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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持續上升，目前處流行高峰期；近 4 週社區腸病

毒檢出型別以克沙奇 A群為多，腸病毒 71型持續活動。我國北部首見屈公病本土

群聚，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國家以緬甸為主；南高新增登革熱本土群聚區，另出現

第一型感染個案。 

鄰近我國之泰國、香港、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腸病毒疫情處高峰或流行期；

東南亞及南亞多國登革熱疫情處高峰；另泰國及緬甸屈公病疫情持續；紐西蘭今

年麻疹疫情較往年嚴重，基於當地感染風險升高，我國 9/12 提升該國麻疹旅遊疫

情建議至第一級注意(Watch)；南韓A型肝炎疫情持續上升，今年病例數已逾萬例，

高於近 5年各年總數。 

 

一、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1. 腸病毒就診人次：第 37 週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計 20,585 人次，較

第 36 週上升 6.5%；近期就診人次持續上升，疫情處流行高峰期。 

2.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新增 3 例，均感染腸病毒 71 型（EV71 型）；今

(2019)年累計 37 例，以感染 EV71 型為多（28 例），其他分別感染腸

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6 型、克沙奇 A10 型各 2 例，克沙奇 A9 型、

克沙奇 B5 型及伊科病毒 11 型各 1 例。 

3. 近 4 週社區腸病毒型別以克沙奇 A 群為多，EV71 型持續活動；今年

累計 315 例 EV71 型個案，高於 2016 至 2018 年同期。 

 

 

 

圖一、2018-2019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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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二、 登革熱 

(一) 國內疫情 

1. 本土病例 

(1) 新增 7 例，其中高雄市 4 例、台南市 3 例；國內今年累計 84 例，

分別為高雄市 55 例、台南市 25 例、新北市 2 例、桃園市及台北

市各 1 例。 

(2) 台南市北區（雙安里）及高雄市鳳山區（國富里、海洋里）為新增

群聚區；另南高兩市均出現感染登革病毒第一型個案。 

2. 境外移入病例：今年累計 385 例，90%以上感染地為東南亞國家；近

一個月新增個案感染國家以菲律賓、越南及柬埔寨為多。 

 

 

 

 

 

 

 

圖二、2018-2019 年登革熱病例通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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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三、 屈公病 

(一) 國內疫情 

1. 本土病例：新增 9 例，均居住新北市，其中中和區 7 例、新店區及

新莊區各 1 例，均有中和區國強嶺及周邊區域活動史，為群聚。國內

今年累計 11 例本土病例（新北市中和區 8 例，新店區、新莊區及土城

區各 1 例），含 1 起群聚案（累計 10 例）。 

2. 境外移入病例：今年累計 67 例，為自 2007 年 10 月列入法定傳染病以

來歷年最高，感染國家為緬甸 47 例(70%)、泰國 10 例、馬爾地夫 5 例、

印尼 2 例，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度各 1 例；近一個月新增個案感染

國家以緬甸為多。 

 

 

 

 

 

 

 

 

 

 

圖三、2007–2019 年屈公病本土及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發病趨勢 

 

1. 越南：東南部同奈省今年截至 8 月累計逾 11.6 萬例（2 例死亡），胡志
明市疫情上升，截至 8 月累計近 40,000 例，皆高於去(2018)年同期。 

2. 印度：南部泰倫加納邦海德拉巴市(Hyderabad) 9 月處疫情高峰，該邦
今年已累計逾 4,500 例。 

3. 印尼：爪哇島井裡汶(Cirebon)今年截至 9/9 累計 1,100 餘例（17 例
死亡），較去年全年總數 215 例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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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1. 南亞／東南亞地區 

(1) 泰國：疫情處流行期，近期病例仍以南部為多；今年截至 9/8 累計

49 府報告近 7,300 例，較去年同期 323 例為高。 

(2) 馬爾地夫：疫情下降，8 月新增 36 例，較 7 月 107 例為低；今年

截至 9/3 累計 1,400 餘例。 

(3) 馬來西亞：近期疫情下降；今年截至 8/31 累計 468 例，高於去年

同期。 

(4) 緬甸：自 2011 年來今年首次出現病例，已確診 26 例，多來自首都

內比都(Nay Pyi Taw)、克欽邦(Kachin)及德林達依省(Tanintharyi)。 

2. 非洲地區：衣索比亞於今年 8 月爆發疫情，近期病例數明顯上升，

今年已累計 20,000 例，病例分布於索馬利亞州(Somali)、阿法爾州

(Afar)、南方部落州(Southern Regional)及德雷達瓦市(Dire Dawa)。 

3. 美洲地區：巴西疫情下降，惟去年 12/30 至今年 8/24 累計逾 11 萬例

可能病例，高於去年同期（逾 76,000 例），病例分布以東南部里約熱

內盧州(Rio de Janeiro)逾 76,000 例為多。 

 

四、 麻疹 

(一) 國內疫情：新增 4 例，其中 2 例為國內感染，均為散發個案，另 2 例

分別自泰國及紐西蘭境外移入；今年累計 127 例，高於 2015–2018 年同

期病例數，其中 78 例為國內感染、另 49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以越

南 17 例、泰國 13 例及菲律賓 7 例為多；出國目的以旅遊 27 例為最多，

其次為商務及探親；今年累計 17 起群聚。 

 

 

 

 

 

 

 

 

 

 

圖四、2018–2019 年麻疹本土及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發病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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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1. 紐西蘭 

(1) 疫情自今年 5 月開始上升；今年截至 9/13 累計 1,275 例，已高於

2006 年來全年總數，病例中逾 3 成需住院治療，曾完整接種疫苗者

未達 1 成，近 4 週病例分布以奧克蘭地區馬努考郡(Manukau)

逾 6 成為多。 

(2) 基於當地感染風險升高，我國於 9/12 將該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提升

至第一級注意(Watch)。 

2. 歐洲 

(1) 近期疫情趨緩，今年截至 8 月至 9 月初，以烏克蘭累計報告約 57,700

餘例（19 例死亡）為最高，其次為羅馬尼亞 2,614 例及法國 2,429

例，另北馬其頓共和國、波蘭、義大利及保加利亞等病例數皆已超

過千例。 

(2) 近一個月新增病例數以烏克蘭 885 例為多，其次為羅馬尼亞 281 例

及法國 116 例，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ECDC)評估歐洲地區近期

仍具傳播風險。 

3. 泰國：疫情持續，今年截至 9/6 累計報告 4,539 例，14 例死亡，病例數

高於去年同期，發病率以南部那拉提瓦府及北大年府為高。 

4. 越南：近期疫情下降，今年截至 8 月底累計約 6,100 例確診，惟仍高於

去年全年總數。 

 

五、 A 型肝炎－南韓 

(一) 疫情自今年初持續上升，5 月底開始每週新增病例數均逾 500 例，今年截

至 9/7 累計報告 14,325 例，高於 2014–2018 年各年總數，自 2009 年（15,231

例）後，再次累計逾萬例；近 4 週病例分布以京畿道 4,450 例為多，其次

為首爾 2,648 例及大田 2,084 例。 

(二) 韓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KCDC)表示，今年夏季爆發疫情主因為食用受

汙染之貝類，部分商品為自中國大陸進口，呼籲民眾停止食用及銷售，

並將全面檢測相關產品。 

 

六、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省、安徽省、福建省、
北京市、廣西壯族自治
區、江蘇省、湖南省、雲
南省、內蒙古自治區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9/4/5 

 

中國大陸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尼泊爾、阿曼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5/6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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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寮國、
越南、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 

斯里蘭卡、馬爾地夫、 

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6/18 

麻疹 

亞洲：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泰國、印尼、緬甸、
紐西蘭、印度、哈薩克、
以色列、土耳其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 

馬達加斯加 

歐洲：義大利、羅馬尼亞、
烏克蘭、英國、法國、 

喬治亞、俄羅斯、波蘭、
北馬其頓共和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9/12 

 

中東呼吸 

症候群冠狀 

病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約旦、卡達、伊朗、阿曼、
科威特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9/30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
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11/30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7 國、美洲 21 國／屬
地、大洋洲 3 國／屬地、
非洲 2 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9/8/2 

亞洲 5 國、 

美洲 28 國／屬地、 

非洲 11 國、大洋洲 10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8/2 

拉薩熱 奈及利亞、貝南共和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8/2/13 

黃熱病 巴西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7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印尼、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2/26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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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德國麻疹 日本、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6/19 

屈公病 

緬甸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9/8/26 

泰國、印度、馬爾地夫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8/26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