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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肝吸蟲在台灣 

前     言 
 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又稱東方肝蛭(Oriental liver fluke)流行於日本、韓

國、越南、與我國，尤以福建、廣東、台灣等省居民常被感染(1)。在台灣則常見於屏東

縣之部份客家村落，高雄縣之旗山、美濃鎮；南投縣之國姓、埔里等鄉鎮；苗栗縣之獅

潭、大湖及卓蘭鎮等地(2)，且多與國人喜食生魚片(SAS IMI)及其他生食等習慣有關。據

中華寄生蟲防治會全省約 180 餘萬學童腸內寄生蟲檢查，民國 67 年發現l , 657 例; 65 
年 2 , 035 例；69 年 2 , 209 例；70 年 994 例(3)。可見中華肝吸蟲在台灣相當流行，可

查文獻上述本省流行地區感染率為 10 ~ 59 ％那些地區不等(1)。 
中華肝吸蟲中間宿主之調查研究 
    淡水螺為其第一中問宿主，約有卅五種以上(1)，如長角卜螺、滿州派螺、細紋派螺

等屬之。 
淡水鯉魚科魚類為主要的第二中問宿主，在台灣地區分佈相當廣泛，從大型魚到小型魚

有卅多種(4)，如平頜鱲(溪哥仔)、石賓(石斑)、鯝魚(福山魚)、石鯽、大頭鰱、草魚等均

屬之。草魚、羅漢魚、吳郭魚等，根據過去之調查其感染率幅度為 1 ％至 90 %。 
    民國 75 年 6 ~ 12 月本所在 10 縣市 29 鄉鎮收集 575 條各種魚標本以人工消化酶消

化魚肌肉，檢查出肝吸蟲被囊幼蟲數為 6 , 565 個，平均每條有 11.4 個被囊幼蟲，如在

高雄縣甲仙捕捉 9 條平頜鱲(溪哥仔)有 559 個，平均數為 61.12 ，石繽(石斑)13 條有 5 , 
040 個，平均數為 387.7 個；旗山 5 條石鯽魚有平均 282 個，平均為 56.4 個；水里 28 條

奇力魚有 269 個，平均為 9.61 個。見附表(一)。 
    民國 76 年 2 月～78 年 12 月，在本省北、中、南、東部調查 10 縣市 36 鄉鎮地

區淡水魚 689 絛，檢出中華肝吸蟲被囊幼蟲 22 , 031 個(含部份為其他之吸蟲類)，平均每

條有 31.97 個。其中台北縣石碇、坪林石鮑魚 17 條中有 397 個，平均 233 個；南投縣

國姓、鹿谷 27 條中有 235 個，平均 8.7 個；苗栗縣獅潭、大湖 22 條中有 3 , 703 個 ，

平均 168 個。平頜鱸(溪哥仔)經調查 34 個地區，普遍有感染，感染濃度也高，每條平均

出現之幼蟲數 2 ~ 750 個最高，以南投縣鹿谷平均 750 最高，其次苗栗獅潭之 366 個，

再次為宜蘭縣冬山之 130 個。鯛魚(福山魚)經調查 6 個地區，均發現有感染，每隻平均

l ~ 26 個。石鯽魚經調查 13 個地區發現感染的有 5 地區，其餘均未發現。南投魚池、

埔里地區之奇力魚，均有感染，22 條中有 972 個，平均每條 44.18 個。草魚、山鰱及南

洋鯽(吳郭魚)中未發現有感染見附表(二)。從調查中顯示中華肝吸蟲在台灣的分佈相當廣

泛。經調查而未發現有感染之地區，不能斷定為無感染，可能未被發現而已，常繼續調

查研究。                           
中華肝吸蟲病例之調查研究 
 本所於 78 年 8 月至 11 月間，對南投縣國姓鄉及苗栗縣獅潭鄉一般住民中華肝吸

蟲之感染現況，亦作一調查研究如下： 
    以塩酸、硫酸鈉、Tritone 沈澱法(AMS III 法)檢查南投縣國姓鄉長流、長豐村及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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栗縣獅潭鄉竹木村檢查 800 人之糞便檢體中帶有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卵者

102 人，平均感染率為 12.75 ％。以竹木村(21.29 %)為最高，其次長流村(10.55 %)，長

豐村(9.28 %)最低，見附表(三)。按年齡別之觀察，60 歲以上者感染率 38.24 ％為最高，

依序為 50 ~ 59 歲(22.55 %), 40 ~ 49 歲(18.63 %), 30 ~ 39 歲(14.71 %), 20 ~ 29 歲(2.94 

%), 10 歲以下(1.96 %), 10 ~ 19 歲(0.98 %)，見附表(四)。此項調查顯示，上述地區為本

寄生蟲病之高度流行地區，附近相似飲食習慣之地區，也極可能為流行區，值得進一步

調查瞭解。另外，本蟲之感染率也與年齡成正比，而性別上男性(65.68 %)高出女性(34.31 

%)甚多。 

結    論 

     本調查結果，只是本病在台灣地區流行狀況之冰山一角而已，其他地區，我們亦繼續調 



疫情報導 19 

 

 

 



24 疫情報導 

附表(三)台灣省南投縣國姓鄉及苗栗縣獅潭鄉一般住民罹患中華肝吸蟲狀況調查 
(檢查方法：塩酸、硫醉鈉、Tritone 沈澱法 AMS III)        78 年 8 ~ 11 月 

 
附表(四)台灣省南投縣國姓鄉及苗栗縣獅潭鄉罹患中華 

肝吸蟲病人年齡別及性別分佈狀況        78 年 8 月～11 月 

 
查與研究中。預防中於治療乃醫學之箴言，因此宣導民眾如何防範當為首務。莫再生食淡水
魚，如生魚片、生魚粥等料理。淡水魚應煮熟後再食用，而魚池上勿搭建廁所，不要以人或
獸類糞便餵魚。發現病人後當予以藥物治療，以免病情加重且可減少病源。此寄生蟲的預防
並不甚困難但常為一般民眾所疏忽，地方衛生人員應多注意。 
報告者  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 
        瘧疾寄生蟲組 鄭美英 李松玉 周俊雄 王 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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