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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8 年臺中港船舶衛生檢查分析 
   

 紀錦昇 1、林品秋 1、李純蜜 1、陳炫伻 1、蔡韶慧 1、劉碧隆 1、柯靜芬 1.2＊ 

 
摘要 

臺中港為位於臺灣中部的國際商港，進出船舶往來頻繁，公共衛生風險及衝擊

相對提高。本文分析 2011–2018年臺中港之船舶衛生檢查及證書簽發狀況，期望了

解臺中港近年來船舶可能存在的公共衛生風險特性，進一步思考可採行的因應對

策及防治重點。分析結果發現，在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數較多的船種中，衛生管制

證書率(SSCC%)以油輪最高，雜貨船次之。但近年油輪之 SSCC%有逐漸下降趨

勢，雜貨船卻仍有一定比率，且於 2018 年超越油輪成為 SSCC%最高船種。病媒

出沒地點則以廚房及倉庫為主，油輪集中在廚房、倉庫及食物儲存區等。但雜貨船

除了廚房、倉庫外，病媒還出現於居住區及醫療設施區等，分布較廣。另分析病媒

種類，蟑螂最多，其次為老鼠、蒼蠅等，但發現老鼠的船種皆在 2018年且為雜貨

船。在油輪逐漸淘汰老舊船舶後，雜貨船已成為需加強輔導的船種，建議在政策面

探討合宜的規範及措施，針對高風險船種及區域項目優先進行宣導及防治，以期

能符合實務面需求，及達成保障國人健康目的。 

 

關鍵字：臺中港、船舶衛生檢查、船舶衛生證明書 

 

前言 

    臺灣為四面環海的海島型國家，國際往來之交通及船舶頻繁，傳染病容易自各

港口境外移入，且國際傳染病疫情傳播快速，公共衛生風險的衝擊日益增加，而

港口之檢疫工作仍是防堵傳染病入侵的重要防線。為防止傳染病於國際間傳播及

面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應變機制，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陸續頒布及更新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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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針對原 1969 年修訂的 IHR，頒布新版的國際衛生條例 2005(IHR 2005)[1]，

該條例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正式實施。此外，為幫助各會員國執行船舶衛生檢查

工作，WHO 於 2011 年出版了船舶衛生檢查指導手冊及方針[2–3]，以提供給衛生

檢查人員、船方及相關主管單位執行 IHR 之基本準則，並能於執行檢查任務、完

成證書及執行衛生防治措施等給予指導方針。 

我國亦致力於與國際同步接軌，WHO 2005 年新版之 IHR 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

施行後，我國亦與國際同步實施，全面採用新版「船舶衛生證明書」，並指定含

臺中港在內的 10 個港口為可簽發船舶衛生證明書之港口。「船舶衛生證明書」

區分為「船舶免予管制證明書(Ship Sanitation Control Exemption Certificate, SSCEC)」

及「船舶管制證明書(Ship Sanitation Control Certificate, SSCC)」，有效期間為 6

個月，可通行於國際各港口，我國要求國外進入我國港口之船舶，須持有效之船舶

衛生證明書。依據「港埠檢疫規則」，船舶若無船舶衛生證明書、船舶衛生證明書

在屆期前或逾期，應向檢疫單位申請船舶衛生檢查。核發「船舶衛生證明書」的

檢查項目，則著重於評估船舶整體環境衛生及公共衛生風險，包含廚房及食物儲藏

情形、醫務室及藥品配置、艙房、垃圾存放及處理、游泳池及其管理計畫等。船舶

衛生檢查係由檢疫人員實際登船檢查，檢查流程分為文件審查及船上各區域現場

檢查兩部分，依檢查結果簽發 SSCEC 或 SSCC，並依「港埠檢疫費用徵收辦法」

規範的船舶噸位收取費用[4]。 

臺中港是位於臺灣中部的一個國際商港，距離北部基隆港和南部高雄港各約

110 海里，雖深受潮汐及淤沙的問題所困擾，但仍發展快速，目前臺中港之貨物裝

卸量與吞吐量僅次於高雄港，為國內第二大國際港。因進出船舶之往來頻繁，公共

衛生風險及衝擊相對提高，本文分析 2011–2018 年臺中港之船舶衛生檢查及證書

簽發狀況，期望了解臺中港近年來船舶可能存在的公共衛生風險特性，特別針

對病媒部分進行探討，並進一步思考可採行的因應對策及防治重點。 

 

材料與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文關於船舶衛生檢查等數據資料，為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檢

疫單一窗口」系統，下載臺中港 2011 至 2018 年船舶衛生檢查原始數據資料

之 Excel 檔。 

二、2011–2018 年臺中港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 

（一） 進入「繳款書/收據狀態查詢」連結，下載 2011 至 2018 年船舶衛生證

明書之相關資料，以計算船舶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SSCEC)、船舶衛生

管制證明書(SSCC)、延期、放行、更名、更名及更改國籍、更改國籍及

補發證書之件數。 

（二） 針對上述數據，計算衛生管制證書率 (SSCC%) = SSCC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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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C+SSCEC)件數*100%。 

（三） 相關證明書或簽證的核發規定簡要說明如下： 

1. 船舶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SSCEC)：經檢查不具公共衛生風險（含可

當場改善之證據）者，可核發該證明書，並視需要提供其附件「船舶

衛生證明書之證據報告書」。 

2. 船舶衛生管制證明書(SSCC)：經檢查後發現具公共衛生風險（必要項

目不合格率>20%或其他重大缺失之證據時），核發該證明書，且必須

提供其附件「船舶衛生證明書之證據報告書」。 

3. 延期簽證：滿足下列兩項條件之一者，得簽發延期簽證。 

(1) 「船舶衛生證明書」有效期限不足一個月者，或因至可提供衛生

檢查服務之港口時原證書將失效者。 

(2) 如遇天候、人力調度或假日等情形，致使未能實施船舶衛生檢查

者。 

4. 放行簽證：同時滿足下列兩項條件者，經檢疫單位審核同意簽註理由

後放行。 

(1) 原船舶衛生證明書或延期簽證已過期。 

(2) 如遇天候、人力調度或假日等情形，致使未能實施船舶衛生檢查

者。 

5. 更名簽證：國籍證書上確有記載新舊船名、更改日期及簽證港口，

可核發該簽證。 

6. 更改國籍簽證：國籍證書上確有記載新舊國籍、更改日期及簽證

港口，可核發該簽證。 

7. 補發證書：船舶所持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簽發之「船舶衛生證明書」

於有效期限內申報遺失者，代理行可提出申請補發。 

三、衛生管制證明書與船種之分析 

（一） 進入「繳款書／收據狀態查詢」連結，下載 2011 至 2018 年船舶衛生證

明書之相關資料，以計算不同船種之 SSCEC 及 SSCC 之件數及比率。 

（二） 上 述 比 率 包 括 衛 生 管 制 證 書 率 (%)(SSCC%) = SSCC 件 數 ／

(SSCC+SSCEC)件數*100%；SSCC 船種比例(%) =該船種 SSCC 件數／

SSCC 總件數*100%。 

四、 衛生管制證明書核發原因及病媒出沒場所分析 

（一） 進入「繳款書／收據狀態查詢」及「衛生管制證明書核發原因分析表」

連結，以計算不同船種之病媒出沒或髒亂之地點及比率、病媒種類等。 

（二） 針對上述數據計算病媒出沒率 (%) =病媒出沒艘次／受檢總艘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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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2011–2018 年臺中港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 

臺中港於 2011–2018 年共計核發 1,801 件船舶衛生證明書（表一），其中

SSCEC 共 1,412 件、SSCC 共 67 件、延期共 203 件、放行共 57 件、更名共 31

件、更名及更改國籍共 15 件、更改國籍共 12 件、補發證書共 4 件。證書以

2018 年（296 件）核發最多，2011 年（160 件）核發最少。衛生管制證書率

(SSCC%)總計為 4.5%，其中以 2014 年(8.8%)最高、2013 年(8.7%)次高，2017

年(1.5%)最低。 

 

表一、2011–2018 年臺中港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 

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計 

SSECC 件數 137 151 167 156 186 210 194 211 1412 

SSCC 件數 7 9 16 15 5 6 3 6 67 

延期件數 13 17 34 26 16 32 29 36 203 

放行件數 0 1 3 0 7 6 11 29 57 

更名件數 3 5 9 3 0 1 7 3 31 

更名及更改國籍件數 0 0 0 0 0 1 5 9 15 

更改國籍件數 0 4 2 2 0 1 1 2 12 

補發證書件數 0 1 1 0 0 1 1 0 4 

證書總計 160 188 232 202 214 258 251 296 1,801 

衛生管制證書率(%) 

(SSCC%)* 
4.9 5.6 8.7 8.8 2.6 2.8 1.5 2.8 4.5 

*SSCC 件數／（SSCC 件數+SSCEC 件數） 

 

二、衛生管制證明書與船種之分析 

針對 2011–2018 年核發衛生管制證明書之船舶進一步分析其船種，其

結果如表二，核發衛生管制證明書之船種共有 7 種，其中以油輪之件數

（48 件）最多，占 71.6%，其次為雜貨船（11 件），占 16.4%，其餘船種之件數

較少。若分析其衛生管制證書率(SSCC%)，由高至低依序為客貨船(100%)、

化學船(33.3%)、油輪(17.9%)、油化船(9.5%)、雜貨船(4.3%)、液體化學船(1.7%)

及散裝船(0.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以前，衛生管制證明書以

油輪最多，但在 2018 年，雜貨船卻超過油輪成為衛生管制證明書最多的

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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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1–2018 年臺中港核發衛生管制證明書船種分析 

        件數(SSCC%(%)*)         

船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計 SSCC 

船種比例
(%)** 

油輪 5 (23.8) 8 (24.2) 13 (26.5) 12 (30) 2 (6.7) 5 (12.2) 2 (7.4) 1 (3.7) 48 (17.9) 71.6 

雜貨船 2 (10) 1 (4.4) 1 (4) 3 (10) 1 (3.7) 0 0 3 (5.5) 11 (4.3) 16.4 

散裝船  0 0 1 (1.6)  0 0 0  1 (1.4) 1 (1.3) 3 (0.6) 4.5 

油化船  - - 0  - 1 (100) 0 0  1 (11.1) 2 (9.5) 3.0 

化學船   - - -  - 0 1 (50) - - 1 (33.3) 1.5 

客貨船   - - 1 (100)   - - - - - 1 (100) 1.5 

液體 

化學船 
 0 

0 0  0 1 (10) 0 0 0 1 (1.7) 
1.5 

總計 7 (4.9) 9 (5.6) 16 (8.7) 15 (8.8) 5 (2.6) 6 (2.8) 3 (1.5) 6 (2.8) 67 (4.5)   

*SSCC 件數／（SSCC 件數+SSCEC 件數），若 SSCC 及 SSCEC 件數皆為 0 則顯示橫線 

**該船種 SSCC 件數／SSCC 總件數 

 

三、病媒出沒場所及衛生管制證明書核發原因分析 

    針對核發衛生管制證明書之各船種，分析其病媒出沒地點，其結果如表三。

其中病媒出沒率前三高地點依序為廚房(3.9%)、倉庫(1.8%)、配膳室(0.5%)。

若依船種來看，病媒出沒率較高的船舶則為油輪及油化船，但以油輪及雜貨船

之病媒分布地點較廣，雜貨船於居住區及醫療設施區亦有發現病媒出沒。此外，

油輪、油化船及液體化學船於食物儲存區發現病媒出沒；油化船及液體化學船

則於固體和醫療廢棄物區有發現病媒出沒。 

 

表三、2011–2018 年臺中港核發衛生管制證明書之各船種病媒出沒統計 

  病媒出沒艘次（病媒出沒率(%)*） 

船種 廚房 倉庫 配膳室 
食物 

儲存區 

固體和醫療
廢棄物區 

居住區 
食物 

準備區 

醫療 

設施區 
總計 

油輪 42 (15.7) 20 (7.5) 8 (3.0) 2 (0.8) 0 1 (0.4) 0 0 73 (27.2) 

雜貨船 10 (3.9) 3 (1.2) 0 0 0 1 (0.4) 1 (0.4) 1 (0.4) 16 (6.2) 

油化船 2 (9.5) 1 (4.8) 0 1 (4.8) 1 (4.8) 0 0 0 5 (23.8) 

散裝船 1 (0.2) 3 (0.6) 0 0 0 0 0 0 4 (0.7) 

液體 

化學船 

1 (1.7) 0 0 1 (1.7) 1 (1.7) 0 0 0 3 (5.2) 

測量船 1 (100) 0 0 0 0 0 0 0 1 (100) 

化學船 1 (33.3) 0 0 0 0 0 0 0 1 (33.3) 

總計 58 (3.9) 27 (1.8) 8 (0.5) 4 (0.3) 2 (0.1) 2 (0.1) 1 (0.07) 1 (0.07) 

 

*病媒出沒艘次／受檢總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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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若進一步探討衛生管制證明書核發原因，依表四統計結果顯示，其中以

發現蟑螂之缺失原因最多，占 92%，其他少數為發現老鼠、蒼蠅及嚴重髒亂之

情況，各占 2.7%。另外若分船種來看，以油輪及雜貨船發現之缺失原因較多，

雖雜貨船之缺失原因較油輪少，但有發現 2 次老鼠，且各有 1 次蒼蠅及嚴重

髒亂的情況。 

 

表四、2011–2018 年臺中港各船種 SSCC 核發原因 

  缺失原因 

船種 蟑螂 老鼠或鼠跡 蒼蠅 嚴重髒亂 

油輪 50 

 

1 

 

雜貨船 11 2 1 1 

散裝船 3 

   

油化船 2 

   

化學 1 

   

液體化學船 1 

   

測量船 1 

   

客貨船 

   

1 

總計 69 2 2 2 

比例(%)* 92 2.7 2.7 2.7 

*該缺失原因次數/所有缺失原因次數 

 

討論 

    若觀察 2011–2018 歷年臺中港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表一），其發證件數有

逐漸增加趨勢，尤以 2018 年發證件數最多，將近 300 件左右，顯示發證業務及船

舶衛生檢查之工作量亦為逐年增加。另外由歷年衛生管制證書率(SSCC%)統計結

果發現，2013 年及 2014 年為最高（8.7%及 8.8%），之後便下降至 2%左右，2017

年最低(1.5%)，2018 年回升至 2.8%。故為了進一步探討 SSCC%上升或下降的可能

原因，依各船種進行分析（表二），發現 2013 年及 2014 年之 SSCC 件數以油輪最

高，而油輪之 SSCC%也高達 26%及 30%，但在之後則逐年降低。另外，與國內其

他港埠進行比較，2011–2015 年高雄港核發船舶衛生證明書，在受檢率較高的船種

中，亦發現以油輪的衛生狀況最不佳[5–6]，與臺中港相似，但近年臺中港油輪之

衛生狀況有逐漸改善情形。推測其原因及實地訪查得知，2014 年以前有多數老

舊且衛生狀況不佳之油輪，但在之後便逐步淘汰，故油輪之 SSCC%在 2018 年

降至 3.7%。 

    另外在油化船、化學船及客貨船雖然 SSCC%較高，但因為船舶之發證件數

較少，尚需要再多加觀察趨勢，未來再遇到上述船種應特別注意。另外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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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若是觀察衛生管制證明書核發較多的船種，雜貨船是 SSCC%僅次於油輪之

船種，且 2018 年雜貨輪之 SSCC%超過油輪，成為比率最高之船種。另外若看 2011–

2018 年 SSCC 船種比例上，其件數所占的比率，雜貨船也是次高於油輪之船種。 

病媒出沒的情況以廚房及倉庫為主（表三），油輪集中在廚房、倉庫及食物

儲存區等。但雜貨船除了廚房、倉庫外，病媒還出現於居住區及醫療設施區等，

分布較廣，也較難以處理。另油化船及液體化學船尚在固體及醫療廢棄物區出現

病媒，可能由船艙內部延伸至船艙外的廢棄物區，也需特別注意。顯示病媒防治應

主要針對廚房、倉庫及食物儲放相關的場所等病媒容易孳生的區域，但在衛生狀況

不佳的船舶上，尚須注意上述地點以外的區域，如居住區、醫療設施等人員常活動

之地點，也應合併進行檢查及防治，並了解船方之病媒防治觀念及態度，若船方

態度或配合度不佳，應與代理行溝通採取合適的強制措施使船方改善。 

若進一步分析船舶病媒種類或髒亂情形（表四），發現以蟑螂為主，但 2018 年

於雜貨船曾發現 2 次老鼠，老鼠分布的地方為廚房及倉庫，顯示其環境衛生狀況

非常不佳。且若統計申請衛生證明書之雜貨船，發現 2015 年以前申請件數皆少於

40 件，2016 年以後則增長至 40 件以上，2018 年甚至達 66 件，但雜貨船的 SSCC%

於 2018 年也相對增加，由 2016 年的 0%增至 2018 年的 5.5%。探究其原因，可能

係因雜貨船於 2017 年後新增許多，多數為原本航行於國內的短程船舶改裝而成，

本身衛生狀態已不良，要改變不易，且船員對於衛生相關知識也相對不足，對於

衛生風險警覺性低，需花許多時間與船長、代理行溝通應改進事項。此外，這些

船舶大多短程，且多次往返兩岸或鄰近國家，進出港口頻繁，對於船舶衛生檢疫是

一大挑戰。在油輪逐漸淘汰老舊船舶之後，雜貨船已逐漸成為需特別注意及加強

輔導的船種，為未來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本文的限制為來到臺中港申請船舶衛生證明書的不同船種，數量差異較大，

特別在申請船舶衛生證明書較少的船種，其 SSCC%可能因為樣本數較少，較無法

代表該船種的衛生狀況。另外由於申請換發船舶衛生證明書的船舶，為自主申請，

該分析僅能代表於臺中港申請換發證明書的船舶，對於雖有進出臺中港但未登船

檢疫換證的船舶狀況並無法詳細了解。另外，本文僅針對病媒之狀況進行評估

分析，在其餘檢查項目如衛生文件審查、食物來源及儲存方式、食物處理流程等

未在本文中進行討論。最後，雖衛生檢查人員為依照疾管署的工作手冊進行相關

工作，且有明確的檢查項目，但仍不能排除不同查核人員有其主觀認定的差異，

故亦為可能的限制。 

    本文為首次分析近年臺中港船舶衛生檢查及證書簽發之狀況，並了解衛生

管制證明書之比率趨勢，進一步探討船種及病媒等分布情況。在面對日益頻繁

的船舶交通及有限的檢疫量能，建議可針對高風險之船種及區域項目優先進行

宣導及採行防治措施，尤其整體環境衛生欠佳者更應優先宣導防治，並在政策面

探討合宜的規範及措施，以期能符合實務面需求，方能使檢疫工作達到最大的

效益，杜絕可能病媒進入國內，達到保障國人健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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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近期疫情處高峰，歐美及東南亞多國疫情

仍嚴峻，東地中海及西太平洋區疫情上升；我國累計 868 例病例，並出現醫院

群聚，本土感染及境外移入病例風險增加。 

腸病毒疫情趨緩，社區監測檢出型別以克沙奇 A型為多，腸病毒 71型持續於

社區活動。類流感疫情持平，社區監測檢出以呼吸道融合病毒為多，但檢出數呈

下降。中國大陸新增 H5N6 及 H9N2 流感病例，我國於 1/15 起將重慶市旅遊疫情

建議等級提升為第二級：警示(Alert)。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處高峰；美洲及歐洲疫情仍嚴峻；東地中海及西太平洋區疫情

上升，非洲處高峰持平。截至 1/18，全球累計 95,489,949 例確診，分布

於 193 個國家／地區（新增密克羅尼西亞，另 1/15 起索馬利蘭與索馬

利亞分開統計）；病例數以美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及英國為多；病

例中 2,044,004 例死亡。 

2. 美洲：美國近 1 週平均日增數約 210,000 例，共計 13 州逾 130,000 人

住院創新高；加勒比海多國新增病例數倍增；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

近 1 週平均日增逾萬例且續創新高。 

3. 歐洲：英國疫情達高峰，近 1 週平均日增數約 45,000 例；西班牙疫情

快速上升，近 1 週平均日增逾 32,000 例躍升全球第 4；以色列、葡萄牙

疫情續創新高。 

4. 西太平洋：日本近 1 週疫情持平惟仍嚴峻，平均日增數近 6,000 例，

多地宣布緊急事態；馬來西亞疫情呈指數上升，醫療量能瀕滿載，1/12

起全國為緊急狀態；中國大陸連續多日新增逾百例本土病例，河北省

刑台市病例擴及隆堯縣，具擴散風險；黑龍江省綏化市多地及鄰近城市

持續檢出本土病例，吉林省通化市、長春市等多市報告本土病例，上述

二省疫情具擴散風險；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陝西省及北京市報告

零星本土病例；韓國、香港、菲律賓疫情趨緩，但香港及菲律賓近 1 週

疫情略回升。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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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南亞：近 3 週疫情持平；印尼病例數持續上升，連日新增逾萬例創

新高；泰國疫情達高峰後略降，平均日增數約 268 例。 

6. 東地中海：黎巴嫩疫情上升，全國醫院佔床率逾 8 成，當局宣布緊急

狀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疫情續創新高。 

7. 非洲：近 5 成國家疫情上升，南非平均日增數逾 14,000 例。 

8. 全球旅遊疫情建議維持「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應避免所有非

必要之出國旅遊。 

(二) 國內疫情 

截至 1/18，我國法定傳染病及擴大監測累計通報 139,038 例，其中

868 例為確定病例，包括 764 例境外移入、65 例本土病例、36 例敦睦

艦隊、2 例航空器感染及 1 例不明。確診個案中 7 人死亡，766 人解除

隔離。另案 530 自原確診病例移除。 

1. 境外移入：新增 42 例，移入國家為印尼 13 例、菲律賓及美國各 9 例、

埃及 4 例、英國 2 例、奈及利亞、俄羅斯、印度、緬甸、南非皆各 1 例。

11 月起新增 301 例境外移入病例，移入國家以印尼 148 例、菲律賓 50

例、美國 43 例為多。 

2. 本土病例：新增 9 例，其中 7 例同屬一起北部醫院群聚，另 2 例為

群聚病例（案 863）家人，該起群聚關聯病例累計 10 例。 

3.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2 例，研判在機上受已發病之案 765 感染，為

一起航空器感染事件。 

4. 不明：累計 1 例，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無症狀。 

5.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另檢出血清抗體陽性之極可

能病例 8 例，皆為磐石艦人員。 

 

圖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通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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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1. 腸病毒就診人次：近期疫情趨緩，持續低於流行閾值；第 2 週腸病毒門

急診就診計 5,420 人次，較前一週下降。 

2.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新增 1 例，於 2020/12/31 發病，感染 CA6；2020

年累計 6 例，其中 5 例感染腸病毒 71 型。 

3. 近期社區腸病毒檢出型別以克沙奇 A 群為多；腸病毒 71 型仍於社區

活動。 

 

圖三、2020–2021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二) 國際疫情 

 

 

三、 類流感： 

(一) 國內疫情 

疫情持平；近期社區監測檢出以呼吸道融合病毒為多，但檢出數呈下

降，其次為單純疱疹病毒；無新增流感併發重症確定病例，本季累計 1 例

（感染 H3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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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四、 H5N6 及 H9N2 流感 

(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1/8 公布中國大陸通報

1 例 H5N6 流感病例，位於重慶市永川區，於 2020/12/18 發病後肺炎重症

住院，具活禽接觸史。 

(二) WHO 於 1/8 公布中國大陸通報 1 例 H9N2 流感病例，位於廣東省雲符市，

於 2020/12/28 發病後住院，具禽鳥暴露史，同住家人未發病。 

(三) 中國大陸 2020 年至 2021 年 1 月累計 3 例 H5N6 流感，分別位於江蘇省、

湖南省及重慶市，該國自 2014 年起累計 27 例；2020 年至 2021 年 1 月

累計 14 例 H9N2 流感，該國自 2015 年起累計 42 例。 

(四) 因應新型 A 型流感疫情，我國已於 1/15 起將重慶市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提升為第二級：警示(Alert)。 

 

五、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0/3/21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省、安徽省、福建省、
湖南省、山東省、江蘇省、
貴州省、廣西省、河南省、
重慶市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1/15 

寮國、中國大陸其他省市， 

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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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30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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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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疹 

亞洲 6 國：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泰國、緬甸、印度 

非洲 4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馬達加斯加 

歐洲 7 國：義大利、羅馬尼亞、
烏克蘭、英國、法國、俄羅斯、
波蘭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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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5 國、美洲 3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0/11/6 

亞洲 7 國、美洲 46 國／屬地、 

非洲 13 國、大洋洲 13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拉薩熱 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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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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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公病 泰國、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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