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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行為、愛滋篩檢及規則服藥重要性： 

以中部 4 例愛滋個案感染為例 

 

游硯棋 1、王功錦 1、廖郁昕 2、柯淑瑜 3、王曉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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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進行 1 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確定

病例疫情調查時，發現 3名個案因性行為與此個案有關聯，透過病毒株基因型別

比對，顯示 4名個案之病毒株具有同源關聯性。此 4名個案於進行異性間性行為

時，未全程使用保險套，亦無定期篩檢，因性行為而接連感染愛滋病毒。本事件

凸顯安全性行為及愛滋篩檢重要性，呼籲民眾無論性傾向，於性行為時皆應全程

正確使用保險套。曾發生不安全性行為者，應透過愛滋篩檢瞭解自身感染狀態。

若發現感染應及早規則服藥，以降低體內病毒量，可預防傳染他人及改善預後。

公衛人員進行愛滋防治宣導時，應再強化愛滋篩檢及安全性行為知識。 

 

關鍵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愛滋篩檢、安全性行為、規則服藥 

 

事件源起 

2017 年中部某醫院通報 1 名女性（以下簡稱案 A）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以下簡稱愛滋病毒），衛生局隨即進行訪談

與疫情調查，以釐清可能感染源與性接觸者。接觸者資料經查發現其中 1 名男性

為已通報之愛滋個案（以下簡稱案 B），且案 B 性接觸者中 1 名女性亦為已通報之

愛滋個案（以下簡稱案 C），隨後進行案 A 其他性接觸者檢查，1 名男性（以下

簡稱案 D）愛滋篩檢結果為陽性並通報，這 4 名個案疑似因性行為而接連感染，

衛生局與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以下簡稱中區）隨即展開

進一步調查。 

 

 

 

 

2020 年 1 月 21 日 第 36 卷 第 2 期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         通訊作者：柯靜芬
1,4*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   E-mail： koko@cdc.gov.tw 

3 
彰化縣衛生局                             投稿日期：2018 年 05 月 11 日 

4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接受日期：2019 年 01 月 25 日 

 DOI：10.6524/EB.202001_36(2).0001 

 

 
原著文章  

mailto:koko@cdc.gov.tw


│原著文章│ 

2020 年 1 月 21 日 第 36 卷 第 2 期                                          疫情報導  21 
 

個案疫情調查與基因型別比對 

    衛生局經由案 A 疫調與系統查詢，察覺 4 案疑似因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感染，

調查過程及個案狀況描述如下： 

    2017 年，案 A 因症就醫，醫院篩檢愛滋病毒陽性故通報，衛生局隨即面訪

進行關懷與疫調。個案無注射藥癮行為，但曾與數名男性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經查

發現其中 1 名男性案 B 為已通報之愛滋個案。案 B 為 2016 年因症就醫通報，當時

對公衛人員提供之性接觸者資料未包含案 A，但包含 1 名已通報女性案 C，兩人

發生性行為時並未全程使用保險套。案 C 為 2005 年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入

監，入監篩檢愛滋陽性故通報。2014 年因愛滋發病開始服藥，但服藥順從性不佳，

至 2017 年病毒量始降低至小於 200 copies/ml。隨後衛生局安排案 A 其他性接觸者

進行愛滋篩檢，其中 1 名男性案 D 篩檢結果為陽性並確診通報。案 D 無注射藥癮

行為，表示僅曾與案 A 發生性行為，兩人發生性行為時未每次皆戴保險套，故

推測為性行為傳染。4 名個案的關聯性如圖一。 

圖一、四名個案的關係、性別、危險因子及通報年份 

本事件累積 4 名個案因性行為而有相關性，故衛生局提報中區，由中區協請

疾管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進行愛滋病毒株基因型別比對，以了解 4 名個案是否

具有關聯性。經愛滋病毒株基因比對分析，4 名個案病毒株均為 CRF07_BC 基因

型，且透過比對結果，顯示具有同源關聯性。4 名個案疫調及愛滋病毒株基因型別

比對結果如表一。 

表一、個案疫調及基因型別比對結果 

個案 性別 通報年 發現方式 危險因子 4案性接觸情形 愛滋基因亞型 
基因型別比對
（Pol區域） 

案 A 女 2017 因病就醫 異性性行為 
與案 B 及案 D

發生性行為 
CRF07_BC 

與案 B、案 D具同
源關聯性 

案 B 男 2016 因病就醫 異性性行為 
與案 A 及案 C

發生性行為 
CRF07_BC 

與案 A、案 C、案
D具同源關聯性 

案 C 女 2005 入監篩檢 注射藥癮者 
與案 B發生性
行為 

CRF07_BC 
與案 B具同源關聯
性 

案 D 男 2017 
接觸者 

檢查 
異性性行為 

與案 A發生性
行為 

CRF07_BC 
與案 A、案 B具同
源關聯性 

性行為 

案 C 
女性 
靜脈藥癮者 
2005 年通報   

案 B 
男性 
異性性行為 
2016 年通報 
  
案 A 
女性 
異性性行為 
2017 年通報 
  

案 D 
男性 
異性性行為 
2017 年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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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愛滋感染危險因子包含母子垂直感染、接受輸血、注射藥癮、異性間或男性間

不安全性行為。隨著時間、政策及社會結構改變，各危險因子所佔比例亦隨之變化。

我國自 1984 年出現第一例感染愛滋病例後，感染人數逐年增加，於 2003–2006 年

間感染人數突然大幅增加，經調查係注射藥癮者共用針具或稀釋液所致。經推出清

潔針具及替代療法之減害計畫政策後，感染人數獲得控制[1]。2018 年愛滋感染

危險因子以男性間不安全性行為居首，占 82%，其次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佔

10%[2]。本事件最早通報之案 C，即為 2003–2006 年注射藥癮疫情之感染者，其餘

3 例的危險因子皆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感染。 

為釐清愛滋感染者間之感染關係，首先進行愛滋病毒基因亞型分析，不同基因

亞型即表示不具關連性；若為相同亞型則進一步進行核酸序列變異性及基因演化

樹分析。透過核酸序列變異度再佐以基因演化樹分析可以探討彼此間是否有具有

同源關聯性，但無法直接判定感染傳播方式，尚需有個案調查資料及其他檢驗資料

進行推測[3]。過往研究發現，國內注射藥癮感染者主要感染之愛滋病毒基因型是

CRF07_BC [4]，其基因序列與大陸病毒株十分相近[5]，而同性間及異性間不安全

性行為感染者之主要流行基因型分別為 B 亞型及 CRF01_AE[6,7]。本事件中 4 案

病毒株之基因型，均為國內注射藥癮感染者主要流行的 CRF07_BC，並非異性間性

行為感染者主要流行的 CRF01_AE，且 4 案病毒株具有同源關聯，感染源可能

為注射藥癮感染者案 C，因未落實安全性行為傳染給性伴侶，後者亦再透過不安全

性行為傳染出去，將注射藥癮感染者主要感染的病毒基因型，帶進異性間性行

為感染族群。 

    本事件可視為血清相異伴侶(serodiscordant couple)之間傳染的案例。血清相異

伴侶指的是伴侶間一位感染愛滋，另一位未感染愛滋。非洲的研究結果顯示，血清

相異伴侶感染風險與血中病毒量相關，若血中病毒量小於 1,500 copies/ml，則感染

的機會極低[8]。2017 年 9 月美國 CDC 資料顯示，若個案穩定服藥，病毒量降低到

少於 200 copies/ml，即可預防傳染(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9]。本事件案 C

於 2005 年通報時，依據當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之愛

滋治療建議，尚無須用藥治療。2014 年案 C 因愛滋發病而開始服藥，但因服藥順

從性不好故病毒量控制不佳，至 2017 年病毒量始降低至小於 200 copies/ml。若案

C 於開始治療後規則服藥，將血中病毒量控制在小於 200 copies/ml，即可能避免後

續傳染。WHO 於 2015 年公布之最新治療建議為診斷感染後即刻服藥，我國

於 2016 年亦跟進全面推廣診斷後即刻開始服藥，期能改善感染者預後並阻絕傳

染。建議醫院個管師及公衛人員，衛教個案診斷後及早開始服藥、鼓勵定期回診並

加強服藥順從性。此外，2016 年 5 月公布的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也

建議異性血清相異伴侶中，陰性方在一般預防措施外，可以每日口服 tenofovir (TDF) 

300 mg 合併 emtricitabine (FTC) 200 mg 的複方製劑，作為預防感染愛滋的方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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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於接獲醫院通報愛滋感染個案後，即會安排關懷個案，包含愛滋相關

知識與安全性行為衛教、困難協助、感染源調查、接觸者調查與檢查、及醫療資源

轉介等，並於後續訪視時，持續衛教安全性行為及規則就醫。然而，個案可能隱瞞

性接觸者資料，導致性接觸者無法即時獲得衛教與篩檢，民眾也可能因沒有進行

愛滋篩檢不知自身感染狀況，而使已感染者在無風險意識下，透過不安全性行為

傳播他人，故呼籲民眾定期篩檢是一項重要公衛手段。疾管署對曾有不安全性行為

者（尤其是未使用保險套的肛交、陰道交），建議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愛滋篩檢；

若有頻繁高風險的性生活者（如多重性伴侶、合併娛樂性藥物使用、共用針具等），

建議 3 至 6 個月篩檢一次[11]。但一篇針對花東地區國中三年級學生的調查，僅

52%學生知道正確的愛滋篩檢管道[12]。而資料顯示，近年來延遲診斷的比例，以

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最高，推測原因為異性間性行為者，不認為自己有感染風險

[1]。一篇針對大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82.3%有性行為者曾使用過保險套[13]，但

另一篇研究顯示，若有固定性伴侶，則僅 28.6%會持續使用保險套[14]。本事件

陸續感染的 3 名個案，即可能認為有固定性伴侶而未使用保險套，且案 A 及案 B

在因症就診前皆未曾主動篩檢愛滋，顯示疾病風險意識不足。與前述研究顯示，

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者不認為自己有感染風險，而使延遲診斷比例較高之結果

互相呼應。以上研究及本事件凸顯國人在愛滋篩檢及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及行為均

還有改善的空間。建議公衛人員於個案訪談時，除詳細調查性接觸者，須加強衛教

落實安全性行為；於愛滋防治宣導時，務必再三強調安全性行為與定期篩檢愛

滋重要性。 

    綜觀上述，感染者若及早察覺自身感染狀況，並於發現感染後即早開始規則

服藥，即可避免傳染他人。而部分感染者會隱瞞性接觸者或病毒量控制不佳，及許

多民眾未定期篩檢而未了解自身感染狀況，故保護自身最佳方式仍為安全性行為。

呼籲民眾無論性傾向，於性行為時皆應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而曾發生不安全性行

為者應透過愛滋篩檢，瞭解自身感染狀態。若發現感染，應及早治療並規律服藥，

以降低體內病毒量，可預防傳染他人及改善預後。建議公衛人員進行愛滋防治宣導

時，加強性行為傳染風險知能、安全性行為及愛滋篩檢的重要性。若有懷疑愛滋

感染者間有傳播的關聯性，也可透過愛滋病毒株基因比對分析，釐清個案間是

否具有同源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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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國內流感疫情處高峰期，類流感就診人次及流感併發重症病例數均呈上升；近

4 週社區流行病毒型別以 A 型 H1N1 為主。近期北半球溫帶國家流感活動度持續

上升，其中中國大陸及美國已處高峰，加拿大、新加坡、韓國、日本及香港已進入

流行期。 

中國大陸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檢出之病原體經世界衛生組織命名

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且泰國確診首例自該市移入病例；基於中國

大陸武漢市具感染風險，我國於 1 月 7 日提升該市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至第一級

注意(Watch)。 

 

一、 流感 

(一) 國內疫情 

1. 類流感就診人次：今(2020)年第 2 週全國門急診類流感就診計 124,118

人次，較前一週上升 7.6%；急診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為 13.5%，與

前一週相當。目前處流感疫情高峰期。 

2. 流感併發重症：重症病例數近期呈上升，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累計 617 例（569 例感染 H1N1），其中 34 例死亡（30 例

感染 H1N1）。 

3. 近 4 週社區流行病毒型別以 A 型 H1N1 為主（佔 80.1%）。 

 

 
圖一、近三個流感季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監測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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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二、 中國大陸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一) 國際疫情 

1. 中國大陸武漢市 

(1) 自去年 12 月起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檢出之病原體經世界衛生

組織(WHO)命名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截至今年 1 月

13 日累計 41 例確診，其中 6 例重症治療中，1 例死亡，共有 7 例

已出院，其餘病情穩定且隔離治療。另進行 576 名密切接觸者監測

及感染源調查，並於 1 月 11 日公布病毒基因序列。 

(2) 目前確診個案中，少數患者否認曾至華南海鮮市場，僅曾接觸過

類似病例，亦有 1 起家庭群聚為案夫具暴露史、案妻無，但尚未發

現社區傳播；目前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但亦無法排除該家庭

群聚有共同感染源待釐清；另華南海鮮市場部份環境檢體檢出

2019-nCoV。 

(3) WHO 於今年 1 月 12 日建議赴武漢旅客採取一般性預防措施，暫不

建議實施旅遊及貿易限制 

(4) 基於中國大陸武漢市具感染風險，我國已於今年 1 月 7 日將該市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一級注意(Watch)，提醒旅客及當地

台商留意。 

2. 其他國家監測情形 

(1) 泰國：累計 12 例監測個案，其中 1 例確診，為 61 歲中國大陸武漢

市女性。個案已無發燒及呼吸道症狀。 

(2) 香港：累計 71 例監測個案，其中 51 例檢出其他病原，20 例未檢出

常見呼吸道病原且排除 SARS。 

(3) 澳門：累計 12 例監測個案，其中 10 例排除，2 例檢驗中。 

(4) 新加坡：累計 2 例監測個案，均已排除。 

(5) 韓國：報告 1 例監測個案，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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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監測：今年截至 1 月 14 日共 9 名符合「中國武漢旅遊史之發燒肺炎

病例」個案，其中 7 名已排除，2 名檢驗中，國內目前並無新型冠狀病毒

確診個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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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狀病毒 

肺炎 

中
國
大
陸 

武漢市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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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12 

登革熱 

中國大陸雲南省、廣東省、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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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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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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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6 

亞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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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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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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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30 

黃熱病 巴西、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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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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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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