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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數
國家 疫情趨勢

2016年
備註

截止點 報告數(死亡數)

新加坡 上升 9/3 11,312(7) 高於去年全年總數

越南 上升 7/30 49,049(17) 去年同期的2.5倍

柬埔寨 上升 7/2 3,125(6) 去年同期的1.4倍

菲律賓 上升 8/20 101,401 (422) 高於去年同期

寮國 上升 8/26 3,119(9) 高於去年同期

馬來西亞 上升 8/27 73,839(166)
低於去年同期
轉以第3型為主

泰國
相對高點
上下波動

9/4 38,031(31) 低於去年同期

斯里蘭卡 相對高點 9/9 39,561 高於去年全年總數

日期：2016 年第 35–36 週 (2016/8/28–9/10)                DOI：10.6524/EB.20160920.32(18).004 

 

疫情概要: 

東南亞登革熱疫情升溫，國內境外移入病例持續發生，另氣象預報本週受颱風

影響，南部地區有陣雨機會，本土疫情風險升高。近期門急診腹瀉就診總人次略

升，以 0 至 6 歲幼童上升較為明顯；依往年監測資料推測，中秋假期全國急診腹

瀉就診病例百分比與就診人次預期呈現上升。 

世界衛生組織(WHO)新增新加坡、英屬維京群島為茲卡病毒本土流行疫情國；

全球累計 69 國家／屬地出現茲卡本土病例；新加坡茲卡本土疫情持續，越南、

泰國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近期亦有公佈零星本土茲卡疫情，我國境外移入

風險明顯升高。 

 

一、登革熱 

(一)國內疫情 

1.本土病例：無新增確定病例，2016 年迄 9/11 累計 376 例，分別為高雄

市 342 例、屏東縣 21 例、臺南市 8 例，其餘 5 縣市 5 例。 

2.境外移入病例：2016 年累計 258 例，感染國別以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

國家為多。 

 

 

 

 

 

 

 

 

 

 

(二)國際疫情 

 

 

 

 

 

 

 

 

 
國內外疫情焦點 

圖一、2016 年登革熱本土病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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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裕尼灣 (Aljunied Crescent)/沈氏通道 (Sims Drive)/加冷大道(Kallang Way)/巴
耶利峇大道(Paya Lebar Way)

勿洛北2道、3道
(Bedok North Avenue2、 3)

裕盛路(Joo Seng Road)

碧山12街(Bishan Street 12)

私人住宅區誼立雅台(Elite Terrace)/惹蘭大公(Jln Tua Kong)

烏美1道、灣(Ubi Ave 1, Cres)

循環路 (Circuit Rd) /惹蘭拉耶 (Jln Raya)

二、腹瀉 

1.急診腹瀉每萬人口就診率：第 33 至 36 週分別為 2.40、2.55、2.38、2.43，

呈緩升，以 0 至 6 歲年齡層幼童上升較為明顯，實驗室監測資料顯示可能感

染病原主要為輪狀病毒與沙門氏菌。 

2.2013 至 2015 年，中秋節當週全國急診腹瀉就診病例百分比分別為 5.24%、

5.01%、6.86%（人次各為 6,289、6,627 及 9,238），均較當年中秋節前一週

明顯增加，除 65 歲以上長者上升幅度較小外，其餘各年齡層均明顯上升。 

 

 

 

 

 

 

 

 

 

 

 

 

 

三、茲卡病毒感染症 

(一)國際疫情： 

1.新加坡本土疫情 

(1)8/27 公布該國首例本土病例後，截至 9/12 累計確診 333 例，多分布

於 7 個群聚地區，共 8 名孕婦感染。 

(2)7 個群聚地區： 

 

 

 

 

 

 

 

 

 

圖二、2015–2016 急診急性腹瀉每萬人口就診率－年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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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南本土疫情 

(1)越南自今年 4 月起陸續公布本土病例，個案分布於慶和省、胡志明

市、富安省，目前累積 3 例。 

(2)該國 9/5 表示現值雨季蚊媒增加，預期茲卡病例數有增加的可能，另

因東南亞國家交流頻繁，輸入病例風險高，若無適當的防護措施，

亦有造成社區傳播的可能。 

(3)2015–2016 年韓國、澳洲、以色列及我國均曾公布有自越南移入病例。 

3.美國佛羅里達州本土疫情 

(1)自今年 7 月底出現非旅遊相關病例後，迄至 9/9 累計 56 例非旅遊相

關病例。 

圖二、新加坡茲卡病毒本土病例趨勢 

 

 
圖三、新加坡茲卡本土病例分布 

 

 



│國內外疫情焦點│ 

2016 年 9 月 20 日‧ 第 32 卷‧第 18 期                                           疫情報導  407 
 

累計數

國家

疫情
趨勢

2016年

備註截止
點

疑似病例
(死亡數)

確診及極可能病例
(死亡數)

剛果民主
共和國

持續 9/1 2,603 75(16) 自7月中後無新增確診病例

安哥拉 趨緩 9/1 4,065(372) 884(121) 自6月底後無新增確診病例

秘魯 持續 8/27 158(19) 85
高於近5年全年總數和；
均屬叢林型，中部胡寧區為多

(2)依據調查結果宣布茲卡病毒主要傳播區為邁阿密郡境內之邁阿密海

灘(Miami Beach)及恩伍德(Wynwood)區。 

(3)皮尼拉斯郡(Pinellas)、棕櫚灘郡(Palm Beach) 、布勞沃德郡(Broward)

及邁阿密郡(Miami-Dade)共 4 郡旅遊疫情建議列為警示(Alert)。 

4.WHO 9/8 宣布 2015 至 2016 年累計 69 國家／屬地出現本土流行疫情 

(1)60 個國家/屬地持續具流行疫情或可能有本土傳播。 

(2)9 國 2007–2015 年曾有疫情，惟 2016 年尚未報告病例：柬埔寨、寮

國、孟加拉、馬爾地夫等。 

(3)12 國出現性傳播本土病例：美、加、義、法、葡、紐、德、阿根廷、

智利、秘魯、西班牙及荷蘭。 

(4)20 國有小頭症／先天性畸形個案：巴拉圭、巴西、巴拿馬等中南美洲

14 國、西班牙等歐洲 2 國、大洋洲法屬玻里尼西亞、非洲維德角、

美國及加拿大共 20 國；巴西約 1,800 例，其他國家約 1–29 例。 

(5)18 國出現 GBS 病例或 GBS 發生率增加：巴西、巴拿馬等中南美洲

16 國、法屬玻里尼西亞、格瑞那達。 

5.泛美衛生組織(PAHO) 9/8 公布美洲地區國家病例均呈下降趨勢，惟哥斯

大黎加疫情仍呈上升趨勢。 

(二)我國第 35–36 週新增 2 例確定病例，今年迄 9/12 累計 8 例，均為境外移

入病例，2 例來自泰國，印尼、新加坡、越南、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

那丁、美國佛羅里達州各 1 例。 

五、黃熱病 

(一)國際疫情 

 

 

 

 

 

 

 

(二)疫情評析 

1.WHO 9/9更新黃熱病疫情現況報告，烏干達 9/6宣布疫情結束，另 WHO

表示整體疫情風險評估不變，剛果民主共和國金夏沙省等地之疫苗覆蓋

率逾 98%，全球疫苗庫存量足夠完成現已規劃之接種活動及因應新發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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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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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發布日期 

人類禽流感 

中
國 

大
陸 

浙江省、廣東省、安徽省、
湖南省、上海市、江西省、
江蘇省、四川省、福建省、
山東省、湖北省、河北省、
北京市、天津市、遼寧省、
河南省、雲南省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6/8/31 

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8/18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寮國、
越南、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1 國家：斯里蘭卡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6/8/16 

麻疹 

中國大陸、哈薩克、蒙古、 

馬來西亞、剛果民主共和國、
獅子山、奈及利亞、印度 

2016/7/12 

中東呼吸症候
群冠狀病毒感
染症 

(MERS)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 

卡達、伊朗、阿曼、科威特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9/30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12/1 

茲卡病毒 

感染 

北美洲 1 國、中南美洲 45 國/

屬地、大洋洲 6 國/屬地、 

亞洲 6 國、非洲 2 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6/9/2 

亞洲 4 國、大洋洲 4 國/屬地、
非洲 1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6/9/2 

拉薩熱 奈及利亞、多哥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6/6/14 

黃熱病 
 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
烏干達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6/5/31 

黑字粗體：疫情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