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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預防接種率調查 
 

本(75)年 3 月 11 -17 日間，我們在台北縣 9 個鄉填市進行 12-23 個月大的嬰幼兒之預

防接種率調查。依鄉鎮市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責料，以每 100 戶為一個集束，並隨磯選取 30 

個集束作為調查，訪視人員須訪視集束內的全部家戶 1。家戶內所有屬於標的年齡層的嬰幼

兒，不論其設籍台北縣或設籍他縣市均子列人調查對象。預防接種數是以查對預防接種記

錄卡及衛生所的記錄簿所記載者為準；完成所有基礎接種數是以嬰幼兒已接受一劑卡介

苗，三劑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疫苗，三劑小兒麻痺疫苗，和一劑麻疹疫苗為依據。 
本次調查完成訪視的有 3 , 241 戶，共找到 198 名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l 個集束有 l 

-12 名，平均 6 . 6 名嬰幼兒)，其中 l 51 名(76 % )為台北縣籍，47 名(24 % )為他縣市籍。

表一所示，為台北縣籍與他縣市籍嬰幼兒對各疫苗劑別接種率的比較情形，其中以麻疹疫

苗的接種率最低(73 % ) ，且完成所有基礎接種者僅佔 72 ％。又對於設籍他縣市而暫居台

北縣的嬰幼兒，其各項疫苗的接種率均較低。未完成所有基礎接種的理由最普遍的是接種

疫苗時，嬰幼兒有輕微身體不適(44 % )。 
報告者：三重市、板橋市、永和市、中和市、新莊市、盧洲鄉、淡水鎮、沙止鎮和新

店市等衛生所；台北縣衛生局；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北、東、中、南區防疫隊。 

編者註：我們選擇台北都會區臨近市鄉鎮作為調查，是因這些地區的居民由鄉村地區

移入者佔有很高的比例2 。且這些居民常未將戶籍遷往現住址，而衛生所的接種計畫，則依

據戶籍資料來尋找及追綜應接種之嬰幼兒。因此，當地衛生所也就不可能通知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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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北縣198 名 12 ~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各種基礎接種的預防接種率(民國 75 年 3 月) 

 
 

未設籍的嬰幼兒前住接種疫苗。正如調查資料所顯示的，此種嬰幼兒的接種情形均較不理

想。在未將戶籍遷往現住址的情況之下，也將因無法獲得正確的戶籍資料而無法知道某一

地區在某段期間內應接種疫苗的人數，而使得當地衛生所很難決定其預防接種率。從最近

一次在雲林縣所作的調查中，我們發現，衛生所對於設籍該地區而居住其他地區的嬰幼兒

常給予剔除而未加以追蹤。此舉將因人為因素而使得預防接種率有高估現象，也將使人們

對防止流行產生錯誤的安全感。欲改進此一情況，有賴於衛生所的人員更加努力，來追蹤

未居住於戶籍所在地的嬰幼兒，以確保其能完成各項疫苗接種。在遷居時如未將戶籍一併

移出者，父母親應通知其原戶籍地衛生所，並提供新的連絡地址。都市地區的衛生所為未

設籍的嬰幼兒接種疫苗後亦應將結果告知其戶籍所在地的衛生所。 
遺漏接種是一項嚴重的問題，因為在保護嬰幼兒個體及預防社會大眾發生流行病方面

均有重大意義。在各項預防接種中，台北縣(73 % )及雲林縣( 79 % )均以麻疹疫苗的預防接

種率為最低，以此種程度的接種率，是不足以預防疾病流行的。雖然本省民眾認為麻疹是

很普遍的一種幼兒疾病，但其所造成的罹病率及死亡率仍然極為重要，且是一項嚴重的疾

病。麻疹疫苗是目前各項疫苗中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之一，衛生當局應加倍努力，使一

般家長認識以接種疫苗來預防此種疾病的必要性。麻疹，及目前接種項目中的其他所有疫

苗，對於患有感冒、腹瀉或發燒等輕微疾病的嬰幼兒，仍可以安全地給予接種。。衛生所

的工作人員應善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為嬰幼兒接種疫苗，父母親因小孩有輕微疾病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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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衛生所時，均應出示幼兒的預防接種卡，如有遺漏接種者均應加以接種。加強衛生教育，

使家長了解預防接種的安全性及重要性；並把握每一個可利用的機會為嬰幼兒接種疫苗，

地方衛生單位對於預防接種計畫的成功，實扮演著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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