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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蚊蟲忌避劑 (防蚊液)

A B

防疫新知

夏季的氣候潮濕炎熱，適合病媒蚊生長，此時也是出國旅行往返盛行的季節，若旅遊至蚊媒傳染病盛行

的國家，應穿著淺色長袖衣物避免被蚊子叮咬，並正確地使用有效的防蚊液來自我防護。目前國際間核可的

防蚊液有效成分有五大項，如右表所示。其中，DEET(N,N-Diethyl-3-methylbenzamide, 又稱敵避、待乙

參考資料：
疾病管制署(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82ce806a312cefec&nowtreeid=a8f7678bf40987a2&tid=9EEAA411CB3535EF)
USCDC (https://wwwnc.cdc.gov/travel/yellowbook/2018/the-pre-travel-consultation/protection-against-mosquitoes-ticks-other-arthropods)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https://www.aap.org/en-us/about-the-aap/aap-press-room/news-features-and-safety-tips/pages/summer-safety-tips.aspx)

一、「人體用化學防蚊液」：可直接塗抹噴灑於人體皮膚、衣物，用途(適應症)為「驅逐蚊、蜱(壁蝨)、蚤」，

由衛生福利部管理，標示字號為「衛署藥製」、「內衛成製」或「衛部成製」。

二、「環境衛生用藥防蚊液」：可用於四周環境，如紗門紗窗或帳篷等，由環保署管理，標示字號為「環署

衛製」。以上兩者目前國內核可具許可證字號的商品可分別至衛生福利部及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

前往蚊蟲較密集、天氣濕熱或容易下雨地區

的旅客，需選擇濃度較高的產品，成人建議選購

濃度≦50%的產品。美國小兒科醫學會不建議2個

月以下嬰兒使用含DEET的防蚊藥劑，2個月以上

的孩童建議僅使用濃度10~30%的產品。

如何選購含DEET產品：1. 主管機管核准產品

2. 挑選適當濃度

驅蟲活性成分 (USCDC)

1. DEET

2. Picaridin

3. IR3535

4. Oil of lemon eucalyptus (OLE) or para
-menthane-3,8-diol (PMD) 

5. 2-undecanone

3. 使用方法

外出時間及DEET濃度挑選 (TWCDC)

外出時間 1-2小時 2-4小時 5-8小時

DEET濃度 <10% ~15% ~20-50%

妥)是現今最有效且廣泛使用的驅蟲成份，市售產品中，濃度在

10%以下及50%以上皆有，依據使用的對象和所需保護時間來

挑選濃度。另外，Picaridin(又稱派卡瑞丁)是2005年美國核可

的有效趨蟲成份，然含此成份的人體用化學防蚊液產品於國內

尚未完成查驗登記。



2017年登革熱疫情監測統計截至7月15日(第28週)，高雄市總計通報病例為1,119例，陽性病例計19

例，皆為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地分別為越南7例、馬來西亞5例、泰國、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孟加拉、

馬紹爾群島及斯里蘭卡各1例。

登革熱疫情

2017年登革熱疫情監測統計截至7月15日，台灣總計通報病例為1,724例，陽性病例計127例，皆為

境外移入病例。國際疫情方面，中南美洲登革熱疫情呈現升溫趨勢，巴西及墨西哥的通報數均比去年同

期上升1至20倍之多；東南亞國家登革熱疫情也隨氣候日趨炎熱有上升趨勢，民眾如前往流行地區應做

好防蚊措施，提高警覺。

資料時間；2017.07.15

本土病例

資料時間；2017.07.15

境外移入病例

國內外疫情

境外移入確診病例入境國家統計蚊體病毒監測(NS1/RT-PCR)趨勢圖

本市疫情



專題報告

高雄市106年登革熱通報隱藏期時效分析─隱藏期3天內及3天以上之分析

分析登革熱通報個案隱藏期3天內及3天以上其症狀之差異發現。3天內通報個案之症狀前五項分別為

發燒(88.8%)、肌肉痠痛(46.8%)、頭痛(36.9%)、關節痛(22.2%)及骨頭痛(19.8%)；而3天以上通報個案之

症狀前五項分別為發燒(87.6%)、肌肉痠痛(46.4%)、頭痛(35.4%)、紅疹(24.4%)及關節痛(21.5%)。

分析106年1月至5月登革熱隱藏期的平均隱藏期為2.25天，又將登革熱通報個案隱藏期分為3天內及3

天以上，其個案皆多為男性分別佔53.7%、53.6%，年齡多數介於19-45歲分別佔46.2%、42.1%。

106年通報個案臨床症狀

項目 <3天 ≧3天

性別 男 53.7% 53.6%

女 46.3% 46.4%

年齡 0-18歲 13.4% 20.1%

19-45歲 46.2% 42.1%

46-65歲 27.5% 26.3%

>65歲 13.9% 11.5%

症狀 <3天 ≧3天 症狀 <3天 ≧3天

休克 0.0% 0.0% 口乾 0.8% 2.4%

頭痛 36.9% 35.4% 舌燥 0.5% 2.4%

噁心 12.8% 14.8% 後眼窩痛 8.3% 9.1%

腹瀉 3.2% 4.3% 食慾不振 2.1% 4.8%

嘔吐 12.3% 13.9% 發燒 88.8% 87.6%

肌肉酸痛 46.8% 46.4% 皮膚發癢 0.5% 1.0%

關節痛 22.2% 21.5% 腹部疼痛及壓痛 0.3% 0.0%

背痛 0.5% 2.9% 吐痰有血絲 0.0% 0.0%

骨頭痛 19.8% 19.6% 解黑便 0.3% 0.0%

紅疹 9.6% 24.4% 嗜睡 0.0% 0.5%

牙齦出血 0.3% 0.5% 躁動不安 0.0% 0.0%

分析登革熱通報個案其各年齡層之通報症狀發現，不論任何

年齡層皆以發燒為首要通報症狀(佔80%以上)，其次為肌肉痠痛，

尤其以19-45歲及46-65歲之年齡層皆佔50%以上，再者為頭痛、

關節痛、骨頭痛及紅疹，其中紅疹以18歲以下之年齡層佔總年齡

層21.7%。

在分析個案不同性別之通報症狀發現，不論性別皆以發燒為首要通報症狀，其次為肌肉痠痛、頭痛、

關節痛、骨頭痛及紅疹。

由於登革熱感染症狀因人

而異，若身體出現不適症狀，

應及早就醫，以獲得妥適治療，

才可減少疾病對健康之威脅，

亦可降低病毒傳播風險。



下圖為106年1月至6月(1-27週)高雄

市陽性容器調查及陽性容器樣態調查，

共查獲積水容器60,826處，其中有3,659

處已孳生病媒蚊幼蟲，以桶缸盆甕為最

常見(36.73%)，其次花瓶(14.84%)，另

可發現陽性容器率自第21週攀升。受近

日落雨不斷、氣溫上升致積水容器和孑

孓孳生增多，民眾需多注意居家環境的

孳生源予以清除，和政府共同協力管理

環境，不讓蚊蟲有地方得以孳生，確保

大家不受登革熱傳染病的威脅。

07-216-3800

07-215-0667 (FAX)
cdrk2163800@gmail.com

高雄市登革熱研究中心

病媒蚊密度調查

病媒調查是監控社區病媒蚊密度，高雄市定期於進行社區例行性的病媒蚊監測，以瞭解各行政區

及各里別的病媒蚊數量變動狀況，並針對陽性處立即因地制宜執行各項的防治工作。

登革熱病媒蚊指數代表登革熱病媒蚊之密度，包含住宅指數、容器指數、布氏指數及成蟲指數。

而成蟲指數即是指每一戶住宅平均登革熱病媒蚊雌性成蟲數。

計算方法：雌性成蟲數／調查戶數

例如：調查50戶住宅，總共發現10隻埃及斑蚊雌蟲，則埃及斑蚊成蟲指數為0.2。

知識補給站

高雄市106年病媒蚊密度調查陽性容器趨勢圖(1-27週)

陽性容器指數

陽性容器樣態(1月-7月)
資料時間:106年7月8日

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4樓之1 

4F-1., No.211, Zhongzheng 4th Rd., 

Qianjin Dist., Kaohsiung City  80147, 

Taiwan  (R.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