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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媒介痢疾阿米巴之研究 
 

一、前言 

    阿米巴性痢疾目前是我國法定傳染病，主要傳染途徑為糞便中之囊體造成

食物或飲水等之污染所致(1)；尤其易於人群聚集且衛生條件不良之監獄、智障

醫院等及同性戀者間傳染，進而造成流行(2)。阿米巴性痢疾之全世界盛行率約

為 10 %(1)，台灣阿米巴性痢疾個案近年曾於學校、精神療養院發生(3,4)，感染

後如發病會有腹瀉之症狀，亦可能引起肝膿瘍及腦膿瘍之危險性(2,5)，或因嚴

重腹瀉脫水而死亡，故為防疫上相當重要的疾病之一；而潛在環境中感染源之

調 查 ， 對 於 阿 米 巴 性 痢 疾 之 防 治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及 重 要 性 。         

 已發現蟑螂可媒介細菌、黴菌及寄生蟲之蟲卵或囊體等多種傳染性病原

體(6,7)；蟑螂種類很多，台灣常見的是德國蟑螂、美洲蟑螂及棕色蟑螂等(8), 又

因台灣氣候溫暖，蟑螂的繁殖更是猖獗，且其為雜食性，由人的食物至糞便都

吃，因此可能是痢疾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傳播之媒介，故進行本研究。 

二、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1 實驗室培養蟑螂觀察其媒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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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自 行 培 養 繁 殖 沒 有 媒 介 痢 疾 阿 米 巴 之 美 洲 蟑 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及德國蟑螂(Blatella germanica)，自然暴露於含 1 00 個/g 

及 l , 0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之 109 人體糞便中 24 小時；另有暴

露於無含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之蟑螂作為對照組。 

○2 實地調查研究： 
于民國 84 年 5 月問自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分別隨機抽樣一所

有辦理學童營養午餐之國民小學，由高雄市教育局函請配合進行蟑

螂之誘捕；以捕蟑盒放置於學校之餐廳、廚房蟑螂常出沒之靠牆地

方，每所學校分別放置 6 個捕蟑盒。 
(二)蟑螂媒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檢查 

蟑螂之痢疾阿米巴囊體檢查乃參考Foteda : et al .(1991)(9)之方法： 
○1 蟑螂體表痢疾阿米巴囊體之檢查 

將收集到之蟑螂每隻裝入滅菌後之試管，在 0 ℃ 冰存 5 分鐘使

其停止活動後，加入 2ml 之無菌生理食鹽水，震盪 2 分鐘，以 2000rpm
離 心 5 分 鐘 ， 再 將 沈 澱 液 加 入 MIF(Merthiolate-iodine - for , 
naldehyde)Solution，均勻染色後，在顯微鏡下鏡檢觀察。 

○2 蟑螂體內痢疾阿米巴囊體之檢查 
    體表經檢查後之蟑螂，以 70 ％酒精浸泡 5 分鐘，在室溫下乾燥，

再以生理食鹽水浸泡 3 分鐘，去除酒精後，解剖取出蟑螂消化道，置

入研磨器，加入無菌生理食鹽水 2ml ，研磨、離心，參照上述 1.之
方法均勻染色後，在顯微鏡下觀察。 

(三)痢疾阿米巴囊體之計數 
蟑螂體表或消化道痢疾阿米巴囊體之鏡檢計數，乃參考Kao 和

Unger(1994)之方法(10)，置於血球計數盤中計數；而每隻蟑螂體表或消化

道所含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總數，可依下列公式計算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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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分析 

依不同情形分別作下列之檢定；FISher ' s  exact test 、Wilcoxon  

rank sum test 、X2 -test 、proportional test 。 

三、結   果 
(一)實驗室培養蟑螂觀察其媒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結果： 

蟑螂暴露於含有痢疾阿米巴囊體之糞便後，其媒介痢疾阿米巴囊

體之情形如表 1 所示，暴露在含 1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中之

美洲蟑螂其媒介率為 36.84 %(7 / 19)，其媒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數量

為 27.05±9.46(Mean±Standard Error)，而其經體外媒介率(21 , 05 %)與
每隻蟑螂媒介囊體之個數(11.32±5.92)，分別與經體內媒介者(1 6.79 % , 
15.74 ±8.60)比較，統計上均無顯著性差異；暴露在含 1 000 個/g 痢疾

阿米巴囊體糞便中美洲蟑鄉其媒介率為 90.00 % ，其媒介數量為

123.35±29.89 ，且經體內之媒介率(85 %)，統計上顯著高於經體外媒

介者(55 %)，而其媒介數量體內、體外依次為 68.50±1 3.68 、54 , 
85±18.21 ，統計上無顯著性差異。 

暴露在含 1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中之德國蟑螂其媒介率

為 29.17 % ，其媒介痢疾阿米巴囊體之數量為 13 , 08±4.26 ，其經體

內媒介率(29.17 %)顯著高於經體外媒介率(0 %)，而其媒介數量(1 
3.08±4.26 , 0)統計上無顯著性差異(表 1)；暴露在含 1000 個/g 痢疾阿

米巴囊體糞便中之德國蟑鄉，其媒介率為 46.15 %(6 / 13)，媒介痢疾

阿米巴囊體之數量為 90.31±56.71 ，其經體外媒介率(2 3.08 %)和媒介

數量(47.92±29.91)，與經體內者(30.77 % , 42.38±29.21)比較，統計上

均無顯著性差異(表一) 
暴露在含 1 0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中，美洲蟑鄉之痢疾阿

米巴囊體媒介率(90 %)與德國蟑螂者(46.15 %)比較，統計上呈顯著性

較高；暴露在含 1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中時，美洲蟑螂與德

國蟑螂之媒介率，統計上則無顯著性差異(表一) 
(二)實地調查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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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雄市不同區別所在之國小餐廳、廚房中共誘捕到美洲蟑螂

495 隻，德國蟑螂 53 隻，而其媒介阿米巴囊體之情形，如表 2 所示，

美洲蟑螂痢疾阿米巴囊體之媒介率為 25.42 %(76 / 299)，大腸阿米巴

囊體之媒介率為 13.38 %(40：299)；德國蟑螂痢疾阿米巴囊體之媒介

率為 1 0.34 %(3 / 29)，大腸阿米巴囊體之媒介率為 6.90 %(2 / 29)，美

洲蟑螂之痢疾阿米巴囊體媒介率與德國蟑螂者比較統計上無顯著性

差異；而無論是美洲蟑螂抑或德國蟑螂，其體內之媒介率均顯著高於

體外(表二) 
四、討論 

    已有多篇研究指出蟑鄉可為一些原蟲之病媒(11-13)，其不僅可機械式傳播病

原體，且可保存病原體而成為一個潛在的傳染源，自本實驗室研究觀察結果顯

示美洲蟑螂在含有 1 , 000 個/g 痢疾阿米巴囊體之糞便中，其媒介率高達 90 

% ，而相同狀況下德國蟑螂媒介率為 46.15 % ，統計上有顯著性差異，美洲

蟑螂媒介率顯著高於德國蟑螂，而在含 100 個/g痢疾阿米巴囊體之糞便中，二

者之媒介率即無統計上顯著差異存在；本研究均以蟑螂成蟲為研究樣本，因美

洲蟑螂為一般住家蟑螂個體最大的種類，長達 35-40mm ，而德國蟑螂為住家

蟑螂中個體最小的一種，長 10-15mm(8)；可見暴露在不同的痢疾阿米巴囊體濃

度及蟑螂種類大小不同，可影響其媒介情形；而經體外媒介與經體內之媒介，

除了美洲蟑螂在 1 000 個/g 濃度下，經體內媒介大於經體外者，其餘各組經

體外與經體內之媒介率，均無顯著性差異。 

    國小餐廳、廚房調查結果顯示美洲蟑螂痢疾阿米巴囊體之媒介率為 25.42 

% ，德國蟑螂為 10.34 % ，統計上無顯著性差異；且均是經體內之媒介率顯

著高於體外(意即蟑螂體外痢疾阿米巴囊體之檢出較少)，此與上述表 1 實驗結

果(經體內與經體外媒介率無顯著差異)略有不同，此可能由於在國小餐廚所捕

獲之蟑螂於誘捕前，其體外所媒介之痢疾阿米巴囊體又沾染於周圍環境中所

致，故綜觀本研究結果可確認避免食品遭受蟑螂之污染乃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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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蟑螂暴露於含有痢疾阿米巴囊體糞便後其媒介結果 

 

表二  高市國小餐廚中不同種類之蟑螂其媒介阿米巴原蟲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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