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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3 年臺灣國際港埠鼠類媒介漢他病毒之流行病學調查 
 

蘇信維 1＊、吳怡君 1、張淑芬 2、何麗莉 1、蘇成副 1 

 

摘要 

漢他病毒(hantavirus)為我國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傳染病媒以囓齒類動物為

主，本研究於 2010年至 2013年間，針對臺灣地區之國際重要港埠進行鼠類物種、

數量及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之流行病學調查。主要探討各重要港埠之漢他病毒抗

體陽性率情形、鼠類物種組成及比較捕獲鼠類數量之差異。結果發現，調查期間

共捕獲鼠類個體 3088隻，共 2目、2科、4屬、6種，其中以溝鼠的數量最為優勢，

其他依捕獲數量依序為臭鼩、小黃腹鼠、亞洲家鼠、鬼鼠、家鼷鼠；此外，數量

在各年間並無顯著差異，惟 2011年及 2012年之數量較高，以溝鼠與臭鼩最優勢。

統計各重要港埠鼠類之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結果得知，各港埠之抗體陽性率

平均為 6.02%，以基隆港(36.55%)最高及高雄港(10.84%)次高，各港埠之陽性率介

於 0%–36.55%；鼠種之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結果，以溝鼠最高(11.52%)，亞洲家鼠

(2.60%)次之。由此可知，我國重要港埠執行病媒監測迄今，仍有穩定的鼠類族群

感染漢他病毒，若暴露於感染病毒之鼠類排泄物及分泌物，將提高人類感染之風

險，因此各港埠應加強管制港區之環境衛生、針對特定鼠類之活動熱區執行毒餌

滅鼠、通報港區管理單位改善等相關管制措施，減少人類接觸鼠類之機會，以降

低人類感染漢他病毒之風險。 

 

關鍵字：國際港埠；鼠類宿主；漢他病毒；港區衛生 

 

前言 

臺灣是屬於海島型的國家，傳染病大部分是透過交通載具經由海、空港進入

臺灣，病媒傳染病之鼠類病媒即為其一。世界衛生組織(2005)頒布國際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1]，其主要目的係建議各國際港埠進行病媒監

測及控制，以防範傳染病藉由空、海港之航空器、船舶等載具等造成跨境傳播，

而我國係依「港埠檢疫規則」規定，自 2004 年 11 月起部分港埠實施病媒監測，並

於 2006 年 10 月頒布「檢疫工作手冊」，始於全國重要港埠較全面地進行港區衛生

監測，另於 2014 年增修為「港埠檢疫工作手冊」，使港埠檢疫各項措施得以因應國

際疫情快速變化之需求。其中，港區衛生之鼠類病媒監測項目中-漢他病毒之血清

學檢測，歷年來始終維持相當比例之陽性率，實為港區衛生重要監測的指標項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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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他病毒症候群得於人畜間進行感染傳播，此病毒係屬布尼亞病毒科

(Bunyaviridae)之漢他病毒屬，各種亞型病毒有其特定的囓齒類宿主[2]，此類中間

宿主雖會感染漢他病毒但無症狀表現，然人類則會因吸入或接觸受感染宿主的

分泌物或排泄物等，而出現低血壓休克及出血症狀，死亡率最高可達 50%。其中，

症狀可區分二類型：第一類、腎症候群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HFRS)，主要分布於亞洲和歐洲，如漢灘病毒(Hantaan virus)、首爾病毒(Seoul virus)、

普瑪拉病毒(Puumala virus)及多伯伐病毒(Dobrava virus)，其中以漢灘型和多伯伐型

具有較高死亡風險，而臺灣及閩粵地區感染之類型均屬首爾型，所引起疾病之

症狀較輕微[2–3]。第二類、漢他病毒肺症候群(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HPS)，例如無名病毒(Sin Nombre virus)等[2–4] 則主要分布於美洲地區。 

    過往研究得知，臺灣地區漢他病毒具有多種鼠類潛在宿主，目前主要為囓齒

目的黃胸鼠(Rattus flavipectus) 、小黃腹鼠(Rattus losea)、溝鼠(Rattus norvegicus)、

亞洲家鼠(Rattus tanezumi)、鬼鼠(Bandicota indica)、家鼷鼠(Mus musculus)與赤背條鼠

(Apodemus agrarius)，以及食蟲目的臭鼩(Suncus murinus)[5–6] 8 物種，其中臭鼩、

溝鼠、家鼷鼠及亞洲家鼠等物種易出現於人類活動（屋宅等）之環境區域。另，

過往研究中常出現之屋頂鼠(Rattus rattus)，係為漢他病毒之潛在宿主[6]，但 Aplin

等人於 2011 年指出，過往臺灣地區俗稱之屋頂鼠(Rattus rattus)於分類上實係為亞洲

家鼠(R. tanezumi)[7]，臺灣地區並無屋頂鼠分布；此外，金門地區所捕獲之黃胸鼠

(R. flavipectus)，早期係以外部形態鑑定為黃胸鼠，但經鄭維新(2007)透過 DNA

定序發現，當地應只有小黃腹鼠(R. losea exiguus)之金門型亞種[8]，而無黃胸鼠(R. 

flavipectus)；此外，Musser and Carleton (2005)認為 R. flavipectus 是 R. tanezumi  的

同種異名，即認為黃胸鼠(R. flavipectus)不是一有效物種[9]。 

根據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於 2004 年至 2014 年之疫情資料，全臺感染

漢他病毒症候群之確診個案共有 11 例，主要發生在高雄市（4 例），其餘依序為新

北市（2 例）、臺北市（1 例）、臺中市（1 例）、屏東縣（1 例）、澎湖縣（1 例）及

連江縣（1 例）[10]，月份間並無明顯差異，其中連江縣、高雄市及澎湖縣因個案

係於港埠鄰近區域，與港埠間為連續棲息地環境，可能存有地緣關係，加倍突顯

港區衛生管理之必要性。因此，本調查將針對我國國際重要港埠進行鼠類物種、

數量及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之流行病學調查，期本結果得以作為港區防治漢他

病毒之策略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 捕鼠地點及調查時間 

本次調查時間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底止，並於我國國際海、

空港埠，包括基隆港、臺北港、松山機場、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港、麥寮港、

高雄國際機場、高雄港、花蓮港、蘇澳港、金門水頭港、澎湖馬公港、馬祖

福澳港，共 13 港埠進行港區漢他症候群之鼠類病媒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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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樣本及檢體採集與處理方式[5–6]  

    (一)捕鼠作業方式  

1. 鼠餌：以香腸作為餌料進行誘捕。 

2. 佈籠：固定每月執行鼠類監測 1 次，每次進行 3 日（2 個捕捉夜），於

港區內鼠類可能活動之區域佈放鼠籠，每區至少 20 至 30 籠，並使用稻

草、樹葉及網罩等物遮蔽，避免鼠籠直接照射陽光以降低鼠類體溫過

熱與死亡。 

3. 巡籠：隔日上午 10 時前巡檢鼠籠，以減少捕獲個體死亡率。巡籠時，

若無捕獲老鼠，但有鼠跡者須確認鼠籠功能是否異常，得視情形更換

之。若有捕獲老鼠且環境溫度偏高，則先以清水將老鼠淋濕及更換鼠

籠，並將捕獲之個體與鼠籠放置於雙層收納袋中，降低其緊迫感以減

少死亡。 

4. 收籠，第 3 日上午，除進行巡籠步驟相同步驟外，應收回所有鼠籠。 

    (二)檢體之採集與處理 

1. 所有捕獲之鼠隻皆須採集血液檢體。 

2. 記載鼠類基本數據：捕捉日期、物種、性別與地點等。 

3. 施打麻醉劑步驟：以透明網套住鼠籠開口，使開口朝下把老鼠抖落網

袋中，快速以網袋固定老鼠，並依體長注射 0.2–0.5 ml 之 Zoletil 50

動物用麻醉劑，靜待昏迷。 

4. 心臟採血：觀察其活動力，待昏迷後將個體攤放於平台上進行採血，

以 2.5 ml 的針筒進行心臟採血，直到血量足夠或無法抽到血為止。

抽出的血液須放置於室溫中 1 小時，再以 3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分

離血清至試管中，並放置於攝氏零下 20 度冰凍保存。 

三、 血清陽性率分析[5-6] 

    (一)試劑：Hantavirus IgG DxSelectTM (FOCUS Diagnostics)：酵素連結免疫吸附 

        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ey, ELISA)，可偵測漢攤型、首爾 

        型、普瑪拉型、多伯伐型和無名病毒抗體。 

    (二)步驟：依據 Hantavirus IgG DxSelectTM (FOCUS Diagnostics)說明書操作。 

    (三)檢體檢測係依據 ELISA IgG 檢測數據完成判定。 

四、 統計分析 

    將鼠類捕捉數據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及 Tukey 檢定法進行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顯著水準

以 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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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鼠類物種、數量及分布情形 

    調查期間，各港埠之漢他病毒症候群鼠類病媒之結果，共捕獲 3088 隻個

體，於分類上可分為 2 目(囓齒目 Rodentia 及食蟲目 Insectivora)、2 科(鼠科

Muridae、尖鼠科 Soricidae)、4 屬(鼠屬 Rattus、鬼鼠屬 Bandicota、鼷鼠屬 Mus、

香鼠屬 Suncus)、6 種，包括溝鼠(R. norvegicus)、鬼鼠(B. indica)、小黃腹鼠(R. l. losea, 

R. l. exiguus)、亞洲家鼠(R. tanezumi)、家鼷鼠(M. musculus)及臭鼩(S. murinus)。

其中，物種個體數以溝鼠 1493 隻(48.35%)最高，臭鼩 1087 隻(35.20%)次之，其

餘依序為小黃腹鼠 397 隻(12.86%)、亞洲家鼠 77 隻(2.49%)、鬼鼠 33 隻(1.07%)、

家鼷鼠 1 隻(0.03%)，與 2004–2009 年之結果相較可知，溝鼠之族群數仍最為優

勢，其次臭鼩，小黃腹鼠則有增加的情形（2.59%升至 12.86%），亞洲家鼠及家

鼷鼠保持特定比例，鬼鼠係呈現減少的情形，並惟於 2007–2009 年間曾捕獲赤

背條鼠。由此可知，溝鼠、臭鼩與亞洲家鼠皆屬都市環境中較易發現之物種，

代表調查環境中可能具有對此物種較有利之棲息環境，包括垃圾場、水溝、溝

渠及人類屋舍等能供予食物或棲所之環境[11]，得以增長與維持此類物種之族

群數量；另外，小黃腹鼠、鬼鼠與赤背條鼠，則為草生地、農地等環境中較常

見，但於國際海空港埠內捕獲此類物種，可能係因港埠周圍存有破碎且零星之

草地所致，而其中食物來源較為充足，而影響毒餌毒殺之機會，建議除增加投

放毒餌毒殺之外，亦請港區主管單位與草地主管單位溝通，請其維護環境整潔

及捕滅鼠措施，以降低鼠類孳生及傳染病傳播之風險。 

    於各港埠之鼠類捕獲數量，以高雄港最多（913 隻，29.57%）、其次依序

為桃園國際機場（573 隻，18.56%）、金門水頭碼頭（391 隻，12.66%）、臺中

港（205 隻，6.64%）、高雄國際機場（161 隻，5.21%）、花蓮港（148 隻，4.79%）、

基隆港（145 隻，4.70%）、麥寮港（139 隻，4.50%）、蘇澳港（136 隻，4.40%）、

臺北港（120 隻，3.89%）、松山國際機場（60 隻，1.94%、福澳港（58 隻，1.88%）、

馬公港（39 隻，1.26%），並且數量於年份間無顯著差異(p > 0.05)。此外，比

較 2004–2009 年間可知，部分港埠之捕獲率呈現下降的趨勢，如：蘇澳港、

基隆港、麥寮港、金門水頭碼頭及馬祖；捕獲率呈現上升的趨勢的有臺北港、

松山機場、桃園機場、高雄港、高雄機場；其中，臺中港、花蓮港及馬公港

仍維持相當比例。高雄港捕獲數量與比例皆提高（257 隻，16.36%），可能與

鼠籠佈放地點及高雄港區設有穀類倉庫、糖等食物庫房有關。另外，本年度

惟於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港、高雄機場及花蓮港捕獲鬼鼠，而其他地區則未

曾捕獲此物種，主要因該物種係棲息於草生棲地，而港埠周圍具有草生農作

地，係造成捕獲此類物種之可能因素，未來可針對鼠類族群與港埠之棲地組

成間做進一步的探討；另，金門水頭碼頭捕獲之小黃腹鼠(R. losea)，近來其胸

口之黃色斑塊漸不明顯，且金門與中國大陸交通往來頻繁增加兩岸間物種基

因交流機會增加[12]，當地是否仍存有黃胸鼠尚待進一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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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港埠鼠類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及分布情形 

調查期間所捕獲檢體，經漢他病毒抗體之檢驗結果，漢他病毒抗體陽性

率平均為 6.02%，其中 6 物種之陽性率由高至低依序為溝鼠（172 隻，11.52%）、

亞洲家鼠(2 隻，2.60%）、臭鼩（11 隻，1.01%）、小黃腹鼠(R. losea)（1 隻，0.25%），

其餘物種皆為陰性。比較各鼠種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於年份間做比較，可發

現溝鼠之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於歷年間皆為最高（表一）；與 2004–2009 年

資料比較，可發現感染漢他病毒之物種，主要係溝鼠、亞洲家鼠及臭鼩；另，

自 2004–2013 年間，惟金門捕獲之小黃腹鼠(R. losea)驗出陽性個體（陽性率

介於 0.25%–5.91%），並且陽性率近四年降至 0.25%，臺灣本島捕獲之小黃腹

鼠(R. losea )皆無驗出陽性個體。其中，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以溝鼠最高

(19.05%)，亞洲家鼠與臭鼩則維持相當比例。此外，比較各鼠種漢他病毒抗體

陽性率於各港埠間做比較，亦可發現仍以溝鼠之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最高，

其次為臭鼩（表二），顯示溝鼠為港區內漢他病毒主要之潛在宿主，應請相關

單位針對此物種進行防治與管制，以降低人類暴露於漢他病毒傳染之風險。

各國際港埠間之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以基隆港最高(36.55%)，高雄港次之

(10.84%)，麥寮港(5.76%)、馬祖福澳港(5.17%)等，其中澎湖馬公港、馬祖福澳

港及松山機場之捕獲數量較低，致出現陽性率偏高之情形，無法代表當地港

區之實際情形（表三）。並與 2004–2009 年間相比可知，大部分港埠之鼠類

感染漢他病毒陽性率係呈現下降的情形，如：蘇澳港（25.64%降至 1.47%）、

臺中港（19.28%降至 3.90%）、高雄港（22.16%降至 10.84%）、高雄機場（11.54%

降至 0.62%）、澎湖馬公（21.43%降至 2.56%）；麥寮港、金門及馬祖仍維持相

當比例陽性率；惟基隆港之陽性率則由 15.24%提高至 36.55%，該港因港埠周

圍緊鄰一般住家與商區，周圍環境之鼠類食物來源較豐富及族群流動等因

素，係造成該港埠始終鼠類數量與陽性率居高不下之可能原因，建議須加強

環境與下水道清潔、毒餌佈放等衛生管制作為，期透過減少鼠類棲息地的方

式，來降低族群數量與感染漢他病毒之機率。由此可知，臺灣國際港埠之鼠

類感染漢他病毒之情形雖有降低，但仍係維持相當比例，海（空）港埠相關

主管機關仍應持續監測及執行滅鼠與環境衛生管制等作業，以鼠類數量與感

染漢他病毒比率持續降低為祈。  

 

 

 

 

 

 

 

 

 

表一、2010 年–2013 年捕獲鼠類物種及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物種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小黃腹鼠 107 18.84 0.00 
 

103 11.43 0.00 
 

96 9.94 0.00 
 

91 13.94 1.10 
 

397 12.86 0.25 

亞洲家鼠 9 1.59 0.00 
 

15 1.67 0.00 
 

27 2.80 0.00 
 

26 3.98 7.69 
 

77 2.49 2.60 

家鼷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1 0.15 0.00 
 

1 0.03 0.00 

鬼鼠 14 2.47 0.00 
 

8 0.89 0.00 
 

7 0.73 0.00 
 

4 0.61 0.00 
 

33 1.07 0.00 

溝鼠 278 48.94 12.95 
 

477 52.94 11.11 
 

446 46.17 8.30 
 

292 44.72 15.75 
 

1493 48.35 11.52 

臭鼩 160 28.17 0.00 
 

298 33.07 1.34 
 

390 40.37 1.03 
 

239 36.6 1.26 
 

1087 35.20 1.01 

總計 568 100 6.34   901 100 6.33   966 100 4.24   653 100 7.96   3088 100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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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0–2013 年間各國際港埠之捕鼠數及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港埠別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基隆港 47 8.26 34.04 
 

36 3.97 25.00 
 

26 2.69 50.00 
 

36 5.51 41.67 
 

145 4.70 36.55 

臺北港 42 7.38 0.00 
 

29 3.20 0.00 
 

36 3.73 0.00 
 

13 1.99 0.00 
 

120 3.89 0.00 

松山機場 6 1.05 0.00 
 

25 2.76 0.00 
 

21 2.17 4.76 
 

8 1.23 0.00 
 

60 1.94 1.72 

桃園機場 77 13.53 0.00 
 

152 16.76 0.66 
 

262 27.12 0.00 
 

82 12.56 0.00 
 

573 18.56 0.18 

臺中港 45 7.91 0.00 
 

63 6.95 4.76 
 

49 5.07 6.12 
 

48 7.35 4.17 
 

205 6.64 3.90 

麥寮港 30 5.27 0.00 
 

33 3.64 12.12 
 

36 3.73 8.33 
 

40 6.13 2.50 
 

139 4.50 5.76 

高雄機場 47 8.26 0.00 
 

50 5.51 2.00 
 

43 4.45 0.00 
 

21 3.22 0.00 
 

161 5.21 0.62 

高雄港 93 16.34 18.28 
 

339 37.38 11.5 
 

282 29.19 7.45 
 

199 30.47 11.06 
 

913 29.57 10.84 

花蓮港 44 7.91 0.00 
 

5 1.21 0.00 
 

28 2.90 0.00 
 

71 10.87 0.00 
 

148 4.79 0.00 

蘇澳港 25 4.39 8.00 
 

49 5.40 0.00 
 

40 4.14 0.00 
 

22 3.37 0.00 
 

136 4.40 1.47 

金門水頭 102 17.93 0.00 
 

113 12.46 0.00 
 

119 12.32 0.00 
 

57 8.73 15.79 
 

391 12.66 2.30 

馬公港 0 0.00 0.00 
 

0 0.00 0.00 
 

6 0.62 0.00 
 

33 5.05 3.03 
 

39 1.26 2.56 

福澳港 10 1.76 10.00 
 

7 0.77 0.00 
 

18 1.86 0.00 
 

23 3.52 8.70 
 

58 1.88 5.17 

總計 568 100 6.34   901 100 6.33   966 100 4.24   653 100 7.96   3088 100 6.02 

 

表三、各國際港埠各鼠類物種之捕獲數及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 

港埠別 基隆港 
 

臺北港 
 

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 
 

臺中港 

物種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小黃腹鼠 0 0.00 0.00 
 

80 66.67 0.00 
 

5 8.33 0.00 
 

32 5.59 0.00 
 

22 10.73 0.00 

亞洲家鼠 1 0.69 0.00 
 

1 0.83 0.00 
 

4 6.67 0.00 
 

6 1.05 0.00 
 

0 0.00 0.00 

家鼷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1 0.18 0.00 
 

0 0.00 0.00 

鬼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27 4.71 0.00 
 

1 0.49 0.00 

溝鼠 143 98.62 37.06 
 

10 8.33 0.00 
 

15 25.00 6.67 
 

285 49.74 0.18 
 

117 57.07 6.84 

臭鼩 1 0.69 0.00 
 

29 24.17 0.00 
 

36 60.00 0.00 
 

222 38.74 0.00 
 

65 31.71 0.00 

總計 145 100 36.55   120 100 0.00   60 100 1.67   573 100 0.18   205 100 3.9 

 

 

 

表三、各國際港埠各鼠類物種之捕獲數及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 (續 1) 

港埠別 麥寮港 
 

高雄機場 
 

高雄港 
 

花蓮港 
 

蘇澳港 

物種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小黃腹鼠 1 0.72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54 36.49 0.00 
 

0 0.00 0.00 

亞洲家鼠 2 1.44 0.00 
 

1 0.62 0.00 
 

11 1.21 0.00 
 

37 25.00 0.00 
 

0 0.00 0.00 

家鼷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鬼鼠 0 0.00 0.00 
 

2 1.24 0.00 
 

0 0.00 0.00 
 

3 2.03 0.00 
 

0 0.00 0.00 

溝鼠 48 34.53 0.00 
 

18 11.18 5.56 
 

638 69.88 15.36 
 

18 12.16 0.00 
 

136 100 1.47 

臭鼩 88 63.31 9.09 
 
140 86.96 0.00 

 
264 28.92 0.38 

 
36 24.32 0.00 

 
0 0.00 0.00 

總計 139 100 5.76   161 100 0.62   913 100 10.84   148 100 0.00   136 100 1.47 

 

 

 

表三、各國際港埠各鼠類物種之捕獲數及漢他病毒血清抗體陽性率 (續 2) 

港埠別 金門水頭 
 

馬公港 
 

福澳港 
 

總計 

物種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捕 
鼠 
數 

% 
陽 
性 
率 

小黃腹鼠 201 51.41 0.49 
 

0 0.00 0.00 
 

2 3.45 0.00 
 

397 12.86 0.25 

亞洲家鼠 0 0.00 0.00 
 

0 0.00 0.00 
 

14 24.14 14.29 
 

77 2.49 2.60 

家鼷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1 0.03 0.00 

鬼鼠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33 1.07 0.00 

溝鼠 42 10.74 16.67 
 

7 17.95 0.00 
 

16 27.59 6.25 
 

1493 48.35 11.52 

臭鼩 148 37.85 0.68 
 

32 82.05 3.13 
 

26 44.83 0.00 
 

1087 35.20 1.01 

總計 391 100 2.3   39 100 2.56   58 100 5.17   3088 100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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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調查結果中，可發現溝鼠為漢他病毒主要之潛在宿主，並於各年份與港埠

間皆為捕獲數量及漢他病毒抗體陽性率最高之物種，其次為臭鼩。表示該港埠

之環境中具有適合其生存、棲息之環境條件，且執行病媒監測迄今，漢他病毒

陽性仍維持相當比例，亦因感染宿主之排泄物或分泌物可能提高傳播漢他病毒

之風險，爰建議國際港埠之主管機關，應針對髒亂之環境（下水道、倉庫等）

進行衛生清消、增加設置毒餌站滅鼠，並修填補鼠類可通行之縫隙管線、落實

船舶懸掛防鼠盾等防檢疫病媒管制措施，以減少鼠類數量及降低相關傳染病擴

散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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