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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防治策略 



104年本土疫情持續到105.02.22 

戶外.水溝噴藥防治工作持續到3月份 

霸王寒流0123-0126 
最高低溫:7.0°C-10.4°C 

105年自6~10月份起每隔2~3周 

颱風豪雨沖走水溝中所孳生的病媒蚊 

104年本土疫情持續 

105年自6~8月份持續高溫達35°C 

不利於病媒蚊吸血繁殖孳生 

近5年梅雨最短約10天 
雨量最少不到100毫米 

105年防疫團隊全面加強孳生源清除及 

水溝投藥.投鹽.倒漂白水.噴藥防治工作 

105年圓滿防治 
天時+地利+人和 
成就病媒蚊+病毒 
不良孳生傳播條件 

106年新的挑戰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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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醫療照護 
院所NS1免費快篩 

外勞漁工NS1偵測 

104年共19723例.疫情持續至105.02.22人類感染 

登革熱後.會持續有6~10個月不同型別交叉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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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醫療照護 
院所NS1免費快篩 

決戰境外 
外勞漁工NS1偵測 
新住民入境偵測 

國人旅遊業入境偵測 
入境疑似個案住院隔離 

…………… 

105.106年防疫團隊全面加強孳生源清除 

及水溝投藥.投鹽.倒漂白水.噴藥防治工作 

106年圓滿防治 
天時+地利+人和成就病媒
蚊+病毒不良孳生傳播條件 

107年艱巨的挑戰 

106年圓滿控制 
病毒入侵第一波通報 
室內外同步噴藥＆孳清 

入侵點人口.成蚊密度較低 
入侵點里鄰社區防疫意識佳 

105年自6~9月份持續高溫達35°C 

不利於病媒蚊吸血繁殖孳生 

梅雨季節短 
颱風相較近年少 

總雨量相較去年更少 

106年3月份水溝執行 

全面性殘效水噴作業 

指標個案的隱藏期↓ 
社區病毒的隱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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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登革熱快篩服務 
全市600餘家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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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個案的隱藏期↓ 
社區病毒的隱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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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106年本土首例登革熱楠梓區疫情關係圖    大昌里 



106年度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登革熱群聚感染緊急動員演練 代號:除班3號 

106.08.24 三民區執行以寶民里個案居住地400公尺家戶室內外地毯式孳生源檢查暨戶外
噴藥作業(應檢戶:745戶，完檢戶:416戶，完成率:56%；今日共發現27處陽性點;調查容器
數375；查獲陽性水溝已立即完成防治；布氏指數2級,成蟲指數0.02共捕獲5隻成蚊(4母1
公)；共開立18張陽性舉發單；擴大疫調訪視計1464人無疑似個案;訪視藥局及醫療院所共
計10間。 

藥局診所訪視 

三民區長行前宣導 屋沿溝噴藥作業 陽性地下室噴藥作業 

三民東清潔隊同步執行戶外水
噴作業 

發放衛教單張 

家戶孳檢作業 

家戶孳檢作業 查獲之孑孓 



0729 孳檢c 

大昌里 

請  楠梓、左營區級指揮中心 
0729 前完成久昌、廣昌及左營明建里非強制地毯式孳生源清除 
0802 前完成上述里別環境大掃蕩與列管點複查，以及戶外熱煙與殘效性噴藥作業(400公尺以上)。 

建昌里 

廣昌里 

隆昌里 

廣昌公園 

區別 里別 性
別 

發病日 採檢日 檢驗通知日期 
檢驗結果 

疫情解除日 
NS1 PCR IgM IgG 

楠梓 大昌 男 0718 0725 0726 +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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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106年本土首例登革熱楠梓區疫情關係圖    大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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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目標 

️低病例數 低死亡率 

️健康城市 美麗家園 
 

八大作為 

️全民防疫 社區總動員 

️落實家戶自主清除孳生源 

    三級複式稽查 

️強制孳清與化學防治併重 

️充實專業防疫團隊與資源 

️啟動疫情指揮中心分區分 

    級機制 

️及時就醫 快速診斷即時通 

    報 

️建立病人分流制度，妥善 

    利用醫療資源 

️利用開放資料及大數據 建 

    構決策支援系統 

前進2016~ 台南市登革熱防治策略 



前進2016~ 高雄市登革熱防治策略 



107年氣溫雨量關係圖 

rainfall (mm)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4 0 16 67 27 198.5 235 309.5 902 172 0 1.5 13.5 

2015 6 38 0 7 300.5 10 200 548 140.5 25.5 41 27.5 

2016 179.5 24.5 79 182.5 97.5 383 315 427 1098 259.5  57  1  

2017 0 0 3.5 113.5 129 256 285 211 32.5 82.5 11 0.5 
2018 23.5 4.5 57 

Temperature (℃)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4 19.5 20.3 22.6 25.9 27.8 29.2 30.3 29.1 29.5 27.2 25 20.2 

2015 19.9 20.8 23.6 26.2 28.3 30.6 29.5 28.8 28.8 27.7 26.2 22.4 

2016 19.3 19.6 21.6 26.9 28.9 29.7 30.2 29.4 28.4 28.4 25.7  22.9  

2017 21.7 21.1 23.5 25.6 28.2 29.7 30.4 30.1 30.2 28 25.5 21.4 

2018 20.4 19.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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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最低.最高溫、雨量大.小及其所持續時間很重要 



為市民健康而抗疫，下雨向老天借天氣、向武廟借場地、噴藥請關老爺別生氣！- 稔田里緊急噴藥 

神明穿雨衣 

高雄市登革熱（＆茲卡）防治實務 

神明穿雨衣 



孳生源清除．．！   緊急噴藥．．！ 

孰先？孰後？何重？何輕？ 

有無疫情 

資源多寡 



熱煙霧式噴霧器 ~ Thermal  fog 

98年室內熱煙霧式噴灑 98年戶外熱煙霧式噴灑 98年室內外同步熱煙霧式噴灑 



罐裝一次按壓 ~ 壓力式噴霧器 

 

99年室內外一樣同步噴灑，九宮格室內採按壓氣霧式噴灑﹝群聚點、空屋、髒亂處所等除外﹞，公 
 

共空間及戶外仍採熱煙霧噴灑，且擴增為半徑100公尺以上，水溝熱煙霧噴灑後再做殘效水霧噴灑。 
 



噴藥 

孳生源清除 

產生
抗藥 

超級蚊蟲 

1.撲殺帶有病毒蚊蟲 

2.降低病媒蚊密度 

3.淘汰敏感蚊蟲 

積水容
器減少 

產卵於有
水的地方 

喜好
降低 

飛得更遠 

無水 

緊急噴藥的目的？ 



落實孳生源清除 
•徹底落實「巡、倒、清、刷」 

「巡」~ 常巡檢居家室內、外可能    

    積水的容器。 

「倒」~ 將積水倒掉，將器物予以 

    分類或倒放。 

「清」~ 減少容器，留下的器具應 

    徹底清潔且無積水。 

「刷」~ 去除斑蚊蟲卵，收拾或倒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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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革 熱 （＆茲卡）傳 播 鏈 

兩介質 
 

 

 

病毒 
 

 

 

 

環境 

登革熱 

人 
靈長類 

斑
蚊
成
蚊 

病 

毒 

孳
生
源 

環
境 

三要素 
 

人 

 

蚊 

 

孳生源 



斑蚊屬 ~ 白線斑蚊 ~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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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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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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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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新北市鶯歌區湖東里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疫調報告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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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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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災害 

政治力 

執行力 

公權力 

公德心 

……. 

登 革 熱 （＆茲卡）流 行 之 主 要 危 險 因 子 



10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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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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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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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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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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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高雄市登革熱防治重大挑戰~陽性水溝？ 

氣候變遷~極端氣候 
爆雨.爆冷.爆熱 

南北極地震盪.海平面海溫升高 

大 型 孳 生 源 
 

排水溝.屋簷溝 
2 

學校.公園.市場.工地.社區.空屋.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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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確診 
病例數 

103年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5  5  8  26  16  33  

46  46  71  101  175  136  231  226  237  367  436  522  582  857  897  1304  1430  1397  1473  1173  978  830  673  402  200  85  

104年 
15  21  15  5  7  2  0  1  0  5  0  2  1  1  1  2  0  3  8  3  4  12  9  7  4  1  

3  5  9  13  38  63  138  135  302  390  571  559  648  903  1084  1245  1601  1829  2196  2568  1888  1321  893  626  360  252  

陽性溝
段比例
(%) 

105年 
5.1 4.8 4.6 2.3 2.3 0 2.3 4.4 4.2 3.8 4.1 3.1 0.6 0.2 0.6 0.7 0.5 0.4 0.8 1 1 1.5 0.6 0.7 0.4 0.5 

0.4 0.7 0.7 1.2 0.8 0.9 1.2 1.1 1 0.7 0.9 0.9 0.6 1.5 0.7 1.9 2.1 3.6 3.5 7.6 5.7 5.2 4.6 2.2 2.1 1.5 

106年 
2.5 2 1 1.1 0.6 1.1 0.4 0.8 0.7 1.1 1.4 1.1 0.7 1.1 0.8 1 0.7 0.7 1.9 2.7 1.7 2 2.3 2 1.7 1.9 

3 2.8 2.3 1.2 0.8 1.6 0.9 1.9 3 2.8 3 4.5 3.7 3.4 2.4 2.7 1.8 2.4 3.2 4.3 3.3 4.4 2.9 2.1 1.6 1.9 

比例(%) 病例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