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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 7 月底高雄市出現該年度首起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為避免再度引

發 2014、2015 年登革熱大流行之疫情，高雄市政府立即投入大量防疫量能，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則進行評估及督導事宜，另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亦

給予相關協助，除戶外布放誘蚊產卵器，並經當地居民的協助首次嘗試將誘殺桶

布放於室內，以評估防治後成效，經由中央、地方及研究單位通力合作，即時介

入防治，後續無次波疫情出現。控制該年度僅有此波群聚疫情（3 例個案），創

下近二十年來的防疫佳績。建議平時仍應利用多元管道持續加強對民眾與醫療院

所之宣導，以即早偵測病例；而戶外誘蚊產卵器監測成果良好，未來可運用多

種工具，客觀準確監測病媒蚊密度及評估防治成效。 

 

關鍵字：本土登革熱群聚、誘蚊產卵器、誘殺桶 

 

事件緣起 

    2017 年 7 月 26 日高雄某醫院通報 1 名 31 歲居住於高雄市楠梓區大昌里的

本國籍男性登革熱疑似病例，經登革熱 NS1 抗原快速診斷試劑（以下簡稱 NS1

快篩）檢測為陽性，為尋找可能的感染源，及早介入相關防治措施，避免疫情

擴大，立即啟動疫情調查，經地方衛生單位擴大疫調後，發現與該病例同住父母

近期亦有症狀，NS1 快篩亦為陽性，後續證實為 2017 年首起本土登革熱群聚事件。 

 

疫情描述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里，人口數約 2 千 5 百人，面積 0.415 平方公里[1]，該里

鄰近右昌市場及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海軍官校），市場內攤販、商家

眾多，為右昌地區人流南來北往的聚集地之一；而海軍官校鄰近大昌里處為一

空地，交界處有圍牆阻隔，地勢較高，視野廣闊，少有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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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通報之個案職業為楠梓區某科技工廠工人，無國內外旅遊史。2017 年

7 月 18 日陸續出現發燒、肌肉痠痛、嘔吐等症狀，曾至兩家醫療院所就醫，皆

診斷為一般感冒。7 月 24 日個案出現紅疹、皮膚癢、喉嚨痛等症狀後再次就醫，

醫院於 7 月 26 日通報登革熱，隱藏期 8 天（自發病日至通報日之時間間隔）。 

7 月 26 日下午地方衛生單位前往案家及工作地周遭半徑 100 公尺進行擴大

疫調，發現案父母及案兄共 3 人日前皆有疑似症狀，雖曾就醫但未被通報。當下

使用 NS1 快篩試劑，案父母兩人呈現陽性反應，案兄為陰性，三人立即以接觸者

身分採檢送驗。7 月 27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檢驗及疫苗

研製中心南區實驗室檢驗結果：案母之登革熱病毒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檢測為陽性（登革熱病毒第三型），IgM、IgG 皆陰性，於 7 月 17 日研判為 2017

年全國本土登革熱確診首例，原醫院通報之個案及案父皆於 8 月 3 日經二採血清

後，經檢驗確診為登革熱確定病例（表一）。此起家庭群聚因發病日相近，判斷為

同一波感染，感染地應為住家周遭或具共同活動史之地點，此一群聚監測至

8 月 20 日，無新增個案。 

 

 

 

 

 

 

 

 

 

 

 

 

相關防治作為及因應措施 

一、地方政府 

高雄市政府自指標個案通報後，立即派員至案家進行化學防治並安排

相關社區緊急防治作業，楠梓區公所為因應此波疫情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

於 7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登革熱防治工作協調會，啟動跨局處緊急防疫作為，

截至 8 月 18 日共召開五次登革熱防治工作協調會。防疫作為如下： 

(一)擴大疫情調查 

高雄市政府於 7 月 26 日起立即針對個案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動地等

可能感染地點，執行防治工作及擴大疫調，包括大昌里及週邊里別之住戶

共計 2,210 戶、6,222 人均無疑似症狀。另大昌里、指標個案工作地、

右昌市場等活動地擴大採檢共計 144 人，後續研判皆為陰性。 

表一、2017 年高雄市本土登革熱群聚確定病例資料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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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7/26 一採 8/3 二採 

1 31 歲男 7/18 7/26 8 天 4 
NS1(+)、

IgM(+) 

IgM(+)、

IgG(+) 

8/3 住家、夜市、

工廠 

2 56 歲女 7/24 7/26 2 天 1 

NS1(+) 

PCR(+) 

- 7/27 住家、 

右昌市場、 

德民市場 

3 68 歲男 7/17 7/26 9 天 1 

NS1(+)、 

IgM(+)、

IgG(+) 

IgM(+)、

IgG(+) 

4 倍上升 

8/3 住家、 

右昌市場、 

德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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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孳生源清除查核及化學防治 

衛生局所 7 月 27 日初步進行大昌里、廣昌里病媒蚊密度調查共 651

戶、496 件積水容器，查獲 39 件陽性容器，布氏指數均為 2 級，成蟲

指數低於 0.05。環保局、登革熱防治隊、楠梓區清潔隊則安排社區緊急

防治相關作業。7 月 28 日共同完成案家半徑 100 公尺孳生源檢查及室內

外同步化學防治，同日前往海軍官校進行病媒監測，共查獲 38 件積水

容器，6 個陽性容器，開立 1 張舉發單。8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擴大居住地

周遭半徑 400 公尺（大昌、廣昌、盛昌三里）家戶強制室內外孳生源檢查。

除上述三里外，亦對個案住家及工作地其週遭區里執行病媒監測工作，

共計查核 7,103 戶，查獲 361 件陽性容器。另楠梓區德民黃昏市場、右昌

黃昏市場、元帥廟攤集場、後勁夜市及公園綠地等高風險場域，則由相關

權管局處（如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等）分別進行

孳生源檢查、投藥及衛教工作，並於 7 月 27 日至 7 月 28 日完成化學

防治作業。 

(三)醫療院所通報警覺 

衛生局所自 7 月 29 日起抽訪轄區醫療院所 162 家，請其提高警覺及

加強問診，並發布 6 篇新聞稿，強化市民登革熱防治觀念。本土首例確診

後一個月每週平均通報 74 例，較確診前一個月每週平均通報 51 例，上升

23 例；另第 32 週通報達 94 例亦為 2017 年單週通報最高件數，顯示醫療

院所通報警覺性已有明顯提升。 

(四)社區動員及衛教宣導 

區公所動員週邊里別加強孳生源髒亂清除及防疫宣導，地方廟宇亦

聘用宣傳車不定期沿途廣播衛教，公私立部門共同合作，將登革熱防疫

觀念在地化，7 月 27 日至 8 月 10 日共計動員 72 里次、2,102 人次，清除

2,302 個容器數、29 處髒亂點；並召開 3 場防治說明會，共計 240 人參加。 

 

二、中央主管機關及研究單位 

(一)疾管署 

為因應該年度首波本土登革熱疫情，避免次波傳播，疾管署高屏區

管制中心於 7 月 27 日立即派員前往個案居住地，瞭解當地環境，進行

風險評估。7 月 28 日亦派員會同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衛生局與楠梓區

公所聯合稽查海軍官校，查獲病媒蚊孳生源共6件，由地方政府逕行告發。

自 7 月 29 日至 8 月 8 日，分別執行防治後成效評估抽查 330 戶及 8 處

楠梓區高風險場域（如市場、廟宇等）抽查工作，查核成果即時提供給

地方政府，持續進行孳生源清除等相關防治措施。另楠梓區 2017 年迄

7 月 26 日止，境外移入確定病例計兩例，此兩例與此波疫情無流行病學

相關，且當年全國境外移入個案之病毒基因序列比對與本案相似度低，

故無法釐清本起群聚案件之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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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家蚊媒中心） 

針對本次疫情防治及監測，國家蚊媒中心 7 月 27 日派員至楠梓區

大昌、廣昌等里別佈放誘蚊產卵器(Ovitrap)於戶外為期 1 個月，並首次

嘗試室內布放誘殺桶(Gravitrap)。在大昌里里長協助下，7 月 29 日於大昌

里民眾室內（47 戶）佈設 102 個誘殺桶監測兩週，8 月 11 日至 12 日回收

後，僅有一桶為陽性（捕獲埃及雌蚊 2 隻，蚊體經 NS1 快篩檢驗皆為

陰性），陽性率 0.98 %。另每週派員回收誘卵器監測結果（表二），根據誘

蚊產卵器及誘殺桶監測資料顯示大昌里防治後，室內外陽性率均低，病媒

蚊密度控制良好。 

 

 

 

 

 

 

 

 

 

 

 

 

 

 

建議與討論 

    自 2002 年起高雄市登革熱疫情開始出現大流行的情況（本土病例達 4,811 例），

直至 2016 年每年皆有規模不等的疫情發生，在 2014 及 2015 連續兩年更是出現高

達上萬例的登革熱本土個案[2,3]。但在 2017 年首次發生登革熱本土群聚疫情後，

經由中央及地方等相關單位共同努力防治下，後續無新發個案產生，整年度僅有

此起群聚疫情（共 3 例），創下近二十年來的佳績。 

    該疫情發生里別緊鄰海軍官校，推測該處非屬人口密集區，且有圍牆之地理

限制可能使疫情擴散的方向及範圍較為侷限，後續因地方政府第一時間介入，

採取多項積極防疫措施，再依國家蚊媒中心誘蚊產卵桶監測資料顯示，病媒蚊密

度皆處於相對低點，故本次疫情未擴散而能快速終結。惟本起群聚之指標個案隱

藏期過長，通報日至發病日長達 8 天且經多次就醫後才通報，顯示平時民眾及醫

療院所通報警覺性有待加強，建議平時仍應利用各種多元宣導管道，持續加強衛

教民眾相關知能，針對醫療院所亦須多加提醒，俾利即早偵測病例。 

 

表二、2017 年高雄市楠梓區登革熱個案週邊里別室外誘蚊產卵桶陽性率及室內誘殺桶捕獲數 

里別 
誘卵桶數量 

（佈設日期） 

31 週 32 週 33 週 34 週 
誘殺桶數量 

（佈設日期） 
32 週 

誘卵桶陽性率% 
 

斑蚊 其他 

大昌里 16 (7/27) 0 15* 20 8.3 102 (7/29) 2 3 

廣昌里 10 (7/27) 20 30 20 10 
   

建昌里 10 (7/28) 20 50 50 20 
   

福昌里 10 (7/28) 30 40 40 22.2 
   

泰昌里 10 (7/28) 60 60 60 30 
   

*3 個桶子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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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布氏指數或誘蚊產卵器調查病媒蚊密度已有相當多的研究，雖然誘蚊

產卵器監測的敏感度高、成本低廉，但由於埃及斑蚊具有分散產卵的習性，所以

誘蚊產卵器中卵的數量不能外推為成蚊族群的參考數據[4]。而誘殺桶除吸引雌蚊

前來產卵外，還會將其誘殺於黏膠上。另參考新加坡的方法，於底部裝有金屬絲

網及排水孔設計避免成蟲飛出，經由被捕獲的埃及斑蚊可以協助進行風險評估和

防治策略的判斷，進而控制疫情的爆發[5,6]。然而誘殺桶的使用仍有其限制，目前

為止還沒有能精確估計病媒蚊密度的方法，僅能使用相對測量每桶捕獲病媒蚊的

數量，從誘殺桶數據估計實際病媒蚊密度的統計方法是最近發展一個課題[7]。 

    國家蚊媒中心首次將誘殺桶布放室內應用於本土登革熱疫情防治，民眾於室

內直接看到誘蚊成效，有利民眾對此監測工具的接受度及配合度，加強了監測及

防治雙重效用。此外，對照該里及周邊里別戶外佈放誘蚊產卵器監測成果，亦與

疾管署後續執行之防治後病媒蚊密度調查，布氏級數均為 0–1 級，結果大致相同，

建議未來可運用多種工具，以期更客觀準確的監測病媒蚊密度或評估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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