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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係評估配合人口密度，利用新設計誘蚊產卵器監控台灣登革熱

高風險地區之病媒蚊，並預估登革熱發生風險的可行性。首先在實驗

室進行產卵棒及黏紙的效果評估，結果顯示產卵棒與黏紙的效果會嚴

重互相影響，且兩者效果都很好，黏紙效果不管是雌蚊或雄蚊均可達

40-60%，產卵量為 59-345 粒卵。野外誘蚊產卵器產卵棒每週平均陽

性率介於 1.2-6.6%，其中戶內陽性率較低，介於 0.8-5.4%，戶外陽

性率較高，介於 1.6-8.1%，而平均產卵棒卵數為 0.27-1.85%。誘蚊

產卵器黏紙每週平均之陽性率為 1.5-3.3%之間，大部份週別戶內補

獲斑蚊之陽性率高於於戶外捕獲斑蚊之陽性率，主要來源為雄蚊，戶

內捕獲之陽性率遠高於戶外，而雌蚊戶內及戶外捕獲之陽性率差不

多。將各項調查方法轉換為住宅指數或成蚊指數以做為初步比較，結

果顯示住宅指數(陽性率)以誘蚊器最高，為 37.5-75.0%，吸蟲機次

之，為 20.0-52.5%，接著為各縣市衛生局進行之人工調查

（3.31-5.65%），誘蚊產卵器內之產卵棒（ 2.52-10.03%）及（黏紙

1.74-4.61%）。另外，為確保計畫數據品質，查核誘蚊產卵器放置，

合格率變化很大，戶外為 7.1-100.0%，戶內為 17.3-100.0%，並產卵

棒上卵數計量自動化的研發中。 

 

中文關鍵詞：登革熱病媒蚊、蚊蟲監測、誘蚊產卵器、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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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using ovitraps to mornitor popution density of 

dengue vectors an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ability of dengue 

epidemic risk in dengue-risk areas of Taiwan based on the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The good effectiveness of wood sticks 

（59-345 eggs per 5-10 pairs of Aedes. aegypti）and sticky 

papers (40-60%) were demonstrated in a pilot study in 

laboratory.In field-collection, positive rates of ovitraps in 

woodsticks were 1.2-6.6%, which the out door woodsticks 

(1.6-8.1%)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door (0.8-5.4%). Positive 

rates of sticky papersper week were 1.5-3.3%, which the indoor 

sticky papers collected more adults than those outdoors in most 

weeks. This was attributed from males not females. Comparing 

all survey methods used in this project by premise index or 

adult index, we found that BG-sentinel traps (37.5-75.0%) had 

higher premise index, and followed by backpack aspirators  

(20.0-52.5%),scout surveys （ 3.31-5.65% ） , woodsticks in 

ovitraps (2.52-10.03%) and sticky papers in ovitrpas 

(1.74-4.61%）. Additionally, checking to assertain the quality 

of data coleection was conducted and the unsatisfactory rate 

largely varied between 7.1-100.0% in outdoor settings and 

17.3-100.0% in inddor settings. Autocounting eggs on 

woodsticks is developing. 

Keywords：Dengue vectors, mosquito surveillance, ovitraps, 

on-sit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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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地區自 76 年 10 月於南部爆發登革熱以後，建立登革熱病媒

蚊幼蚊調查系統，每個縣市每月調查 2 個村里，鑑定每隻幼蟲種類，

計算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指數、包括住宅指數、布氏指數、容器指數

及幼蟲指數。於 86 年 10 月為增加調查村里數，以現場目視法鑑定斑

蚊幼蟲，亦因目視法無法區分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幼蟲及蛹，所以合

併兩種斑蚊種類指數為單一斑蚊指數，調查村里數因而大幅提升。於

91 年登革熱大流行後，有感於幼蟲密度不能代表登革熱發生的風險，

於 92 年在南部地區新增成蚊調查，以成蚊指數表示，並要求鑑定成

蚊種類，了解各地區埃及斑蚊的分布現況。依據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

規定「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每月病媒蚊密度調

查村里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50％，其他縣市 6 至 11 月，

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15％；12 至 5 月，

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10％」。 

登革熱疫苗研發雖然已有曙光，但在未來 5-10 年仍然需要仰賴

病媒蚊防治，以控制疫情。所以如何有效監測病媒蚊密度，預估登革

熱發生風險，為台灣地區當務之急。新加坡面積 682.2 平方公里，於

2000 年開始放置 2,000 個誘蟲產卵器（30%戶內，70%戶外），每週蒐

集 2 片 paddles，計算上面的卵粒，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尋找登

革熱發生熱區及危險地區（埃及斑蚊高密度區）（Ooi et al. 2006）。

香港面積 1,104 平方公里，亦於 2000 年開始，於 2003 年增加至 38

個地點，利用誘蚊產卵器監測轄區白線斑蚊族群，每個點（~0.55 平

方公里）放置 55 個誘蚊產卵器，放置約 2,090 個（香港食物環境衛

生署網站）。誘蚊產卵器所紀錄的是雌蚊產卵的活動，而與登革熱發

生最有關的時期為雌蚊。目前成蚊監測較有效的辦法為背負式吸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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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粘紙誘卵器及 BG-Sentinel 誘蚊器（Morrison et al. 2008），

而這些方法採集不同蚊蟲族群，例如背負式吸蟲機採集成蚊棲息族

群，粘紙誘卵器採集產卵的雌蚊族群，而 BG-Sentinel 誘蚊器採集混

合不同的誘引劑，採集吸血雌蚊族群。截至目前為止，雖然有實驗證

實經卵傳播的可能性，但在自然界中，仍然由雌蚊吸病毒血後，病毒

複製再經過唾液，傳給另外一人。所以吸血一次以上的雌蚊，傳播登

革熱的風險就更高，所以配合人口密度監測產卵雌蚊族群應可提供登

革熱風險更好的監測指標。 

材料與方法 

研究地點 

選擇過去登革熱常發生的縣市（高雄縣及高雄市）做為此次研究

地點。再依據 97 年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及 93 年至 96 年埃及斑蚊分

布（埃及斑蚊成蚊占斑蚊百分比），選取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1500

人的鄉鎮市區及埃及斑蚊分布超過 20% 以上，包括高雄市 11 區（新

興區、苓雅區、鹽埕區、旗津區、前金區、三民區、前鎮區、鼓山區、

左營區、楠梓區、及小港區）及高雄縣 7 個鄉鎮市（鳳山市、梓官鄉、

林園鄉、茄萣鄉、仁武鄉、大寮鄉及鳥松鄉）。但因茄萣鄉為單獨的

一區，所以不列入此次研究範圍。 

縣市 
鄉鎮 

市區 

面積 

(km
2
) 

97 年密度 

(人/km
2
)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 

高雄市 新興區  1.9764 28691  94.10% 5.90% 

高雄市 芩雅區  8.1522 22910  95.40% 4.60% 

高雄市 旗津區  1.4639 20452  92.10% 7.90% 

高雄市 鹽埕區  1.4161 19820  94.90% 5.10% 

高雄市 三民區  19.7866 17988  94.6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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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前金區  1.8573 16031  94.20% 5.80% 

高雄縣 鳳山市  26.7451 12684  67.10% 32.90% 

高雄市 前鎮區  19.1309 10486  90.10% 9.90% 

高雄市 左營區  19.3888 9731  66.60% 33.40% 

高雄市 鼓山區  14.7458 8520  73.90% 26.10% 

高雄市 楠梓區  25.8276 6598  82.90% 17.10% 

高雄市 小港區  39.8573 3842  67.00% 33.00% 

高雄縣 梓官鄉  11.5967 3188  27.80% 72.20% 

高雄縣 仁武鄉  26.5848 2595  30.40% 69.60% 

高雄縣 林園鄉  32.2860 2198  32.80% 67.20% 

高雄縣 岡山鎮  47.9421 2018  8.20% 91.80% 

高雄縣 茄萣鄉  15.7624 2015  24.00% 76.00% 

高雄縣 鳥松鄉  24.5927 1697  25.20% 74.80% 

高雄縣 大寮鄉  71.0437 1541  27.50% 72.50% 

高雄縣 湖內鄉  20.1615 1420  5.80% 94.20% 

高雄縣 橋頭鄉  25.9379 1405  2.00% 98.00% 

高雄縣 彌陀鄉  14.7772 1402  12.50% 87.50% 

高雄縣 路竹鄉  48.4348 1123  5.50% 94.50% 

高雄縣 大社鄉  36.0808 910  2.40% 97.60% 

高雄縣 阿蓮鄉  34.6164 887  15.60% 84.40% 

高雄縣 大樹鄉  66.9811 666  0.80% 99.20% 

高雄縣 永安鄉  22.6141 625  0.00% 100.00%

高雄縣 燕巢鄉  65.3950 477  3.50% 96.50% 

高雄縣 旗山鎮  94.6122 430  17.40% 82.60% 

高雄縣 美濃鎮  120.0320 364  5.60% 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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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 內門鄉  95.6224 171  1.80% 98.20% 

高雄縣 杉林鄉  104.0040 108  2.20% 97.80% 

高雄縣 田寮鄉  92.6802 91  4.70% 95.30% 

高雄縣 六龜鄉  194.1580 80  3.20% 96.80% 

高雄縣 甲仙鄉  124.0340 65  18.70% 81.30% 

高雄縣 那瑪夏鄉 252.9890 14  0.00% 100.00%

高雄縣 茂林鄉  194.0000 9  0.00% 100.00%

高雄縣 桃源鄉  928.9800 5  1.40% 98.60% 

 

 

登革熱病媒蚊調查方法 

此計畫使用之調查方法，包括誘蚊產卵器、BG-sentinel 誘蚊器、

吸蟲機等。誘蚊產卵器是一個之細小黑色容器（下底直徑 6.5cm，開

口直徑 9 cm x 高 10-13.5cm），容器裝水 60%，內放置一褐色產卵棒、

粘紙（塑膠片）或兩者，並放昆蟲生長調節劑(防止蚊蟲羽化為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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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一個灰色傘頂蓋，外面以白色書寫「疾病管制局實驗進行中請

勿干擾」字樣。誘蚊產卵器地點，因埃及斑蚊棲息場所主要在戶內

（70-80%），原則上戶內放置 1 個，戶外 1個。在放置前，檢查住家

週遭環境，清除積水容器，以免影響結果。誘蚊產卵器放置地點，戶

內放置於客廳，戶外放置於隠敝處。另外於大規模實驗前在實驗室進

行產卵棒及黏紙效果，並利用高雄世運場點進行前試驗，共放置 22

個點，每個點戶內及戶外共放置 6個誘卵器，內放產卵棒、黏紙及兩

者。 

 

 

 

 

於 98 年 6 月 3-8 日，按照高雄縣及高雄市 97 年度各村里人口密

度，以村里為單位，原則上每 400 人放置 2個誘蚊產卵器，1個戶內，

1 個戶外。高雄市共放置 7,190 點，高雄縣放置 3,170 個，合計 10,360

個。預定放置期間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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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取回的產卵棒，計算蚊蟲卵。蚊蟲卵計數完畢，放在塑膠盆

孵化，飼養至第 3-4 齡，並在顯微鏡鑑定種類。因為以人工計算卵數，

需要花很多的人力，常無法推展，所以發展以影像處理軟體掃描蚊蟲

卵（Mello et al. 2008）計算卵數的方法，以代替人力。利用本局

建構登革熱病媒蚊調查系統，由高雄市及高雄縣衛生局進行轄區村里

調查。依據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規定「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每月

病媒蚊密度調查村里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50％」。調查指數

為布氏指數（每 100 戶住宅孳生斑蚊容器數）、住宅指數（每 100 戶

住宅孳生斑蚊戶數）及成蟲指數（調查 50-100 戶住宅，每戶平均採

集的斑蚊雌蚊數）。另外於高雄縣鳳山市及前鎮區每月隨機各選 2

里，每里選 2 戶，每戶放置 2 個 BG-sentinel 誘蚊器（戶內與戶外各

1 個），放置 1 天（9:00-17:00），並於該里利用背負式吸蟲機吸取成

蚊，共 10 戶。 

統計分析 

利用統計空間分析軟體分析預估登革熱高風險區，並利用 

Pearson correlation 來檢測各種採集方法對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族

群的相關性。 

結果 

誘蚊產卵器實驗室試驗 

在進行大規模放置前，在實驗室進行產卵棒及黏紙的效果，實驗

結果如表一。結果顯示產卵棒與黏紙的效果會嚴重互相影響，且兩者

效果都很好，黏紙效果不管是雌蚊或雄蚊均可達 40-60%，產卵量為

59-345 粒卵。所以田間實驗同時進行誘蚊牽卵器內單獨放置產卵棒、

誘蚊產卵器單獨放置黏紙，及誘蚊產卵器同時放置產卵棒與黏紙等三

種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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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蚊產卵器前試驗 

於世運期間放置誘蚊產卵器進行前試驗，共置 132 個誘蚊產卵

器，結果顯示產卵棒每週陽性率介於 6.8-18.2%，其中戶內沒有誘集

到卵，而戶外陽性率為 13.6-36.4%（表二）。黏紙每週陽性率介於

0.0-31.2%，其中戶內為 0.0-4.5%，戶外為 13.6-31.2%（表二）。 

野外斑蚊密度監測成果 

誘蚊產卵器產卵棒每週平均陽性率介於 1.2-6.6%，其中戶內陽

性率較低，介於 0.8-5.4%，戶外陽性率較高，介於 1.6-8.1%，而平

均產卵棒卵數為 0.27-1.85%（圖一）。以趨勢來看，共有 4 個高峰，

分別為第 27 週、第 31 週、第 38 週及第 42 週。縣市衛生局調查之布

氏指數及住宅指數也呈現 4 個高峰，第 26 週、第 33 週、第 37 週及

第 42 週（圖二）。誘蚊產卵器黏紙每週平均之陽性率為 1.5-3.3%之

間（圖三），大部份週別戶內補獲斑蚊之陽性率高於於戶外捕獲斑蚊

之陽性率（圖三 A），主要來源為雄蚊（圖三 C），戶內捕獲之陽性率

遠高於戶外，而雌蚊戶內及戶外捕獲之陽性率差不多（圖三 B）。誘

蚊產卵器共誘得埃及斑蚊 156♀89♂，白線斑蚊 56♀9♂（表三）。各

週誘蚊產卵器卵數之空間分布結果在圖四至圖十四。 

利用 BG-sentinel 誘蚊器及吸蟲機在高雄市前鎮區及高雄縣鳳山

市調查結果如表四。誘蚊器共採集埃及斑蚊 108♀81♂，白線斑蚊 9

♀3♂，而吸蟲機採集埃及斑蚊 119♀20♂，白線斑蚊 20♀7♂。將各

項調查方法轉換為住宅指數或成蚊指數以做為初步比較，結果顯示住

宅指數(陽性率)以誘蚊器最高，為 37.5-75.0%，吸蟲機次之，為

20.0-52.5%，接著為各縣市衛生局進行之人工調查（3.31-5.65%），

誘蚊產卵器內之產卵棒（ 2.52-10.03%）及（黏紙 1.74-4.61%）（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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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計算卵數軟體與網站登錄之研發 

產卵棒上卵數計量自動化的研發包括蚊卵掃瞄或照相自動判讀

系統、網路資料傳送與建置網頁。目前已完成放置產卵棒的A4 出圖

程式，輸入採樣地點與時間後，該程式會自動將樣點編號轉成

barcode ，並列印出A4 大小的放置產卵棒的規格如圖十五。使用掃

描器進行產卵棒的正反面掃瞄影像檔目前正測試中，並進行判識參數

之校正。另外亦以相機進行產卵棒拍攝影像檔，測試是否能以拍攝影

像檔取代掃描影像檔，以節省處理卵數之作業時間。 計畫收集數據

之上傳、資料出圖與查詢所需之網站已建置完成，請見

http://140.112.64.67/CDC2009/GMapShow.aspx (圖十六)。 

計畫查核 

本計畫利用大批志工進行誘蚊產卵器監測，數據之可靠與否端賴

工作人員之工作態度、居民配合度等因素息息相關，故於計畫執行期

間透過查核的方式發覺問題，截至目前為止，屏科大已查核前鎮區、

苓雅區、鼓山區、三民一區、三民二區、左營區、楠梓區、小港區、

旗津區、前金區及高雄縣林園鄉、鳳山市、大寮鄉、梓官鄉，合格率

變化很大，戶外為 7.1-100.0%，戶內為 17.3-100.0%（表六）。不合

格的原因包括沒有放置、內外容器顛倒、一戶兩個容器均放於戶外（因

住戶改變放置意願）、水不夠、黏紙放返等因素。疾病管制局亦不定

期進行小規模查核， 11 月 05-06 與屏科大共同查核 30 戶，合格率

介於 62..5-100.0。 

討論 

大規模進行誘蚊產卵器監測，本計畫尚屬首創。每週近萬筆資料

的收集，人力物力的成本甚高，而資料的正確性與可靠性，更與志工、

工作態度、居民配合度、回收資料處理流程與效率等因素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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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報告可知，本計畫執行前的準備、各項工作 SOP 擬定、教育訓

練、溝通協調等均相當詳盡，但執行期間涉及多達 60 多位志工，故

狀況仍多，故利用每週抽樣稽查方式發掘問題，應是很好的解決方式。 

誘蚊產卵器產卵棒平均陽性率，明顯低。本監測計畫目前雖只執

行一半，但數據顯示對於孳生源調查布氏指數低的地區，誘蚊產卵棒

其對斑蚊產卵的監測效果甚佳。誘得卵數與捕獲成蟲數、布氏指數、

容器指數、甚至病例發生數間的相關，值得進一步探討。而產卵筒中

加附黏紙，對斑蚊成蟲的捕捉效果亦佳，但因黏質材料影響，成蟲鑑

定的困難度很高。成蟲與病媒密度間的關係、與其他成蟲捕捉方法的

比較、甚至可否用於求取與病例間的關係，均有待更多數據的收集，

方可探討。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目前僅執行20週，尚有半年的監測工作待進行，研究成果與具

體建議待完成計畫時提出。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計畫目前僅執行20週，尚有半年的監測工作待進行，研究成果與具

體建議待完成計畫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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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登革熱病媒蚊雌蚊誘蚊產卵器產卵棒陽性率及卵量週別趨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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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登革熱病媒蚊幼蚊調查週別趨勢圖。 

 15



 

0

1

2

3

4

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週別

誘

蚊

鏟

卵

器

陽

性

率

(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每

百

個

誘

卵

器

誘

集

成

蚊

數

（A） 

斑蚊成蚊隻數
戶內
戶外

0

1

2

3

4

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週別

誘

卵

器

捕

獲

成

蚊

陽

性

率

(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每

百

個

誘

卵

器

誘

集

雄

蚊

數

斑蚊雄蚊數

戶內

戶外

0

1

2

3

4

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週別

誘

卵

器

捕

獲

雌

蚊

陽

性

率

(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每

百

個

誘

卵

器

誘

集

雌

蚊

數

班蚊雌蚊數

戶內

戶外

平均

（B） 

（C） 

圖三、登革熱病媒蚊雌蚊誘卵器粘紙捕穫成蚊（A）、雌蚊（B）及雄蚊（C）

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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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四、第 24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25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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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五、第 26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27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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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六、第 28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29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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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七、第 30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31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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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八、第 32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33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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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九、第 34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35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22



 

（A）                                      （B） 

（C）                                      （D） 

圖十、第 36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37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誘

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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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十一、第 38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39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

誘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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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十二、第 40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41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

誘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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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十三、第 42 週戶內（A）及戶外（B）與第 43 週戶內（C）及戶外（D）誘蚊產卵器

誘集之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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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影像掃瞄底紙。 

  

  圖十五、南部地區新產卵器監測網頁。 

 27



  表一、黏紙與產卵棒實驗室實驗結果。 

5 對埃及斑蚊 10 對埃及斑蚊 

項目 重複數 誘捕成

蚊數 

雌蚊黏

捕率 

雄蚊黏

捕率 

斑蚊黏

捕率 
卵數 

誘捕成

蚊數 

雌蚊黏

捕率 

雄蚊黏

捕率 

斑蚊黏

捕率 
卵數 

I 3♀2♂ 60% 40% 50% 1 5♀5♂ 50% 50% 50% 0 黏紙與

產卵棒 II 2♀3♂ 40% 60% 50% 30 6♀5♂ 60% 50% 55% 38 

I - - - - 59 - - - - 326 
產卵棒 

II - - - - 243 -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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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98年6月至7月世運22個場點誘蚊產卵器產卵棒及黏紙前試驗結果。 

誘蚊器數目 產卵棒 黏紙 

週別 

44 
戶 內 陽

性率 

戶外陽

性率 

平均陽性

率 
總卵數 

戶內陽性

率 

戶外陽性

率 

平均陽性

率 
總斑蚊數 

第一週 44 0.0 36.4 18.2 237 4.5 13.6 9.1 4 

第二週 44 0.0 13.6 6.8 109 0.0 31.2 15.6 10 

第三週 44 0.0 18.2 9.1 268 0.0 13.6 6.8 7 

第四週 44 0.0 13.6 6.8 171 4.5 22.7 13.6 7 

第五週 44 0.0 27.3 13.7 200 4.5 22.7 13.6 8 



表三、高雄市前鎮區及高雄縣鳳山市誘蚊產卵器黏紙效果。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斑蚊 合計 
月份 家戶數

誘卵

器數 

陽性

率 雌蚊 雄蚊 合計 雌蚊 雄蚊 合計 雌蚊 雄蚊 合計 雌蚊 雄蚊 合計 

六月 1,324 2,647 1.74 18 4 22 13 4 17 3 5 8 34 13 47 

七月 1,764 3,525 1.93 15 12 27 22 3 25 11 14 25 48 29 77 

八月 2,199 4,401 2.04 39 18 57 10 0 10 23 14 37 72 32 104 

九月 1,760 3,517 1.99 35 32 67 0 1 1 13 6 19 49 38 87 

十月 1,757 3,521 2.30 49 23 72 11 1 12 8 8 16 68 32 100 

合計 8,804 17,613 2.02 156 89 245 56 9 65 58 47 105 271 14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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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高雄市前鎮區及高雄縣鳳山市BG-sentinel誘蚊器及吸蟲機調查之密度。 

BG-sentinel誘蚊器 吸蟲機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月份 
家戶數 誘蚊器數 

雌蚊 雄蚊 雌蚊 雄蚊 
家戶數

雌蚊 雄蚊 雌蚊 雄蚊 

六月 8 16 13  12  4  1  40  6 6 4 2 

七月 8 16 37  44  5  2  40  33 27 13 5 

八月 8 16 29  16  0  0  40 35 22 2 0 

九月 8 16 22  8  0  0  40  25 47 0 0 

十月 8 16 7  1  0  0  40 27 17 1 0 

合計 40 80 108  81  9  3  200  126 119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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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高雄市前鎮區及高雄縣鳳山市各種蚊蟲調查方法監測成果。 

誘蚊產卵器 

產卵棒 黏紙 
誘蚊器 吸蟲機 人工調查 月 

份 

別 
住宅 

指數 

住宅指數 

(雌蚊+雄蚊)

成蚊指

數x100

住宅陽性

率（%） 

成蚊 

指數 

住宅陽性

率（%） 

成蚊

指數

布氏

指數 

住宅

指數 

成蚊指

數x100 

六月 2.52-5.01 1.74-3.47 2.57 37.5 2.00 20.0 0.25 4.23 3.31 0.92  

七月 3.55-7.08 1.93-3.85 2.72 75.0 5.00 52.5 1.15 7.08 5.65 1.58  

八月 3.15-6.17 2.04-4.09 3.40 62.5 4.00 47.5 0.93 7.27 5.28 1.31  

九月 5.03-10.03 1.99-3.98 2.78 62.5 3.00 40.0 0.63 7.26 5.37 1.80  

十月 3.55-7.02 2.30-4.61 3.87 37.5 1.00 42.5 0.70 5.84 4.72 2.27  

合計 3.59-7.12 2.02-4.03 3.08 55.0 3.00 40.5 0.73 6.33 4.87 1.58  

 

 



表六、誘蚊產卵器放置地點稽查時間與成果。 

稽查時間 稽查單位 稽查地點
稽查戶

數 

室外合格

率(%) 

室內合格

率(%) 

98/07/02 屏科大 林園鄉 9 66.7 71.4 

98/07/03 屏科大 三民二區 12 83.3 91.7 

98/07/09 屏科大 鳳山市 30  7.1 17.3 

98/07/10 屏科大 鼓山區 10 100.0 100.0 

98/07/15 屏科大 三民一區 32 81.3 78.1 

98/08/20 屏科大 鳳山市 22 16.7 17.7 

98/08/27 屏科大 鳳山市 27 39.1 43.5 

98/08/28 屏科大 左營區 10 90.0 80.0 

98/08/28 屏科大 鳳山市 18 25.0 25.0 

98/09/03 屏科大 鳳山市 25 72.0 72.0 

98/09/04 屏科大 楠梓區 11 81.8 54.6 

98/09/04 屏科大 鳳山市 27 68.9 68.9 

98/09/09 屏科大 小港區 31 79.2 79.2 

98/09/11 屏科大 三民二區 5 100.0 100.0 

98/09/16 屏科大 小港區 24 95.0 95.0 

98/09/28 屏科大 前鎮區 4 75.0 50.0 

98/10/02 屏科大 苓雅區 24 50.0 41.7 

98/10/07 屏科大 大寮鄉 23 80.0 80.0 

98/10/14 屏科大 大寮鄉 18 100.0 100.0 

98/10/22 屏科大 梓官鄉 4 100.0 100.0 

98/10/23 屏科大 旗津區 29 90.0 90.0 

98/10/29 屏科大 旗津區 46 70.4 70.4 

98/11/05 屏科大 前金區 7 100.0 28.6 

98/11/05 
屏科大 

疾管局 
鳳山市 10 66.7 62.5 

98/11/05-06 
屏科大 

疾管局 
前鎮區 10 77.8 77.8 

98/11/06 
屏科大 

疾管局 
旗津區 10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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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屏東科技大學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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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目的乃評估配合人口密度，利用新設計誘蚊產卵器監控台

灣南部地區登革熱病媒蚊，並評估本監測法預估登革熱發生風險的可

行性。計畫執行至今20週，工作內容包括(一)產卵筒置放前前的誘卵

棒初步試驗、黏蚊紙對產卵影響試驗、誘蚊產卵器模型設計、誘蚊產

卵器採購與編號、高雄縣市疾管單位的溝通協調、誘蚊磨棒效果測試

、誘蚊黏紙效果測試、各項工作標準作業程序之製定、工作人員培訓

； (二)產卵筒置放及資料收集之誘蚊產卵器放置與定位、志工招募

、舉辦說明會、志工訓練、自動計算卵數軟體與網站登錄之研發及每

週資料收集與分析；(三) 卵筒置放問題解決之稽查產卵筒置放、解

決產卵棒發霉問題、召開問題檢討說明會。目前數據收集順利，初步

分析自產卵筒施放後的7月5日開始，每月有一卵數高峰，而高雄縣(6

鄉)與高雄市(12區)的採獲卵所孵化之斑蚊數與調查之容器陽性率甚

為相關，更多的數據收集將可進行此新誘蚊產卵筒對病媒密度監測的

敏感度，與其他監測病媒方法效益的比較，以及對病例發生的預測效

力。 

 

中文關鍵詞：登革熱病媒蚊、蚊蟲監測、誘蚊產卵器、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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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the population of Kaoshung city and county, the 

totla 10384 new designed ovitraps were distributed in 12 areas 

of Kaoshung and 6 villages of Kaoshung count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valuate the predictability of dengue 

epidemic risk by this ovitrap monitoring mthod. The project had 

been conducted 20 weeks and following works have been done: 

1. pre-test for efficiency of eggs collection by rubbed stick, 

testing efficiency of catching adults by sticky paper, 

coordinating local CDC staffs, making SOP for various 

monitoring works, and recruiting volunteer befor the 

projecdt was conducted. 

2. deciding the sampling sites, volunteer training, 

developing egg-counting system and GIS database, and 

collecting data during this 20 weeks. 

3. random inspecting sampling sites, inhibiting mildew on 

rubbed sticks, reviewing and discussion the problem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ggs collected with new 

ovitraps has high correlation to the positive container index 

in field. Actually, we need more data collection to evaluate 

the sensibility and the predictability of dengue epidemic risk 

by using ovitrap monitoring method.  

Keywords：Dengue vectors, mosquito surveillance, ovitraps, 

on-sit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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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地區自 76 年 10 月於南部爆發登革熱以後，建立登革熱病媒蚊

幼蚊調查系統，每個縣市每月調查 2個村里，鑑定每隻幼蟲種類，計算

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指數、包括住宅指數（發現孳生斑蚊的指數）、布

氏指數、容器指數及幼蟲指數。於 86 年 10 月為增加調查村里數，以現

場目視法鑑定斑蚊幼蟲，亦因目視法無法區分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幼蟲

及蛹，所以合併兩種斑蚊種類指數為單一斑蚊指數，調查村里數因而大

幅提升。於 91 年登革熱大流行後，有感於幼蟲密度不能代表登革熱發

生的風險，於 92 年在南部地區新增成蚊調查，以成蚊指數表示，並要

求鑑定成蚊種類，了解各地區埃及斑蚊的分布現況。依據最新(97 年)

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規定「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

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村里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50％，其他縣市

6 至 11 月，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15％；

12 至 5 月，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總村里數的 10％」。 

如何有效監測病媒蚊密度，預估登革熱發生風險，為目前台灣地區

當務之急。新加坡面積 682.2 平方公里，於 2000 年開始放置 2,000 個

誘蟲產卵器（30%戶內，70%戶外），每週蒐集 2 片 paddles，計算上面的

卵粒，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尋找登革熱發生熱區及危險地區（埃及

斑蚊高密度區）（Ooi et al. 2006）。香港面積 1 104 平方公里，亦於

2000 年開始，於 2003 年增加至 38 個地點，利用誘蚊產卵器監測轄區白

線斑蚊族群，每個點（~0.55 平方公里）放置 55 個誘蚊產卵器，放置約

2,090 個（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誘蚊產卵器所紀錄的是與登革熱

發生最有關的雌蚊產卵活動。目前成蚊監測較有效的辦法為背負式吸蟲

機(採集棲息成蚊族群)、粘紙誘卵器(採集產卵的雌蚊族群)及

BG-Sentinel 誘蚊器(混合不同的誘引劑，採集吸血雌蚊族群)（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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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8）。 

目前登革熱在自然界中，仍以雌蚊吸血、複製病毒而再傳播。因此

監測產卵雌蚊族群應可提供登革熱風險更好的監測指標。故本計畫乃評

估配合人口密度，利用新設計誘蚊產卵器監控台灣南部地區登革熱病媒

蚊，預估登革熱發生風險的可行性。 

材料與方法 

    依據 98 年 5月 5 日與疾管局召開之「登革熱病媒蚊誘蚊產卵器

監測研究計畫」第二次執行細部會議決議，本計畫執行的期程如下： 

 

本計畫執行分產卵筒置放前、卵筒置放及資料收集與卵筒置放問題解

決三階段，各階段執行之材料與方法包括: 

一、產卵筒置放前 

(1) 誘卵棒初步試驗 

    為設計符合合約規定至少 200ml 之黑色容器，並具頂蓋，內盛水

及置放褐色產卵棒及黏紙以誘集成蚊產卵。本實驗室以 500ml 水杯包

覆黑紙，內置產卵棒，比較光滑與粗糙面產卵棒之誘蚊棒誘蚊產卵效

果。 

(2) 黏蚊紙對產卵影響試驗 

   以上述相同誘蚊器設計，另於杯口內測添加黏紙，測試黏紙對誘

蚊產卵的影響，重複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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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誘蚊產卵器模型設計 

  藉產卵棒誘蚊產卵與黏紙捕捉成蟲初步試驗所得頗佳效果，並參考

香港與新加坡使用之誘蚊產卵器，設計本計畫所用之誘蚊產卵器。 

(4) 誘蚊產卵器採購與編號 

誘蚊產卵器採購依政府採購法進行，而其置放則以高雄市各區與

高雄縣各鄉每 400 人放置 2 個誘蚊產卵器為原則，1 個放置戶內，1

個放置戶外。各區依規劃之產卵器數量逢機編號，分配三種處理(置

產卵棒、置黏紙、置產卵棒+黏紙)。 

(5) 執行計畫高雄縣市疾管單位溝通 

為順利執行本計畫，高雄縣市疾管處的配合與協助是成敗關鍵，

相關業務人員之溝通協調實有必要，藉由共同執行計畫疾管局的協助

召開計畫執行溝通會議。 

(6) 誘蚊產卵器誘蚊預備試驗-磨棒效果測試 

   因本計畫使用之誘蚊產卵器與過去使用者不同，為測試其置放之

產卵棒及黏紙效果，特於實驗室中進行預備試驗。磨棒效果測試乃以

十對血餐後之埃及斑蚊，置於放有誘蚊產卵器的壓克力箱中，處理組

的誘蚊產卵器之產卵棒有磨過，對照組則無， 

(7) 誘蚊產卵器誘蚊預備試驗-黏紙效果測試 

   為測試加貼黏蟲紙對成蚊產卵與誘蚊之影響，於實驗室中模擬黑

色產卵器，內置產卵棒(長 15cm，寬 1.5cm)，盛水 300cc，在處理組

塑膠杯內側黏有高 7cm 黏蚊紙，對照組則無。將產卵誘集器放入壓克

立箱內。處理組及對照組(無黏紙)分別放入 5 對與 10 對埃及斑蚊，

共 4 組，觀察誘蚊與產卵效果(詳見附件四)。 

(8) 誘蚊產卵器回收路線規劃及誘蚊產卵器管理標準作業程序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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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高雄市 12 區與高雄縣 6鄉的監測調查點共計一萬多處，必須

規劃回收路線並對產卵器管理製作標準作業程序，故召集助理討論製

定。 

(9) 建立產卵筒回收、鑑定、幼蟲飼育實驗室與工作人員培訓 

計畫執行石每週均有大量產卵棒、黏紙及資料回收，故規劃校外

租屋建置實驗室，並對助理與臨時工作人員培訓。 

(10) 製備誘蚊產卵棒  

配合誘蚊器高度，誘蚊產卵棒選用 15L x 8W cm 的木棒，先前預備試

驗已證實產卵棒需有磨過粗糙表面者，誘蚊產卵效果方佳，故為適合

斑蚊產卵，且每週需近七千根產卵棒，故特別於計畫執行前雇工大量

製備雙面磨出粗糙表面的產卵棒。 

(11) 計畫執行前準備 

本計畫由於器材製作、採購、志工招募、講習訓練、保險、決定

誘蚊產卵桶置放地點等工作耗費相當時日，預定 98 年 6 月開始實施，

故於 5月底前完成各項準備工作。 

二、產卵筒置放及資料收集 

(1) 誘蚊產卵器放置與定位 

產卵器放置地點確定後，定位點空間資料由台大溫弘志老師利用

地理資訊系統建置相關資料庫。 

(2) 高雄縣市樣區志工招募、舉辦說明會及志工訓練 

透過疾管處協助，招募高雄縣市工作志工並舉辦說明會及智工訓

練。 

12 區(新興區、苓雅區、鹽埕區、旗津區、前金區、三民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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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二區、前鎮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及小港區)及高雄縣

6 個鄉鎮市(鳳山市、梓官鄉、林園鄉、仁武鄉、大寮鄉及鳥松鄉)成

立志工隊，並舉辦說明會及志工訓練 

(3) 自動計算卵數軟體與網站登錄之研發 

    依照計畫書，監測所得卵數需開發判讀軟體，自動計數。此部分

由台大地理系溫老師研發。 

(4) 資料收集與整理分析 

    每週由志工繳回產卵棒、黏紙，實驗是依照  的流程，進行卵數、

埃及與白線斑蚊孵化數、成蟲數等資料收集。 

     產卵筒置放完成後 6月初開始正式進行監測，6月 14 日取得第

一筆資料，至 98 年 10 月底共 20 週數據，除將這些數據上傳 GIS 資

料庫外，亦以 Excel 作每週卵數，斑蚊種類及黏獲成蟲數的分析。 

三、產卵筒置放問題解決 

   產卵筒置放後產生的問題包括由志工反應及稽查得知，解決方案

則除了密切與志工聯繫溝通外，更對各區進行隨機稽查與部分區域召

開說明檢討會。 

(1) 稽查產卵筒置放 

    為確保志工正確放置產卵筒落實產卵棒與黏紙的回收，自 7 月 2

日起每週進行稽查，稽查地區以回收數據有異者優先，其次為隨機選

取區域，稽查項目包括置放位置是否正確、產卵筒是否盛有足夠的

水、地址是否誤植、居民是否配合等，並登錄存檔，且將問題與解決

方法告知志工。 

(2) 產卵棒發霉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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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後發現回收之產卵棒上有發霉現象，黑色霉斑影響卵數

的判讀，為解決此問題，實驗室內進行第一次防霉試驗以漂白水(噴

霧與浸泡 24hr)、微波 2 分鐘及紫外燈照射(20 分/面)三方式處理磨

粗後的產卵棒。另將紫外燈照射 3 小時/面之防霉處理分配於仁武、

鳥松與梓官三鄉進行田間測試，調查發霉率。第二次以誘蚊產卵棒浸

水 2-3 日後將木棒取出，於陽光下曝曬 4-5 日之防霉處理進行上述三

鄉之田間測試，。 

(3) 執行問題檢討說明會 

    部分地區執計畫中發生不少問題，故舉辦工作檢討會，說明正確

執行方法並解決志工所提各項問題。 

結果 

一、產卵筒置放前 

(1) 誘卵棒初步試驗 

初步結果顯示粗糙誘蚊棒誘蚊產卵效果甚佳(圖一)，入本計畫設

計以黑色塑膠為材料製作產卵器，並於杯中四周添加黏紙與可吊掛的

杯蓋即可進行。 

 

圖 1-1、誘蚊產卵器誘蚊產卵初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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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黏蚊紙初步試驗 

表 1-1 結果顯示產卵棒與黏紙的效果會嚴重互相影響，且兩者效

果都很好。所以田間實驗設計由原來每個誘蚊產卵器皆放置產卵棒及

黏紙，改變為同時進行三種處理比較，分別為誘蚊牽卵器內單獨放置

產卵棒、誘蚊產卵器單獨放置黏紙，及誘蚊產卵器同時放置產卵棒與

黏紙。 

表 1-1、放置黏紙與產卵棒前實驗結果 

5 對 10 對 
項目 

成蚊數 卵數 成蚊數 卵數 

I 處理組 3♀2♂ 1 5♀5♂ 0 

I 對照組 - 59 - 326 

II 處理組 2♀3♂ 30 6♀5♂ 38 

II 對照組 - 243 - 345 

*處理組為放黏紙與產卵棒、對照組為單獨放產卵棒 

(3) 誘蚊產卵器模型設計 

    經設計後，本計畫使用之誘蚊產卵器結構包括頂蓋、杯體、杯蓋

(具掛環)各部分(圖 1-2)，其詳細構造如附件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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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1-2、誘蚊產卵器設計。 

(4) 誘蚊產卵器採購與編號 

誘蚊產卵器採購依政府採購法進行，本計畫所需之產卵器之採

購，含上網招標、模型製造、成品運送、交貨書面驗收等均於 98 年

6 月初完成。 

 

 

圖 1-3、誘蚊產卵器驗收。 

    誘蚊產卵器於高雄市 455 里放置了 7,194 個，高雄縣 165 里則放

置 3190 個誘蚊產卵器，合計 10,384 個。同時亦完成各區各鄉誘蚊產

卵器之編號。5月 22 日志工名單確定後，即要求志工取得同意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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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之地址，6 月 2 日確定家戶住址後則即刻鍵入電腦，建置資料庫。 

 (5) 執行計畫高雄縣市疾管單位溝通 

透過疾管局分別於 98 年 4月 1 日上下午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

病管制處及政府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召開第一次執行溝通會議 (附件

二、三)，充分溝通建立共識，對日後工作助益極大。 

(6) 誘蚊產卵器誘蚊預備試驗-磨棒效果測試 

磨棒效果測試結果(圖 1-5,1-6)，兩日後觀查磨過具粗糙表面的

產卵棒上，卵數約為未磨者的 7~8 倍，差異甚顯著。 

  

圖 1-5、磨粗(上)與光滑(下)表面之產卵棒。 圖 1-6、磨棒對誘蚊產

卵效果測試。 

 (7) 誘蚊產卵器誘蚊預備試驗-黏紙效果測試 

測試五日後結果如表 1-2。 

放入 5對埃及斑蚊之處理組的黏蚊紙上，捕捉到 3 隻雄蚊及 2 隻

雌蚊，產卵棒有 30 粒卵，對照組產卵棒則有 243 粒卵。而放入 10 對

埃及斑蚊之處理組的黏蚊紙上，捕得到 5 隻雄蚊 6 隻雌蚊，產卵棒上

有卵 38 粒，對照組則有卵 345 粒(圖 1-7,1-8)。置有黏紙的杯中比

無黏紙者誘得卵數少約 8~10 倍，差異甚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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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黏紙對捕獲成蚊與誘卵數之影響測試 

 5 對 Ae. aegypti 10 對 Ae. aegypti 

 黏蟲數 產卵棒卵

數 

黏蟲數 產卵棒卵數 

處理組(黏紙) 3♂:2♀ 30 5♂:6♀ 38 

對照組(無黏

紙) 

0 243 0 345 

 

  

圖 1-7、接蟲 10 對黏得蟲數。    圖 1-8、接蟲 10 對具黏紙(處理組)

與無黏紙(對照組)之產卵數比較。 

 (8) 誘蚊產卵器回收路線規劃及誘蚊產卵器管理標準作業程序製定 

A.回收路線規劃： 

       高雄縣各家戶由志工回收產卵棒及黏紙後，交給六鄉鎮衛生

局負責人，統一回收至高雄縣衛生局，再由屏東科技大學人員收

回進行後續處理。另高雄市各家戶由志工回收產卵棒及黏紙後，

交給各區衛生局人員或由志工負責人統一回收，再由屏東科技大

學人員收回進行後續處理。 

B.志工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如附件五。 

C.實驗室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如附件六。 

 47



D.住戶說明書：如附件七。 

(9) 建立產卵筒回收、鑑定、幼蟲飼育實驗室與臨時工作人員培訓 

A. 實驗室建置 

    因每週均有近萬個產卵棒、黏紙之回收，加上孵卵與幼蟲飼育及

鑑定需求相當大的空間，故於校外租屋建置實驗室。 

  

圖 1-9、產卵筒回收處理實驗室(左)與幼蚊飼育空間(右)。 

B. 工作人員培訓內容包含回收作業、產卵棒蚊蟲卵數計算、掃描

或拍攝產卵棒影像檔、斑蚊幼蟲飼養、種類鑑定及資料建檔及圖

檔上傳等。 

(10) 製備誘蚊產卵棒  

為適合斑蚊產卵，且每週需近七千根產卵棒，故特別於計畫執行

前大量製備雙面磨出粗糙表面的產卵棒(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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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誘蚊產卵棒打磨。 

(11) 計畫執行前準備 

本計畫自 98 年 6 月開始實施前，5月底將產卵筒、產卵棒、黏

紙、工資報銷單、住戶通知書、酬謝禮卷等分送各志工。計畫執行前

龐雜的準備與工作可自圖得見（圖 1-11）。 

  

圖 1-11、計畫執行前龐雜的準備與工作。 

二、產卵筒置放及資料收集 

 (1) 誘蚊產卵器放置與定位 

志工將確定之置放地址送交後，誘蚊產卵器置放點資料由台大溫

弘志老師建立 GIS 資料庫。各監測樣點分佈如圖 2-1。 

 

圖 2-1、高雄縣市放置誘蚊產卵器之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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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縣市樣區志工招募、舉辦說明會及志工訓練 

高雄市 12 區(新興區、苓雅區、鹽埕區、旗津區、前金區、三民

一區、三民二區、前鎮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及小港區)及

高雄縣 6個鄉鎮市(鳳山市、梓官鄉、林園鄉、仁武鄉、大寮鄉及鳥

松鄉)共招募志工 60 名，成立志工隊。 

A. 5/14 舉辦本計畫執行說明會暨教育訓練 

與會人員：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及六鄉鎮衛生局人員。 

決議: 6/2 上午 9:30 舉辦高雄縣志工計畫執行說明會暨教育訓

練。 

  

  

圖 2-2、98 年 5 月 14 日與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及六鄉鎮衛生局人員座

談會。 

B. 5/15 舉辦本計畫執行說明會暨教育訓練 

與會人員：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及志工人員。 

決議: 6/2 下午 2:00 舉辦高雄市志工計畫執行說明會暨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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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圖 2-3、98 年 5 月 15 日與高雄市政府疾病管制處、各區衛生所及志

工人員座談會。 

(3) 自動計算卵數軟體與網站登錄之研發 

產卵棒上卵數計量自動化的研發包括蚊卵掃瞄或照相自動判讀

系統、網路資料傳送與建置網頁。目前已完成放置產卵棒的 A4 出圖

程式，輸入採樣地點與時間後，該程式會自動將樣點編號轉成

barcode ，並列印出 A4 大小的放置產卵棒的規格如圖 2-4。 

使用掃描器進行產卵棒的正反面掃瞄影像檔目前正測試中，並進

行判識參數之校正。另外亦以相機進行產卵棒拍攝影像檔，測試是否

能以拍攝影像檔取代掃描影像檔，以節省處理卵數之作業時間。   

 計畫收集數據之上傳、資料出圖與查詢所需之網站已建置完成，

請見http://140.112.64.67/CDC2009/GMapShow.aspx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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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影像掃瞄底紙。         圖 2-5、南部地區新產卵筒監測網

頁。 

(4) 資料收集與整理分析 

  A.. 資料收集 

  本計畫自 98 年 6 月 7日開始實施，施放一週後 6月 14 日收集第

一筆資料， 

而後每週各區志工收集之產卵棒與黏紙集中各地衛生所後，由助理取

回，經登錄→整理卵棒(或黏紙) →產卵棒晾乾→計量→登錄→上傳

卵數資料→浸卵→幼蟲孵化→飼育→鑑定→登錄→上傳數據等完成

作業程序。成蟲誘集的黏紙則於當日寄送 CDC 鑑別登錄，並將數據傳

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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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圖 2-6、執行流程 A.拆封，B.登錄，C.產卵棒晾乾，D.數卵，E.孵卵，

F.收取幼蟲，G.吸蚊，H.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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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資料整理分析 

    自 98 年 6 月 14 日資料收集第一週起至十月底共獲 20 週數據，

包括: 

  (A)高雄縣 

高雄市 12 區誘得卵數(圖 2-6)，自 7 月 5 日起約每一個月有一次卵

數高峰，此與斑蚊生活史約一月有一代相關。 

 

高雄市各區每週總卵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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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高雄市各區每週誘集卵數 

由高雄市 12 區室內外收集卵所孵化白線(AA)與埃及(AE)斑蚊的

幼蟲數，其與產卵筒陽性率之相關性極高(圖 2-7~圖 2-18)，此資料

將可用於未來以誘卵數估測田間孳生源陽性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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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高雄市三民一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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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高雄市三民一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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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高雄市三民二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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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高雄市三民二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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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高雄市小港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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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高雄市小港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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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1、高雄市左營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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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2、高雄市左營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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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高雄市前金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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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2、高雄市前金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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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1、高雄市前鎮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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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2、高雄市前鎮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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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1、高雄市苓雅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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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2、高雄市苓雅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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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1、高雄市新興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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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2、高雄市新興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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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1、高雄市楠梓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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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2、高雄市楠梓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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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1、高雄市鼓山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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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2、高雄市鼓山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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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1、高雄市旗津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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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2、高雄市旗津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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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1、高雄市鹽埕區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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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2、高雄市鹽埕區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B) 高雄縣 

高雄縣共監測 6鄉，各區誘得卵數亦自 7 月 5日起每月有一卵數高峰

(圖 2-19)，尤其八月初的卵數高峰各監測鄉的出現都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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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高雄縣 6鄉每週誘集卵數。 

而高雄縣 6 鄉室內外收集卵所孵化白線(AA)與埃及(AE)斑蚊的

幼蟲數，其也與產卵筒陽性率之相關性極高(圖 2-20~圖 2-25)，此資

料日後經迴歸分析，將可用於未來以誘得卵數估測田間孳生源之陽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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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高雄縣大寮鄉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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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2、高雄縣大寮鄉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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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高雄縣仁武鄉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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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2、高雄縣仁武鄉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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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1、高雄縣林園鄉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0

10

20

30

40

50

6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Week

N
u

m
b

er
 (

n
)

0

1

2

3

4

5

6

7
Po

si
ti

v
e 

o
v

it
ra

p
 (

%
)

AA

AE
Positive ovitrap in inside

 

圖 2-22-2、高雄縣林園鄉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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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高雄縣梓官鄉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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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2、高雄縣梓官鄉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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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1、高雄縣鳥松鄉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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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2、高雄縣鳥松鄉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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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1、高雄縣鳳山市每週室外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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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2、高雄縣鳳山市每週室內斑蚊數目與陽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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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卵筒置放問題解決 

(1) 稽查產卵統置放 

    為確保志工正確放置產卵筒落實產卵棒與黏紙的回收，自 7 月 2

日起至目前已進行了 23 次稽查(附件八)，稽查除能瞭解志工對於計

畫工作的態度，並能即時解決疑問，瞭解個別狀況(稽查問題登錄

Excel 檔案備查)。此工作將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進行。 

 

            圖 3-1、稽查問題與解決。 

(2) 產卵棒發霉問題解決 

   計畫執行兩週後，回收之產卵棒上即發現有發霉現象（圖 3-2），

黑色霉斑影響卵數的判讀。 

 

圖 3-2、產卵棒發霉狀況。 

98 年 7 月 14 日正式調查發現高雄市產卵棒發霉率 4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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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之 發霉率則為 51.4~100%（表 3-1）。 

表 3-1、980714 各地區產卵筒發霉率統計 

 地區 木棒總數 發霉數 發霉率％ 

高雄市 新興區 174 92 52.9  

 苓雅區 588 462 78.6  

 前鎮區 614 363 59.1  

 前金區 84 70 83.3  

 三民一 844 628 74.4  

 三民二 278 135 48.6  

 小港區 512 405 79.1  

 旗津區 104 93 89.4  

 鹽埕區 90 55 61.1  

 左營區 608 462 76.0  

 楠梓區 528 423 80.1  

 鼓山區 384 299 77.9  

高雄縣 鳳山市 1072 908 84.7  

 大寮鄉 344 297 86.3  

 林園鄉 222 202 91.0  

 仁武鄉 214 110 51.4  

 鳥松鄉 128 116 90.6  

 梓官鄉 118 118 100.0  

為解決此問題，實驗室進行產卵棒消毒測試。第一次以漂白水、

微波、紫外燈照射等方式處理磨粗後的產卵棒。所得結果顯示僅產卵

棒正反面以紫外燈各照射 20 分鐘、40 分鐘或 3 小時之處理，產卵棒

置入水中一週後無發霉現象（表 3-2）。然而將正反面以紫外燈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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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3 小時之產卵棒用於實際調查時，僅鳥松鄉的 128 根產卵棒置放一

週後無發霉，且第二週 3測試地區產卵棒均有 55.8~97.4%的發霉率

(表 3-3)。 

表 3-2、誘蚊產卵棒防霉處理 

測試時間 處理 供試蟲種 數量 發霉有無 

98/06/26 CK AA 10 對 + 

 漂白水表面噴霧 AA 10 對 + 

 漂白水浸泡 24hrs AA 10 對 + 

 微波爐溫熱 2mins AE 10 對 + 

 紫外燈照射 20 分/面 AA 10 對 - 

98/07/03     

 CK AA 10 對 + 

 漂白水表面噴霧 AA 10 對 + 

 煮沸 5分 AA 10 對 + 

 紫外燈照射 20 分/面 AA 10 對 - 

98/07/17     

 CK AE 10 對 + 

 紫外燈照射 20 分/面 AE 10 對 - 

 紫外燈照射 40 分/面 AE 10 對 - 

 紫外燈照射 80 分/面 AE 10 對 + 

98/07/21 野外施放   室外 室內

 CK   -   + 

 紫外燈照射 3 小時/面   -   - 

 紫外燈照射 3 小時/面   -   - 

 紫外燈照射 3 小時/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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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誘蚊產卵棒紫外燈照射 3小時/面防霉處理田間測試 

98/07/28 木棒總數 
對照組之發

霉率％ 

處理組第一週

發霉率％ 

處理組第二週發

霉率％ 

仁武鄉 214 51.4  71.6  55.8  

鳥松鄉 128 90.6  0.0  92.6  

梓官鄉 118 100.0  90.7  97.4  

經與志工討論解決方法時，有志工提出他自己的浸水曝曬方法。

因此我們亦以產卵棒浸水 2-3 日後將木棒取出，於陽光下曝曬 4-5 日

進行防霉處理，田間試驗效果甚佳(表 3-4)，相較於對照組高雄縣 3

鄉的產卵棒一週後僅一鄉的發霉率超過 50%，置放二週使用的發霉率

更低約 2~4%左右。此防霉處理雖甚有效，但費工耗時，明年度是否

使用尚需考量。 

表 3-4、誘蚊產卵棒浸水曝曬防霉處理田間測試 

 木棒總數 
原發霉率％ 

(98/10/06) 

處理組第一週

發霉率％ 

(98/10/13) 

處理組第二週發

霉率％ 

(98/10/20) 

仁武鄉 214 38.2 0.0 NA 

鳥松鄉 128 76.0 3.0 3.9 

梓官鄉 118 57.6 59.1 2.5 

NA: Data not available yet. 

 (3) 執行問題檢討說明會 

  鑒於鳳山地區執計畫中發生不少問題，特於 98 年 9 月 21 日主辦

鳳山地區施放誘蚊產卵器計畫之工作說明檢討會。討論問題包括: 

  A.目前家戶稽查的問題 

就稽查情況來了解各位施放家戶的任何問題，與屏科人員共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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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B.產卵筒置放問題 

1.誘卵器位置不對：均放室內或室外、有相鄰家戶、曝曬或無遮蔽 

2.編號和回報地址不符 

3.水位太低或太高及水質不清澈或孑孓很多 

4.放置別處尚未回報 

5.ㄧ戶放不成對或ㄧ組以上的誘卵器 

6.處理放錯或多放木棒 

7.家戶地址非對應的里 

8.非志工選擇放置位置，而是請家戶放置 

9.有些過早回收及更換物品 

  

圖 3-3、鳳山地區施放誘蚊產卵器計畫之工作說明檢討會。 

討論 

本監測計畫目前雖只執行一半，但數據顯示對於孳生源調查布氏

指數低的地區，誘蚊產卵棒其對斑蚊產卵的監測效果甚佳。誘得卵數

與捕獲成蟲數、布氏指數、容器指數、甚至病例發生數間的相關，值

得進一步探討。而產卵筒中加附黏紙，對斑蚊成蟲的捕捉效果亦佳，

但因黏質材料影響，成蟲鑑定的困難度很高。成蟲與病媒密度間的關

係、與其他成蟲捕捉方法的比較、甚至可否用於求取與病例間的關係

，均有待更多數據的收集，方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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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大規模進行產卵統監測的工作，本計畫尚屬首創。每週近

萬筆資料的收集，人力物力的成本甚高，而資料的正確性與可靠性，

更與志工、工作態度、居民配合度、回收資料處理流程與效率等因素

息息相關。由上述報告可知，本計畫執行前的準備、各項工作 SOP 擬

定、教育訓練、溝通協調等均相當詳盡，但執行期間涉及多達 60 多

位志工，故狀況仍多，故利用每週抽樣稽查方式發掘問題，應是很好

的解決方式。至目前為止，我們最大的困擾乃是計畫的採購、工資禮

卷發放等與金錢相關業務，因公務程序每每延宕費時。98 年度計畫

預算為  11,693,200 元，目前實支與核銷暨 7,725,287 元，餘款 

3,967,913 元，執行率達 66%。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計畫目前僅執行20週，尚有半年的監測工作待進行，研究成果

與具體建議待完成計畫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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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件一） 

誘蚊產卵器數量與規格 

 

一、數量需求：誘蚊產卵器耗材一批(12000 個)。 

二、誘蚊產卵器規格：分為杯子(黑色)、杯蓋(黑色)及上方之傘頂(灰色)，整體

以 ABS 材質製做，杯子外面以白色書寫「疾病管制局實驗進行中請勿干擾

實驗進行」字樣，類似下圖。 

 

 

 

 

 

 

 

 

 

 

 

 

 

 

一、傘頂：顏色為灰色，材質如杯蓋，尺寸大小如下圖。 

  

 

二、杯蓋：黑色，上有 4個洞(直徑 1.5 公分)，上面可套上傘蓋，下面可鎖緊杯

子，尺寸大小、材質及形狀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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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杯子：杯子顏色為黑色塑膠，材質如杯蓋，上面有螺旋鎖(約 1個半)，可鎖

緊杯蓋，下底直徑為 6.5 公分，上底直徑為 9公分，高為 13.5 公分，尺寸

大小如下圖所示。杯子上面書有「疾病管制局實驗中請勿干擾實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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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件二） 

「登革熱病媒蚊誘蚊產卵器監測研究計畫」第一次執行溝通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會議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上午 8 時 30 分~ 10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會議室 

參、 主席：林分局長立人               記錄：簡淑婉、王智源 

肆、 出席人員：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韓處長永光、陳股長朝東等、屏東科技大

學張教授念台、疾病管制局第二組吳技正智文、研檢中心鄧科長華真、第五分局

翁芝琦 

伍、 討論事項：略。 

陸、 綜合討論意見： 

一、高雄市預定放置 7,190 個（每戶放置 2個，戶內及戶外各 1

個，共 3,595 戶），誘蚊產卵器的放置及每週資料的蒐集，

數量甚為龐大，以不干擾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業務執行下，宜

透過熟悉當地風土民情及環境的防疫志工、里鄰長或民間互

助團體等進行，方能圓滿達成任務。 
二、誘蚊產卵器之放置以 GPS 定位，可預防回收與遺失的後續問題，裝置內部的水

應放置昆蟲生長調節劑、蘇力菌、亞培松等殺幼蚊劑，以防蚊蟲孳生，

但需注意安全，以免幼兒或寵物誤食。 

三、誘蚊產卵器放置地點固定，放置家戶時間長達一年，應有場地使用費的考量，

以增加家戶的配合意願，提升品質。 

四、此計畫宜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的模式，並由屏東科技大學病媒蚊蟲專業技

術執行，以順利達成計畫目標。 

五、高雄市共有 12 區，每區各具有不同的風土民情特色，執行方式應因區制宜，

充分溝通尋找各區最適執行方式。 

柒、 決議事項： 

一、疾病管制局將函請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協助函知有關相關單位監測計畫之執行。 

二、屏東科技大學將規劃執行說明會細節(含場次、地點及教育訓練內容)及其他家

戶說明書等相關說明文件，並視實際工作需要，行文修正使用經費項目。 

三、誘蚊產卵器的設計及放置位點將考量安全性，而內部的水將放置安全性高且長

效性殺幼蚊劑(例如昆蟲生長調節劑)以防成蟲產生。 

四、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提供現有誘蚊卵卵器放置位址，避免重複施

放，影響雙方誘蚊產卵器研究調查品質。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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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件三） 

「登革熱病媒蚊誘蚊產卵器監測研究計畫」第一次執行溝通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會議會議紀錄 
 

玖、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上午 11 時 30 分-下午 12 時 30 分 

壹拾、 會議地點：高雄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會議室 

壹拾壹、 主席：林分局長立人               記錄：簡淑婉、王

智源 

壹拾貳、 出席人員：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劉技正碧隆、魏科長美滿、陳秘書彩蓮、蔡技

正智仁等、屏東科技大學 張教授念台、疾病管制局第二組吳技正智文、研檢中

心鄧科長華真、第五分局翁芝琦 

壹拾參、 討論事項：略。 

壹拾肆、 綜合討論意見： 

一、高雄縣研究地點包含 6 個鄉鎮市（鳳山市、梓官鄉、林園鄉、仁武鄉、大寮鄉

及鳥松鄉），雖然人口密度低，施放幼蚊產卵器個數少，但地幅較廣，路程所

需時間較久，放置幼蚊產卵器的時間會增加。 

二、未來評估使用誘蚊產卵器作為「登革熱病媒蚊監測」政策時，需加入地方執行

層面的意見。 

三、高雄縣預定放置 3,170 個（每戶放置 2 個，戶內及戶外各 1 個，共 1,585 戶），

誘蚊產卵器的放置及每週資料的蒐集，數量甚為龐大，宜透過熟悉當地環境及

風土民情的衛生所僱工、志工等方式進行，方能圓滿達成任務。 

四、誘蚊產卵器放置地點固定，放置家戶時間長達一年，應有場地使用費的考量，

以增加家戶的配合意願，提升品質。 

五、此計畫宜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的模式，由屏東科技大學病媒蚊蟲專業技術

執行完成。 

柒、決議事項： 

一、疾病管制局將函請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協助函知參與鄉鎮市之衛生所等相關單位

有關監測計畫之執行。 

二、屏東科技大學將規劃執行說明會細節(含場次、地點及教育訓練內容)及其他家

戶說明書等相關說明文件，並視實際工作需要，行文修正使用經費項目。 

三、請高雄縣衛生局協助提出放置誘蚊產卵器所需之人力及經費。 

壹拾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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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件四） 

Ovitrap 加貼黏蟲紙對產卵與誘蚊影響試驗 

一、材料與方法 

產卵誘引器用 750cc 的塑膠杯(圖一)與杯蓋(圖二)，杯蓋上有四個孔可使雌

蚊飛進杯內產卵，再利用黑色紙板將杯身圍繞(圖三)，模擬成黑色產卵器。在產

卵誘引器內放有產卵棒(長 15cm，寬 1.5cm)，裝有 300cc 的水，在處理組塑膠杯

杯口內側黏有高 7cm 黏蚊紙(圖四)，對照組無(圖五)。將產卵器放入壓克立箱內

(圖六)，並放入糖水供蚊子取食，處理組及對照組分別放入 5對與 10 對埃及斑

蚊，共 4組，雌蚊在實驗前 3天供給老鼠血餐。 

  

圖一、塑膠杯                       圖二、杯蓋 

  

圖三、模擬黑色產卵器               圖四、高 7cm 黏蚊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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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處理組與對照組(無黏紙)裝置。           圖六、接蚊測試。 

 

二、結果 

    五天後觀查如下表，放入 5對埃及斑蚊中，處理組的黏蚊紙上有捕捉到 3隻

雄蚊及 2隻雌蚊(圖七)，產卵棒有產下 30 粒卵，對照組產卵棒產下 243 粒卵(圖

八)。放入 10 對埃及斑蚊中，處理組的黏蚊紙上有捕捉到 5隻雄蚊 6隻雌蚊(圖

九)，產卵棒上無發現卵 38 粒，對照組產卵棒產下 345 粒卵(圖十)。附有黏紙的

杯中比無貼紙者誘得卵數少約 8~10 倍，差異甚為明顯。 

 

 5 對 Ae. aegypti 10 對 Ae. aegypti 

 黏蟲數 產卵棒卵數 黏蟲數 產卵棒卵數 

處理組(黏紙) 3♂:2♀ 30 5♂:6♀ 38 

對照組(無黏紙) 0 243 0 345 

 

  

圖七、接蟲 5對黏得蟲數。            圖八、接蟲 5對具黏紙(處理組)與無黏

紙(對照組)產卵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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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接蟲 10 對黏得蟲數。            圖十、接蟲 10 對具黏紙(處理組)與無

黏紙(對照組)產卵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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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件五） 

附件五(1)  志工人員 SOP-處理 1單獨放置產卵棒 

一、簡介- 

        誘蚊產卵器由杯身、杯蓋與傘蓋所組成，杯蓋上附有四個孔洞供

蚊子進入產卵器內產卵。在第一次設置施放點，之後誘卵器的位置固定放

置一年，每個施放點均有衛星定位。每個位置都有固定的編號，在設置後

會標示於誘產器外面。每週一回收及更新產卵棒，回收完畢再送至各區集

中點。在第一次施放時會在產卵器內放入幼蟲生長調節劑(IGR)，防止蚊蟲

羽化，之後每兩個月添加藥劑一次。 

 

二、志工工作內容 

1、第一次設放置點時，協助尋找放置誘卵器住戶，並登錄其地址。 

2、每星期一回收產卵棒，及放置新的產卵棒(產卵棒上書寫編號)，並交

回指定定點集中(確定後告知)，統一收回。 

3、每次檢查杯中水位，不足六分滿時須添加。 

4、每兩個月添加 IGR 藥劑一次。 

 

三、放置產卵棒工作流程 

1. 實行第一次調查先依照名單上的順序至各村里尋找適合的住戶 

   (施放的住戶不可相鄰或過近，採逢機平均放置) 

 
2. 若找到欲放置的住戶需跟該住戶的主人說明來由，並取得放置誘卵器 

   同意，才可確定放置 

3. 登錄可放置誘卵器的住戶聯絡資料於名單上，以供日後方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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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可放置的各住戶後，開始放誘卵器 

5. 在產卵棒上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斜放入誘卵器內

     
6. 將誘卵器蓋子打開，加入 400cc 的水，約六分滿 

 

7. 首次需放入 IGR，往後每二個月添加一次，IGR 藥劑添加量以所附小匙 

   一平匙為準，並將蓋子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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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住戶的室內及室外陰暗遮蔽處各放置一個誘卵器 

   
9. 距上次放置誘卵器一個禮拜後，依序前往收產卵棒 

10.打開誘卵器蓋子，取出產卵棒，後放入夾鍊袋內，夾鍊袋外面須寫上

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 

   

12.再重覆施放新的產卵棒(參考第 7點)，並將水加至六分滿 

13.放回固定的地點等待隔周一回收 

14.回收完畢送至各區集中點 

 

 

 90



附件五(2) 志工人員 SOP-處理 2單獨放置黏蚊紙 

一、簡介- 

        誘蚊產卵器由杯身、杯蓋與傘蓋所組成，杯蓋上附有四個孔洞供蚊子

進入誘卵器內產卵。在第一次設置施放點，之後誘卵器的位置固定放置一

年，每個施放點均有衛星定位。每個位置都有固定的編號，在設置後會標

示於誘卵器外面。每週一回收及更新黏蚊紙，回收完畢再送至各區集中點。

在第一次施放時會在誘卵器內放入幼蟲生長調節劑(IGR)，防止蚊蟲羽化，

之後每兩個月添加藥劑一次。 

 

二、志工工作內容 

1、第一次設放置點時，協助尋找放置誘卵器住戶，並登錄其地址。 

2、每星期一回收黏蚊紙，及放置新的黏蚊紙(黏蚊紙上書寫編號)，並交

回指定定點集中(確定後告知)，統一收回。 

3、每次檢查杯中水位，不足六分滿時須添加。 

4、每兩個月添加 IGR 藥劑一次。 

 

三、放置黏蚊紙工作流程 

1.實行第一次調查先依照名單上的順序至各村里尋找適合的住戶 

        (施放的住戶不可相鄰或過近，採逢機平均放置) 

    
2.若找到欲放置的住戶需跟該住戶的主人說明來由，並取得放置誘 

        卵器同意，才可確定放置 

3.登錄可放置誘卵器的住戶聯絡資料於名單上，以供日後方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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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可放置的各住戶後，開始放誘卵器 

5.於黏蚊紙的光滑面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 

 

6. 將黏蚊紙的黃色面撕開 

   

7. 將黏蚊紙以黏面朝內捲成圓形,套入誘卵器杯口，確認大小吻合後放 

開，黏紙便與杯口密合 

 
8. 加入 400cc 的水，約六分滿 

9. 首次需放入 IGR，往後每二個月添加一次，IGR 藥劑添加量以所附小匙 

   一平匙為準，並蓋好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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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於住戶的室內及室外陰暗遮蔽處各放置一個誘卵器 

   

11.距上次放置誘卵器一個禮拜後，依序前往收黏蚊紙 

12.打開誘卵器蓋子，黏蚊紙取出，黏面朝內對折後放入夾鍊袋內 

 

13.夾鍊袋外面須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 

 

14.再重覆施放新的黏蚊紙(參考第 5點)，並將水加至六分滿 

15.放回固定的地點等待隔周一回收 

16.回收完畢送至各區集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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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3) 志工人員 SOP-處理 3放置產卵棒及黏蚊紙 

一、簡介- 

        誘蚊產卵器由杯身、杯蓋與傘蓋所組成，杯蓋上附有四個孔洞供蚊子

進入誘卵器內產卵。在第一次設置施放點，之後誘卵器的位置固定放置一

年，每個施放點均有衛星定位。每個位置都有固定的編號，在設置後會標

示於誘卵器外面。每週一回收及更新產卵棒與黏蚊紙，回收完畢再送至各

區集中點。在第一次施放時會在誘卵器內放入幼蟲生長調節劑(IGR)，防止

蚊蟲羽化，之後每兩個月添加藥劑一次。 

 

二、志工工作內容 

1、第一次設放置點時，協助尋找放置誘卵器住戶，並登錄其地址。 

2、每星期一回收產卵棒與黏紙，及放置新的產卵棒與黏紙(要書寫編號)，

並交回指定定點集中(確定後告知)，統一收回。 

3、檢查杯中水位，不足六分滿時須添加。 

4、每兩個月添加 IGR 藥劑一次。 

 

三、放置產卵棒與黏蚊紙 

1. 實行第一次調查先依照名單上的順序至各村里尋找適合的住戶 

   (施放的住戶不可相鄰或過近，採逢機平均放置) 

 
2. 若找到欲放置的住戶需跟該住戶的主人說明來由，並取得放置誘卵器 

   同意，才可確定放置 

 

3. 登錄可放置誘卵器的住戶聯絡資料於名單上，以供日後方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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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可放置的各住戶後，開始放誘卵器 

 

5.於黏蚊紙的光滑面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 

 

6. 將黏蚊紙的黃色面撕開 

   

7. 將黏蚊紙以黏面朝內捲成圓形,套入誘卵器杯口，確認大小吻合後放 

開，黏紙便與杯口密合 

 

8. 加入 400cc 的水，約六分滿。首次需放入 IGR，往後每二個月添加一次， 

   IGR 藥劑添加量以所附小匙一平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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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產卵棒上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內室外，斜放入誘卵器內，並將蓋子   

蓋好 

 
12.於住戶的室內及室外陰暗遮蔽處各放置一個誘卵器 

   
13.距上次放置誘卵器一個禮拜後，依序前往收產卵棒與黏蚊紙 

 

14.打開誘卵器蓋子，將產卵棒取出收入夾鍊袋內；將黏蟲紙黏面朝內對 

   折後放入另一個夾鍊袋內，兩個夾鍊袋外面均須寫上施放點編號及室 

   內室外 

  

16.再重覆施放新的產卵棒與黏蚊紙(參考第 5點)，並將水加至六分滿 

17.放回固定的地點等待隔周一回收 

18.回收完畢送至各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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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附件六） 

實驗室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一、回收產卵棒及黏紙前作業 

1.產卵棒(一周約用 7000 支)。利用砂輪機將產卵棒正反面磨粗。 

2、各區負責助理將產卵棒、黏蚊紙、藥劑及夾鍊袋清點數量分區裝

袋。 

二、卵棒回收 

1、每周二至高雄縣市各集中區回收產卵棒，並將新的產卵棒及黏蚊

紙發放給志工，每月第一周發放 4周的器具數量。 

2、回實驗室後，將有蚊卵之產卵棒斜放於塑膠盤中乾燥一天。 

3、第二天將乾燥的產卵棒依編號，將產卵棒置於同編號之蟲卵掃描

圖 A4 紙上拍照上傳至溫老師研究室，以卵數影像處理估算卵數。 

4、將拍照後將產卵棒放入 750cc 杯中再加入 500cc 的水飼育。 

5、四天後鑑定幼蟲種類。(100 隻內全數鑑定，大於 100 鑑定 100 隻)

先以紙張記錄，完成後將鑑定資料輸入電腦 Excel 檔中。 

6、黏蚊紙回收集中後寄至疾病管制局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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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附件七）  住戶說明書 

 

 

 

各位住戶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的配合，慨允放置誘蚊產卵器防除病媒蚊，在此

做個簡單的介紹，讓各位更了解此計畫，進而達到全民為環境一同打

拼的願景。 

    此誘蚊產卵器放置主要目的為調查高雄地區登革熱病媒蚊密

度，種類及分佈，在疫情發生前做及早的預防監測。誘蚊產卵器設計

上有瓶蓋，可免瓶身翻倒使水流出，也可防止寵物誤食；瓶蓋上有四

個孔洞，誘引病媒蚊進入瓶身內產卵；瓶內裝有自來水及產卵棒(或

黏紙)，病媒蚊會尋找水源，產卵於產卵棒上(或被黏)，每週會有志

工於固定時間前來替換產卵棒(或黏紙)，再交付給研究單位。誘蚊產

卵器放置時間一年(98 年 6 月至 99 年 5 月)。 

    誘蚊產卵器內添加減緩蚊蟲發育的幼蟲生長調節劑(IGR)，筒內

不會有成蚊飛出，因此不必擔心誘蚊產卵器會成為病媒蚊的孳生源，

且此藥劑對人體及寵物沒有任何危害，請放心。再次感謝您的配合！ 

    祝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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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附件八） 

誘蚊產卵筒置放點稽查時間與成果 

 

稽查時間 稽查地點 稽查戶數 
室外合格率

(%) 

室內合格率

(%) 

2009/7/2 林園 9 66.67 71.40 

2009/7/3 三民二區 12 83.33 91.67 

2009/7/9 鳳山 30  7.14 17.24 

2009/7/10 鼓山區 10     100.00 100.00 

2009/7/15 三民一區 32 81.25 78.13 

2009/8/20 鳳山 22 16.67 17.65 

2009/8/27 鳳山 27 39.13 43.48 

2009/8/28 左營區 10 90.00 80.00 

2009/8/28 鳳山 18 25.00 25.00 

2009/9/3 鳳山 25 72.00 72.00 

2009/9/4 楠梓區 11 81.82 54.55 

2009/9/4 鳳山 27 68.87 68.87 

2009/9/9 小港 31 79.17 79.17 

2009/9/11 三民二區 5 100.00 100.00 

2009/9/16 小港 24 95.00 95.00 

2009/9/28 前鎮 4 75.00 50.00 

2009/10/2 苓雅 24 50.00 41.67 

2009/10/7 大寮 23 80.00 80.00 

2009/10/14 大寮 18 100.00 100.00 

2009/10/22 梓官 4 100.00 100.00 

2009/10/23 旗津 29 90.00 90.00 

2009/10/29 旗津 46 70.37 70.37 

2009/11/5 前金 7 100.00 2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