 因 子 



台灣登革熱流行模式 

                    境 外 移 入 病 例 (病毒) 

                                                             

                                           

                                           

                                斑 蚊 叮 咬 

                             (卵、孑孓、成蚊) 

 

                              本 土 病 例 
 

                              傳 播 出 去 

機 場 篩 檢(-) 
 

病 人 自 覺(-) 
 

醫 師 發 覺(-) 



登 革 熱  

東南亞地區DHF個案 94.08.18旗津群聚點-中洲里DHF個案 



94.08.18小港首例-青島里個案 052 



97.07楠梓首例-宏毅里個案 



95前鎮首例-瑞和里個案 

91.10前鎮-鎮陽里永弘寺 
98.08左營-個案 



1205前鎮 003 



Rash in eye ball/symptom of DHF 



103~105年高雄市登革熱防治重大挑戰分析 

氣候變遷 
 

雨量大又持續、海溫上升新高 
 

第1型病毒 ~ 不顯性感染多 
 

第2型病毒 ~ 重症、死亡多 

104-容積獎勵 
 

大 小 型 建 案 
地下室最底層：回填坑 

電梯機坑.連續壁溝 

汙水池. 化糞池.蓄水池  
 

大 型 孳 生 源 
 

排水溝.屋簷溝 

積水地下室 
 

學校.公園.市場.社區 
空屋.空地.菜園.回收業 

 

 

災 害-103 
 

八 一 石 化 氣 爆 

 



103年苓雅區三多路福字頭、前鎮二聖路竹字頭里別氣爆 

發病日間距 ：103.06.06 ~ 103.09.26；24週~44週      ★氣爆無關死亡及出血性登革熱發生，
但增添防疫困難度（約2週無法執行），間接讓病毒延伸擴大（0807後約150例 / 1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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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雅區福字頭氣爆後2週緊急防治 – 隆.康.海.地.人.東.居 里 

103.08.09 

前鎮區清潔隊+39化兵群 

＝竹字頭里別沒疫情 

★大區塊室內外同步緊急防疫執行時間：103.08.13福海 ~康.人.東.地.居.隆 噴藥孳檢；33週+1週潛伏期＝35週發病日 

★7福字里 233例 / 發病日間距：103.07.05 ~ 103.09.01；27週 ~ 36週 ★群聚點超過3週未控制，第4周在鄰近400公尺里別發生新個案 



103年高雄市因應81氣爆災害~登革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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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雅區福字輩里別病例趨勢圖 

防疫介入 

病媒蚊密度調查暨
孳生源清除 

緊急噴藥 
積水地下室複

查及投藥 
發放防蚊液 國軍支援戶外噴藥 

20,466戶 17,354戶 936處 452瓶 331人次 

災區防治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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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4-2 

高雄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99年 7月 1 日高市府工建字第 0990038099 號令修正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為避免緊急危難或有其他維 

護公共安全之必要而有查核本市空地或空屋之維護管理情形者 

，經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後，得會同警員或里長逕 

行進入空地或空屋內勘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配合 

，並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為防止病媒源孳生或傳染病發生而認有進入本市空地或空 

屋內從事勘查或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本府衛生局或相關人員應 

會同警員或里長逕行進入從事勘查或防疫工作，不受前項事先 

通知之限制。 

 

本府工務局於2010年本市議會第一會期（第7屆第7次定期會
議）完成增修「高雄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 
原第13條條文：「主管機關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為查核本市空
地及空屋之維護管理情形，得事先通知相關所有權人派員攜帶
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及建築物內勘查，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 

工務局重點工作-閒置髒亂空屋空地全面清除管理 



104年前 鎮 區 瑞 祥 里 群 聚 個 案 鄰 近 大 型 建 案 - 停工+重罰  

工地底層.回填坑.電梯機坑.化糞池.汙水池等 工務局加強稽查並要求建商落實病媒蚊防制 



進步城市的重大建設指標-「污水下水道排放系統」，原高雄市市污水下水道排
放系統處理率已突破百分之八十以上。洗衣排水及油污廢水往下水道匯流，以
往排放家庭污廢水的屋後溝，也隨之清澈不再惡臭。 
以本市為例1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病媒蚊密度調查陽性容器分析顯示，陽性水
溝（水溝孳生登革熱病媒蚊）約占總陽性容器約8%，在乾季期，清澈、無臭的
不流通水溝儼然形成另類隱藏性大型孳生源。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102年度病媒調查陽性容器比例圖

花瓶(1),

11.99%

各式底盤(2),

6.73%

水塔、冷卻水

塔(4), 0.48%

帆布、塑膠布

(5), 3.16%

桶、缸甕、盆

(6), 40.64%

馬桶水箱(8),

1.83%

杯瓶碗罐盒

(9), 5.79% 水溝(3),

8.06%

保利龍箱盤、

塑膠籃(7),

3.43%

輪胎(11),

3.53%

其他(12),

12.94%

地下室防空洞

(10), 1.42%

國衛院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病媒蚊監測人員（4人）自105年06月15
日起開始投入本轄區水溝檢查、標記、投藥作業。檢查發現陽性溝段立即投
藥標記，再由區清潔隊(配合度佳)執行殘效水噴(解決暗溝無法投藥)，並籲
請里鄰長(里長配合度良好)協助檢視投粗鹽或倒漂白水補強。感謝區長與區
級團隊的認同與全力支持。希望未來三民東區的水溝經過今年普查標記後，
其管理與防制病媒蚊孳生能更加有效率！ 



高雄市雨後與乾季時期~大型孳生源就在水溝~黃金滅孓期~雨後3到4天+每年入冬時期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2)下雨時，地上雨水由水溝蓋往水溝匯流 

(1)側溝、屋前溝約3米間距設置一處水溝蓋    

(3)乾季或雨後，積水或雨水溢滿水溝及坑洞 

(4)乾季.入冬後或雨季雨後約1周內， 

  積水.雨水會往溝底坑洞或淤積溝段集中 

(5)乾季.入冬後或雨季雨後約1周內，斑蚊就在
溝底坑洞或淤積溝段內的積水.雨水中繁殖孳生 



106年三民區衛生所 

登革熱 & 茲卡防治 ~ 陽性水溝孳生源防制 ~ 標記定位 

26 

陽性水溝與104年群聚疫情點位對應 

43,419/ 22,842 /20,141 / 19,723 / 4,691 / 172 

104年 全國 /南區 /高屏區 /高雄  /三民 /寶珠里 



1031202  鼓山區光榮.民族等里汙水接管工程周邊持續出現確診個案,建請水利
局加強現地查核施工溝段,要求包商朝天引管務必上蓋,未配合者,建請研議納入
契約規範要求,予以扣款. 

鼓山區內惟舊部落各里-汙水接管工程 

27 



106年高雄市陽性容器樣態分析表 

月份 

積水 
容器 
種類 

馬桶 
水箱 

帆布 
塑膠布 

其他 
保利龍 
塑膠籃 

輪胎 

水塔 
冷卻水
塔 

地下室 
防空洞 

水溝 
桶、缸 
甕、盆 

花瓶 
杯瓶 
碗罐盒 

各式底盤 合計  

統計 
積水 338 1986 7311 1101 262 1563 1460 22896 47006 19116 12602 10619 126260 
陽性 66 386 1156 160 31 182 110 1670 2921 1107 435 322 8546 
陽性率 19.53% 19.44% 15.81% 14.53% 11.83% 11.64% 7.53% 7.29% 6.21% 5.79% 3.45% 3.03%   

"其他"樣態細項統計 

名稱 總數 名稱 總數 名稱 總數 

金爐 86 桶蓋 32 樹洞 21 

地面 
積水 

61 塑膠袋 32 畚箕 20 

澆花器 59 椅子 28 
紐澤西 
護欄 

20 

旗座 54 
地面 
凹洞 

26 水瓢 20 

造景 47 管洞 25 水錶箱 20 

鍋具 46 排水槽 22 各類管子 18 



105＆106年高雄市陽性溝段佔總溝段比例圖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Project of Sea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seawage  system to Eliminate Vector Breading 

研究測試方法 

 1.海水梯度濃度滅孑孓有效性測試。 

 2.各種不同成分之溶液滅孑孓效果進行3次測試。 

 3.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孑孓分別於溶液中的存活與否。 

 4.淡海水(8psu)誘引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來產卵率。 

 5.六種溶液原先之濃度作稀釋進行4次試驗。 

 6.擇定適當行政區進行分組有效性實地測試。 

 7.實地測試後病媒調查。 



20隻各區
幼蟲混合 

2小時 4小時 6小時 8小時 10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1天 
48小時 

2天 
72小時 

2天 
96小時 

4天 
120小時 

5天 
144小時 

6天 
存活數 

35psu 累積死0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13隻 累積死16隻 累積死19隻 累積死19隻  累積死20隻           
存活 

0隻 

20psu 累積死0隻 累積死1隻 累積死1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16隻 累積死20隻         
存活 

0隻 

15psu 累積死0隻 累積死1隻 累積死1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2隻 累積死3隻 累積死17隻 累積死18隻 累積死19隻 累積死20隻    
存活 

0隻 

10psu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1隻變蛹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累積死0隻 

3隻變蛹 
累積死2隻 

3隻變蛹 
累積死2隻 

4隻變蛹 
存活 

18隻 

5psu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3隻變蛹 

累積死0隻 

4隻變蛹 

累積死0隻 

4隻變蛹 

累積死0隻 

5隻變蛹 

累積死0隻 

5隻變蛹 

累積死0隻 

7隻變蛹 

累積死0隻

14隻變蛹 

累積死0隻

16隻變蛹 

累積死0隻

16隻變蛹 

累積死1隻

17隻變蛹 

累積死1隻 

19隻變蛹 

存活 

19隻 

對照組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累積死0隻 

2隻變蛹 

存活 

20隻 

結論：斑蚊幼蟲無法於海水
鹽度15psu以上存活，但鹽度
低於10psu以下即無致死力。 

1.海水鹽度階梯實驗結果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Project of Sea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seawage  system to Eliminate Vector Breading 



2.六種溶液於各行政區滅斑蚊幼蟲成效(3重複平均) 

0

2

4

6

8

10

12

鳳山區 三民區 新前埕區 苓雅區 鼓山區 左營區 旗津區 前鎮區 楠梓區 小港區

海水500cc

粗鹽+清水
(30psu)

海水+生物製劑
BTI

清水+生物製劑
BTI

海水+有機磷劑-
撲滅松25%
0.1cc(5ppm)

清水+有機磷劑-
撲滅松25%
0.1cc(5ppm)

清水與有機磷劑或海水
與有機磷劑約0.5~1小
時立即殺死斑蚊幼蟲。 

粗鹽、海水與生物製
劑、清水與生物製劑需
6~7小時方能殺死斑蚊
幼蟲。 

純海水約需8~9小時才
能殺死斑蚊幼蟲。 

小
時 

結論：六種溶液滅蚊速度依序為  
清水與有機磷劑 > 海水與有機磷劑 > 清水與生物製劑=海水與生物製劑   
 > 粗鹽>海水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Project of Sea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seawage  system to Eliminate Vector B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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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區域/日期 1重複 2重複 3重複 4重複 5重複 6重複 7重複 8重複 9 對照組 
平均 

天數 

清水+有機磷 

(三民區)                                                                                                                            

執行日期：
105/7/25.26 

          
8週後 

孳長 
      約8週 

海水+有機磷 

(前鎮區)                                                                                                                            

執行日期：
105/8/9.10 

  
8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1~5天 

孳長 
約8週 

海水 

(鳳山區)                                                                                                                            

執行日期：
105/8/25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8週後 

孳長 
約4週 

清水與生物製劑 

(苓雅區)                                                                                                                            

執行日期：
105/9/9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3天後 

孳長 
約4週 

海水與生物製劑  

(鼓山區) 

執行日期：
105/9/22 

    
7天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4週後 

孳長 
7天後 

孳長 
      

約7天 

至 

4周 

六種溶劑灌流後-病媒蚊再度孳生情況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Project of Sea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seawage  system to Eliminate Vector Breading 



                         研究結果 

斑蚊幼蟲無法於海水鹽度於15psu以上存活，但鹽度低於10psu以下

即無致死力。 

斑蚊孑孓在各溶液致死時間依序為清水與有機磷劑>海水與有機磷劑

>清水與生物製劑=海水與生物製劑>粗鹽>海水。 

清水與有機磷劑或海水與有機磷劑約0.5~1小時立即殺死斑蚊幼蟲，

粗鹽、海水與生物製劑、清水與生物製劑需6~7小時方能殺死斑蚊幼

蟲，而純海水約需8~9小時才能殺死斑蚊幼蟲。 

斑蚊於清水中比海水中易孵化成幼蟲，幼蟲於生物製劑、有機磷溶劑

或純海水中孵化即死亡，皆無法存活。環境中若只有清水或淡海水

(8psu)，其產卵數量幾乎相似；但若環境中有清水及淡海水可供選擇

時，清水會先誘引斑蚊產卵孵化下一代。 

現地海水灌流後3~5天，其鹽度已下降至0~1psu，海水灌流8週後，

社區布氏指數已明顯升高，且水溝已再度孳生幼蟲。 

海水及粗鹽降低1/2濃度(約15psu)仍有幼蟲致死能力，低於8psu以下

則致死率降至40%；顯示海水灌入社區水溝後，若遭稀釋(民眾倒水

或雨水等)至1/4(8psu)以下即無致死能力。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討論及建議 
 

物理與化學防治的成本效益綜合評估下，海水灌流進行防治比有機

磷劑、昆蟲生長調節劑(BTI)進行化學防治所的成本相較為低，然所

能抑制病媒蚊幼蟲孳生的時間也較為短暫。 
 

海水灌流運用於緊急防治上在期效內(約5~7天)有其防治效果，不僅

可以抑制蚊蟲的孳生，亦可彌補防疫人員無法調查及處理之水溝凹

洞處之缺失，逕而爭取防疫人員處理非水溝孳生源的時效(如家戶內

孳生源、屋簷排水溝及積水地下室等)。 
 

防治登革熱孳生最主要方法是避免積水及清除孳生源，水溝要避免

積水的方法，除了注意水溝本身的洩水坡度外，亦需避免水溝內因

日久遭堆積物或碰撞所產生阻塞或凹洞；若無法改善水溝實體狀

態，僅能透過定期排清除水溝內淤積物或噴投環藥於積水處，方是

避免蚊蟲於水溝內大量孳生作法。 
 

登革熱防治並非單一防治策略可善盡遏止效果，海水灌流防治水溝

除應配合生物、物理、化學等各種防治方法並進外，更應定期疏浚

維持水流暢通，方可達到多方面預防及防治效果。 

都會城鎮排水溝渠引入海水防制登革熱病媒蚊研究計畫 

Project of Sea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seawage  system to Eliminate Vector B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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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陽性水溝監測地圖 

0707下午國衛院病媒蚊監測人員執行三民
區寶玉里水溝病媒蚊監測，發現屋前陽性
水溝如下：  
  1.皓東路68號左側溝（亞特蘭幼兒園） 
  2.皓東路76巷16號  
以上陽性水溝在溝蓋上均噴有直徑4公分
紅色圓形噴漆標記，以方便社區里鄰及家
戶列管，定期檢查清疏及投粗鹽或環藥或
倒漂白水，以利區級團隊列為殘效水噴重
點，感謝。 每日提報陽性水溝位址 

三民區衛生所賡續執行 
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每日提報陽性水溝影像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陽性水溝孳生源              

日
期 

里別 陽性地址 溝別 標記 投藥 
溝蓋數 

(計次器) 
水溝距離 

(計步器) 
斑蚊/ 

家蚊 

6/1

5 
灣中 愛國路37巷16號 右側 v v   

8步

/0.01KM 
斑蚊 

6/1

5 
灣中 

愛國路61巷19弄8-10

號對面公園 
右側 v v   

13步

/0.01KM 
斑蚊 

6/1

5 
灣中 

愛國路61巷19弄10

號 
屋前 v v 1   斑蚊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陽性水溝孳生源              

日期 里別 

                         

陽蓋數               

(數量) 

 

溝蓋數  (計次
器) 

                     

調查蓋總
數 

 

 側溝          (條/

公尺) 
 屋後溝                        

(條/公尺) 
水溝指數 

6月16日 灣中 6 10 631 7/180 16/680   

6月16日 鼎強 3 3 1349 13/270 13/450   

6月17日 鼎強 0 0 825 12/220 8/615   里陽性水溝分析統計表 



環境用藥撲滅斑蚊幼蟲-建議防疫單位機關學校使用 

高雄市乾季時，大型孳生源都存在於道路、屋前後、學校、公園、寺廟、景點、醫院、市
場、大樓、社區及公共場域水溝內，只要讓水溝不長病媒蚊，病媒蚊應該可少一半。 

針對長期積水或水溝普查孳生孑孓等處所予以標記，善用區級防疫平台通知清
潔隊殘效水噴，並請里鄰長協助維護列為定期清疏及投藥重點。另建議防疫單
位與機關學校年度預算中應編列足額經費採購環境用藥，以維持殘效品質。 

百利普芬 蘇力菌 蘇力菌 亞培松或陶斯松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因社區家戶購買或取得環境用藥不易，爰建議市民將100ml市售漂白水原液倒
入2L寶特瓶，加水加到滿，這樣就是20倍稀釋，再把它全部倒入水溝，建議每
週使用，以方便市民共同預防陽性水溝或消滅孑孓孳生。 

THE USE OF HOUSEHOLD BLEACH TO CONTROL AEDES AEGYPTI 

參考文獻最強的蛹要殺死， 一開始要250ppm 之後 每週50 ppm 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 

假設市售漂白水是 5% 換算就是 50000 ppm，稀釋200倍 等於250 ppm   

考量水溝裡面原本有水及其他干擾，爰建議稀釋20倍就好 (10倍濃縮)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osquito Control 

Association, 2O(4):444_44g,2004 

Copyright A 2004 by the American Mosquito 

Control Association, Inc. 

市民漂白水撲滅斑蚊幼蟲-建議稀釋倍數用法 

+ 

100ml漂白水原液 +  2L寶特瓶清水 

104三民區大樓中庭 104鼓山區建國里個案前水溝孳生斑蚊幼蟲及成蚊 105三民區本和里陽性水溝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市民粗鹽撲滅斑蚊幼蟲-建議稀釋倍數用法 

104前鎮區明正里里長家正前方 
104前鎮區瑞昌里大樓前方
10M水溝10cm深全長斑蚊 

104苓雅文昌里水溝投鹽 

因社區家戶購買或取得環境用藥不易，爰建議市民以300公克市售粗鹽倒入10L溝水水量
(30psu)每週使用，以方便市民共同預防陽性水溝或消滅孑孓孳生。 

水溝人手孔蓋舖設防蚊溝蓋或包覆細紗網，因氣孔通道仍在防蚊功能有限，恐有礙排水、檢
查及投藥，如蚊子無法進出則水溝應已失排水功能。大雨可暫時沖去孑孓然卵仍在溝壁，爰
建議雨後應全面巡檢投藥，水溝排水結構未改善前，利用雨後第3到4天全面檢視水溝，如發
現有持續積水或已孳生孑孓之處所予以標記，定期清疏及投藥防蚊校葛應比舖細紗網為佳。 

104三民區安邦里市長示範水溝投鹽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再注意建案地下室最底層 

105~106年高雄市三民東區水溝登革熱病媒蚊普查、標記、防制計畫 



◎入冬後，無颱風下雨、乾冷氣溫早晚偏冷，埃及斑蚊習性與人類相似「怕 
  冷又不喜歡天氣太熱」，天一冷，  蚊子往室內堆積物、地下室、水溝等 
  較溫暖處所躲藏。 
 

◎入冬後蚊子躲在室內不是被打死，也會在3-4周自然死亡， 但如果是躲在 
  水溝內就全然不同，特別是積水且不流動的水溝中，不一樣的結果是水溝 
  內溫暖又有積水，蚊子除了可以躲避寒冬外，又可以繼續在積水水溝內繁 
  殖產卵，大量卵將留在水溝裡，當隔年春雨梅雨一下，大量的埃及斑蚊就 
  會傾巢而出，如病毒一入侵高雄就會造成疫情嚴重威脅。 
 

◎要消滅斑蚊就在105年入冬及106年梅雨停後，執行不流動積水水溝內投噴 
  環境用藥或投粗鹽或倒漂白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消滅105年最後及 
  106年最早一批斑蚊，入冬後不再下雨，投噴倒的藥品不會被雨水沖走，沒 
  帶病毒的斑蚊躲室內避冬會被打死，流浪在外的也會冷死餓死（最多活1個 
  月）。如105年冬天能降低斑蚊水溝中產卵數，應可降低106年梅雨第一波 
  成蚊產出量；梅雨結束後加強水溝及孳生源清除，應有助減少夏季成蚊。 
 

◎三民區在區級防疫團隊、醫療院所、志工好朋友的通力合作下，才有105年 
  防治登革熱的圓滿成功。更要感謝三民區清潔隊夥伴及里鄰長志工們大家 
  繼續幫忙在陽性水溝投放粗鹽、倒漂白水或投噴藥，並持續做好『積水容 
  器「巡、倒、清、刷」基本功』，一起消滅高雄市水溝與社區中的斑蚊， 
  感謝三民區所有防疫夥伴。 

高雄市三民區~105年冬季.106年梅雨季降低斑蚊密度重點防疫策略 



高雄市水溝佔總年陽性容器15.95％，又是大型隱藏性孳生源 
、成蚊製造所，爰此 在高雄市防治登革熱~水溝是不得不防之要項！ 



高雄市入冬之季（12/07大雪），斑蚊陽溝之處常是成蚊所在 
，鎖定目標予以滅之，明年春雨梅雨來時，或可降低病媒蚊密度。 



高雄市入冬之季（12/07大雪），斑蚊陽溝之處常是成蚊所在 
，鎖定目標予以滅之，明年春雨梅雨來時，或可降低病媒蚊密度。 



斑蚊漸漸往地球表面之外的天溝與地溝移居？ 

地球表面 
 

找不到孳生源 
 

卻可以掃到斑蚊 
 

why？ 
 

 

隱藏性孳生源 

104年端午節馬總統慰問楠梓榮家  



105年高雄市三民區屋簷溝登革熱病媒蚊防制 

屋簷排水溝檢查 

鐵皮屋簷排水槽積水 

105.07.10 寶龍里里鄰志工颱風. 

雨天巡檢屋簷溝水管接管沒排水 

寶龍里建興市場頂樓、市場出入口頂端 
建興路264.250巷屋簷溝內雜草及阻塞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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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6年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 
登革熱&茲卡防治 ~ 積水地下室孳生源 ~ 定期巡檢防制 



98~106年度第1~4次高流行風險行政區列管積水地下室預防性噴藥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轄區182處積水地下室~定期巡迴檢查投藥.放養食蚊魚 

49 

殘效水噴消滅並預防孓孑孳生 熱煙霧噴藥消滅成蚊孳生 放養孔雀魚吃孓孑預防病媒蚊孳生 

積水地下室 

積水地下室 

放養孔雀魚 





105年高雄市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市集登革熱防疫作業 

51 

跨局處聯合稽查205場次   
 

登革熱防治日巡檢5470場次、
水溝投藥12970處、清除孳生源
13472個、清疏水溝倒漂白水累
計2557人次、市場清疏水溝倒
漂白水累計15799處。 
 

清理市場長期堆積髒亂雜物 58場 

橋頭甲昌路廢棄市場 

市場定期巡檢累計9,393場次 

市場配合緊急防治噴藥 86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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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處所數合計 

孳生源陽性處所合計 

雨後48小時 -7大列管點複查結果 
調查35行政區；複查4,510處列管點。 

複查結果：發現陽性點共5區14處。 

資料時間：106.10.16 ~ 10.18 

以孳生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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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場域數 清查陽性場域數 

以行政區分類 

積水地下室 資源回收場 廢棄輪胎 
回收場 

髒亂及 
頹損空屋 

廢棄冷卻水塔 陽性水溝 空地（含菜園） 其他 



生物防治法-食蚊魚飼養池態樣- 誘蚊產卵池 

池邊斑蚊正要產卵 

金典酒店門前食蚊魚飼養池 

蜻蜓幼蟲羽化 

針對歷年登革熱好發里別，
選定適當點地點，建置生態
池，誘蚊產卵，利用蚊蟲天
敵進行防治，以減少殺蟲劑
使用量，降低環境污染。 

校園內廣設食蚊魚（孔雀
魚、大肚魚）生態池。 

高市學校99.03.31完全設置 



苓雅區福祥里.林靖里從髒亂到美麗的蛻變~感謝在此努力過的大德。 

960117邱副市長視查 960130拆除空屋庫房 96綠美化後髒亂空屋 98年綠美化現況 

重點防治工作-髒亂空地綠美化 

現任法務部邱部長太三 ~ 時任高雄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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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孳生源 

沒有病媒蚊 

沒有登革熱 

蚊 子 
最喜歡~雨水跟口水 
最害怕~人類的團結 

堅持對的~蚊子將獲得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