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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都會區菜（果）園登革熱防治工作指引執行成果初探
─以南區四縣市為例 

 

鍾文媚* 陳奕璇 王欽賢 蔡遠鵬 李翠鳳 

 

摘要 

菜果園因民眾常以各式容器儲水以為澆灌，故過去被視為登革熱病媒蚊孳生

之高風險場域。有鑑於此，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

心依 2018 年行政院重要蚊媒傳染病防治第 26 次聯繫會議決議，針對菜果園研議

一套有效且可行管理方式，內容包括列管與巡查機制、風險評估、資料建檔及地理

呈現方式，訂定「登革熱高風域場域-都會區菜（果）園管理指引」。後經與轄區

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衛生局共同召開菜（果）園管理指引執行討論

會議，決定由各縣市依縣市實際需求規劃風險分類，盤點高風險菜（果）園，建立

地理資訊（GIS）防疫地圖並規劃管理方式，並同步增修訂縣（市）登革熱防治工

作計畫，納入菜（果）園項目，指定權責及管理單位，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結果顯

示，在縣市各局處積極督導、加強業管風險場域的容器管理與衛教宣導等防治措

施，以及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進行風險菜果園實地抽查，轄內四縣市共提報

列管 167處，菜（果）園容器多能減量且有效覆蓋，減少病媒蚊孳生機率，雖執行

時間較短，無法評估整體效益，但就近期結果來看，仍可提供各縣市對於菜果園登

革熱防治工作之參考。 

 

關鍵字：登革熱、儲水容器管理、都會區菜果園、地理資訊 

 

前言  

登革熱傳播媒介是透過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而幼蟲指數（Stegomyia indices）

與降雨、濕度及儲（積）水容器指數（container indices）有關[1]。有研究指出病媒

蚊繁殖週期中幼蟲、蛹期階段不只會孳生於乾淨水容器，亦會在營養物質豐富

之儲（積）水容器中繁殖發育[2,3]。台灣南部屬熱帶氣候及雨量豐沛，適合病媒

蚊生存，只要環境中積水容器一多，造成爆發登革熱的風險也增加[4,5]。過去 20

年間南臺灣曾發生大小不一的流行疫情，其中又以 2014 及 2015 年疫情規模為歷

年之最，因此登革熱防治一直是南部縣市的重點工作。 

鑑於社會及生活型態變遷，都會型直轄市休閒農業興起，民眾閒暇時經常前往

農園農作。農園型態可分為分租及不分租菜（果）園，亦有穿插在屋外空地之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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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園中積水容器（圖一）。型菜（果）園。而於菜（果）園從事農耕習慣所囤

積的儲（積）水容器，及周圍環境若未加妥善管理，皆有可能成為病媒蚊孳生的

溫床。例如 2018 年新北市新莊區、台中市大里區等本土登革熱，經調查顯示皆始

於當地分租型菜（果）園中大量陽性儲（積）水容器而導致社區群聚疫情。爰此，

2018 年 6 月起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以下簡稱疾管署南區中心）與國家衛生

研究院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衛院蚊媒病中心）合作，研議

管理方法、資料建檔方式，訂定「登革熱高風險場域-都會區菜（果）園管理指引」

（以下簡稱管理指引）。該指引將菜（果）園內依儲水容器之有無、加蓋與否、是

否有鋪設細紗網、環境管理等風險分類，並對菜（果）園造冊列管及加強查核，

建立有效管理監測機制，避免菜（果）園成為登革熱爆發點[6]。 

本文分享疾管署南區中心及轄區四縣市政府衛生局，藉由「登革熱高風險場域

-都會區菜（果）園管理指引」的制訂，討論該轄高風險菜（果）園在登革熱防治

計畫中管理方式、權責單位及實際執行過程初步成果，以提供其他縣市在未來

登革熱防治高風險菜（果）園管理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 中央單位執行與管理 

(一) 計畫說明暨討論會議 

由疾管署南區中心邀集轄區四縣市衛生局針對工作指引內容進行討

論，議題包括各縣市政府內部機關單位權責分工、法源適用性、過程可能

遭遇的實際問題及相關配套措施或教育訓練工作等，以瞭解實務面的考

量並達成共識，後續修正計畫後提供各縣市衛生局運用推動。 

(二) 疾管署菜（果）園稽查作業 

計劃期間，先由四縣市政府針對菜果園之權責機關單位進行調查、盤

點業管場域高風險菜（果）園並予以造冊列管，疾管署南區中心則以每月

每縣市 1–2 次之頻率進行抽查菜（果）園儲（積）水容器管理情形，查核

報告回饋予衛生局改善。 

二、 地方單位執行與管理 

(一) 增（修）訂工作計畫 

以工作指引為範本，各縣市衛生局依縣市自身條件，將菜（果）園防

治項目納入縣市登革熱防治工作計畫，且規範權責、管理及查核單位，計

畫應提報縣市府跨局處會議決議，後送疾管署備查。 

(二) 菜（果）園造冊管理 

各縣市權責機關單位針對轄內分租大眾種植之菜（果）園等，依評估

轄區人口密度、風險程度及疫情狀況自行評估，若為高風險者即進行造冊

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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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菜（果）園地理資訊（GIS）防疫地圖 

各縣市可參考工作指引，依縣市現有的地理資訊系統、Google Map 或

Excel 軟體等方式，自行建立所屬的菜（果）園 GIS 防疫地圖，並自訂

風險分類及後續規劃管理方式。 

(四) 教育訓練 

由於菜（果）園的管理不能只靠政府的管理，為使菜（果）園使用者、

管理者或所有人了解工作指引，縣市政府規劃辦理菜（果）園管理教育

訓練或現場指導，對象包含：執行查核人員、農民、農政單位及各局處

相關人員等，教導正確菜（果）園環境管理及稽查方法。 

三、 計畫執行期間：2018 年 9 月至 12 月 

四、 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 資料收集來源：南區四縣市菜（果）園實地查核。質性收集資料包含人、

地及互動會談等方面，資料收集在查核過程中逐漸清晰後，再將資料予以

數量化，進行量化分析。 

(二) 統計分析：Excel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一、 列管前之菜（果）園查核 

(一) 執行成果 

疾管署南區中心及所轄四縣市衛生局於造冊列管前為盤點風險類別，

故進行查核，執行成果如下 

1. 台南市抽查 24 個行政區(62%)，總計稽查 185 處菜（果）園，查獲陽性

孳生源 313 個。 

2. 雲林縣抽查 10 個鄉鎮市(50%)，總計稽查 96 處菜（果）園，查獲陽性

孳生源 16 個。 

3. 嘉義市抽查 2 個行政區(100%)，總計稽查 6 處菜（果）園，查獲陽性

孳生源 2 個。 

4. 嘉義縣抽查 5 個鄉鎮市(28%)，總計稽查 9 處菜（果）園，查獲陽性

孳生源 6 個。 

期間調查四縣市共 296 處菜（果）園，陽性孳生源共有 337 個，儲水容器

陽性率偏高。 

(二) 四縣市內各區／鄉鎮之菜（果）園容器指數（表一） 

查核縣市各區／鄉鎮之菜（果）園顯示，部分行政區菜（果）園平均

容器指數（內有斑蚊幼蟲孳生之容器數與全部調查容器總數之百分比）

偏高，部分菜果園儲水容器數量不多，卻因疏於管理致病媒蚊孳生，政府

應積極宣導使用人正確容器管理技能，從源頭減少公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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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指數：（陽性容器數／調查容器數）x100 

 

二、 菜（果）園列管成果: 

(一) 菜（果）園造冊作業 

1. 台南市自 2015 年爆發嚴峻的登革熱疫情後，隨即盤點全區高風險場域

（包括儲水菜園） 並建立分級及查核制度，依風險程度分為 A、B、

C、D 四級，並予以列管、勘查及追蹤管理: 

(1) A 級：2 週勘查一次 

(2) B 級：1 個月勘查一次 

(3) C 級：雨後勘查 

(4) D 級：勘查已無積水恐日後積水者為不定期勘查 

因應菜（果）園工作指引，台南市增列 67 處多人耕種菜（果）園

造冊管理，建立更完整防疫地圖。另於該府登革熱防治策略，增訂各局

處分工權責，將菜園查報、列管及孳清納入民政局及區公所權責，果農、

菜農等農民教育及實務訓練納入農業局權責，衛生局為登革熱防治作

業整體規劃、聯繫及追蹤管理。 

2. 雲林縣為農業大縣，多大面積（公頃）農田農作，灌溉用水多取水塘、

地下水經溝渠引用，經評估此類菜（果）園為登革熱相對低風險場域，

且檢視後該縣目前尚無發現多人耕種菜（果）園，故首階段列管人口居

住密集之鄉鎮及住家旁環境髒亂、儲水容器管理不當之自體戶。衛生所

依巡查後分類，將轄區菜（果）園風險分類如下 

表一、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南區四縣市內各區／鄉鎮之菜（果）園容器指數 

容器指數(級) 

縣市 9 8 7 6 5 4 3 2 1 0 

台南市 

仁德區 

南區 - - 東區 

北區   

- - 

中西區 

北門區 安南區 安平區 

永康區 
  佳區里 

...等 17 區 

雲林縣 

斗南鎮 

口湖鄉 - - - 

虎尾鎮 

崙背鄉 - - 

斗六鎮 

北港鎮 東勢鄉 元長鄉 

西螺鎮     

水林鄉     

嘉義市 - - 東區 - - - 西區 - - - 

嘉義縣 

番路鄉 

- - - 民雄鄉 - 水上鄉 - - - 溪口鄉 

義竹鄉 

註：登革熱病媒蚊幼蟲各種指數與級數相關表如下: 

等  級 9 級 8 級 7 級 6 級 5 級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0 級  

容器指數﹪ ≧41 32–40 28–31 21–27 15–20 10–14 6–9 3–5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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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類（高風險）：分租給大眾種植的菜園（開心農場、休閒農園），

1 週內複查，2 週後再巡查有改善者，則降至中級風險，雖目前經

盤點後尚無該類風險菜果園，但考量此類菜園具人流眾多、風險高，

仍列為第一類。 

(2) 第二類（中風險）：菜（果）園內有儲水容器，無論有無加蓋或舖細

砂網或有雜物堆積雨後易積水形成孳生源，平時期不定期巡查；流

行期則每月巡查一次；大雨過後一週內需巡查。 

因應菜（果）園管理指引，共列管 5 處第二類中風險的菜園，修訂

該府登革熱防治策略，將分租給大眾種植之菜（果）園（開心農場、

休閒農場）由農業處權管，住家旁菜園由民政處權管、鄉鎮市公所執行

衛教及環境稽查，校園有機菜園權管單位則為教育處，其餘各局處針對

所轄機構團體，提供菜園環境、儲水容器管理方法及蚊媒相關傳染病

防治宣導，衛生局為登革熱防治作業整體規劃、聯繫及追蹤管理單位。 

3. 嘉義市對於多人耕種菜（果）園及住家旁農地進行造冊列管。嘉義市

菜園之分級巡查機制分為 A、B 等級。 

(1) A 級：人流眾多、風險高之分租型市民農園、開心農場，及陽性容

器大於（含）5 個之私人農園，當日清除，1 週複檢。 

(2) B 級：私人菜園，同家戶鄰里巡查。 

因應菜（果）園管理指引，列管 17 處高風險菜果園，修訂該府

登革熱防治策略，大眾種植之菜（果）園（開心農場、市民農場）由

民政處權管，校園食農由教育處權管，衛生局為登革熱防治作業整體

規劃、聯繫及追蹤管理單位。 

4. 嘉義縣對於多人耕種菜（果）園及住家邊農地進行造冊列管，依風險

程度分為第一、二、三、四類。 

(1) 第一類：休閒農場，平時期每 3 個月定期巡查；流行期每個月定期

不定期巡查。 

(2) 第二類：觀光菜（果）園，每 3 個月進行查核。 

(3) 第三類：住家旁，每月巡查一次。 

(4) 第四類：其他，視情況而需要管理者。 

因應菜（果）園管理指引，列管 78 處多人耕種及自家菜（果）園，

修訂該府登革熱防治策略，休閒農場由衛生局、農業處、文化觀光局

共同權管，觀光菜果園由衛生局、農業處共同權管，住家旁菜（果）園

由各鄉鎮市（村里幹事）、衛生所共同權管。 

(二) 四縣市經滾動式增修訂，至 2018 年 12 月底列管菜（果）園數：台南市 67

筆、雲林縣 5 筆、嘉義市 17 筆、嘉義縣 78 筆，各衛生局盤點查核過程及

南區管制中心查核結果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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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南區四縣市菜（果）園造冊查核成果表 
 

縣 市 
高風險 

菜（果）園
列管數 

衛生局查核 南區管制中心查核 
陽性菜園複查情形 

查核數 陽性數 查核數 陽性數 

台南市 67 67 11 12 0 
陽性孳生源均現場清理或複查
後改善 
園內儲水容器均有效覆蓋 

雲林縣 5 5 0 5 0 
無查獲孳生源 
園內儲水容器多能效覆蓋 

嘉義市 17 17 10 10 4 
陽性孳生源均現場清理或複查
後改善 
園內儲水容器多能效覆蓋 

嘉義縣 78 21 3 5 3 
陽性孳生源均現場清理或複查
後改善 
園內儲水容器多能效覆蓋 

 

(三) 教育訓練介入前後之改善 

菜（果）園環境髒亂及普遍儲（積）水狀態是常見嚴重問題。以嘉義

縣水上鄉南靖糖廠分租菜（果）園管理為實例，該處為台糖用地，附近

15 戶居民取得台糖同意，閒暇之餘自行劃地耕種。南區管制中心於 12 月

10 日會同嘉義縣衛生局進行實地稽查作業，現場環境髒亂，儲（積）水

容器遍布，儲水容器無加蓋或加蓋不完全，共查獲積水容器 70 件，其中

陽性容器件 3 件。當日鄉長及糖廠主管即與農地使用人協調，衛生局一

週內辦理登革熱防治宣導，教導正確菜（果）園環境管理方法。12 月 18

日複查，環境整潔，儲水桶數量減少，共約 50 件，且能有效覆蓋，查

無陽性容器，顯示教育訓練確實能協助菜（果）園使用人有 

圖一、2018 年嘉義縣水上鄉南靖糖廠分租菜園管理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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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一、 經 4 個月的執行與成果收集，針對南區四縣市菜（果）園執行成果之政策

建議如下 

(一) 權責督導 

先前登革熱防治工作指引中菜（果）園管理於屬平時防治，未對其

詳細規劃相關權責及執行方法，經國衛院蚊媒病中心及疾管署南區管制

中心研議管理方式，訂定「登革熱高風險場域-都會區菜（果）園管理

指引」並召開南區四縣市菜（果）園管理指引討論會議，透過各縣（市）

政府跨局處防治聯繫會議，明確於縣（市）登革熱防治工作計畫中，納入

菜園項目，指定權責及管理單位，民政、教育、環保、衛生等機關跨單位

合作，業管場域造冊列管（含管理人資料），建立該縣市防疫地圖，里（鄰）

長動員社區民眾、環保或防疫志工加強巡查整頓菜（果）園管理等有效

管理監測機制，建立菜（果）園使用者及所有人之正確防治觀念，避免

菜（果）園成為防疫漏洞，成為疫情爆發點。  

(二) 公共溝通 

自從 2015 年台南市爆發登革熱嚴重疫情，台南市政府展開一系列的

公共活動，例如透過多元管道，包括電視媒體、鄰里座談會、鄰里布告欄

張貼衛教單張等方式，加強民眾對登革熱防治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建議

其他縣市也可配合每年夏季來臨前，加強對從事農作民眾宣導儲水容器

管理（如容器減量、戶外儲水容器加蓋、鋪細砂網）及蓄水功能（如菜

（果）園使用地下水管線灌溉）或大雨過後社區立即清除自家四周環境

積水容器等訊息，以控制病媒蚊孳生。先前文獻研究指出，高雄市在

2002 年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競選人與里長、里民夥伴關係透過競選政見

等公共溝通等方式，共同動員社區居民清除環境中積水容器，期間維持

一周後，結果發現誘卵桶指數陽性率由 67%降至 39%[7]。依據本研究

查核經驗發現，菜（果）園儲水容器即使覆蓋完整，但仍可於容器中發現

陽性孳生源，推斷與澆灌習慣、無定期容器刷洗等相關，需要經由衛教

宣導中再次加強提醒。另建議政府可針對菜（果）園管理增修訂獎懲辦法，

鼓勵民眾積極辦理，持之有恆。 

(三) 動員孳清 

雖然目前政府在菜（果）園環境管理及清除積水容器方面投入大量

人力，但一旦爆發登革熱案例，菜（果）園分租人流眾多之因素，極易

造成群聚疫情。此時政府啟動化學防治作為（化學藥劑噴灑）因應，造成

蔬果殘留化學藥劑，對民眾健康造成疑慮。建議地方政府除平日加強民眾

菜（果）園環境及容器管理的知能及技能，當附近有病例發生、及近日

降雨情形等風險因子，先考慮資源分配，加強複查高風險菜（果）園，

視需要可由國衛院蚊媒病中心在菜（果）園放置誘卵桶或誘殺桶，以監測

此場域的病媒蚊指數，減少菜（果）園登革熱疫情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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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政策對於疫情實質效益尚難具體評估，係因南區縣市政府菜（果）園管理

執行於初期階段，可提供參考資料有限，但就南區管制中心實地查核所見，

經衛生局介入菜（果）園環境管理，儲水數量減少並多能有效覆蓋，且衛生局

針對多人耕種菜（果）園使用人造冊，一旦登革熱疫情爆發時，實有接觸者

感染風險追蹤之效。另對於北迴歸線以北地區，登革熱病媒為戶外活動的白線

斑蚊，倘若菜（果）園儲水容器管理得當，必能有效減少病媒蚊孳生，降低

疫情發生機率，此指引施行對於未來在登革熱防治確有實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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