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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6 年臺中港鼠類漢他病毒抗體血清學監測結果 

 

李宜學 1*、王功錦 1、柯靜芬 1,2、劉碧隆 1 

 

摘要 

2011–2016 年臺中港佈籠捕鼠監測結果，共捕獲 221 隻老鼠，其中溝鼠(Rattus 

norvegicus)為最大宗占 61.1%，錢鼠(Suncus murinus) 次之占 26.7%，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數量最少占 12.2%。血清學監測結果，共 13隻鼠類驗出漢他病毒抗體

陽性，所有鼠種陽性率為 5.9%。進一步分析發現陽性鼠種皆為為溝鼠，捕捉自 5 處

佈籠點，其中 2處佈籠點陽性率持續存在且偏高，風險較高，已通知 2處管理單位

進行相關防治作為。雖然 6 年監測期間臺中港區無人類漢他病毒出血熱案例，但

落實防鼠 3不策略，仍是避免鼠類傳播漢他病毒給人類的重要作為。 

 

關鍵字：漢他病毒、血清學監測、溝鼠 

 

前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依港埠檢疫工作手冊，於國際港埠

進行港區衛生監測作業，其中鼠類媒介傳染病血清學監測工作內容為例行性佈籠

捕捉港區內鼠類，採集其血清，後送至疾管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以下簡稱研檢

中心）進行血清學檢驗。國內研究顯示，2004 至 2013 年間，我國多數國際港埠鼠

類之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皆有一定比例[1–3]，臺中港鼠類於該期間漢他病毒抗體

陽性率介於 3.9%–19.3%。 

臺中港為臺灣西部平直沙岸上第一座人工國際港埠，現有貨櫃、散雜貨、煤炭、

穀物、管道及客運等各類碼頭，其中穀物碼頭後線土地有穀倉 2 座，臺中港總面積

達四千餘公頃，腹地廣闊，港內碼頭區及廠商租用區域為建築物及水泥地環境，

未開發區域多為雜草或木麻黃與雜草混生植被，北側保安林區則由木麻黃及混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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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種組成。本文分析 2011–2016 年臺中港 20 處固定佈籠點鼠類捕獲數量、種類

及漢他病毒抗體監測結果，找出風險較高地點，以提供臺中港區鼠類防治及避免

漢他病毒造成人類病例之策略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佈籠點及捕鼠頻率 

2011–2016 年間於臺中港區選定 20 處固定佈籠點（圖一）進行捕鼠作業，

佈籠點樣態多為鼠類較可能出沒地點，如穀類倉庫旁、垃圾場旁，人員出入

頻繁如旅客服務中心旁、港警派出所旁。另為了解臺中港區鼠類分布，於北側

保安林區、南、西碼頭等人員出入較少區域也設置 2–4 處佈籠點。鼠籠擺設

位置於皆於建築物周圍戶外區域不含戶內區域。 

 

 

 

 

 

 

 

 

 

 

 

 

 

 

 

圖一、2011–2016 年臺中港區 20 處固定佈籠點分布圖（以英文字母 A–T 進行編號） 

 

2011 年至 2014 年間每月進行捕鼠作業一次，2015 年起因應疾管署作業

規定修訂，改為每季捕鼠一次，每處佈籠點擺設 2 個鼠籠，進行 3 日（2 個捕

捉夜）捕鼠：第一日下午 2 時後佈放鼠籠，第二、三日上午 10 時前巡檢鼠籠，

避免鼠類不耐高溫死亡。將捕獲之鼠類連同鼠籠置塑膠袋中，以車輛運送時與

工作人員採空間隔離，避免感染風險。 

二、鼠類血清採檢 

操作人員著防護衣、口罩及護目鏡，雙手配戴乳膠手套，以網袋套住鼠籠，

將鼠類趕入網袋後，依鼠隻大小注射 0.2–0.5 ml tiletamine/zolazepam 50 麻醉

劑，待鼠隻昏迷不再掙扎後，辨別鼠種，以針筒進行心臟採血，將血液注入



│原著文章│ 

2020 年 1 月 7 日 第 36 卷 第 1 期                                           疫情報導  3 
 

微量離心管，靜置於室溫 1 小時後，以 3,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分離血清至

預先標示檢體的微量離心管中，於零下 20℃冷凍保存，再以檢體運送箱連同

送驗單，寄送至研檢中心進行檢驗。 

三、結果登錄及分析 

於疾管署檢疫單一窗口系統查詢鼠類檢體檢驗結果，記錄於試算表軟體，

再進行分析。  

 

結果 

一、鼠種及數量監測結果 

2011–2016 年完成 56 次捕鼠作業，每次佈放 40 籠，共計捕獲鼠類 221 隻。

以捕獲隻數除以總佈籠數計算出捕獲率為 9.9%。捕獲鼠類共計 3 種，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135 (61.1%)隻為最大宗，錢鼠(Suncus murinus) 59 (26.7%)

隻次之，及小黃腹鼠(Rattus losea) 27 (12.2%)隻數量最少（表一）。捕獲的 3 種

鼠類性別占比也不同，溝鼠雄性略多於雌性（雄：75，雌：60），錢鼠雄性約

為雌性 2 倍（雄：40，雌：19），小黃腹鼠則以雌性數量為雄性 2 倍（雄：9，

雌：18）。 

表一、2011–2016 年臺中港區 20 處佈籠點捕獲鼠種及數量 

鼠種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總計 

溝鼠 0 0 23 19 9 4 8 6 2 11 4 16 11 8 5 1 2 2 1 3 135 

(61.1%) 

錢鼠 5 1 2 3 1 3 1 1 15 0 0 0 1 3 0 0 3 8 4 8  59 

(26.7%) 

小黃
腹鼠 

0 0 0 0 4 1 2 2 2 1 1 0 0 0 0 0 4 1 6 3  27 

(12.2%) 

總計 5 1 25 22 14 8 11 9 19 12 5 16 12 11 5 1 9 11 11 14 221 

(100.0%) 

捕獲鼠類數量較多前 3 處為 C、D 及 I 點，分別捕獲 25、22、19 隻。其

中 C、D 點位於穀倉旁，捕獲鼠類以溝鼠占大多數，而 I 點為旅客服務中心停

車場公廁旁（距旅客服務中心大門約 180 公尺），捕獲鼠類以錢鼠為大宗。捕

獲數量最少的 2 處為 B 點及 P 點，B 點位於保安林區消防池旁，捕獲錢鼠 1

隻，P 點位於西碼頭區域路邊電力設施旁，捕獲溝鼠 1 隻。 

進一步分析歷年捕獲鼠類數量變化（表二），年度捕獲數以 2011 年最多

（54 隻），2015 年最少（15 隻）。每年皆捕獲鼠類共有 6 處(C、E、I、L、M、

Q)，前 5 處皆位於鄰近人員出入頻繁建築物，捕獲鼠種以溝鼠或錢鼠數量較

多，而 Q 點位於西碼頭區域某廢棄建築物旁，少有人出沒，周圍大片雜草地，

該處捕獲鼠種以小黃腹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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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1–2016 年臺中港區 20 處佈籠點歷年捕獲鼠數 

年度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總計 

2011 0 0 4 7 4 3 0 1 7 2 1 4 2 4 1 0 2 4 3 5 54 

2012 0 0 5 5 3 0 2 1 2 3 0 4 4 2 3 0 1 1 1 2 39 

2013 3 1 5 6 2 0 0 2 5 0 1 1 1 2 0 0 2 1 3 4 39 

2014 1 0 7 1 3 2 3 2 2 2 1 2 3 2 1 0 1 4 4 3 44 

2015 0 0 2 3 1 1 2 0 1 0 0 2 1 1 0 0 1 0 0 0 15 

2016 1 0 2 0 1 2 4 3 2 5 2 3 1 0 0 1 2 1 0 0 30 

總計 5 1 25 22 14 8 11 9 19 12 5 16 12 11 5 1 9 11 11 14 221 

 

二、漢他病毒抗體檢驗結果 

  2011–2016 年臺中港區共送驗 221 隻鼠類檢體，其中 13 隻鼠類血清檢驗

結果為漢他病毒抗體陽性，陽性率為 5.9%（表三）。前 4 年每月監測一次的陽

性率介於 2.6%至 5.6%，後 2 年每季監測一次的陽性率介於 6.7%–13.3%，由

此 6 年的結果可知，臺中港區每年皆有一定比例的鼠類為漢他病毒抗體陽性。 

表三、2011–2016 年臺中港區漢他病毒抗體陽性佈籠點及所有佈籠點歷年陽性率 

年度 C D F L O 所有佈籠點 

2011 50.0 (2/4)  0.0 (0/7) 33.3 (1/3)  0.0 (0/4)  0.0 (0/1)  5.6 (3/54) 

2012  0.0 (0/5) 20.0 (1/5) -  0.0 (0/4) 33.3 (1/3)  5.1 (2/39) 

2013  0.0 (0/5) 16.7 (1/6) -  0.0 (0/1) -  2.6 (1/39) 

2014 14.3 (1/7)  0.0 (0/1)  0.0 (0/2) 50.0 (1/2)  0.0 (0/1)  4.5 (2/44) 

2015  0.0 (0/2)  0.0 (0/3)  0.0 (0/1) 50.0 (1/2) -  6.7 (1/15) 

2016 50.0 (1/2) -  0.0 (0/2) 100.0 (3/3) - 13.3 (4/30) 

總計  16.0 (4/25)   9.1 (2/22)  12.5 (1/8)   31.3 (5/16)  20.0 (1/5)    5.9 (13/221) 

13 隻陽性鼠類分別捕捉自 5 處佈籠點（表三），地理位置可分為 3 個區

塊：C、D、F 點位於臺中港北方相鄰的北碼頭及北突堤區；L 點位於臺中港

中間之中南突堤區；O 點位於臺中港南方之南碼頭區。觀察年序資料，D、F

及 O 點最後監測到陽性的年份分別為 2013、2011 及 2012，之後未再捕獲鼠

隻或檢驗皆陰性；C 點在 6 年內有 3 年驗出陽性鼠隻；L 點則於最後 3 年連續

監測到陽性鼠隻。 

漢他病毒抗體陽性之鼠種分析，發現所有陽性鼠隻皆為溝鼠。溝鼠送驗

135 隻，檢驗陽性為 13 隻，陽性率為 9.6%。5 處陽性佈籠點溝鼠漢他病毒抗

體年度陽性率介於 0–100%，其中 L 點 6 年平均陽性率 31.5%為所有陽性點最

高，該處 2016 年 3 隻溝鼠檢驗結果陽性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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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一、鼠種分析 

  本文研究顯示，2011–2016 年臺中港共捕獲 3 種鼠類，數量以溝鼠最多，

錢鼠次之，小黃腹鼠居第三位，與其他大多數國際港埠相同，溝鼠及錢鼠為捕

獲之主要鼠種[1,2]，該兩物種常出現於人類活動及居住的環境區域。小黃腹鼠

屬於野鼠，推測臺中港未開發區域植被型態及周圍腹地有農田與草地，適合該

鼠種生存，因此監測時也捕獲該鼠種。 

  依據疾管署漢他病毒症候群防治工作手冊，臺灣地區目前至少有嚙齒目

的溝鼠、亞洲家鼠(Rattus tanezumi)、鬼鼠(Bandicota indica)、黃胸鼠(Rattus 

flavipectus)、家鼷鼠(Mus musculus)、小黃腹鼠、赤背條鼠(Apodemus agrarius)

及食蟲目的錢鼠等 8 種漢他病毒宿主存在[4]。目前全世界有二十種以上不同

的漢他病毒存在，分布在不同地理區域，且各有其獨特的囓齒類宿主。溝鼠為

Seoul hantavirus (SEOV)的主要宿主，分佈在世界各地；錢鼠則為 Thottapalayam 

hantavirus (TPMV)的宿主，僅分佈在印度及尼泊爾[4,5]。臺灣地區鼠類感染漢

他病毒株為首爾型漢他病毒 Seoul hantavirus (SEOV)[6,7]，溝鼠為主要宿主，

亦有錢鼠、黃胸鼠、鬼鼠等過剩宿主(spillover host)的發現，但過剩宿主體內的

病毒量少於主要宿主[8]。而感染漢他病毒的個案經疫情調查，漢他病毒抗體

陽性的鼠種也均為溝鼠[9–11]，因此溝鼠應為防治漢他病毒傳染病的主要對象。 

  此外，桃園機場及松山機場等 2 個港埠僅有溝鼠抗體檢驗結果陽性，此

與臺中港監測結果相同，但其他國際港埠 2004–2013 年鼠類監測資料顯示錢

鼠及小黃腹鼠也曾驗出抗體陽性鼠隻[1–3]，推測因各港埠環境特性不同，鼠

類生活圈重疊情形差異而有不同程度過剩宿主現象。 

二、歷年捕獲鼠數 

  歷年監測以 2011 年捕獲數最多，2015 年最少，推測是因 2015 年捕鼠頻

率由每月起改為每季一次，導致捕獲數量下降為 15 隻，但 2016 年同為每季

捕鼠捕獲數量卻增加一倍。分析比較 2015 年與 2016 年 20 處佈籠點，有 1 處

（D 點）捕捉數量減少 3 隻，有 4 處（G、H、J、K 點）捕捉數量增加 2 隻以

上，推測主要原因有可能是佈籠點周圍環境改變或執勤人員調整佈籠點，分述

如下：D 點由前一年 3 隻降至 0 隻可能是當年 4 月起佈籠處旁水溝進行長期

整建工程；G 點由執勤人員調整移動至附近福利社旁，捕獲數量由 2 隻增加

至 4 隻；H 點可能因鄰近 18 號碼頭當年 7 月底完工，鼠類再度遷入，捕獲數

由 0 隻增加至 3 隻；J 及 K 點相鄰且環境相似，2015 年初因碼頭裝卸銅土環

境改變，當年未捕獲鼠類，同年 8 月廠商改採密閉式輸送帶避免揚塵，2016 年

鼠類再度遷入，捕獲數量大增。本文依 6 年長期監測結果進行分析，以期降低

周圍環境改變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客觀評斷各佈籠點的風險。前述 2 處

佈籠點（B、P 點）於 6 年期間僅捕獲 1 隻鼠類，為符合後續修訂港埠檢疫工

作手冊內容，監測區域應以人員出入頻繁之設施為中心，自 2017 年起已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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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性率比較 

  2011–2016 年臺中港所有鼠種的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為 5.9%，相較於

2004–2006 年、2007–2009 年監測結果 19.28%及 10.13%呈下降趨勢[1,2]。依

歷年監測資料，臺中港捕獲鼠類僅溝鼠驗出漢他病毒抗體陽性，2004–2006 年

及 2007–2009年溝鼠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分別為 26.23%及 17.39%，本文 2011–

2016 年溝鼠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降為 9.6%，推論若不是港區溝鼠陽性率自然

下降，極有可能是 2009 年之前的鼠隻多捕捉自陽性率高的地點，如本文 2016

年於陽性率高之 L 點，捕獲 3 隻鼠類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拉高當年整個港區

陽性率至 13.3%。 

  比較 2011 年臺灣五大都會地區重要鼠媒傳染病調查資料[7]，同年臺中港

區所有鼠種陽性率為 5.6%，低於臺中市區所有鼠種 11.5%陽性率。 

四、風險評估 

  依疾管署網頁資料，2011–2016 年全國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例數共計 9

位，確定病例分布於新北市（3 位）及高雄市（6 位），其中 2016 年衛生單位

對高雄市 3 例疑似漢他出血熱群聚及另 1 例個案進行疫情防治工作時所捕獲

的鼠隻，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分別為 33.3%及 23.1%[10,11]，顯示當鼠類漢他

血清抗體陽性率高時，在住家或工作場地出現活鼠及鼠跡甚至被遭鼠咬傷時，

出現人類病例風險極高。 

  2016 年臺中港區 2 處固定佈籠點 C 點及 L 點鼠類驗出漢他病毒抗體陽性

率分別為 50%及 100%，顯示此兩處為風險較高地點。C 點為穀倉周圍，鼠類

數量較多，疾管署於該處近 6 年的捕鼠量數量居 20 處佈籠點之冠，然而該區

域管理單位歷年皆投入大量資金於鼠類防治，每年與病媒防治業者簽約進行

每月滅鼠工作，工作人員對鼠類傳播疾病的風險有一定認知。L 點位於某貨櫃

碼頭旁，2016 年底監測結果顯示該區風險高。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當時立即

派員拜會該處管理單位，告知風險並進行相關鼠類防治及環境改善相關衛教，

該處管理單位後續積極改善廚餘垃圾桶，避免提供鼠類食物，並以水泥填補

鼠洞，消除鼠類窩藏地點，以避免員工感染鼠類傳播疾病。 

五、衛教宣導 

  歷年臺中港鼠類漢他病毒抗體血清學監測結果，皆透過臺中港衛生安全

工作小組會議宣導，並由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函知臺中港務分公司以轉知相

關業者，因此臺中港區相關工作人員對港區鼠類驗出漢他病毒抗體陽性應不

陌生。在這 6 年監測期間，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臺中港辦公室偶爾接獲港區

相關單位滅鼠諮詢，皆即時提供相關防治作為建議。另自 2017 年起，疾管署

強化鼠類監測後告知相關單位的作為，佈籠點捕獲鼠隻時即以國際港埠衛生

監測通知單通知管理單位。如後續鼠類檢體檢驗結果為陽性，疾管署檢疫單位

同仁立刻通知該佈籠點管理單位，進行專案管理，積極輔導該處改善環境及加

強滅鼠，同時對該處加強鼠類監測，以避免鼠類傳播傳染病給港區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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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依以往研究及本文監測結果，臺中港區有一定比例鼠類持續驗出漢他病

毒抗體陽性，顯示臺中港區仍有出現人類漢他病毒出血熱的可能性。以現今的

滅鼠技術，無法專一性去除漢他病毒抗體陽性鼠隻，唯有港區各單位落實不讓

鼠來、不讓鼠吃、不讓鼠住 3 不政策，對員工尤其是新進員工持續進行鼠類傳

播疾病相關衛教，方可降低於港區工作時感染漢他病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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