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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旅遊手冊」報導（1） 

 
 近年來政府開放海外觀光及大陸探親，且因國內經濟繁榮，所以赴海外旅遊、探親或投

資的民眾日益增多。由於國內防疫工作相當落實，很多傳染病在國內已絕跡或是極少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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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個案數（截至 77 年 6 月 30 日止）共 100 , 410 例 

  

在其他國家卻仍為疫病流行地區，常使民眾或醫師疏於防範而致疫病經旅遊而帶入國內或因

延誤治療而死亡，對國人健康影響甚鉅。因此衛生署特別編製「出國旅遊健康手冊」，提醒

民眾注意保健並防範各地區的傳染病。疫情報導將自本期連續刊載該手冊內容，並詳細介紹

各類傳染病，以供醫療衛生單位參考。以下僅先轉載該手冊之前言與出國旅遊保健須知，下

期將繼續轉載世界之主要傳染病。 
前  言 

 由於工商發達，國民生活水準提高，交通工具進步，使國人出國旅遊或考察機會大增，

尤其自政府開放觀光、大陸探親政策後，赴大陸或國外的人數急劇增加，為了防範台灣過去

少見或沒有的傳染病帶入國內，特製作本健康手冊，內容包括傳染病及保健等常識，提供您

海外旅遊時參考，祝福您「快快樂樂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壹、出國旗遵保健須知 

一、辦理預防接種 
目前國際檢疫傳染病有三種，霍亂、黃熱病、鼠疫。有些國家對於入境旅客會要求查看

預防接種證明書（黃皮書）。但各國要求種類不一隨時會有變更，所以出國前應查明並提前

接種，因為各種預防接種生效期限不一且可能有副作用，應避免在臨出國待實施，霍亂或黃

熱病的預防接種，請逕治各縣市衛生局。 
檢疫傳染病以外的預防接種證明書是不會被要求提出，但為了您的健康，若是前往流行

區域時，建議您與醫師討論事前做有效的預防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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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情況不適宜出國之旅遊者： 

首先應充分瞭解自己身體狀況，出國前做一次健康檢查（包括牙齒有無問題），如有任

何問題，先把病治好再出門，一般而言，下列的人是不宜出國旅遊的： 

(一)急性病者。 

(二)酒精慢性中毒者。 

(三)嚴重心臟病者。 

(四)嚴重肺病、氣喘者。 

(五)嚴重癲澗病人。 

(六)重感冒、鼻竇炎患者。 

(七)手術尚在恢復期者。 

(八)懷孕初期及待產婦。 

(九)其他經醫師診斷、身體狀況不宜出國者。 

三、旅遊前準備事項： 

(一)某些慢性病患者如糖尿病、心臟病等，須備妥足夠常用藥物（標明品名、用量、用法）及

病歷資料，並隨身批帶。 

(二)準備一些應急成藥及衛生用品· 如止痛劑、止瀉劑、外傷藥、暈車藥等，衛生署並在機場

檢疫所提供免費防瘧藥品，以便利赴瘧疾流行地區工作或探親者索取。 

(三)準備自用盥洗用具，旅行中最好淋浴。 

(四)多備一份眼鏡。 

四、上機前後的保健需知： 

(一)有特殊要求如輪椅、額外氧氣供應、安排非吸煙區座位都可在上機前通知航空公司人員以

便提供服務。 

(二)勿在機上抽煙、酗酒，多喝水、果汁。 

(三)每隔一二小時在機上通道走動一下，以促進血液循環。 

五、旅遊中的保健需知： 

(一)注意安全，瞭解旅館安全門、逃生設備，靠左行駛地區勿輕率開車上路。 

(二)注意飲食衛生。 

(三)避免蚊蟲叮蚊。 

(四)慎防性病傳染。 

六、同國後的調適： 

(一)從疫區回來的旅客，政府為了維護個人健康及避免傳染病由境外侵入，當地衛生所會通知

您前往檢查，請不要放棄維護自己健康的權利，按期前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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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些傳染病潛伏期甚長，如愛滋病長達半年至七年，回國後身體若有不適應即就診，同時

將曾旅遊地區告知醫師，作為診斷時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