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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國運動會登革熱防治行動及成果 

吳智文、李翠瓊、吳炳輝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組 

摘要 

2007 入夏後，登革熱本土病例首先於臺南市出現，疫情出現於台南市安

南區，隨後擴散到北區、東區等處，同年 10 月 20 日至 25 日在臺南市舉行

全國運動會，參賽運動員及工作人員預估達 1 萬 5 千多人，爲避免參加比賽

隊職員因參加全運會感染登革熱後，將病毒帶回原居住地，造成疫情擴散，

行政院召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共同組成「全國運動會登革熱防治專案小

組」，於全運會期間，協助臺南市政府辦理孳生源清除、病媒蚊監測及健康

監測等登革熱防治工作，並提供防蚊液及衛教宣導手冊，提供參賽選手及相

關人員做好自我保護措施。2007 年 10 月 16 日起，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指派前

進指揮官及 41 位現場防疫官，進駐各比賽場館及選手村，負責各比賽場館、

選手村登革熱防治工作及該場地人員健康狀況，並將現場捕獲之登革熱病媒

蚊進行體內帶登革病毒監測。經由各單位的全力動員，清除各比賽場館及選

手村孳生源，參加全運會之隊職員、裁判均未感染登革熱，圓滿達成任務。 

關鍵字：登革熱、運動會、孳生源、監測 

前言 

登革熱是目前全球分布最廣的蟲媒傳染病，大約有 25 億的人口居住在

登革熱的流行地區〔1〕。台灣地處高溫度及高濕度亞熱帶及熱帶區域，氣候

條件適合登革病媒蚊繁殖及傳播。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及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是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埃及斑蚊的習性主要在室 
西元 2008 年 3 月 12 日受理；西元 2008 年 7 月 30 日接受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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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棲息，常在戶內的積水容器產卵，飛行距離不遠，不會超過 100 公尺〔2〕，

分布於海拔 1,000 公尺以下的區域；白線斑蚊主要戶外活動，分布於全台灣

地區的平原及海拔 1,500 公尺以下的地區〔3〕。 

在 1950~1960 年代，美國曾使用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

消滅境內的埃及斑蚊，使登革熱有效控制，但之後並無良好成效病媒控制計

畫〔4〕。登革熱控制當前取決於控制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登革熱病媒蚊生

活習性和人類息息相關，飛行距離短，常在人工容器產卵。清除積水容器為

控制病媒蚊傳播登革熱最根本方法，使用殺蟲劑消滅成蟲防治成效通常效果

不明顯〔5〕。雖然「登革熱是否已成為台灣的地方病」尚有爭論，但是近年

來台灣地區登革熱疫情主要是當年境外移入登革病毒株造成本土疫情〔3〕。 

臺南市位於北回歸線以南，依據中央氣象局台灣南區氣象中心氣候資

訊，臺南市近 5 年年均溫 23.2~23.6℃，10 月份的平均溫度為 25~27.2℃，當

地氣候整年均適合斑蚊活動。臺南市歷年曾多次發生登革熱本土疫情，依據

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通報系統資料，近年來台南市於 1998、2000、2002 及 2005

年曾發生較大規模之登革熱疫情，病例數分別為 134、109、66 及 57 例，並

主要於 10 月及 11 月發病，佔 47%。2007 年入夏後，登革熱本土病例首先於

臺南市出現，疫情出現於台南市安南區，隨後擴散到北區、東區等處，至 10

月 18 日，每日新增登革熱確定病例達 20~30 例，熱區達 43 村里（含 6 處賽

場），從六月份入夏後累計本土病例數已達 720 例。登革熱整體疫情仍侷限

臺南市，但無反轉跡象。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籍彰化縣等縣市，皆有民

眾至南部地區感染登革熱，因此民眾前往國內登革熱流行地區，返回居住地

導致登革熱疫情擴散的風險不可忽略。 

在辦理大型運動會時，由於人口聚集，對於室內比賽場地或選手村，在

相對擁擠的環境，可能增加疾病傳播的機會，病源體可能在比賽場地、練習

場地、醫療站或觀眾席經由病媒而傳染。群聚感染除了運動員外，教練及觀

眾都可能發生〔6〕。流行病學的監測可早期預警，在大型集會期間可偵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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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的暴發，或監測可能的生物恐怖行動，進行流行病學的監測可增加公共

衛生或醫療服務的品質。在過去所舉辦的世界性運動會，均建立各種監測系

統，監測疾病的暴發。在 2000 年澳洲雪梨舉辦奧運會之監測系統包括報告

傳染病監測系統、急診監測系統、遊艇的健康監視、意外事件通報系統、環

境監視、食物安全監視及全球流行病學監視。2000 年澳洲雪梨奧運會，即運

用 1991 年建置的通報系統，參與單位包括開業醫師、醫院、檢驗室、學校

及孩童照顧中心。由於傳染病的通報通常是被動的，主辦單位另挑選出 22

種疾病進行主動監測〔7〕。 

2007 年全國最高體育運動盛會，於 10 月 19 日於臺南市舉行，計 35 項

比賽活動，於 43 個場地分別舉行，參賽運動員及工作人員預估達 1 萬 5 千

多人，爲避免參加比賽隊職員因參加全運會感染登革熱後將病毒帶回原居住

地，造成疫情擴散，行政院於第 3061 院會，召集衛生署、環保署、體委會、

國防部、教育部與台南縣市政府共同組成「全國運動會登革熱防治專案小

組」，於全運會期間，協助臺南市政府辦理登革熱防治工作。本報告摘述全

運會期間的各項防疫作為 

全運會登革熱防治工作及成果 

2007 年 10 月 16 日起，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指派前進指揮官及 41 位現場

防疫官（表一），進駐各比賽場館及選手村，負責各比賽場館、選手村登革

熱防治工作及該場地人員健康狀況，並將現場捕獲之登革熱病媒蚊進行體內

帶登革病毒監測。疾管局於每日上午八時半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將各部會防

疫作為及地方政府配合情形，陳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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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進駐各比賽場館防疫官 
負責人 比賽項目 場館地點 區別 

上官麗貞/陳文彬 自由車公路賽 四草大道 安南區 
黃綉棉 選手村 鹿耳門天后宮 安南區 
蔡坤憲/林良道 划船 鹿耳門溪(終點) 安南區 
吳美玲 輕艇 鹿耳門溪(起點) 安南區 
林巧雯 曲棍球 立德管理學院操場 安南區 
邱顯雅 沙灘排球 安佃國小 安南區 
楊永隆 選手村 鹿耳門聖母廟 安南區 
林秀桂 角力 安順國中體育館 安南區 
陳文穎 射箭 和順寮運動公園 安南區 
楊瑞珠 壘球 和順寮運動公園 安南區 
柯海韻 韻律體操 公園國小體育館 北 區 
余明宏/李祈甫 柔道 民德國中體育館 北 區 
黃于芬 棒球 小北球場 北 區 
陳琬菁 舉重 台南市立舉重館 東 區 
許佑任 競技體操 後甲國中體育館 東 區 
巫英豪 桌球 台南市立桌球館 東 區 
陳素琴 男女籃球 東光國小體育館 東 區 
洪素珠/傅秋玲 保齡球 黃金保齡球館 東 區 
呂書榮 撞球 崇學國小體育館 東 區 
陳主慈 選手村 崇明國小 東 區 
王任鑫 拳擊 復興國中體育館 東 區 
潘淑玲/李憲郎 手球 大成國中體育館 南 區 
溫秋香 女子排球 新興國小新興館 南 區 
葉惠珠 擊劍 永華國小體育館 南 區 
侯春生 帆船 黃金海岸 南 區 
梁昭華 馬術 黃金海岸親水公園 南 區 
于德榮 空手道 安平國中體育館 安平區 
鄭玉新 選手村 安平天后宮 安平區 
劉美英 自由車公路賽 安全遠洋漁港碼頭 安平區 
葛應豐 跆拳道 金城國中體育館 中西區 
陳美蓉 健美 國立台南社教館 中西區 
李佩玲 武術 協進國小體育館 中西區 
陳美珠 男子排球 中山國中中山館 中西區 
陳鈺欣 選手村 大天后宮 中西區 
高銓吟/李盈辛 選手村 台南女中 中西區 

自由車越野賽 台南市立自由車場 南 區 
王鎮灝 

棒球 台南市棒球場 南 區 
自由車場地賽 台南市立自由車場 南 區 

蔡玉琪 
射擊(飛靶) 台南市立射擊場 南 區 
軟式網球 台南市立軟式網球場 南 區 

石聰珍 
游泳 台南市立勞工游泳池 南 區 
男子足球 台南市立足球場 南 區 

黃振杰 
網球 台南市立網球場 南 區 
橄欖球 台南市立橄欖球場 南 區 

蔡璧妃 
羽球 台南市立羽球館 南 區 

楊振煌 田徑 台南市立體育場 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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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自我保護措施 

為使參加全運會之隊職員、裁判能暸解登革熱的症狀、傳染途徑及自我

保護方法，疾病管制局協助臺南市政府製作 15,800 份「預防登革熱個人防疫

錦囊包」，內含登革熱衛教宣導手冊、防蚊液等，於報到時由主辦單位提供。 

孳生源清除 

10 月 16 日及 17 日，場館內外共查獲 477 件積水容器，其中陽性容器

131 件。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累計查獲 2124 件積水容器，其中場館內積

水容器 138 件，陽性積水容器 31 件（圖一）；場館外積水容器 1,896 件，陽

性積水容器 544 件（圖二）。統計結果顯示，場館外的積水容器及陽性積水

容器均明顯比場館內高。但隨著現場防疫官進駐後，積水容器數及陽性積水

容器數逐日減少，顯示防疫官進駐後，達到清除孳生源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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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比賽場館內防疫官逐日清除積水容器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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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比賽場館外防疫官逐日清除積水容器統計圖 

捕捉成蚊 

10 月 16 日及 17 日，場館內外共捕獲成蚊 208 隻。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累計捕獲 1911 隻斑蚊，其中 334 隻埃及斑蚊、1577 隻白線斑蚊。10 月

22~23 日將捕獲之斑蚊依場館內場及館外統計，場館外捕獲 646 隻斑蚊，其

中埃及斑蚊 133 隻、白線斑蚊 513 隻；場館內捕獲 6 隻斑蚊，其中埃及斑蚊

5 隻、白線斑蚊 1 隻（圖三）。結果顯示，戶外捕獲之白線斑蚊比埃及斑蚊數

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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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各比賽場館外防疫官捕獲之成蚊統計圖 

病媒蚊體內帶登革病毒監測 

每日將現場防疫官於各比賽場館選手村捕獲之登革熱病媒蚊，後送至疾

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病媒昆蟲實驗室進行體內帶登革病毒監測，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共檢驗 1,575 隻，分 376 池，檢驗結果均不帶登革病毒。 

健康監測 

進駐之「現場防疫官」每日監測各場地人員健康狀況，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各場地人員健康狀況均無異常。 

參賽選手自我保護措施 

「全國運動會登革熱防治專案小組」請各縣市政府要求參加比賽之隊職

員、裁判，於全運會期間，要加強自我保護措施，並於全運會結束後，要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 10 天。至 2007 年 11 月 4 日，未發現隊職員及裁判感染登

革熱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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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由於登革病毒及病媒蚊廣泛的分布於世界各地，導致流行的頻率增加、

多型登革病毒的循環、登革出血熱出現在新的地區，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登革

熱防治工作是國際間公共衛生重要的議題〔8, 9〕。 

登革熱疫情日趨嚴重的原因包括，居住型態都市化、病媒控制不落實、

氣候變化、病毒演化及國際間的旅遊〔10〕。依據文獻報告，近年來到登革

熱流行地區因而感染登革熱，其出國目的包括長期居住旅遊、工作及軍事活

動，經由旅遊而感染登革熱的機會可能比瘧疾來得高，甚至比其他旅遊傳染

病，如 A 型肝炎或傷寒高〔11〕。因旅遊感染登革熱的風險與旅遊期間、季

節及目的地有關〔12〕。當氣溫增加時，登革病毒的外在潛伏期縮短，增加

斑蚊傳播登革熱的風險〔13〕。根據中央氣象局 2007 年 10 月氣候監測報告，

2007 年 10 月份因直接侵台的柯羅莎颱風造成台灣西部地區雨量偏多，台南

地區月平均氣溫為 26.4℃（最高 33.9℃、最低 20.6℃），高於當地歷年氣候

平均值。埃及斑蚊從卵羽化到成蚊的時間，在溫度 35 ℃約 7.2 ± 0.2 天，當

溫度降低為 15℃，約 39.7 ± 2.3 天，最適宜斑蚊生存的溫度為 20~30℃〔14〕，

生命週期約 30 天〔15〕。另根據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通報系統資料，歷年台灣

登革熱本土疫情，大約於 10~11 月份達到高峰（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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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04-2007 年台灣地區登革熱本土病例流行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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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大型運動會時預防傳染病流行之策略首先必須先確認選手個人隊

職員或觀眾之風險〔16〕，從各項外在環境說明參加 2007 全運會的隊職員、

裁判感染登革熱的風險極高。在 1950~1960 年代，美洲曾使 DDT 消滅埃及

斑蚊，使登革熱有效獲得控制，但之後並無良好成效之埃及斑蚊控制成果

〔4〕。登革熱控制取決於控制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登革熱病媒蚊生活習性

和人類息息相關，喜在人工容器產卵，故清除積水容器為控制病媒蚊傳播登

革熱最有效方法，使用殺蟲劑消滅成蟲防治，成效通常不明顯〔5〕。2007 年

全國運動會登革熱防治策略，採取全面清除比賽場館及選手村的積水容器，

目標為達到「零」孳生源，並提供衛教資訊，提醒參賽之隊職員及裁判作好

自我保護措施。 

前往登革熱流行地區之民眾最重要訊息包括感染登革熱的風險、症狀及

預防方法〔11〕。基此，2007 年全運會提供革熱衛教宣導手冊、防蚊液等，

供參賽之隊職員、選手使用。至登革熱流行地區活動時，最好穿著淺色長袖

衣 褲 ， 避 免 病 媒 蚊 叮 咬 ， 並 於 身 體 裸 露 處 塗 擦 防 蚊 液 － 待 乙 妥

（Diethyltoluamide，DEET）避免蚊子叮咬〔17〕。待乙妥為美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建議使用的兩項驅蟲劑

（repellent）之一，依據行政院衛生署「西藥、醫療器材、化粧品許可證查

詢系統」，目前有五項含待乙妥的防蚊液產品領有衛生署之藥品許可證。美

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議使用的另一項驅蟲劑－picaridin，目前在國內尚未

上市。植物來源的精油，如 lemon eucalyptus 其驅蟲效果相當於低濃度待乙

妥〔18〕。另，大部份從植物來源的驅蟲劑，其驅蟲效果非常有限，有些甚

至於沒有保護作用〔19〕。斑蚊主要在白天叮咬，日出後及日落前 4 小時，

最好在白天使用防蚊液，特別在早上和黃昏時使用〔11〕。待乙妥的保護時

間和濃度有關，高濃度的待乙妥具有較長的保護時間。23.8%的待乙妥平均

有 5 小時的保護效果（3-6 小時），6.65%的待乙妥平均有 2 小時的保護效果(約

1.5-2.8 小時)，但是周圍環境例如溫度、風力等，會影響保護的時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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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國運動會提供含待乙妥成分之防蚊液供參賽之隊職員自我保護

用，將可確保免於遭受病媒蚊叮咬，不僅可保護個人健康，也可避免將登革

病毒回居住地，造成疫情擴散。 

澈底清除孳生源為控制登革熱之根本方法。如果僅使用殺蟲劑噴灑，而

噴灑區域之積水容器未清除，將可能因雨水填裝而成為孳生源〔11〕。由於

斑蚊的飛行距離可達 100 公尺，因此現場防疫官除負責場館內的孳生源清除

外，對於場館周圍 100 公尺也列為責任區。為提供選手安全無虞環境，切斷

帶病毒成蚊叮咬，臺南市政府協請國防部支援執行孳生源清除及噴藥作業，

於 10 月 11 日起，至 10 月 19 日執行完畢，共動員兵力 2430 人次，執行 32

處競賽場地及選手村，共計環境清理及消毒作業 275 萬 2 千 118 平方公尺。

根據 2002 年屏東市的登革熱防治經驗，成蟲化學防治必須搭配落實孳生源

清除工作，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20〕。哺獲之成蚊進行蚊蟲體內帶登革病

毒監測，對於特定區域登革熱傳播的風險，可提供一個早期的警訊〔21〕，

本次全運會期間，捕獲之成蚊經由體內帶病毒監測結果，均為陰性。 

以 2004 年在希臘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所進行的公共衛生風險評估，

顯示最高風險傳染病為經由食物或飲水傳播的疾病，其次為經由空氣或飛沫

傳播的疾病，尤其在室內，如流行性感冒、結核病、腦膜炎、百日咳、麻疹

及退伍軍人病等〔22〕。Turbeville 等人收集從 1922 到 2005 年間共 59 篇運

動會群聚感染的報告，發生群聚感染頻率的運動項目分別為足球（20 篇報

告、佔所有報告 34%）、摔角（19 篇、佔 32%）、橄欖球（10 篇、佔 17%）、

游泳、籃球等。造成群聚的病源菌以單純皰疹病毒 (13 篇、佔 22%)及金黃

色葡萄球菌(13 篇、佔 22%)最常見，其次為其次為腸病毒(coxsackieviruses 和 

echoviruses)，其中無選手感染西尼羅熱的報告，雖然比賽的時間正是蚊子密

度最高的季節〔6, 16〕。除了運動會以外，也有報告指出因宗教活動造成群

聚感染的例子，2000 年因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宗教活動，發生最大的 W-135 

menigococcal disease 群聚感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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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早年曾在 1915、1931 及 1942 年曾發生全島性登革熱流行，1995

年於台北縣中和市及台中市，1996 年於台北市曾發生地方性行，可見臺灣全

島都有可能爆發登革熱流行的危機。參賽選手如感染登革熱於離開賽場後，

未被及時監測並採行緊急防治措施，將導致疫情擴散。2007 年全運會後，衛

生單位運用各項的通報系統包括，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症候群重症

監視通報系統、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

統、症狀監視通報系統、醫院不明原因發燒監視通報系統等，加強登革熱疫

情的監視，並宣導民眾，如自覺可能感染登革熱，可利用民眾自覺性疫情通

報系統，或運用疾病管制局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逕行通報。另進

行成蚊監測、病媒蚊體內帶登革病毒監測、健康監測等主動監測措施，強化

登革熱疫情的監視。雖然無因參加運動會而造成群聚感染的報告，但衛生單

位仍積極辦理登革熱防治工作，保障民眾健康 

結論 

2007 年全運會期間，經由各單位的全力動員，清除各比賽場館及選手村

孳生源、供完善自我保護措施、病媒蚊監測及健康監測，參加全運會之隊職

員、裁判均等相關人員均未感染登革熱，在氣候等各項條件均適合蚊子活動

下，落實各項登革熱防治工作是本次任務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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