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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腸病毒相關衛教單張及海報，請逕洽各縣市衛生局或至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下
載，網址http://www.cdc.gov.tw/index_info_info.asp?data_id=1007 

2. 「學校監視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敬請配合持續通報： 
參加「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之各國民小學，95學年度第二學期截止通報日

為 96 年 6月 16日（第 24週），另 96學年度第一學期通報期間為 96 年 09月 17
日（第 38週）至 97 年 01月 11日（第 2週）。 

3.  中華民國 96 年 5月 30日公告指定傳染病「新型流行性感冒」名稱修正為「H5N1
流感」，並歸類為第一類傳染病，旨揭疾病之病例定義及防治措施，將隨時依世界

衛生組織公布訊息及國內防疫需要更新，相關訊息請洽本局網站查詢。 
http://www.cdc.gov.tw 

4.  入夏登革熱疫情一觸即發，民眾應加強孳生源清除等防範措施 
本(96)年入夏後截至 7/2止累計 11 例登革熱本土確定病例，其中 10 例皆居住在台南

市安南區安和里，發病日介於 6/7-6/29間；本(7/2)日亦確認高雄市首例登革熱確定病例，

為 29歲男性，6/25 發病居住於前鎮區明禮里，發病前 7-9日(6/16-6/18)曾至女友家(台南
市安南區安和里)，該女朋友家與台南巿確定病例為鄰居有地緣相關且病原體分型為同型(第
一型)，不排除感染地為台南市安南區，衛生局將針對該里進行擴大疫調及採血工作，並於

近日進行噴藥。為防止疫情擴大，台南市政府於 7月 1日起於安和里活動中心辦理動員大

清掃活動，由安南區公所、衛生所、環保局派員分組進行民眾孳生源清除宣導，落實容器

回收清除工作。台南市政府針對堤防邊民眾放置之積水容器，請環保局協助強制回收，共

清除 3台垃圾車之積水容器，並將於 7月 3日進行安和里全面噴藥。本局已調派資深退休

防疫人員及防疫醫師，協助台南市政府進行緊急防治工作。 
全年本土累計通報病例 309 例（比去年同期 261 例增加 48 例），確定病例 27 例（比

去年同期 4 例增加 23 例），顯示今年疫情提早來臨。境外移入病例部分，本(96)年共有
48 例（比去年同期 35 例增加 13 例），其中以印尼 28 例最多，其次依序為越南 12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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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3 例、新加坡、柬埔寨、緬甸、菲律賓及馬來西亞各 1 例，與去年 35 例相較下，境

外移入病例亦在快速增加中。 
登革熱為蟲媒傳染病，潛伏期約 3至 14天，不會人傳人，而是經由具感染之病媒蚊

叮咬感染，蚊子一旦被感染則終生具感染力。為防止病媒蚊孳生，該局呼籲民眾應加強居

家環境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若有發燒、前額頭痛、噁心、全身倦怠，後眼窩痛、肌痛、

骨痛、關節酸痛或出皮膚疹時，請迅速就醫。詳細登革熱防制措施請參閱疾病管制局網站：

http://www.cdc.gov.tw，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1922。 
5.  兩起外籍勞工德國麻疹群聚事件，突顯疫苗接種之重要性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自 96 年 6月 29日分別於桃園、苗栗兩縣市確認 2 例德國麻疹後，

立即會同當地衛生局展開深入調查，查得於兩地工廠分別出現外籍勞工疑似德國麻疹群聚

感染事件。 
於桃園縣之某工廠，追溯自 4月中旬起陸續有 32名外籍勞工出現疑似症狀，目前檢

驗結果顯示有 7 名陽性；另於苗栗縣之某工廠，自 5 月起有 29 名外籍勞工有疑似症狀，

目前檢驗結果顯示有 5 名陽性。該局與地方衛生局立即將疑似病患責成工廠予以送醫後隔

離、限制住居，並針對兩工廠之外籍勞工緊急接種 MMR疫苗，共 893劑。目前疫情已獲
得初步控制，但該局仍將持續會同兩縣之衛生局進行密切監控。 

該局表示，德國麻疹又稱風疹，由德國麻疹病毒所引起，可經由飛沫或接觸傳染。一

般人感染此症，通常只持續 1-3天，症狀輕微且無後遺症，若孕婦懷孕 3個月以內被感染，
統計有高達 20%-90%可能會產下先天性缺陷兒，故孕齡婦女於婚前檢康檢查時，若無德國

麻疹病毒抗體，應補接種 MMR 疫苗，若未及時接種，則於懷孕期間，應避免前往擁擠的

公共場所，以防範感染德國麻疹；預防德國麻疹最佳方法為接種德國麻疹相關疫苗，現行

疫苗接種政策為出生後 12-15個月及國小一年級各接種 1劑 MMR疫苗。該局提醒民眾：
對於家中已達接種年齡而尚未完成接種者，應儘速攜帶幼童前往接種。 

國內於實施相關疫苗接種政策後，歷年接種涵蓋率均達 95%以上，以近 5 年監測資

料顯示，德國麻疹各年病例數均低於 10 例以下。該局呼籲請醫師於診治病患時，遇有德國

麻疹疑似症狀者，應儘速通報；聘僱外籍勞工之工廠或個人，應加強外勞健康監視，如出

現德國麻疹疑似症狀，應儘速協助就醫，並向轄區衛生單位通報。 
6.  外籍勞工定期健檢及外籍人士居留健檢列有腸內寄生蟲檢查項目 

為防杜境外移入寄生蟲病，及確保國內寄生蟲防治成果，我國對於外籍勞工的健康檢

查及外籍人士、大陸配偶的居留定居健檢，皆包括腸內寄生蟲檢查項目。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表示，外籍勞工於入境前須辦理健康檢查，方可取得入國簽證，並

且於入國後 3日內及入國工作滿 6個月、18個月及 30個月，也要進行健康檢查(皆含有腸
內寄生蟲檢查項目)。外籍勞工於健康檢查如發現有感染腸內寄生蟲，應於 30 日內治療複

檢合格。此外，外籍配偶申請居留簽證、大陸配偶申請依親居留、外籍人士申請居留定居

時，皆要檢具「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乙表)，含有腸內寄生蟲檢查之健康證明。我國對於
外籍勞工、申請居留定居之外籍人士、大陸配偶之寄生蟲感染防治，相當嚴格，並非沒有

定期追蹤。 
        臺灣地區外勞健檢及外籍人士居留定居健檢，於指定醫院辦理。為確保健檢品質，指

定醫院自 95 年 7月 16日起皆須取得實驗室認證資格。民國 93 年、94 年及 95 年外籍勞

工定期健檢之寄生蟲陽性率分別為 2.6%、3.5%及 5.9%，顯示健檢品質已有提昇。外籍勞

工如經檢出寄生蟲，除感染痢疾阿米巴原蟲外，可於 30日內治療後複檢。 
        此外，為利早期發現傳染病，早期治療，自本(96)年 9月 1日起，大陸配偶申請第一

次來台團聚，也要檢附含有腸內寄生蟲檢查之健康證明。 
        該局表示，大陸地區仍有寄生蟲感染之情形，經常往返兩岸的台商，應注意良好衛生

習慣，不生食，且於血吸蟲病盛行的地區不赤腳浸泡湖水，以避免感染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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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室 檢 驗 

              

呼吸道病毒／腸病毒監測檢體檢驗結果 
1. 檢體來源：（1）合約實驗室所在醫學中心之醫院門診、急診及住院病人（2）定點採檢點之
門診病人。 

2. 合約實驗室檢驗結果： 
呼吸道病毒：實驗室監測 96 年第 21-26週之採檢定醫檢體，流感病毒分離以檢出

A/H3型為主，而其他呼吸道病毒則以檢出 HSV (Herpes simplex virus) 
與 Adenovirus為主。 

腸病毒：實驗室監測96年第21-26週之採檢定醫檢體，腸病毒以檢出克沙奇A型(CA)
為主；若依細分類，流行株前三名為：CA6、CA10、CA16。 

 
 
 
 
 
 
 
 
 
 
 
 
 
 
 
 
 
 
 
 
 
 
 
 
 
 
 
 
 
 
 
 

 
註：Untypeable NPEV 為 Untypeable Non-Polio Ente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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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吸道病毒／腸病毒檢驗陽性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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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點醫師監視通報資料 

2007 年第 26週 (2007/06/24～2007/06/30)疫情摘要 

 
註 1：96 年第 26週有 490家定點醫師通報病例，以下內容均係定點醫師依據臨床診斷所

提供資料分析之疫情摘要。以下統計值為病例比率（病例數/總門診數）。 
註 2：96 年定點醫師監視通報項目為：類流感、腹瀉、手足口病/疱疹性咽峽炎。 
 
一、 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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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摘要 
I. 類流感(通報定義: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 )℃ 及呼吸道症狀，且有肌肉酸痛或頭痛

或極度倦怠感。排除單純性流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診所定點醫師通報類流感病例比率較前 1 週減少 5.3%，較去年同期增加 9.8%，近 4
週（96 年第 23-26 週）類流感病例比率(%)為：2.94、3.03、3.20、3.03；與前 1 週
比較，除東區呈上升外，餘五區則皆呈下降趨勢。 
 
※定點醫師特別反映事項： 

1. 臺北市大安區王醫師表示上呼吸道感染合併發燒病患增多。 
2. 北區除桃園縣有多位醫師反映本週類流感個案稍有增多趨勢，其餘縣市均趨緩。 
3. 雲林縣莿桐鄉林醫師反映本週以來流感個案有增加趨勢。 
4. 嘉義縣朴子市吳醫師反映類流感個案有減少趨勢，以年輕學子及成年人減少最多。 
5. 嘉義縣鹿草鄉林醫師反映本週上呼吸道感染有增加趨勢，主要症狀為流鼻水併發咳

嗽，有六成都是小學及國中學生。 
6. 嘉義縣竹崎鄉林醫師反映本週類流感個案有減少趨勢(約 2成)，各年齡層均有。 
7. 高雄縣旗山鎮陳醫師反映本週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約有 151位，較上週略為減少。 
8. 澎湖縣白沙鄉侯醫師反映本週類流感病患較為增加。 
9. 澎湖縣將軍村葉醫師反映本週類流感病患較為減少。 

 
II. 手足口病與疱疹性咽峽炎(通報定義:手足口病-口、手掌、腳掌及/或膝蓋、臀部出現小

水泡；疱疹性咽峽炎-發燒、咽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  
 
診所定點醫師通報腸病毒病例比率較前 1週增加 9.0%，較去年同期增加 53.9%，已連

續 15週上升，並已連續 6週超過流行閾值(3.80)；流行最高峰較前二年延遲。近 4週
（96 年第 23-26週）腸病毒病例比率(千分比)為： 6.99、7.91、9.49、10.34；與前 1
週比較，除台北區下降外，餘五區則皆呈上升趨勢；腸病毒以疱疹性咽峽炎為多，與

前 1週比較，手足口病與疱疹性咽峽炎皆呈上升趨勢。 
 
※定點醫師特別反映事項： 
1. 苗栗市詹醫師、洪醫師反映疱疹性咽峽炎個案本週較緩和，年齡層多為幼稚園，症

狀輕微。 
2. 桃園縣平鎮鄉多位醫師本週通報多起疱疹性咽峽炎個案，年齡層多為 3-4歲幼兒，
為社區型交互感染，症狀輕微。 

3. 桃園縣中壢市黃醫師、方醫師、龍潭鄉范醫師等多位醫師反映本週疱疹性咽峽炎個

案增加很多，有交互感染情形，病程幾天即好轉。 
4. 新竹縣竹北市彭醫師反映端午節過後腸病毒遽增，其特色為 1.潰瘍數很少超過 10
個以上；2.易與急性咽峽炎混淆，潰瘍大多位於側扁桃腺區，而非位於典型喉頭位

置。 
5. 新竹市廖醫師本週通報多起手足口病及疱疹性咽峽炎個案，有家庭成員間相互傳染

情形，症狀輕微。 
6. 台中市北區吳醫師本週通報多例手足口病、疱疹性咽峽炎個案，年齡層以幼稚園學

童為主，大多數為輕症，有些合併化膿性扁桃腺炎個案。 
7. 南投市鄭醫師反映疱疹性咽峽炎個案有上升趨勢，為家庭成員相互傳染情形，症狀

多為輕症，年齡層為 3-5歲學童為主。 
8. 雲林縣虎尾鎮殷醫師、北港鎮王醫師、嘉義市東區邱醫師均反映本週以來疱疹性咽

峽炎比起上週有明顯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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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嘉義縣朴子市王醫師反映本週疱疹性咽峽炎比起上週有增加趨勢，年齡層全是學齡

前幼兒。 
10. 台南市東區陳醫師反映腸病毒引起手足口病有增多趨勢。 
11. 台南市南區林醫師、北區楊醫師、東區陳醫師皆反映疱疹性咽峽炎個案有增多趨勢。 
12. 澎湖縣馬公市陳醫師反映本週疱疹性咽峽炎病患較為減少。 
13. 花蓮市楊醫師、台東市王醫師及蔡醫師皆反映手足口病及疱疹性咽峽炎個案增加。 

 
III. 腹瀉(通報定義:每日腹瀉三次以上，合併下列任何一項：嘔吐、發燒、黏液狀或血絲、

水瀉。)  
 
診所定點醫師通報腹瀉病例比率較前 1週減少 8.5%，較去年同期減少 0.3%；近 4週
（96 年第 23-26週）腹瀉病例比率(%)為：2.38、2.45、2.59、2.37；與前 1週比較，
除東區上升外，餘五區則皆呈下降趨勢。 
 
※定點醫師特別反映事項： 
1. 北區多位醫師反映腹瀉個案增加，以感冒引起、病毒性胃腸炎、上吐下瀉患者較多。 
2. 台中市北屯區姚醫師本週通報多例腹瀉個案，年齡層以 3-5歲幼童為主，大多數為

病毒性腸炎。 
3. 嘉義縣朴子市林醫師反映本週腹瀉個案有趨緩趨勢，還是以病毒感染引起為主。 
4. 嘉義縣新港鄉張醫師反映本週腹瀉個案有增加，其中約 3成係飲食不當引起。 
5. 嘉義市東區許醫師及邱醫師均反映本週以來腹瀉個案有趨緩趨勢，有 4-5成係因飲
食不當引起。 

6. 高雄縣岡山鎮洪醫師反映本週腹瀉病患較為減少。 
7. 花蓮市王醫師、陳醫師及楊醫師皆反映腹瀉個案增加。 

 

IV. 其他疾病反映事項： 
1. 臺北區多位醫師表示發燒合併腸胃炎病患、接觸性皮膚炎及腹瀉病患增多。 
2. 臺北縣新莊市彭醫師表示 5歲以下發燒及腺病毒合併胃痛病患增多。 
3. 嘉義縣民雄鄉賴醫師反映近日來氣候較為炎熱，過敏性皮膚炎有增加趨勢。 
4. 高雄市三民區邱醫師反映本週黴漿菌感染病患每天約 5-6 例，較上週增加，有久咳

之症狀。 
5. 花蓮市陳醫師反映皮膚長水泡個案增加。 
6. 北區、中區、南區定醫通報多起腺病毒感染、腮腺炎、AGE、帶狀疱疹、蕁麻疹、

單純性疱疹等個案。 
 
 
 
 
※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資料本週起因暑假學校停課，資料暫停更新。※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報資料 

2007 年第 26週 (2007/06/24～2007/06/30) 疫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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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趨勢圖 

人口密集機構通報趨勢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週別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51 2 5 8 11 14 17 20 23 26 29
年份週別

通

知

人

次

數

呼吸道症狀 腸道症狀

 
二、 重點摘要 
1. 96 年第 26週人口密集機構已確認機構數 1764家,出現呼吸道症狀 9人次(與前一週下

降 1人次)，腸道症狀 1人次(與前一週下降 1人次)。 
2. 本週各區確認率：台北區 99.9%、北區 98.6%、中區 100%、南區 100%、高屏區 100%、
東區 100%。 

3.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各機構別通報狀況： 

 
4. 最近兩週群聚事件：(96/07/03 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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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疫 情 
 
人類禽流感－越南（WHO，2007/06/29） 
世界衛生組織（WHO）06/29公布，越南衛生部證實新增 2 例 H5N1禽流感人類病例，

為該國自 2005 年 11月起首次通報。1 例是 Vinh Phuc 省的 29歲男性，曾為某婚宴屠宰
家禽，05/10 發病，05/15住院，06/11出院。另 1 例是 Thai Nguyen 省的 19歲男性，曾
在屠宰場接觸家禽，05/20 發病，05/25住院，目前情況穩定。越南自 2003 年迄今累計
95 例，其中 42 例死亡。 
 
禽類禽流感－德國、法國（ProMED，2007/07/03） 
1. 媒體報導，德國 Kelbra發現 1隻死亡野鳥感染 H5N1禽流感，當局已在方圓 3公里內
進行相關防治措施。 

2. 媒體報導，法國東部 3隻天鵝可能死於 H5N1禽流感，目前正進行相關檢驗。 
 
腮腺炎－加拿大（PHAC，2007/06/22） 

加拿大公共衛生局 06/22公布，截至 06/22該國 8 省共通報 518 例腮腺炎確定病例，
包括 Nova Scotia（395 例）、New Brunswick（99 例）、Prince Edward Island（2
例）、 Newfoundland （1 例）、Ontario（14 例）、Manitoba（2 例）、Alberta（3 例）及
British Columbia（2 例）。疫情仍集中於 Nova Scotia與 New Brunswick 省，患者均與
Maritimes地區有直接或間接相關性，主要患者年齡介於 17-37歲，多數為大學生，發病時
間介於 01/14-06/10，流行之病毒型為 G型。 
 
流感－香港（香港衛生防護中心，2007/07/03） 

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06/29表示，香港正進入流感之夏季高峰期。24-25週
（06/10-06/23）私家醫生的類流感求診率由 56.6 例（每千例求診者）增加至 70.7 例；普
通科診所的求診率亦由 5.2 例增加至 7.1 例；同時，流感病毒分離檢測亦從 24週的 105件
流感病毒陽性上升至 25週的 176件，主要是 A（H3N2）威斯康辛型流感病毒及 B型上海
型流感病毒。另外，06/18-06/28期間共有 20間院舍證實爆發流感疫情。 
 
小兒麻痺症－全球（Global Polio Eradication，2007/06/27） 
1. 根據全球小兒麻痺症根除計劃（Global Polio Eradication）統計，今年至 06/26止，全
球累計小兒麻痺症 243 例，其中奈及利亞（114 例）、印度（82 例）、巴基斯坦（9 例）、
阿富汗（3 例）等疫區國共 208 例；剛果民主共和國（13 例）、索馬利亞（8 例）、緬
甸（8 例）、尼日（4 例）、安哥拉（2 例）等非疫區國之境外移入病例共 35 例。 

2. 印度新增 20 例小兒麻痺症（含 4 例第 1型及 16 例第 3型），最後 1 例為 05/24發病，
該國今年累計 82 例。 

3. 奈及利亞新增 9 例第 3型小兒麻痺症，最後 1 例為 05/15發病，該國今年累計 114 例。 
4. 安哥拉證實首都 Luanda發生 1 例第 1型小兒麻痺症，05/18發病，該國今年累計 2

例。 
 
愛滋病－泰國、澳門（北京新浪網、中國新聞網，2007/07/02） 
1. 泰國愛滋病毒感染者達 50萬人，近年每年新增感染人數從 10萬人下降至 16,000人，
但據調查，青少年性行為感染愛滋病的人數正在上升，其中 20-24歲人群感染率達
8%，男同性戀、吸毒者和女性賣淫人群的感染率也呈上升趨勢。 

2. 澳門截至至今年 5月累計感染愛滋病病毒個案已達 370多例，過去病例以非當地人士
居多，但現在澳門居民感染率有上升的趨勢，其中主要傳播途徑是不安全性接觸及共
享針筒作靜脈注射，後者上升幅度更大。根據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及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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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愛滋病流行最新動態報告，估計全球現有 3,950萬人感染愛滋病，而 2006 年
的最新感染人數為 430萬人，死於與愛滋病有關疾病的人士達 290萬人。 

 
登革熱－馬來西亞、柬埔寨、中國（光明日報、泰國世界日報、大公報，2007/07/04-05） 
1. 馬來西亞今年共發生 52 例登革熱死亡病例。吉蘭丹州的登革熱病例由每週 30 例劇增
至 100 例，首府哥打峇魯截至 06/30總計 1,554 例，其中 1,359 例（87.5%）為登革
熱，195 例（12.5%）為登革出血熱，無死亡病例。 

2. 柬埔寨雨季引發登革熱疫情，6月通報 9,646 例，132 例死亡，病例和死亡數暴增 5
倍。 

3. 中國廣東省深圳市 06/22發現今年第 2 例登革熱境外移入病例。患者為 32歲男性，6
月初偕妻子赴泰國曼谷探親，06/11返回深圳，06/18住院，06/22確診。 

 
腸胃炎－尼泊爾（Gorkhapatra，2007/07/04） 

尼泊爾雨季導致腸胃炎疫情，Kathmandu、Rautahat、Kalikot、Lalitpur及 Bhaktapur
等 5區共發生 3,574 例急性腸胃炎，含 38 例霍亂及 2 例霍亂疑似病例，並導致 52人死亡。
Kalikot區 1日內就發生 1,154 例腸胃炎，45 例死亡。Kathmandu區有 1,539 例腸胃炎病
例，其中 32 例為霍亂，5 例死亡。尼泊爾近年的腸胃炎病例數為：2002 年通報 2,723 例，
31 例死亡；2003 年通報 6,674 例，35 例死亡；2004 年通報 19,811 例，408 例死亡；2005
年通報 2,137 例，37 例死亡。 
 

WHO公布之最新人類禽流感病例數統計，如下表： 
禽流感－ 
 

 
 
 
 
 
 
 
 
 
 
 
 
 
 
 
 

 
 
 
 
 
防疫速訊電子報 9626期 
1. 國內發現今年首例屈公熱（Chikungunya fever）境外移入病例，籲請民眾注意防蚊及清

除孳生源 
2. 今年入夏首例登革熱本土病例現蹤，民眾應加強防範 
3. 時值腸病毒疫情高峰，家有幼兒、準媽媽或新生兒的民眾，請注意防範 
4. 疾病管制局發布第 25週重要國際疫訊，提醒出國民眾注意防範 
5. 「境外防疫大隊」成軍，開展衛生新紀元 
6. 結核病非常難纏，知己知彼才能戰勝結核病 
7. 7月 1日起傳染性肺結核病患應延遲搭機，違者處 15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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