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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港埠衛生監測之分析 

 

鄭淑芬 1,2*、林敏琮 1、王功錦 1、蔡舜文 1、柯靜芬 1,3、吳智文 1 

 

摘要 

分析 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港埠衛生監測資料，航機掃蚊僅捕獲 1 隻

熱帶家蚊，由於是從東南亞航班飛抵臺中的航機上捕捉，故推測是外來蚊種。使用

氣味誘引捕蚊器調查成蚊，共發現 6 種蚊子，包括熱帶家蚊、地下家蚊、白線

斑蚊、白肋斑蚊、三斑家蚊與環紋家蚊等，其中以熱帶家蚊數量最多（404 隻、

91.4%），地下家蚊次之（27隻、6.1%），其他蚊種則是零星捕獲。氣味誘引捕蚊器

捕獲的蚊子，未進行蚊種基因定序分析，因此無法與國內蚊種比對親緣關係。病媒

蚊產卵調查結果，全年可發現誘卵桶有白線斑蚊產卵紀錄，平均每月陽性率在 8至

9 月期間可達 52.3%。捕鼠作業中，捕獲溝鼠及臭鼩等 2 種鼠類。在 2015 年捕獲

的溝鼠及 2017年捕獲的臭鼩，曾經檢測漢他病毒陽性。依滅鼠毒餌站之餌料攝食

情形，推測機場環境中有鼠類活動的跡象。蚊子及鼠類是國際港埠衛生監測的重要

病媒，因此建議機場經營管理單位參考監測資料，適時加強港埠環境衛生管理，

宣導各駐站單位工作人員落實環境積水容器管理與容器減量及落實防鼠三不政策

（不讓鼠類來、不讓鼠類吃及不讓鼠類住），降低病媒蚊及鼠類傳播疾病風險，

維護旅客與工作人員的健康。  

 

關鍵字：機場、港埠衛生監測、蚊子、鼠類     

                

前言 

蟲媒及鼠類媒介傳染病是國際港埠進行港區衛生監測作業中重要的項目。

蟲媒傳染病是藉由節肢動物傳播的人類疾病，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70 萬人死於瘧疾、

登革熱、黃熱病及日本腦炎等蟲媒傳染病[1]。蚊子是傳播前述疾病的媒介，瘧蚊

可以傳播瘧疾；斑蚊可以傳播屈公病、登革熱、黃熱病或茲卡病毒；家蚊可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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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絲蟲病、日本腦炎或西尼羅熱等疾病。鼠類則是另一重要的病媒，傳染病

可直接藉由接觸鼠類或遭鼠類咬傷傳播、或間接透過吸入或食用被鼠類排泄物

污染的食物而傳播。鼠類也是蜱、蟎或跳蚤等病媒的宿主，這些節肢動物能在鼠類

和人類之間傳播疾病[2]。鼠類除了傳播疾病之外，還會啃咬電線和電路，造成

飛機、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的破壞，導致設備短路，引發火災危險[3]。 

國際間貿易和旅遊業的交流以及氣候和生態變化，促進了蟲媒和蟲媒傳染病

的地理傳播。飛機和輪船都被認為是外來蚊種（例如：白線斑蚊）可以迅速擴展到

歐洲大陸過程中的關鍵角色[4]。由於透過飛機、船舶或其他運輸交通工具將蟲媒

及蟲媒傳染病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的威脅持續存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05 年頒布國際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5]。該條例希望締約國能在指定的機場和港口建立公共衛生

事件監測與應變的核心能力，並且在港埠周邊範圍 400 公尺內進行病媒監測和

管制，蚊子與鼠類被指定為需要監測的病媒[3]。 

臺中國際機場（簡稱臺中機場）是我國 IHR 指定港埠之一，港埠病媒衛生

監測工作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簡稱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檢疫人員執行，

每月提供機場經營管理當局病媒監測結果，作為啟動加強病媒管制措施決策參考。

本文分析 2015 至 2021 年臺中機場港埠衛生資料，並進行監測成果探討。 

 

材料與方法 

    研究監測期間為 2015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止，針對臺中機場場站範圍內，

進行病媒蚊與鼠類動物及其媒介傳染病血清學監測，調查方法參考疾病管制署

港埠檢疫工作手冊 V1.1.1 版，調查地點如圖一。 

 

 

 

 

 

 

 

 

 

 

 

 

 

 

圖一、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港埠衛生監測地點平面圖 



│原著文章│ 

 

2024 年 2 月 6 日 第 40 卷 第 3 期                                          疫情報導  41 

 

病媒蚊調查 

一、成蚊調查 

(一) 氣味誘引捕蚊器 

1. 調查頻率：每年第 3、6、9 及 11 月執行 1 次，每次連續 3 天。 

2. 調查方法：選定機場場站範圍內可能有病媒蚊棲息出沒處，使用氣味

誘引捕蚊器(BG-Sentinel mosquito trap, BG trap)進行捕蚊。 

(二) 航機掃蚊 

1. 調查頻率：對東南亞入境航機執行掃蚊調查，並視國際疫情調整執行航線。 

2. 調查方法：當航機停妥於空橋，旅客剛完成下機時，檢疫人員立即登機

告知機長、座艙長或其他航空公司人員登機之目的後，以掃蚊網執行

航機掃蚊。人員在航機內每個空間以掃蚊網來回掃動，並且以眼睛注視

掃蚊網，以隨時捕捉因揮動而出現的蚊蟲。也需檢查上方行李櫃，輕輕

移動櫃門，檢查殘留於行李櫃上之蚊蟲。最後於地勤人員收拾航機座位

時，以目視方式檢查座位上方是否有殘存之蚊蟲經打掃後飛出。 

(三) 蚊蟲種類鑑定：將採集之檢體寄送至疾病管制署研究檢驗中心（簡稱研檢

中心），依病媒蚊之外部形態特徵，包含頭、胸、腹部及翅脈來進行辨識

及鑑定。 

 二、病媒蚊產卵調查 

 (一) 調查頻率：每月執行 1 次。 

 (二) 調查方法：選定機場場站範圍內可能有病媒蚊棲息出沒處，設置 14 個誘

蚊產卵桶（簡稱誘卵桶），在誘卵桶容器内壁放置不織布（12 × 20 公分），

注入 2/3 水量並加入 5 ppm 亞培松，作為斑蚊產卵及幼蟲調查，每個月

檢查 1 次全部不織布，取回並更新。 

 

鼠類動物及其媒介傳染病血清學監測 

一、捕鼠作業 

(一) 調查頻率：每年第 3、6、9 及 11 月執行 1 次，每次連續 3 天。 

(二) 調查方法：選定機場場站範圍內疑有鼠類活動地點佈放鼠籠，使用魷魚乾

作為鼠餌，第一天於上午 10 點後佈放，每個區域至少佈放 1–5 個鼠籠。

第二天上午於 10 點以前檢查鼠籠，以免被捕獲鼠類因太陽照射，溫度過

高而致死。如有捕獲鼠類，連同鼠籠置於雙層塑膠袋中，不密封方式收回。

若未捕獲鼠類，則視狀況更換或補充鼠餌。 

二、鼠類媒介傳染病血清學監測 

將捕獲之鼠類，依其體型大小進行肌肉注射 0.2–0.5ml 的 Zoletil 50 麻醉

劑，待其昏迷，以適當針筒進行心臟採血，直至抽不到血為止。將血液置於室

溫中一小時後，以 3,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分離血清，並於零下 20℃冷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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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集之檢體寄送至研檢中心，進行鼠疫桿菌、漢他病毒及地方性斑疹傷寒

抗體檢測。 

三、滅鼠作業 

(一) 調查頻率：每月執行 1 次。 

(二) 調查方法：選定機場場站範圍內疑有鼠類活動地點，配合機場場站地理

環境，設定毒餌站放置毒餌，每個月全部巡視 1 次，視需要補充毒餌並收

集清除鼠屍。 

 

結果 

病媒蚊調查結果 

2015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航機掃蚊共 1,308 架次，啟航地點皆來自

越南航班，僅 2019 年在胡志明飛臺中的航班掃獲 1 隻病媒蚊，是臺中機場首次在

境外來臺航機掃蚊發現的外來蚊種，經研檢中心鑑定為熱帶家蚊 (Culex 

quinquefasciatus)。在機場航廈室內與管制區戶外環境共 4 至 8 處地點（因為機場

航廈整建工程，曾變動監測地點），使用 4 個 BG trap 進行監測，共捕獲 442 隻

成蚊，經研檢中心鑑定為 6 種，包括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白肋斑蚊(Ae. vexens 

vexans)、熱帶家蚊、地下家蚊(Cx. pipens)、三斑家蚊(Cx. tritaeniorhynchus)及環紋

家蚊(Cx. annulus)。以熱帶家蚊 405 隻(91.6%)最多、地下家蚊 27 隻(6.1%)次之，

白線斑蚊、白肋斑蚊、三斑家蚊及環紋家蚊的比例，皆未達 1%（表一）。 

 
表一、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成蚊調查結果 

年 白線斑蚊 白肋斑蚊 熱帶家蚊 地下家蚊 三斑家蚊 環紋家蚊 小計 

2015 0 0 126 4 2 0 132 

2016 1 0 150 2 0 0 153 

2017 0 0 16 18 0 2 36 

2018 1 0 51 3 0 0 55 

2019 1 0 17* 0 0 0 18 

2020 0 2 32 0 1 0 35 

2021 0 0 13 0 0 0 13 

總計 3 (0.7%) 2 (0.5%) 405 (91.6%) 27 (6.1%) 3 (0.7%) 2 (0.5%) 442 (100%) 

*：航機掃蚊發現 1 隻 

 

總計擺放 14 個誘卵桶作為病媒蚊產卵調查，每月檢查一次桶內不織布，可見

斑蚊產卵，每月的誘卵桶平均陽性率為 3.7%至 52.3%。每年 5 月起陽性率上升，

於 8 月至 9 月達到高峰，10 月起下降，趨勢如圖二。檢查誘卵桶時，未發現桶內

有幼蟲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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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誘蚊產卵桶每月平均陽性率趨勢圖 

 

鼠類動物及其媒介傳染病血清學監測 

鼠籠佈置點共挑選 8 處，每季每次設置 12 個鼠籠，監測結果如表二。共捕獲

26 隻鼠類動物，其中溝鼠(Rattus norvegicus)7 隻、臭鼩(Suncus murinus)16 隻、

有 3 隻因為 2015 年的紀錄遺失，無法釐清。年度捕獲率以 2015 年最高(18.8%)，

2020 年則未捕獲。送驗 23 隻有紀錄的鼠類動物血清，於 2015 年的 1 隻溝鼠及

2017 年的 1隻臭鼩，檢驗漢他病毒抗體陽性，陽性率分別為 16.7%(1/6)及 20%(1/5)，

地方性斑疹傷寒及鼠疫的檢驗結果皆是陰性。毒餌站佈置點共挑選 5 處，設置 5 至

9 個毒餌站，總計消耗 4,350 公克的毒餌，毒餌站年度攝食率為 1.3%至 21%，檢查

毒餌站周邊未發現鼠屍，但依毒餌消耗量，研判機場環境有鼠類動物活動的跡象。 

 
表二、2015 至 2021 年臺中國際機場捕鼠及滅鼠結果 

年 

捕鼠 滅鼠 

鼠籠數 捕獲數 捕獲率 
送驗數 

毒餌站 攝食站 攝食率 
溝鼠 錢鼠 

2015 48 9 18.8% 3* 3 60 7 11.7% 

2016 48 8 16.7% 0 8 60 8 13.3% 

2017 52 5 9.6% 1 4* 60 7 11.7% 

2018 48 1 2.1% 1 0 60 10 16.7% 

2019 48 2 4.2% 2 0 80 1 1.3% 

2020 48 0 0% 0 0 105 22 21.% 

2021 48 1 2.1% 0 1 108 15 13.9% 

a：有 3 隻紀錄遺失 

*：其中 1 隻檢驗漢他病毒抗體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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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我國於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告自印度啟航的航機，應於抵達前完成航機噴藥

滅蟲措施[6]，來自其他國家啟航的航機衛生，則是由航空公司自主管理。航機

掃蚊是發現外來病媒蚊利用空中運輸工具引入我國，最直接的調查方法。臺中機場

2015 至 2021 年期間抽查越南航機共 1,308 架次，掃蚊發現 1 隻蚊子（平均每架次

捕獲 0.0008 隻）與桃園國際機場（簡稱桃園機場）2014 至 2016 年期間抽查越南

航機共 340 架次，掃蚊發現 2 隻蚊子（平均每架次捕獲 0.006 隻）的結果相比較

[7]，評估病媒蚊自越南航機引入我國的風險並不高。即使如此，兩機場的監測

結果，仍有顯著差異。因為掃蚊屬於技巧性作業，檢查人員除了具備基本病媒蚊

知識，也需要眼手併用，以人工目視及揮動掃蚊網捕捉航機上的蚊子，所以監測

結果可能依檢查人員執行技巧，存在個別差異。然而這樣的檢查方式，目前還是

歐盟國際機場進行成蚊監測的標準作業程序其中的 1 種[8]。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

浦機場曾經在 2010 至 2011 年期間以此方式，發現多架來自非洲坦尚尼亞的航機

上有家蚊屬（熱帶家蚊與 Cx. antennatus）及班蚊屬(Ae. mcintoshi)的蚊子[9]。 

    航機掃蚊畢竟是耗費人力且依賴檢查者技術性的調查方法，因此我們也在

旅客入境動線與入境行李處理區，使用 BG trap 捕捉成蚊。BG trap 利用人造人類

氣味的誘引劑(BG-Lure)誘引蚊子靠近捕蚊器，其具有風扇裝置，可將蚊子吸入

蚊蟲捕集袋。這種誘蚊陷阱較其他類型的陷阱，更能夠有效收集斑蚊屬的蚊子。

搭配使用二氧化碳，可以增加誘引效果[10,11]。作者 2013 年曾經在臺中機場國際

航廈室內以徒手與掃蚊方式捕獲中華瘧蚊(Anopheles sinensis) [12]，當時為了加強

捕捉中華瘧蚊，也在 BG trap 周邊放置乾冰釋放二氧化碳，確實發現捕捉數量增加，

但是未再捉到中華瘧蚊，也沒有捉到比較多的斑蚊，而是以熱帶家蚊為主的蚊子。

由於捕捉目標蚊種的數量未如預期，且準備乾冰需要較多的前置作業，故 2017 年

起未再使用乾冰，捕捉成蚊的數量趨勢，因此明顯減少。BG trap 所捕捉到的成蚊，

經研檢中心進行蚊蟲外部形態鑑定，皆是我國可見的蚊種，但是無法釐清是否

由國外航空器引入。我們可以借鏡國外的經驗，克服這個調查工具的限制。史基浦

機場於 2013 年起為了加強監測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是否入侵荷蘭，改以密集佈放

BG Mosquitaire trap（Biogents AG, Regensburg, Germany，與 BG trap 功能近似的

氣味誘引捕蚊器）在該機場國際航線旅運量高的登機口、行李轉盤或臨時存放機上

貨物的地點監測成蚊，後續於 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別發現該國沒有的埃及斑蚊與

白線斑蚊，及外來種瘧蚊[4,13]。該機場將所捕捉的蚊子，除了以蚊蟲形態鑑定

比對當地本土蚊種的資料庫，還輔以分子生物鑑定技術，進行蚊蟲基因定序分析，

確認是否為外來蚊種。但是，基因檢測仍有其限制，因為欠缺沼蚊屬的蚊蟲基因

資料，使得鑑定形態是沼蚊屬的蚊種，無法確認是否為外來蚊種[4]。在臺灣，埃及

斑蚊分布於北迴歸線以南的區域，因應氣候暖化，埃及斑蚊是否擴散分布至臺灣

中北部的議題時有討論，目前尚未發現本土種的埃及斑蚊能在臺灣北迴歸線以北

的區域建立野外族群[14,15]。而越南目前是有埃及斑蚊，是否會透過空中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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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我國，甚至建立蚊蟲族群更需要關注。因此，建議參考史基浦機場的經驗，

增加 BG trap 使用數量，佈設在合適的監測地點，再輔以基因檢測確認是否為外來

種病媒蚊，將比航機掃蚊更有效益地捕捉外來病媒蚊，使得監測外來病媒蚊的機制

更臻完善。 

    白線斑蚊在臺灣中北部是傳播登革熱的主要蚊種，依誘卵桶調查資料，臺中

機場全年可見白線斑蚊產卵，誘卵桶平均每月陽性率於五月至十月期間較十一月

至四月期間的陽性率高，與臺灣中部地區的溫度變化有正相關[14]，但是我們捕捉

白線斑蚊成蚊的數量，未見與誘卵桶陽性率有明顯相關。推測可能是放置 14 個

誘卵桶的地點廣泛分佈於航廈室內外，而 BG trap 僅有 4 個，因設備保管考量，皆

放置在管制區內，且僅其中 1 個 BG trap 的周圍有設置誘卵桶，雖然每次連續 3 天

使用 BG trap 捕蚊，但是每三個月才執行一次，使得兩者的相關性不顯著。由於

誘卵桶陽性率也是病媒蚊密度的指標，使用 BG trap 捕蚊也可以降低病媒蚊密度，

故建議可以評估增加 BG trap 的使用數量，同時將監測頻率調整為每月執行一次，

降低機場傳播登革熱的風險。 

    我們在臺中機場共捕捉 26 隻鼠類，在有資料的 23 隻鼠類中，以臭鼩占最多

(69.6%，16/23)，其次為溝鼠(30.4%，7/23)。這些動物未與國內物種進行親源比對，

故無法直接排除由航機引入。但因少有工作人員反映機上有鼠類，且捕獲鼠類並非

罕見品種，故推測為本土鼠類的可能性較高。每年的捕獲個體數逐年下降，可能是

機場經營機關所聘僱之清潔公司也同步進行捕鼠與滅鼠的工作，因此降低機場

環境鼠類的密度。依疾管署 2011 年臺灣五大都會地區（夜市與市場）鼠類調查

資料[16]，溝鼠與臭鼩已是都會地區主要鼠類(98.4%)。由於臺中機場周圍有一般

住家與田野環境，推測鼠類族群流動與食物來源需求，使得機場環境也能捕獲

以田野棲息型態為主的臭鼩。另依該調查資料，溝鼠與臭鼩分別 20.1%及 7.3%的

漢他病毒血清陽性率，所以我們在臺中機場捕獲的鼠類，也有可能檢驗漢他病毒

抗體陽性。當捕獲鼠類時，我們會依疾管署港埠檢疫工作手冊，以國際港埠衛生

監測通知單，通知機場經營管理單位針對捕獲區域加強滅鼠及環境衛生管理，如果

送驗鼠類血清檢驗陽性時，我們也會啟動專案管理加強捕鼠送驗，以掌握滅鼠成效。 

邊境檢疫是防守傳染病境外移入的重要防線，除了對入境旅客進行發燒篩檢

的人員檢疫措施，國際港埠衛生監測也是防守病媒入侵的一環。蚊子及鼠類是

國際港埠衛生監測的重要病媒。針對捕獲的病媒，除了生物外部形態鑑定，輔以

分子生物鑑定與國內物種比對親緣關係，更有助於研判是否為外來物種，若能針對

捕獲物種進行相關傳染病檢驗，掌握病媒傳染病引入我國的時機，更有助於立即

採取防治措施，減緩疫情或物種擴散的速度。駐國際港埠的檢疫單位每月進行監測

工作並提供資料，建議機場管理單位依監測資料，適時加強港埠環境衛生管理，

宣導各駐站單位工作人員落實環境積水容器管理與容器減量、落實防鼠三不政策

（不讓鼠類來、不讓鼠類吃及不讓鼠類住），配合地方政府家鼠防治週活動加強

滅鼠，以降低病媒蚊及鼠類傳播疾病風險，維護旅客與工作人員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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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nitation Surveillance at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iwan, 2015–2021 

 
Shu-Fen Cheng 1,2*, Min-Tsung Lin 1, Kung-Ching Wang 1,  

Shun-Wen Tsai 1, Ching-Fen Ko 1,3, Jhy-Wen Wu 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nitation surveillance data from 2015 

to 2021, only 1 Culex quinquefasciatus was captured from a Southeast Asia airplane, and 

it was speculated to be an exotic species. Adult mosquito survey captured 6 species of 

mosquito, including Cx. quinquefasciatus, Cx. pipiens, Aedes albopictus, Ae. vexens 

vexans, Cx. tritaeniorhynchus, and Cx. Annulus. The major species was Cx. 

Quinquefasciatus (404, 91.4%) and Cx. Pipiens (27, 6.1%); others were sporadic. The 

mosquito captured by BG-Sentinel traps did not process the DNA sequencing for 

comparison. The average positive rate of ovitraps was 52.3% during summer, but the eggs 

of Aedes albopictus could be found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main rodent species in the 

surveillance were Rattus norvegicus and Suncus murinus. The results of serum antibody 

surveys on Rattus norvegicus in 2015 and Suncus murinus in 2017 were positive for 

hantavirus. According to the consumption of rodenticide baits, rodents were still active in 

the airport.  

Mosquitos and rodents are the major surveillance vectors in international airports. 

We suggest that the airport authority should monitor the surveillance data, improve port 

sanitation, and rai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to reduce 

the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by mosquitoes and rodents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ravelers 

an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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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重點傳染病疫情資訊，請參考下方連結： 

1. 疫情監測速訊 

2. 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3. 流感速訊 

4. 腸病毒疫情週報 

5. 國際疫情：國際重要疫情、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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