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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登革熱流行情形報告 
 

台灣地區地處亞熱帶範圍內，自從十八世紀以來即曾經歷數次全島性的登革熱大流行，

甚至包括台北市在內；這些爆發性流行多半與亞洲其他地區之登革熱流行同時發生，而且病

例都是從南部地區開始出現後再向北蔓延。然而自從 1942 年之後，本島地區有將近 40 年的

時間沒有登革熱病例被報告出來。因此登革熱在這段期間內的消聲匿跡據推測可能與當年為

根絕瘧疾所大量使用之 D DT 有關，換言之，埃及斑蚊和瘧蚊同時在滅蚊過程中被消滅了。  

[註一，表一]  

1987 年秋末，台灣南部地區出現 40 年來首度於本島出現之登革熱病例與流行，截至該

年年底，總計有 1387 名病例由地方醫師報告出來。(註二)之後，隨著天氣轉涼，地方發生之

病例逐漸減少，直到 1988 年五月，在高雄縣出現開春後的第一個小流行之後三個月，整個南

部地區再度被登革熱疫情所籠罩，中北部也出現散發性病例。其中五月的病例主要集中在高

雄縣林園鄉，雖然疫情在立即進行病媒控制下而緩和，然而八月份的一場大水所帶來的廣泛

積水成為斑蚊孳生場所，病例隨之持續增加，至十二月底計有 1 0994 名報告病例。這些病例

主要集中在高雄市、縣與屏東縣等地。(圖一，圖二)而若把台灣地區分為四個地理區域來比較，

仍然以南部地區之侵襲率為最高，由於病例地址以原籍為主，使得東部出現較高之侵襲率，

而事實上，東部之病例幾乎都是在南部所感染的。(表二)。在這個流程中，實驗室證明主要致

病原為登革熱第 1 型病毒，並伴隨少數由第 2 , 3 , 4 型病毒所引起之病例。(註三) 

根據報告病例之分析發現，男性與女性之比為 l : 1 ；其中在 10 到 19 歲這個年齡層裹，

男性的侵襲率卻比女性的侵襲率高出很多；相反的，在 45 到 54 道這個年齡層裹卻是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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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率遠高於男性之侵襲率。這一點也許可以從他們暴露在病媒期間的差異而找到解釋。(圖

三)換言之，青少年男性和中年女性似乎較容易暴露在病媒下而有較高的危險性。一般說來，

中年女性白天呆在家裹的時間最多，而埃及斑蚊又是白天在室內的活動性最高，因此，其危

險性也最高。此外，若把台灣地區平均氣溫、降雨量用來預側一個月以後之登革熱病例發生

率，會發現其間有初步相關存在。(表三) 
註  釋： 
註一：高醫醫誌，葛應欽。 
註二：疫情報導，1988 ， 10 月 15 日，第四卷第十期。 
註三：預防醫學研究所，未發表資料。 

表一台灣地區之主要登革熱爆發性流行 

 
表二  1988 年台灣地區依地理區別之登革熱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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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地區平均溫度與濕度對登革熱感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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