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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德國麻疹現況 
 

從民國 33 年至 46 年，在台灣甚少發生德國麻疹之傳染。 民國 47 年與 48 年間，發生

了一次大流行，大約有一百萬人受感染。在這次大流行中，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有症狀。學

童的侵襲率在鄉村約 30％，在城市則高達 50 %1 。雖然 7 歲自 13 歲的學童有較高的侵襲率，

但較有意義的病例數應屬 13 歲至 19 歲的青少年及較年輕的成人。在一項研究中顯示，在懷

孕初期三個月內感染德國麻疹的母親所生的嬰兒有 37 ％具有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C RS ）

的先天性異常現象。 

經過前述的德國麻疹大流行之後，就不再有顯著的流行發生，直到民國 57 年，又再次發

生大流行。這次的流行，在都市的學童侵襲率仍高達 50 ％。然而在十幾歲的青少年及較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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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卻甚少有人感染，這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在 47 年的大流行中已感染而產生免疫力之

故。依照此種每間隔 10 年發生一次大流行的趨勢，66 年又再度發生一次大流行3，此後德個

麻疹即成了台灣地區的一種地方性疾病。 
在台灣，地方性德國麻疹傳染的資料甚為缺乏。台北市馬偕紀念醫院從民國 73 年元月開

始，以檢驗血清抗體的方式，在門診病人中曾發現德國麻疹的病例（表 2 ）。此資料顯示台

灣整年均有德國麻疹的病例發生，民國 73 年及 74 年平均每月病例數分別為 2 . 5 及 1 . 9 個
病例。但至民國 75 年的前七個月平均每月病例數已增至 5 . 6 個病例。雖然這些資料肯定了

地方性德國麻疹的存在，但也顯示在台灣每 10 年為一循環週期的另一週期來臨時，德國麻疹

的感染率可能在繼續增加中。 
另一項地方性德國麻疹傳染的證據，是最近在學校孩童所做的血清盛行率調查4。這個調

查發現，在鄉村地區德國麻疹抗體的佔有率在 4 一 10 歲的孩童：約 30 % ，在 11 一 16 歲
的孩童：約 45 ％。都市地區孩童的抗體佔有率較鄉村地區為高。 

儘管德國麻疹為一地方性疾病，仍有大部份的育齡婦女對德國麻疹具有易感性。最近在

台北市對大學女生所作的德國麻疹抗體盛行率調查顯示，有 37 ％並未具有抗體3。 

表 2 民國 73 年 1 月至 75 年 7 月馬偕紀念醫院的門診病人經血清檢驗具有德國麻疹抗體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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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減低台灣地區發生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的危險性，行政院最近通過一項對所有初

三女生往射德國麻疹疫苗的計晝。此項計畫第一次自 75 年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上施行，

在此期間，估計約有 180 , 000 名女生接種此疫苗。雖然此項計晝，可減少先天性德國麻疹症

候群的病例數，但對於地方性德國麻疹的傳染，亦僅有輕微影響。目前衛生署正研究將德國

麻疹疫苗列入孩童例行預防接種的可能性。這種預防方法的花費可能相當可觀，但對減少德

國麻疹的傳播可能有相當的效果，且屆時也不需特別為女學生接種疫苗。 
目前，在台灣欲了解任何一項德國麻疹接種計畫的效果，最感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缺乏德

國麻疹、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之監視資料，目前這兩種疾病均未被政府列為報告傳染病，

但我們已將它們列入新修改的傳染病報告表內，並在台北市及台北縣先行試辦 5 。此種報告

表自民國 75 年 11 月使用以來，衛生署每週均收到約 4 一 5 例德國麻疹病例。若試辦情形

良好，此兩種疾病也將列為報告傳染病，並將此新的疾病報告表推廣至全省使用。 

我們特藉此機會向台北地區的衛生單位、及醫院、診所的醫師、工作人員，在德國麻疹

及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病例報告方面的協助表示謝意，並向全國衛生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學

童德國麻疹接種計畫所作的努力致謝。在衛生機關，及小兒科醫師、婦產科醫師的共同合作

與支持之下，台灣地區的德國麻疹及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必將因而絕跡。 

報告者：馬偕紀念醫院小兒科邱世昌醫師；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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