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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南臺灣某地區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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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於南臺灣某地區出現 17 名退伍軍人病確定病

例，疾病管制署會同地方衛生單位進行住家及社區環境調查及採檢，住家附近並無

可疑感染源，但鄰近工業區許多工廠具冷卻水塔，為及早控制疫情，於環境檢驗報

告未出前進行跨部門合作，協調工廠進行冷卻水塔清消及衛教家戶進行住家水路

清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部分住家及工業區工廠冷卻水塔雖有檢出 Legionella 

pneumophila serogroup 1，然個案臨床檢體均未檢出細菌，無法進行菌株比對。

本波群聚不排除為共同感染源所致，部分個案可能於住家水路感染。 

 

關鍵字：退伍軍人病、嗜肺性退伍軍人桿菌、環境調查、冷卻水塔、跨部門合作 

 

事件緣起 

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傳染病通報系統監測資料顯示，南臺灣某地區

（以下簡稱為 A 地區）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陸續通報 7 名退伍軍人病

確定病例，疑有里內群聚，且該區確診個案數較過去三年全年明顯上升，故啟動

群聚事件調查。 

 

疫情描述 

疾管署法傳通報資料顯示 A 地區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共 17 名確定病例發病（圖一），其中 12 名痰液培養陰性、5 名無痰液故未送驗，

所有的個案均以尿液檢出退伍軍人菌抗原而確診。個案年齡介於 41–87 歲（中位數

68 歲）；男女比例為 16:1。多數無業且均非機構住民，1 名為診所執業醫師，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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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人、作業員或市場攤商等工作性質。個案中 65%(11/17)具有糖尿病、高血

壓、心臟病或癌症等慢性病史；41%(7/17)具抽菸、飲酒或吃檳榔史。暴露期間主

要活動地以住家及工作地為主，且無至機構或旅宿場所。個案住家之里別分布情

形為 a 里 4 人、b 里 9 人、c 里 2 人及 d 里 2 人（圖二）。 

圖一、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南臺灣 A 地區退伍軍人病群聚發病日分布 

 

 

圖二、2020 年南臺灣 A 地區退伍軍人病群聚之個案住家地理位置及檢驗結果分布圖 

 

疾管署區管中心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進行疫情現況討論，並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由防疫醫師率領 2 名區管中心同仁及衛生所人員，進行個案住家及環境風險

評估現地環境調查、個案疫調及環境採檢，以釐清社區可能潛在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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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住家及住家周邊環境調查 

一、 個案住家：16 名個案住家型態均為獨棟透天，有水塔，且多數無清洗或不清

楚清洗時程。 

二、 住家周邊環境 

(一) A 地區內的公園：僅有一處埤塘，無噴水池或其他曝氣設施，且多數個案

未至此公園。 

(二) 鄰近工業區：住家北方鄰近工業區，工業區內具有 140 間工廠，其中 60

間有冷卻水塔（其中 1 間工廠歇業），約有 168 座冷卻水塔，該處距離 A

地區個案住家距離介於 0.7–3 公里，根據中央氣象局觀測站資料顯示，A

地區 12 月期間風向幾乎為正北風[1]。 

(三) 自來水供水系統：疫調人員至自來水廠瞭解 A 地區個案住家管路分布及

水管修繕維護情形，工作人員表示去 2020 年 11 至 12 月該區段無管路汰

換或維護，區域水路為管網，非單一流向且水源不固定，並受用水量、水

壓及地勢影響。 

(四) 環境檢體採檢 

1. 個案住家：共採檢 16 案住家及 1 名個案工作地，計 87 件環境檢體，

其中 14 件檢出陽性，皆為住家環境（浴室水龍頭、廚房水龍頭、浴室

蓮蓬頭及廚房飲水機），分佈於 7 案住家，其中 5 案住家檢出 11 株為

L. pneumophila serogroup 1，餘 2 案住家檢出 3 株為 L. pneumophila 

serogroup 2–14。 

2. 鄰近工業區：選擇 3 處較靠近住宅區之工廠大型冷卻水塔進行水體採

樣，計 12 件環境檢體，其中 1 件工廠冷卻水塔檢出陽性(L. pneumophila 

serogroup 1)。 

3. 自來水供水系統：位於 a 至 c 里之 9 案住家水路所經消防栓（6 件）及

供水端上游給水廠（2 件）進行水體採檢，計 8 件環境檢體，以釐清是

否住家前段或中段水路可能存有致病菌。培養結果顯示其中 1 處消防

栓檢出陽性(L. pneumophila serogroup 2–14)。 

4. 將 11 株個案住家及 1 株某工廠冷卻水塔之 L. pneumophila serogroup 1

菌株以 PFGE 圖譜分析，顯示住家與該工廠冷卻水塔的菌株均不同

型別。 

 

介入措施 

一、提昇醫療通報警覺 

衛生單位提醒疫情地區的基層診所，如有疑似有社區肺炎患者轉介至

醫療院所，評估有無退伍軍人菌感染，如有疑似臨床症狀，應進行通報及採檢

臨床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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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防治措施介入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大，於環境檢體檢驗報告未出前，預先採取介入措施，

以保護社區居民健康。地方政府衛生局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邀集工業區相關

廠商召開「退伍軍人病衛教宣導說明會」，會中請相關工廠協助進行廠區冷卻

水塔盤點，及後續冷卻水塔清潔消毒及水中餘氯檢驗等防治措施。 

衛生局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 月 4 日分別函請工業區服務

中心管轄 22 間工廠及周邊 37 間工廠配合分批完成冷卻水塔清消作業，其中

21 間屬服務中心管轄工廠於 1 月 12 日完成清消，36 間周邊工廠於 1 月 18 日

完成清消，餘 2 間工廠於 2 月 8 日均已全數完成。 

2021 年 1 月 8 日衛生局邀集工務局、學界專家學者、自來水公司、工廠

代表及疾管署共同召開「冷卻水塔清消專家會議」，請工廠強化內部管理作為，

包含冷卻水塔於清消後送驗退伍軍人菌及水中餘氯濃度，並由專人每週自主

檢查並維護周邊環境，另請自來水公司安排於個案住家自來水錶進水處採檢

作業，並評估適時提高自來水餘氯濃度及進行鄰近區域消防栓排水等控制

措施。 

為永續環境經營及內化管理機制，衛生局於 2021 年 1 月 28 日亦函請各

工廠於疫情監測期結束後，應持續落實廠房冷卻水塔每月自主檢查及維護週

邊環境，並建議至少每季或每半年清潔消毒一次，以控制冷卻水塔水質，降低

生物膜產生。 

 

討論 

退伍軍人桿菌可存在於自然環境如溪水、湖水等水域，或住家、醫療機構、

照護機構之冷熱水供應管路系統及水塔，或有設置冷卻水塔之大型營業場所等

場域，健康或免疫功能不佳者均可能經由吸入或嗆入含有退伍軍人菌的氣霧或

水滴而致病[2,3]。退伍軍人病例多數是散發個案，僅有少數個案源自群聚事件[4]，

許多文獻指出冷卻水塔是引起社區退伍軍人病群聚主因[5–7]。2005–2008 年

義大利西北部小鎮陸續報告有 43 位病例，部分住家及工廠冷卻水塔有檢出

L. pneumophila serogroup 1 菌株，經分析冷卻水塔環境菌株與個案致病菌株雖不同，

但由風向與確診個案住家分布相符來看，無法排除社區間可能存在未明的冷卻

水塔感染源[6]。另法國加萊海峽地區曾於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 月期間出現

86 名退伍軍人病個案，經 PFGE 圖譜比對發現其中 23 名個案臨床菌株與附近

工廠冷卻水塔採集檢體之基因圖譜相同，且氣霧分子經空氣傳播距離至少可達

6 公里[7]。 

本疫情追蹤至 2021 年 3 月 1 日為止，A 地區於 2021 年 1 月 1 日後無新增

確定病例，經綜整相關個案活動史及環境風險調查，此波群聚疫情不排除為共同

感染源所致。經比對附近區域環境設施、工廠位置、個案分佈及風向變化，感染源

最有可能為 A 地區北方的工廠冷卻水塔。本事件 A 地區個案無臨床檢體可與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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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環境檢體比對，故未能找出造成本次群聚之特定致病菌株。但評估疫情期間吹

北風，且 A 地區所有個案住家距離工業區為 5 公里之內，且工業區進行防治後無

新增疫情與相關文獻報導來看，本群聚事件實無法排除工業區冷卻水塔產生之

氣霧分子向社區傳播造成居民吸入性感染的可能性。 

本調查報告有以下幾點限制：A 地區所有個案均無細菌培養結果，無法與環境

檢體進行比對，也無法得知有多少個案可能是背景的散發個案或是群聚所導致。

此外工業區內有 168 座冷卻水塔，且為免誤廠方清消冷卻水塔，故本案當時採檢

12 件(7%)，而影響後續的菌株比對與釐清真正的感染源。衛生單位除了要求廠方

進行冷卻水塔清消，亦有建議整個 A 地區的居民進行住家水塔的清消，但是實際

上各個家戶的清消時間並不清楚，因此無從得知此舉對疫情控制的角色，然而從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即無新增個案，有效防治措施推測與工業區即時將冷卻水塔

全面清消較有關。 

本次退伍軍人病群聚疫情調查，我們從實際訪視個案住家進行疫調及環境

採檢，並對住家周邊環境進行風險評估，初步排除住家附近有產生水霧之設施，故

將可能感染源導向距離住宅區較遠的工業區。雖無個案的臨床菌株可與冷卻水塔

或住家環境菌株比對確認致病菌株，但經由公衛體系即時介入，督請工廠冷卻水塔

配合執行全面清消，使疫情得以迅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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