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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調查台灣地區病媒蜱種類與探討病媒蜱傳播疾病風險。 

方法：直接在動物體上採集與畜舍與活動區以旗幟採集蜱類；蜱體 DNA病原、

立克次體 nested-PCR、Anaplasma & Ehrlichia PCR 檢測及應用 SFTSV 

ELISA檢測蜱體病毒。 

結果：2018年台灣和離島地區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計17個縣(市)、50個鄉(市、

鎮、區)、68個村(里)，23種動物，共採到 3,143隻體外寄生蜱 。檢查 23種動

物，其中有蜱寄生的 14 種，包括黃牛、狗、溝鼠、鬼鼠、月鼠、小黃腹鼠、

梅花鹿、山豬、山羌、穿山甲、食蛇龜、大赤鼯鼠、鼬獾、台灣山羊等，而外

寄生蜱有 7 種，包括：血紅扇頭蜱(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微小扇頭蜱

(Rhipicephalus Boophilus microplus)、豪豬血蜱(Haemaphysalis hystricis) 、日島

血蜱(H. mageshimaensis)、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 、卵形硬蜱(I. ovatus)、

嗜龜花蜱(Amblyomma geoemydae) ，以犬隻中血紅扇頭蜱最多。  

蜱蟲傳播疾病風險評估以 107年度資料分析初步顯示，台灣蜱蟲種類調查在病

原檢出部分，以立克次體(Rickettsia)之病原有較高的檢出率，研究結果顯示台

灣地區沒有發現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SFTS）的病媒長角血蜱 (H. 

longicornis)，與未檢出宿主病原、病毒，在台灣地區發生此疾病的風險極低，

但放養的動物、囓齒類動物和野生動物的寄生蜱具攜帶病原和傳播疾病的風險，

應加以監測。 

 

關鍵詞：病媒蜱、蜱媒立克次體、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長角血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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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nvestigate the species of vector ticks and studying the risks of tickvector-borne diseases 

in Taiwan. 

Methods：Sampling directly from the animal body and using the flag sweep from the animal house 

and the active area. Detection method as using the pathogen DNA, the rickettsia 

nested-PCR, the Anaplasma & Ehrlichia PCR assay and the SFTSV ELISA. 

Resault：A surve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ick parasitized animals in Taiwan and off-shore islands in 

2018 covered 17 counties, 50 districts, 68 villages and included 23 animal species. There 

are 3,143 ectoparasite ticks on 14 animal species. Fourteen kinds of animals sampled 

contained oxen,  dogs, Norway rats, Bandicoot rats, Formosan rats, Brown country rats, 

sika deer, mountain pigs, hawthorns, pangolins,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s, giant red 

flying squirrels, Formosan ferret-badgers, and Taiwanese goats. Seven kinds of 

ectoparasite ticks included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 Rhipicephalus Boophilus 

microplus, Haemaphysalis hystricis, H. mageshimaensis, Ixodes granulatus, I. ovatus, 

and Amblyomma geoemydae. Among seven tick species, the most one found in dogs were 

R. sanguineus. 

 

Based on 2018 annual data analysis, risk assessment for transmission of tick-borne diseases 

revealed that Rickettsia showed higher positive rates among pathogen detected in tick species in 

Taiwan. It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SFTS-vector, H. longicornis, found in Taiwan and no hosts 

detected contain pathogens and viruses. It means that the risk of SFTS occurred in Taiwan is zero. 

However, grazing animals, rodents and wild animals still could be parasitized by ticks with some 

pathogens and still have risks of diseasea transmission. Thus, surveillance of tick still needs to 

sustai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ick, tick-borne Rickettsia,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Haemaphysalis Iongicor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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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許多吸血蜱外寄生於動物體，造成動物健康的危害；其中有些種類會

傳播病原體，成為多種動物、人畜共通疾病的病媒。由於蜱在生活史中的

幼蜱、若蜱、成蜱皆需吸血，且多有更換寄主習性，加上某些病原體可透

過跨蟲期傳播(transstadial transmission)或經卵傳播(transovarial 

transmission)，造成在蜱體代代相傳，使其成為傳播疾病的重要病媒。而氣

候變遷使全球暖化，造成病媒生態的改變，進而影響病媒傳染病的分布與

流行，在亞洲熱帶地區國家發生的登革熱、屈公病等蟲媒傳染病疫情高漲，

歐美國家則受到西尼羅熱、利什曼症等蟲媒傳染病的威脅，義大利更爆發

屈公病流行的疫情。蜱媒傳染病是否受氣候變遷影響而產生蔓延態勢，是

值得密切注意的。 

2009年首先有報告指出，在中國華中地區的農村出現發熱伴血小板減

少綜合症(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SFTS)的病例，這是

一種經蜱傳播的人畜共通發熱出血性傳染疾病，近幾年於中國大陸主要分

布於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遼寧等地區的於山區和丘陵等農村

地區。山東省曾檢測 2011年所採集的寄生蜱的 RNA，在長角血蜱、血紅

扇頭蜱和微小扇頭蜱中的 SFTSV病毒核酸呈陽性(邢等，2015)。 

日本及韓國也有數例確定病例及死亡病例發生。現代便捷往來的交通

得以與歐美亞各南亞國家在國際旅遊、商務、勞工、新移民密切且頻繁的

往來，使得新興蟲媒傳染病境外移入病例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對台灣本土

疫情相對造成衝擊與考驗。由於國際疫情升溫及國際交流頻繁，皆使 SFTS 

疫情有可能透過境外移入或動物走私等管道入侵臺灣。臺灣雖未發現長角

血蜱，但存在多種硬蜱，民眾都可能被叮咬而成為易感族群。多種常見家

畜可為 SFTSV 儲存宿主，顯示民眾有暴露 SFTSV感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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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媒立克次體傳染病是一種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疾病，傳播媒介主要

是蜱、恙蟲、蚤、蝨等節肢動物藉由吸食動物宿主血液感染，人類感染的

立克次體傳染病主要有恙蟲病、斑點熱、地方性斑疹傷寒等，在台灣以恙

蟲病、地方性斑疹傷寒等立克次體疾病較嚴重，其中離島及花東地區感染

的人數較多。 

萊姆病是藉由硬蜱叮咬而傳播伯氏疏螺旋體（Borrelia burgdorferi 

sensu lato ），所引起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途徑也是以野生的囓齒類及

其他哺乳類為中間寄主，人類的感染是經由被感染伯氏疏螺旋體的硬蜱叮

咬而致病。在台灣傳播萊姆病的可能為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卵形

硬蜱（I. ovatus）及鼯鼠硬蜱（I. kuntzi）等三種。病媒蜱的生活史由卵、幼

蜱、若蜱至成蜱等階段，除卵外，每一生活史階段皆需吸血才能發育、生

存。幼蜱及若蜱階段，幼蜱以野生囓齒類為寄主，較少有機會與人類接觸，

若蜱及成蜱則以較大型的哺乳動物為主要寄主及吸血對象，亦可因人類於

野外活動或因飼養的寵物被寄生而有機會吸附於人體，同時吸食人類的血

液，尤其是若蜱，因個體小（約 1~1.5公釐），病媒蜱經由吸食野生囓齒類

的血液而獲得螺旋體，螺旋體寄生於蜱的腸道內繁殖，再經由體腔而至蜱

的唾液腺部位，待病媒蜱再次叮咬而傳播給人類，並且以人類於流行區內

活動或飼養寵物為主要傳播途徑。 

1986 年首度發現人單核球艾利希氏體症（human monocytic ehrlichiosis, 

HME），病原為查非艾利希氏體（Ehrlichia chaffeensis）。1994 年發現人顆

粒球艾利希氏體症（human granulocytic ehrlichiosis, HGE），病原為嗜吞噬

球無形體（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1993 年發現犬顆粒球艾利希氏體

症（canine granulocytic ehrlichiosis）病原為尤溫艾利希氏體（Ehrlichia 

ewingii），於 1999年發現也感染人，症狀類似 HGE。艾利希氏體症多由蜱

媒介。HME 之媒介為美洲鈍眼蜱（Amblyomma americanum），HGE 之媒 介

為肩突硬蜱（Ixodes scapularis）、I. pacificus、I. ric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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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處高溫潮濕之亞熱帶氣候，非常有利於病媒蜱族群之滋生。尤其

是目前社會上大量野生動物之非法輸入、豢養及棄養動物的街頭氾濫，亦將

加速病媒蜱族群之滋生及散播，由於人口稠密及人畜接觸機會之頻繁，因而

使得國人長期暴露於病媒蜱滋生環境，相對的將升高人們遭蜱叮咬而致感染

之危險性。台灣傳播萊姆病的可能為粒形硬蜱、卵形硬蜱及鼯鼠硬蜱等三種；

立克次氏體以鼠類為儲存寄主，以虱、蚤、蜱或蟎媒介傳給人類；SFTS 主

要傳播長角血蜱媒介，中間宿主以飼養動物、寵物與野生動物為主，因此，

新興蜱媒介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工作，愈來愈顯其重要性而成為大眾關注

的焦點。隨著頻繁的旅遊交通及商業往返，除提醒當地台商及計畫前往探親

或旅遊之民眾，應避免於草地、樹林等環境中長時間坐臥，並確實做好個人

相關防護措施，如穿長袖衣服，紮緊褲腿或把褲腿塞進襪子或鞋子裏，盡量

避免穿涼鞋，並於皮膚裸露處塗抹驅蟲劑，衣服和帳篷等露營裝備使用殺蟲

劑浸泡或噴灑，避免遭蜱蟲叮咬，以維護自身健康安全。如有蜱蟲叮咬史或

野外活動者，一旦出現發熱、噁心、嘔吐等疑似症狀，應當及時就醫，並告

知醫生相關暴露史。因此宜評估此新興重要病媒在臺灣的分布，建立現況監

測並進行風險評估以發展具體的防治策略。 

 

(二)、材料與方法 

 

I. 蜱體採樣及鑑定 

動物採樣： 

1、 寵物：犬、貓直接從動物體取樣本，以鑷子直接自寵物身上取下

蜱體，放入採樣瓶，並標明採集地點、時間、採樣動物名稱。 

2、 牛、羊：以旗幟法(flagging)於清晨在畜牧場周圍雜草與牧草採樣。

旗的下緣拖于地面，在草叢與灌木叢中慢速直線行走，每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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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一次，共進行 6次 30分鐘；所採蜱類放入採樣瓶，並標明採

集地點、時間、採樣動物種類。 

3.野生動物： 

與台灣特有生物保育中心、中興大學獸醫學系、生命科學系、屏東科

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等學術研究單位合作，捕捉海拔 500-1500公尺

野生動物，所捕捉活體動物可利用動物麻醉劑 (Zoletil® )麻醉，再以鑷子/

鋼刷直接自動物身上取下蜱體，放入採樣瓶，並標明採集地點、時間、採

樣寄主種類、性別。攜回實驗室後進行初步之分類處理。將保存之蜱類標

本以昆蟲解剖器材於解剖顯微鏡下進行形態學鏡檢，蜱種別之鑑定則依其

主要分類形態特徵及蜱種分類學之參考文獻而予以確認。 

 

 

Ⅱ. 蜱體病毒檢測 

以單隻牛體為採樣單位，將採下的蜱體0.1－0.3g為一池 (pool)，用75％乙

醇消毒及生理鹽水反復清洗3次，濾紙吸乾後，進行均質研磨或將待研磨之樣

本置入2 ml研磨管(Qiagen, Ltd., Germany)並放入兩顆直徑3 mm鋼珠，取出放於

-20℃預冷的tissuelyser adaptor (Qiagen, Ltd., Germany)，將研磨管放置其中，利

用tissuelyser II (Qiagen, Ltd., Germany)進行兩次研磨，每次頻率每秒30次震盪，

兩次研磨中間休息30秒，研磨結束後加入萃取液，之後再以每秒30次震盪進行

10秒將萃取液與組織充分混勻後，抽取蜱體Total RNA。本實驗使用之試劑為

Trizol reagent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及 SuperScriptTM Preamplification 

System Kit ；SFTSV檢測引子係參考CDC病媒病毒及立克次氏體實驗室方法設

計的PCR專一性引子組為 SFTS-1F:GGA AAC TGG RAG AGA GAA CT；

SFTS-1R:GAA GTG AAC AAG TGG TGG TT；再進行SYBR Green one-step 

RT-PCR反應：50oC (30 min)， 95oC (15min) RT作用，35次循環之PCR作用94oC 

(15sec)、55oC (30sec)、72oC(20sec)；最後於72oC (10min)完成後中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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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血清檢測SFTSV 

採用 SFTSV ELISA 試劑組檢測動物血清是否帶有 STFSV抗體，抗體試劑組購

自無錫鑫連鑫生物醫藥科技公司。 

1、使用前先將試劑組放置室溫(20℃-25℃)回溫，將血清 1500rpm離心待測。 

2、將陽性對照與陰性對照及血清分別加入 96孔盤 (100ul/孔)，加入後貼上封

片膜，放置 37℃恆溫培養箱振盪 30 min。 

3、取出 96孔盤，倒掉液體，清洗 4-5次後，並在吸水紙上拍乾。 

4、加入 HRP標記重組蛋白工作液 100 ul，放置 37℃恆溫培養箱振盪 30 min。 

5、重複步驟 3動作一次。 

6、取 50ul顯色液 A與 50ul顯色液 B混合後再分別加入 96孔盤內(100ul/孔)。 

7、在室溫下觀察液體的顏色變化，若待測液體有呈色反應，可再放入 37℃恆

溫培養箱 2-3 min，加速反應，觀察顏色是否變更深。 

8、待 96孔盤內顏色無變化時(約 10 min)，加入終止液 50ul。 

9、將 96孔盤放入 ELASA reader，測量 450nm的吸光值，讀取結果。 

  

Ⅳ.蜱體病原檢測 

1、DNA extration 

使用 PureLinkTM Microbiome DNA Purification Kit from invitrogen 

(1) 取 800ul 的 Lysis Buffer 和蟲體充分均質研磨，取 800ul的研磨液置換到

Bead Tube。 

(2)再加入 100ul  Lysis Enhancer, 65℃ 加熱 10 min。 

(3)使用高速組織研磨儀，每秒振動 30次，維持 10 min。 

(4)離心 14,000xg，25℃，2 min ，取 500ul上清液和 900ul Binding Buffer充分

混勻。 

(5)取 700ul混合液置入 spin column-tube，離心 14,000xg，25℃，1min，倒掉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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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後再取完剩下 700ul混合液重複上述動作一次。           

(6)加入 500ul Wash Buffer 置入 spin column-tube，離心 14,000xg， 

25℃，1 min。 

(7)倒掉廢液後，離心 14,000xg，25℃，30 sec。 

(8)加入 50ul Elution Buffer後，離心 14,000xg，25℃，1 min。 

(9)將取得純化的 DNA放置－20℃備用。 

 

2、Rickettsia屬之立克次體 nested-PCR檢測 

(1) Primer 及 PCR條件  

(A) Citrate synthase (gltA)︰ 

 RpCS.877p : 5’-GGGGGCCTGCTCACGGCGG-3’ 

RpCS.1258n:5’-AATGCAAAAAGTACAGTGAACA-3’ 

95℃(5min) ﹔95℃ (15 s)/ 54°C (15 s)/ 72℃ (30 s) 之循環,  

一共 35 循環;最後,於 72℃( 10 min) 中止反應  

RpCS.896 :5’-GGCTAATGAAGCAGTGATAA-3’ 

RpCS.1233n :5’-GCGACGGTATACCCATAGC-3’ 

95℃(5min)  ﹔ 95℃ (15 s)/ 54°C (15 s)/ 72℃ (30 s) 之循環, 

一共 35 循環;最後,於 72℃ ( 10 min) 中止反應  

(B) 120-135 kDa surface antigen (OmpB) 

rompB OF: 5’-GTAACCGGAAGTAATCGTTTCGTAA-3’ 

rompB OR:5’-GCTTTATAACCAGCTAAACCACC-3’ 

95℃(5min) ﹔ 95℃ (15 s)/ 54°C (15 s)/ 72℃ (30 s) 之循環,  

一共 35 循環;最後,於 72℃ ( 10 min) 中止反應  

 rompB SFG/ IF : 5’GTTTAATACGTGCTGCTAACCAA3’¢  

 rompB SFG/TG IR: 5’GGTTTGGCCCATATACCATAAG-3’  

rompB TG/ IF :5’-AAGATCCTTCTGATGTTGCAACA-3’ 

95℃(5min) ﹔ 95℃ (15 s)/ 54°C (15 s)/ 72℃ (30 s) 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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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5 循環後，於 72℃(10 min) 中止反應 。 

 

三、Anaplasma & Ehrlichia PCR檢測方法 

1、 Anaplasma & Ehrlichiareal time PCR： 

參考Parola et al.(2000)的方法50，使用Ehrlichia genus-specific primer 

EHR16SD 5’-GGT ACC (C/T)AC AGA AGA AGT CC-3’ 

EHR16SR 5’-TAG CAC TCA TCG TTT ACA GC-3’ 

 

PCR反應流程為：先於 95℃，預熱 5 min；再依序進行 95℃(30 sec)/ 55℃(30 

sec)/ 72℃(90 sec)之循環，一共 35循環後，於 72℃(10 min) 中止反應 。 

2、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  p44/msp2 nested PCR： 

參考Ohashi et al.(2013)及Wang et al.(2013)的方法51,52， 

基因標的為p44/msp2； 

第一次PCR primer 

msp2-F: ACTTATGGTGTTCGGGAGTCTTC  

msp2-R: AATAATAGGAACGGTCACGGAG  

第二次PCRprimer 

p3726F: GCTAAGGAGTTAGCTTATGA  

p4257R: AGAAGATCATAACAAGCATTG  

PCR反應流程為：先於 95℃ (5 min)預熱；再依序進行 95℃(45sec) /  55℃(45 

sec)/ 72℃(2 min30 sec)之循環，一共 35循環，於 72℃(10 min)後中止反應。第

二次則先於 95℃，預熱 5 min；再依序進行 95℃(30 sec)/ 52℃(30sec)/ 72℃(1 min 

30 sec)之循環，共 35循環，於 72℃(10 min)後中止反應。 

 

 

  



 14 

(三)、結果 

一、蜱媒傳染病參考文獻收集 

本年度以 PubMed 及政府研究資訊系統進行搜尋過往台灣蜱蟲及其傳播病

原調查相關之期刊報告以及科研計畫報告，期刊報告初步以 Tick 與 Taiwan 進

行交集搜尋後鎖定可供下載之報告，再以人工方式排除非標的內容之報告。 

本計畫以搜集過往之科研計畫報告以及期刊報告建構風險資料庫，但在多

數報告中未明確寫出採集之 GSP或經維度資料，部分報告在材料方法中能找到

GPS或經維度資料，但文中圖表僅依種類整理，內文亦未寫明何種採集於何處，

因此無法透過 GPS或經緯度進行標示，少數報告以圖標示出採集地點，但未在

內文描述其 GPS或經緯度，也因此無法進行標示。依照下述三步驟在風險資料

庫中排除不適用之之資料，一、未標示 GPS或經緯度資料之報告、二、報告有

GPS或經緯度之文字描述，但圖表之未能標示採集地點、三、報告僅以圖呈現

採集地點，但未提供採集之 GPS或經緯度資料。排除上述三項後，蜱蟲調查僅

有三篇期刊報告，而病原僅有兩篇期刊報告。依計畫繪製蜱蟲及其攜帶之病原，

以評估蜱媒傳染病發生分布。顯示在金門、花蓮和台東有粒形硬蜱硬蜱分布，

只有金門和花蓮的粒形硬蜱被檢測出 B. furgdorferi sensu lato (圖一)。建議地理

風險評估的資料建構上需要設定一套標準資料收集方法並制定資料的通用格

式，以利未來建構蜱媒疾病之風險評估。 

初步分析 21 篇相關研究，而科研計畫則以 Tick 進行搜尋，於 89 至 106

年度計畫報告共計 51份，其中可供下載 37份，於材料方法及結果中明確描述

蜱蟲採集地之計畫共為 18 份，佔可分析之計畫的 48.6%（表一），以行政區計

算 89 至 106 年度台灣蜱蟲調查次數，則以金門縣、宜蘭縣、花蓮縣 8 次為最

多，其次為台中市及台東縣 7次，而彰化縣、雲林縣、台南市僅有 1次，新竹

市、嘉義市則沒有蜱蟲調查描述（圖二），此外透過 21篇期刊報告統計台灣蜱

蟲且同時具有寄主動物資料以及檢出病原共計有 8 種蜱蟲，分別在 25 種脊椎

動物身上採集，且有檢出 11 種病原。（表二）。另查文獻報告在蜱蟲傳播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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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出率統計以及曾經針對該類病原進行調查之病媒或寄主動物。89-106年度

之間台灣蜱蟲調查狀況，0至 8為台灣各縣市在 89-106年度科研計畫報告中有

採集蜱蟲紀錄之計畫數量，一份計畫報告計為 1，本資料可初步顯示過往台灣

對於蜱蟲採集的重點區域在金門、台中、花蓮和台東，曾檢測出包括 Borrelia、

Bartonella、Ehrlichia、Rickettsia、Anaplasma、Babesia、Orientia等病原(圖二)。 

 

二、台灣北部和中部地區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 

於 2018年於台灣和離島各地區調查採樣，計 17個縣(市)、50個鄉(市、

鎮、區)、68個村(里)，23種動物，包括馬、水牛、黃牛、乳牛、羊、狗、貓、

錢鼠、溝鼠、屋頂鼠、鬼鼠、月鼠、小黃腹鼠、梅花鹿、紅尾蚺、松鼠、山豬、

山羌、穿山甲、食蛇龜、大赤鼯鼠、鼬獾、台灣山羊等不同宿主 23種。其中

14種採到 3,143隻體外寄生蜱 (表三至表十一)。14種動物為黃牛、狗、溝鼠、

鬼鼠、月鼠、小黃腹鼠、梅花鹿、山豬、山羌、穿山甲、食蛇龜、大赤鼯鼠、

鼬獾、台灣山羊等不同宿主 20種。而寄生蜱有 7種，包括：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微小扇頭蜱(Rhipicephalus Boophilus microplus)、

豪豬血蜱(Haemaphysalis hystricis) 、日島血蜱(H. mageshimaensis)、粒形硬蜱

(Ixodes granulatus) 、卵形硬蜱(I. ovatus)，和嗜龜花蜱(Amblyomma 

geoemydae)。 

本研究以旗幟法和徒手採集方式採集蜱，旗幟法除了台北關渡於附近養狗

的菜園採到一隻雌血紅扇頭蜱外，其他地區皆在動物畜養場域(包括馬、水牛、

黃牛、乳牛、羊等)周遭的草地上，都只採到牛蜱亞屬幼蜱。而徒手採集包括

舍飼和放養的牛、羊、狗，以及野生動物等。另外，自宜蘭、彰化、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和金門等地區則由寵物店或獸醫院協助採體外寄生蜱，另外，

野生動物樣品則多來自南投特有生物中心，以及馬祖大坵島上的梅花鹿等。 

本研究於北部和中部地區只有一次旗幟法採到一隻血紅扇頭蜱，其他的於

黃牛群草地上皆獲得牛蜱。馬場草地上並未採到蜱。關渡自然公園養了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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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的水牛於 3月和 8月並未手採到蜱，因為水牛有泡水和泥漿的習慣。手採

隻數最高是在十月於南投縣仁愛鄉一牧場，36頭牛身上採得 452隻微小扇頭

蜱，其餘在 30隻狗身上採到 76隻扇頭蜱。目前於北部和中部地區共採到 530

隻蜱 (表三)。而寵物紅尾蚺和野生松鼠身上只採到蟎，未採到蜱。舍飼乳牛

皆未採到蜱。 

花蓮地區壽豐鄉共和村的兩場黃牛群草地上的旗幟法採集量最高，分別於

三、五、八和十月分別採到 67隻、337隻、50和 1隻牛蜱亞屬幼蜱。唯一一

次於八月遇到主人協助固定到一頭牛約 5分鐘，只採到 4隻微小扇頭蜱成蜱，

為 3隻雄蜱和 1隻雌蜱。另外三月於瑞穗鄉奇美村在水牛群的草地上採到牛蜱

亞屬的幼蜱。其餘在瑞穗 3個舍飼的乳牛場，於乳牛身上手採，未手採到蜱。

加上狗身上採到的扇頭蜱，花蓮地區共採到 637隻蜱(表四)。 

台東地區於舍飼的乳牛場手採乳牛和旗幟法於羊場皆未採到蜱，旗幟法於

黃牛群草地上皆採到牛蜱亞屬幼蜱。正好在康樂遇到牛主人準備餵牛酒糟，將

隱藏在比人高的草叢中牛群趕出，並願意幫忙採到 3頭牛身上共 3隻微小扇頭

蜱，為 2雄蜱和 1雌蜱(表五)。加上狗身上所採到的蜱，總共採到 368 隻蜱。 

 

三、台南地區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 

台南地區 7個鄕鎮由寵物店協助採集 231隻犬上的寄生蜱，共採到 894隻

扇頭蜱屬。含 403隻雌血紅扇頭蜱、137隻雄血紅扇頭蜱和 82隻若蜱。(表六)。 

 

四、台灣彰、嘉、高屏地區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 

彰、嘉、高屏地區 6個鄕鎮由寵物店協助採集 129隻狗身上的寄生蜱，共

採到 449隻扇頭蜱屬。含 247隻雌血紅扇頭蜱、137隻雄血紅扇頭蜱和 65隻

若蜱(表七)。 

  

五、金門地區鼠形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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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月在金門地區金湖鎮山外市場和金城鎮東門市場，各放置 30個

捕鼠籠/天，連續採樣兩天，抓鼠形動物尋找鼠形動物身上的寄生蜱。於山外市

場，共獲得 7隻錢鼠和 1隻溝鼠，6個血清樣品，但並未採得外寄生蜱。而東

門市場則未捕獲鼠。 

七月改申請於山外市場、金門縣港務處水頭商港碼頭小三通的通關大樓和

尚義機場，一樣各放置 30個捕鼠籠。因為只捕獲 8隻鼠形動物，包括溝鼠和

屋頂鼠各兩隻，以及 4隻錢鼠；其中獲得 6個血清樣本，還有於水頭捕獲的溝

鼠身上採到 1隻雌粒形硬蜱(表八)。由於，在期中報告會議討論，希望我們將

調查重點放在畜養動物，因此只設置一天。 

因地點的連繫與單位配合問題，冬季和夏季的鼠形動物採樣地點只有山外

市場外是兩季皆有，一月氣溫較低，我們連續捕捉兩天，收到 8 隻鼠形動物，

包括 7隻錢鼠和 1隻溝鼠。但七月氣溫較高，反而只採到 1隻雌溝鼠。理論上

市場食物多，鼠形動物應該很多，市場裡的攤販也說老鼠很多；而夏季氣溫較

高，為老鼠盛行季節，數量應增加，但本研究反而減少。可能的原因除了只有

設置一天採樣，捕捉時間為一月的一半外，餌料為甘藷加花生醬不如市場本身

存在豐盛食物，無法引誘較多的老鼠。市場的攤販建議我們使用香腸或肉乾為

餌，但為了降低只誘引到肉食的鼠形動物，所以仍選擇使用甘藷加花生醬為餌，

以捕捉雜食性的老鼠。不過七月在水頭碼頭和尚義機場雖然只設置一天，共採

到 7隻鼠形動物，包括 1隻溝鼠、4隻錢鼠和 2隻屋頂鼠，於溝鼠身上獲得 1

隻雌粒形硬蜱。且機場的人員告知因 6月發現老鼠進入辦公室，曾在機場老鼠

可能出没的地點投放滅鼠劑，提醒我們應該是捉不太到老鼠。但機場在防治後

1個晚上仍採到 2隻屋頂鼠和 3隻錢鼠，因此可知夏季老鼠防治不易，同時也

增加了蜱寄生的機會。(表八) 

 

六、金門地區畜養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 

2018年 1月在金門地區 3個鄉鎮 5個村里以旗幟法和徒手採集蜱，徒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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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3個舍飼牧場的黃牛共 19頭，和 1個位於歐厝的放牧牛場 5頭牛，以及於

金城鎮金水里的 1個舍飼羊圈檢測了 1頭羊。只有歐厝採樣 5頭牛中的 4頭身

上有寄生蜱，鑑定結果為 20隻雌微小扇頭蜱(Rhipicephalus Boophilus microplus)

和 3隻牛蜱亞屬若蜱 (表九)。 

另以旗幟法於金城鎮金水和賢庵里各一場舍飼羊圈外圍的草地上，以及在

賢庵里一個放牧兩隻黃牛的草地上採集。只有在賢庵里的舍飼羊圈外採到 4

隻血紅扇頭蜱 (2雌、1雄、1若蜱)，金門地區冬季調查採樣動物種類與鑑定

資料列於(表九)。 

七月因螺旋蠅於牛的傷口寄生需清創，所以跟著防疫所獸醫至金湖蓮奄和

山外，以及金城水頭和金寧后湖黃牛共 6頭牛，手採到 25隻雌微小扇頭蜱、

20隻雄微小扇頭蜱和 47隻牛蜱亞屬若蜱。而山外的一隻鬥牛犬上則發現血紅

扇頭蜱，雌、雄各一隻。(表九)。 

 

七、台灣野生動物和寄生蜱採集和鑑定 

自南投野生動物中心救傷站獲得 11隻野生動物 98隻蜱，野生動物包括 105

年至今年由 4隻山羌、2隻穿山甲、2隻食蛇龜、1隻大赤鼯鼠、1隻鼬獾和 1

隻台灣山羊等，不同宿主身上所採到的蜱。水里的台灣山羊，採到 9隻雌卵形

硬蜱和 6隻雄卵形硬蜱。山羌身上皆採到血蜱屬若蜱，共 19隻。大赤鼯鼠和

鼬獾上皆為扇頭蜱，而穿山甲上兩隻皆為豪豬血蜱。食蛇龜上則採到花蜱，其

中有兩隻為雌嗜龜花蜱、花蜱屬 50隻若蜱和 8隻幼蜱 (表十)。另由中原大學

借得 3隻手採梅花鹿的蜱，經鑑定皆為雌日島血蜱。 

 

八、台灣南部地區田間鼠形動物寄生蜱採集和鑑定 

由嘉義大學提供 105-106兩年南部地區雲林、嘉義和台南所採的鼠形動物

身上蜱樣本，目前已鑑定完成 105年 32個樣本(表十一)，有 9隻板齒鼠血蜱、

1隻雌血紅扇頭蜱、3隻血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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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灣地區蜱體攜帶 SFTSV檢測 

    由 2018年於南投仁愛鄕所採的 452隻雌微小扇頭蜱(表三)中，樣本蜱採回

鑑定後，選取 37隻直接以活體進行蜱體內攜帶 SFTSV病毒檢測，陽性對照組

採用日本株病毒之 S片段之 nucleocapsid protein 核酸片段；檢測結果皆無檢測

到 SFTSV陽性樣本(表十二)，雖採集蜱體的肉牛為放牧飼養，可於宿主上採集

數量頗多的微小扇頭蜱，但因飼養環境限制於山區，病原存在的機會低，SFTSV

檢測結果皆為陰性。 

  SFTSV血清檢測，來源是南投地區牧場的放牧肉牛，採集了 37隻牛血清，

另一是台南地區共 47戶養牛場，每戶隨機取 3管共 141管牛血清，共檢測 178

隻牛血清，檢測結果皆為陰性。 

    台灣地區蜱蟲病原檢測以 Rickettsia屬之病原約有 0.1 %-6.2%檢出率(表十

四)，分別於狗及食蛇龜動物體上採集到的蜱體有檢測到 Rickettsia屬病原陽性

反應(表十五)，後續將做陽性檢體的檢測基因定序。 

 

十、病媒蜱與病原和環境因素之相關性 

    因為病媒蜱主要於動物身上叮咬吸血，叮咬民眾多為偶發事件，因此本計

畫檢測蜱體攜帶 Rickettsia屬之病原約 0.1 %-6.2 %檢出率(表十四)，gltA gene

於北部和南部的狗之血紅扇頭蜱和花蓮的豪豬血蜱，以及中部的食蛇龜上之嗜

龜花蜱呈陽性反應(表十五)。ompB gene則在中北部、花東和南部地區皆檢出。

艾利希體則在南投肉牛上的微小扇頭蜱以及台南的狗之血紅扇頭蜱上檢測到

（表十五）。 

所以依目前證據顯示 gltA和 ompB存在於北、中、南部和花東地區，寄主

包括狗和牛，病媒蜱為血紅扇頭蜱、微小扇頭蜱和豪豬血蜱。而艾利希體分布

在中部和台南，寄主為牛和狗，病媒為微小扇頭蜱和血紅扇頭蜱。因尚未作基

因定序，所以尚無法判斷是哪一種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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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野放肉牛上目前只採到微小扇頭蜱，且野生動物食蛇龜上的嗜龜花蜱

不多，因此需進一步確認其寄主專一性和是否造成人類疾病。 

 

十一、風險評估 

針對蜱蟲傳播疾病之風險評估可藉由調查病患、寄主動物、病媒以及數學

預測模型四個方面進行評估，透過醫療系統搜集相關疾病患者是目前較為容易

的監測方式，但患者數及其分佈本身屬於被動的落後指標，即是發病後才有機

會被發現，此外由於病原檢測所需要費用昂貴，因此當患者處在沒有明顯症狀

或亞臨床症狀時，對疾病發生的風險評估容易產生落差，另外一方面，雖然寄

主動物或病媒的調查則相對是主動的領先指標，但在病媒或寄主動物的採集需

要大量人力進行樣本採集及處理，並且病媒與寄主動物的族群變動並非單純的

線性關係，因此通常較難進行族群數量評估，進一步疾病發生風險也較難數算，

但根據 Garcia‐Martí等人在荷蘭透過自然資源調查志工的計畫下，由 2006至

2014年 24處森林樣點以旗幟法採集蜱蟲並同時調查紀錄 101項生物以及非生

物的指標，選取出 10項於統計蜱蟲族群變動上較重要的指標，並進一步建構

一套從志工與科學家合作的田間採集模式到實驗室資料分析方法，用以評估田

間蜱蟲的數量，雖然台灣與荷蘭的物候條件不同，該報告所找出的指標不一定

適用於台灣，但該報告可作為台灣蜱蟲調查及後續疾病發生風險評估之借鏡。 

根據本年度資料分析初步顯示台灣各地蜱蟲調查的頻度較不均一，由於人

力物力限制較難全台以及離島同時進行調查，建議可由過往較少調查中的區域

先進行蜱蟲種類調查，而在寄主動物的採集上，主要以小型哺乳動物之囓齒目、

鼩鼱目，鳥類及乳牛，因此其他野生動物或是經濟動物畜牧場的調查亦是需要

填補的缺口。而在病原檢出部分，以 Rickettsia屬之病原有較高的檢出率，但

由於部分的報告未提供檢出率，僅有檢出病原種類列表，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

地區沒有發現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的病媒長角血蜱(H. longicornis)，與未檢出宿主病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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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地區發生此疾病的風險極低 ，但需進一步取得完整資料以及建構資料

庫亦是建構整體蜱媒傳播疾病風險評估的基礎。 

 

 (四)、討論 

 

目前共鑑定了 3,143隻蜱（表三至表十一），血紅扇頭蜱最多，主要是狗

身上寄生蜱以血紅扇頭蜱為主，另外我們在花蓮米棧小狗上採到 1隻豪豬血蜱。

鼠形動物上可採到板齒鼠血蜱和粒形硬蜱。  

旗幟法於牛群草地上和手採黃牛身上，皆為牛蜱，只是我們在草地上皆採

到幼蜱，牛身上才採到成蜱。舍飼的養牛場並未採到任何蜱，一方面少有機會

接觸到蜱，另一方面舍飼乳牛會使用牛壁逃等藥劑防治外寄生蟲。 

徒手採集才能確認寄生蜱的宿主，因為各時期的蜱需要血餐才能進入下個

齡期，而成蟲在獲得血餐後才能產卵，因此吸飽血的蜱產卵，卵掉到地上孵化

後，幼蜱爬到草上方等待動物經過時攀附於動物身上以獲得足夠的血餐。我們

於花蓮和台東的 5舍飼牧場的乳牛以及長期鍊養的狗身上皆未採到蜱，多在放

養的牛、狗和野生動物身上採到蜱。推測可能因為舍飼的動物比放牧的動物遇

到蜱的機會少，且舍飼動物的飼主大多定期為動物除蟲。 

各地區放養的畜牧動物和狗，皆徵得主人同意協助徒手採集蜱。未採集到

蜱者，主人皆表示有定期施用除蟲藥劑。未施用除蟲藥劑者，除非長期錬住不

放，否則只要是自由走動的狗多半有蜱寄生。在花蓮玉里新民遇到當天主人才

剛抓除蜱蟲並洗澡的兩隻狗身上，仍採到 21隻蜱。 

雖然放牧的動物身上比較有機會採到蜱，但於關渡和花蓮放牧的水牛身上

並未採到寄生蟲。與照護牛隻的人員和水牛的飼主討論，可能因為水牛喜好浸

泡於水中或滾泥巴浴，可去除大部分的外寄生蟲，且常有鳥類停駐在水牛身上

取食寄生蟲的情形，建議於無泡水的水牛身上比較有機會採集到蜱。不過放養

的動物不像舍飼的每一隻乳牛都跟農委會登記，有專屬的編號，且牧場也都有



 22 

地址可查詢。花東的放養牛群大多無固定的地點，常商借無耕種的草地，輪流

放牧，且多半未登記。不只牛隻不易靠近，連遇到主人都不容易。雖然有少數

牛隻因為好奇靠近，但牛的警戒心很重，無法碰觸到牛身體，且靠近放養動的

牛隻等大形動物相當危險，如果未綁繩的牛隻連主人都不容易控制，目前只能

以旗幟法於放養牛群附近的草地上執行採樣，少數正好遇到牛隻的主人，且願

意幫忙現場採，或固定牛隻讓我們近身採蜱。 

目前只有在花蓮和台東地區有放牧的水牛群和黃牛群，其所棲息的草地上，

可以旗幟法採到幼蜱，曾經自清晨 6:00至下午 3:30期間，在同一個地點共執

行 7小時的旗幟法，採到 337隻幼蜱，只有 10次成功採到幼蜱，最多一次採

到 95隻幼蜱。且下午 2:20至 3:30仍可採到 19隻幼蜱。但旗幟法的缺點為無

法直接確認所採到蜱的宿主。在台北關渡的私人菜園草地上，以旗幟法採到 1

隻雌成蜱，也只能推測附近有人養狗，狗常到該草地上，但野生的動物很多，

無法判定蜱是由何種宿主動物身上所掉下來的。 

由犬身上所採到的蜱以硬蜱科(Ixodidae)、扇頭蜱屬(Rhipicephales sp.)、血

紅扇頭蜱(R. sanguineus)為優勢種，包括雌、雄蜱、若蜱和幼蜱 4個時期。目

前採到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共 3種，分別是豪豬血蜱於狗和山豬上找到，

板齒鼠血蜱於鼠形動物上，而梅花鹿身上為日島血蜱 (表十)。 

以旗幟法目前在花蓮放牧黃牛群的草地上都採到牛蜱亞屬(R. Boophilus 

spp.)的幼蜱，因為幼蜱體型太小，先鑑定至牛蜱亞屬，至於是哪一種，需要近

一步確認。旗幟法由放牧牛群的草地上採到的蜱，無法直接證明其宿主是牛。

不過，目前徒手自黃牛身上採集得到的可鏡檢鑑定的蜱皆為微小扇頭蜱。 

在寵物紅尾蚺和野生松鼠身上皆採到蟎，並未發現蜱。 

 

(五)、結論與建議 

血紅扇頭蜱可傳播立克次體（Rickettsia rickettsii）造成 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RMSF），為人和狗的致命蜱媒疾病，在美國和美洲北部，中部

和南部皆有相關報告。死亡率高達 30-80％ (Alhassan et al. 2018) 。學者曾在

狗身上的血紅扇頭蜱發現 Hepatozoon canis、Ehrlichia canis和 Babesia v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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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病原存在(Nguyen et al., 2018; Santos et al., 2018)。另外犬埃里希氏體

（Ehrlichia canis）為蜱媒細菌，可造成犬類動物死亡。血紅扇頭蜱在熱帶和

亞熱帶國家較為普遍(Dantas-Torres et al. 2018；Yuasa, 2017)。 

本研究中只在黃牛身上採到微小扇頭蜱，於食蛇龜上為嗜龜花蜱和花蜱屬；

而在秘魯南美貘身上的 Amblyomma spp. 和猯豬身上的 Rhipicephalus 

(Boophilus) microplus各曾發現 Bartonella bacilliformis 存在，嚴重者可造成死

亡(Del Valle-Mendoza et al. 2018；Hou et al. 2015)。2014年在馬來西亞檢測到

豪豬血蜱帶有 Borrelia sp (Khoo et al. 2017)。2015年希臘檢測到豪豬血蜱帶有

萊斯沃斯病毒(Lesvos virus)的 DNA (Papa et al. ,2017)。台灣北部於 2015年至

2017曾在狗的豪豬血蜱檢測到 Babesia gibsoni DNA，在血紅扇頭蜱幼蜱檢測

到 B. vogeli (Jongejan et al.,2018)。馬來西亞囓齒動物上的粒形硬蜱為疏螺旋體

屬陽性(Khoo etal. 2018; Kuo et al., 2015; Hou et al. 2015)。台灣在流浪貓的卵形

硬蜱檢測到疏螺旋體(Borrelia garinii spirochete)(Chao et al. 2014)。 

本研究並未發現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的病媒長角血蜱(H. longicornis)，根據紀

錄為 SFTSV主要的傳播媒介。長角血蜱的常見宿主包括牛、羊、豬、貓、鼠

和禽類，可寄生在家畜或寵物的體表，本計畫團隊持續關注中。但由於常見的

血紅扇頭蜱曾檢測到攜帶 B. vogeli病原(Jongejan et al., 2018)、豪豬血蜱曾檢測

到 Borrelia sp (Khoo etal. 2018)，以及萊斯沃斯病毒(Lesvos virus)的 DNA (Papa 

et al., 2017)，和 Babesia gibsoni DNA (Jongejan et al. 2018)等的報告，建議仍應

小心台灣蜱媒病的發展可能。 

 

(六)、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一、2018年台灣和離島地區動物寄生蜱分布調查，計 17個縣(市)、50個鄉(市、

鎮、區)、68個村(里)，共 23種動物。其中 14種動物共採得 3,143隻體外

寄生蜱 。採樣 14種動物有黃牛、狗、溝鼠、鬼鼠、月鼠、小黃腹鼠、梅

花鹿、山豬、山羌、穿山甲、食蛇龜、大赤鼯鼠、鼬獾，和台灣山羊等宿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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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錄外寄生蜱 7種：血紅扇頭蜱(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微小扇頭蜱(R. 

Boophilus microplus)、豪豬血蜱(Haemaphysalis hystricis) 、日島血蜱(H. 

mageshimaensis)、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 、卵形硬蜱(I. ovatus)、嗜龜

花蜱(Amblyomma geoemydae) 。 

三、於牛身上採到微小扇頭蜱，山豬上採到豪豬血蜱，，穿山甲上有豪豬血蜱。

狗身上多為血紅扇頭蜱，台灣野生動物鼬獾上也有血紅扇頭蜱，大赤鼯鼠

上發現扇頭蜱屬。 

四、台灣野生動物食蛇龜上發現嗜龜花蜱、梅花鹿上發現日島血蜱、山羌上有

血蜱屬。 

五、大型畜養動物的寄生蟲採集不易，增加對於了解其寄生蜱和蜱媒病的了解

困難度，可以旗幟法輔助採到牛蜱亞屬幼蜱。 

六、舍飼畜養動物較注重寄生蟲的防治，但放養的動物、囓齒類動物和野生動

物的寄生蜱具攜帶病原和傳播疾病的風險，應加以監測。 

七、因為本研究執行計畫至今並未採集到 SFTS 病媒長角血蜱，由病原檢測樣

本亦未檢測到 SFTSV，所以台灣目前可能發生此疾病流行之風險極低。 

八、初步顯示，台灣蜱蟲在病原檢出部分，以立克次體(Rickettsia)之病原有相

對高的檢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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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89至 106年度蜱蟲及其傳播病原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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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蜱蟲及其檢出病原與寄主動物種類 

 

  

Vector	Species Host	Species Detected	Pathogens

Ixodes	granulatus

Rattus	losea,	Rattus	norvegicus,	Apodemus	agrarius,	Bandicota

indica,	Suncus	murinus,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Mus	caroli,

Niviventer	coxingi,	Emberiza	spodocephala

Babesia	microti,	Borrelia	burgdorferi	sensu	stricto,	Borrelia

valaisiana,	Rickettsia	felis

Ixodes	turdus	
Anthus	hodgsoni,	Prinia	inornata,	Turdus	chrysolaus,	Turdus

pallidus
Borrelia	turdus	

Ixodes	columnae

Alcippe	morrisonia,	Horornis	acanthizoides,	Emberiza

spodocephala,	Ficedula	hyperythra,	Lophura	swinhoii,	Sinosuthora

webbiana,	Tarsiger	indicus	,	Turdus	pallidus,	Yuhina	brunneiceps

Rickettsia	helvetica

Ixodes	nipponensis Phylloscopus	fuscatus	 Rickettsia	nipponensis

Haemaphysalis	ornithophila Lophura	swinhoii,	Turdus	pallidus,	Zoothera	dauma Anaplasma	spp.,	Rickettsia	conorii

Haemaphysalis	flava Turdus	pallidus Ehrlichia	spp.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 Canis	lupus	familiaris Anaplasma	platys,	Babesia	vogeli,	Ehrlichia	canis

Rhipicephalus	haemaphysaloides

Turdus	chrysolaus,	Canis	lupus	familiaris,	Crocidura	attenuata,

Suncus	murinus,	Apodemus	agrarius,	Bandicota	indica,	Mus	caroli,

Mus	musculus,	Rattus	losea,	Rattus	norvegicus

Rickettsia	rhipiceph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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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8年台灣北部和中部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
份 

採集法 

地點或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

(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齢期 數量(隻) 

台北 北投 闗渡 三 旗幟法 草地 1 菜園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旗幟法 草地 1 馬場  — — - 0 

    手採 狗 4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 

               ♀ 25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三 手採 水牛 5 頭  — — - 0 

   八 手採 水牛 3 頭  — — - 0 

新北 新莊 頭前 五 手採 紅尾蚺 3 尾  — — - 0 

桃園 大園 沙崙 三 手採 狗 6 隻  — — - 0 

新竹 竹北 竹仁 十 手採 狗 1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9 

          ♂ 6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橫山 橫山 四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 

              ♂ 8 

 新竹 香山 五 手採 松鼠 1 隻  — — - 0 

苗栗 竹南 崎頂 十 手採 乳牛 6 頭  — — - 0 

     狗 2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 

          ♂ 1 

南投 仁愛 大同 十 手採 牛 36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452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宜蘭 金六結 泰山 八 手採 狗 10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9 

              ♂ 4 

計           530 

 
 

 

 

 

 

 

 

 

 

 

 

 

 

 

 

 

 

 

 

 

 

 

 

 



 34 

 

 

 

表四、2018年花蓮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份 採集法 

地點或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齢期 數量(隻) 

花蓮 新城 大漢 八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 

          ♂ 3 

 吉安 吉安 三 旗幟法 草地 1牛場  — — - 0 

    手採 狗 1 隻  — — - 0 

 壽豐 共和 三 旗幟法 草地 1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67 

   五 旗幟法 草地 1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337 

   八 旗幟法 草地 1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50 

    手採 黃牛 1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3 

          ♀ 1 

   十一 旗幟法 草地 1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1 

  月眉 八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8 

          ♂ 13 

 壽豐 米棧 三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5 

              ♂ 16 

            豪豬血蜱 H. hystricis ♀ 1 

   八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3 

          ♂ 1 

 瑞穗 奇美 三 旗幟法 草地 2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3 

   五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7 

            ♂ 5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2 

           . larva 1 

   八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6 

              ♂ 2 

  富源 八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 1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富興 八 手採 狗 2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4 

          ♂ 22 

  瑞良 五 手採 乳牛 3 頭  — — - 0 

  瑞祥 五 手採 乳牛 4 頭  — — - 0 

  舞鶴 五 手採 乳牛 16 頭  — — - 0 

 卓溪 卓溪 五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 

             ♂ 2 

  中正 五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 4 

 玉里 新民 五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0 

          ♂ 11 

計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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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18年台東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份 採集法 

地點或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齢期 數量(隻) 

台東 長濱 樟原 三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 

              ♂ 4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

h 1 

              larva 1 

 東河 都蘭 七 手採 狗 3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6 

          ♂ 1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

h 3 

 鹿野 武陵 五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 

            ♂ 2 

 延平 武陵 七 手採 狗 2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6 

              ♂ 37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

h 1 

 卑南 明峰 七 手採 乳牛 3 頭  — — - 0 

  山里 七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 

          ♂ 7 

  富源 七 旗幟法 草地 1 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43 

  富山 七 旗幟法 草地 1 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143 

 台東市 康樂 七 手採 黃牛 3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1 

          ♂ 2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

h 2 

 太麻里 香蘭 七 手採 山豬 1 隻  豪豬血蜱 H. hystricis ♂ 1 

    旗幟法 草地 1 羊場  — — - 0 

 大武 大武 七 旗幟法 草地 1 牛場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larva 3 

    手採 狗 2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8 

             ♂ 17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larva 13 

    旗幟法 草地 1 羊場  — — - 0 

 達仁 森永 七 手採 狗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9 

               ♂ 17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

h 1 

          larva 1 

計           368 

＊本島畜養動物共採到 1539 隻蜱 

 

 

 

 

 

 

 

 

 

 

 

 



 36 

 

 

 

表六、2018年台南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
份 

採集法 
寄主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齢期 數量(隻) 

台南 東區  五 手採 狗 19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0 

               ♂ 11 

   六 手採 狗 16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1 

             ♂ 8 

   七 手採 狗 9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1 

             ♂ 3 

   八 手採 狗 15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1 

             ♂ 7 

 新市  七 手採 狗 10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 

              ♂ 9 

   八 手採 狗 5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6 

              ♂ 24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五 手採 狗 2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47 

             ♂ 34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6 

   六 手採 狗 18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70 

             ♂ 97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6 

   七 手採 狗 11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43 

             ♂ 50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4 

   八 手採 狗 12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45 

               ♂ 12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8 

 永康  五 手採 狗 37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3 
          ♂ 31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7 
   六 手採 狗 22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1 
          ♂ 89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1 
   八 手採 狗 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7 
          ♂ 5 
   九 手採 狗 5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6 
          ♂ 13 

 安順  七 手採 狗 6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2 

          ♂ 2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2 

 南區  七 手採 狗 17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0 

          ♂ 6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7 

 善化  八 手採 狗 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4 

                   ♂ 2 

 計          231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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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2018年台灣彰、嘉、高屏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份 

採 

集 

法 

寄主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齢期 數量(隻) 

彰化 員林  七 手採 狗 2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5 
            ♂ 8 

嘉義 西區  五 手採 狗 5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7 
             ♂ 4 
   六 手採 狗 4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 
             ♂ 2 

高雄 鳳山   五 手採 狗 14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 

             ♂ 8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八 手採 狗 4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2 

           ♂ 8 

 旗山  八 手採 狗 2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06 

          ♂ 28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九 手採 狗 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2 
          ♂ 20 

屏東 鹽埔 新圍 三 手採 狗 1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五 手採 狗 7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6 

              ♂ 10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7 
    六 手採 狗 8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5 
          ♂ 2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4 
    七 手採 狗 7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0 
          ♂ 12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7 
    八 手採 狗 22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7 
          ♂ 31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35 
    九 手採 狗 5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3 
          ♂ 3 

  屏東 瑞光 五 手採 狗 3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4 

 計        129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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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018年金門各地區老鼠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

份 
採集法 

寄主動物和地點 血

清 

寄生蜱 

鄉(鎮) 村(里) 種類 性別 數量(隻) 中文名 學名 齡期 數量(隻) 

金湖 山外 一 捕鼠籠 錢鼠 ♀ 3 2 — — — 0 

    錢鼠 ♂ 4 3 — — — 0 

    溝鼠 ♂ 1 1 — — — 0 

  七 捕鼠籠 溝鼠 ♀ 1 1 — — — 0 

金城 東門 一 捕鼠籠 — — 0 — — — — 0 

金城 水頭 七 捕鼠籠 錢鼠 ♀ 1 0 — — — 0 

   捕鼠籠 溝鼠 ♀ 1 1 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 ♀ 1 

金湖 機場 七 捕鼠籠 屋頂鼠 ♂ 1 0 — — — 0 

     ♀ 1 0 — — — 0 

   捕鼠籠 錢鼠 ♀ 3 3 — — — 0 

計      16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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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2018年金門各地區畜養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

份 
採集法 

寄主動物和地點  寄生蜱 

鄉(鎮) 村(里) 種類 性別 數量  中文名 學名 齡期 數量(隻) 

金湖 山外 一 手採 黃牛 — 2 頭  — — — 0 

   手採 黃牛 — 1 頭  — — — 0 

   手採 黃牛 — 4 頭  — — — 0 

金寧 榜林 一 手採 黃牛 — 8 頭  — — — 0 

金城 歐厝 一 手採 黃牛 — 4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20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h 3 

金城 金水 一 旗幟法 草地 — 1 羊場  — — — 0 

   手採 羊 — 1 頭  — — — 0 

金城 賢庵 一 旗幟法 草地 — 1 羊場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2 

       
 

  ♂ 1 

        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 nymph 1 

   旗幟法 草地 — 1 牛場  — — — 0 

金湖 蓮奄 七 手採 黃牛 ♀ 3 頭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 23 

          ♂ 17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h 44 

金城 水頭 七 手採 黃牛 ♀ 1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2 

          ♂ 1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h 1 

金寧 后湖 七 手採 黃牛 ♀ 1 頭  微小扇頭蜱 R. microplus ♂ 1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h 1 

金湖 山外 七 手採 黃牛  1 頭  牛蜱亞屬 R. Boophilus spp nymph 1 

   手採 鬥牛犬  1 隻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 1 

計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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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105年至 107 年台灣野生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日期 
 
縣(市) 鄉(鎮) 

寄主動物  寄生蜱 

物種 性別   中文名  學名 齡期 數量(隻) 

105.01.31  南投 仁愛 山羌 ♂    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 nymph 1 

105.02.22  - - 山羌 ♂    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 nymph 15 

105.11.16  - - 山羌 ♀    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 nymph 1 

107.02.05  - - 山羌 ♀   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 nymph 2 

106.11.6  南投 信義 穿山甲 ♂   豪豬血蜱 Haemaphysalis hystricis ♂ 1 

107.04.05  南投 中寮 穿山甲 ♂    豪豬血蜱 Haemaphysalis hystricis ♀ 1 

105.--.--  南投 仁愛 食蛇龜 -    嗜龜花蜱 Amblyomma geoemydae ♀ 2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nymph 49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larva 8 

---.--.--  - - 食蛇龜 -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nymph 1 

106.01.02  南投 國姓 大赤鼯鼠 -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es spp. nymph 1 

106.10.26  - - 鼬獾 ♀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 1 

107.10.08  南投 水里 台灣山羊 ♀   卵形硬蜱 Ixodes ovatus ♀ 9 

        卵形硬蜱 I.ovatus ♂ 6 

107.03.24  馬祖 大坵 梅花鹿 -   日島血蜱 H. mageshimaensis ♀ 1 

107.03.25  馬祖 大坵 梅花鹿 -   日島血蜱 H. mageshimaensis ♀ 2 

107.09.06  馬祖 大坵 梅花鹿 -   日島血蜱 H. mageshimaensis ♀ 10 

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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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016 年台灣南部田間鼠形動物和寄生蜱採集與鑑定 

 

地區 月 採集法 地點或動物   寄生蜱 

縣(市) 鄉(鎮) 村(里) 種類 數量 
  

中文名稱 學名 齢期 數量 

雲林 褒忠 中勝 八 手採 鬼鼠 2 
  板齒鼠血蜱 H.bandicota ♀ 1 

      
  

      
  

血蜱屬 Haemaphysalis.spp nymph 3 

      
  

  

  

  
扇頭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牛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小黃腹鼠 1 

  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 ♀ 1 

    
    

  
    

  扇頭蜱鼠 Rhipicephalus spp. larva 1 

    
    

  
    

  
牛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nymph 1 

   
十   鬼鼠 1 

  板齒鼠血蜱 H.bandicota ♀ 1 

              
  血蜱屬 Haemaphysalis.spp nymph 1 

    
    

  小黃腹鼠 1 
  牛蜱屬 Rhipicephalus spp. larva 1 

嘉義 六腳 
  十一   鬼鼠 1 

  板齒鼠血蜱 H.bandicota ♀ 2 

台南 鹽水 
  九   鬼鼠 2 

  板齒鼠血蜱 H.bandicota ♀ 5 

    
    

  
    

  
    ♂ 12 

    
  

   
    

  
血蜱屬 Haemaphysalis.spp nymph 1 

 小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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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2018年台灣地區牛隻 SFTSV抗體檢測 

採樣地區 SFTSV 檢測樣本數 

中部地區 南投清境 ND 37 

南部地區 台南地區 ND 141 
  合計 178 

＋: Positive detection； ND: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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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2018年台灣地區蜱體攜帶 SFTSV 檢測 

 

 

 

 

 

 

 

 

 

 

 

 

 

 

 

 

 

 

 

 

 

 

 

 

 

 

 

 

 
 

 

 

 

 

 

 

＋: Positive detection；ND: Not detected 

 

  

地區 
採 

集 

地 

Species of parasites 
Host 

Virus 

中文名稱 Genus Species SFTSV 

中部地區 南投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ND 

   合計 37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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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2018年台灣地區蜱媒病原檢測 

 採集地區 檢測樣本數 
病原 

gltA ompB Ehrichia 
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  

北部地區 
台北 5 1 1 0 0 

新竹 8 0 0 0 0 
宜蘭 3 0 1 0 0 

花東地區 
台東 27 2 0 0 0 

花蓮 23 1 1 0 0 

中部地區 

苗栗 1 0 0 0 0 
南投 50 3 3 2 0 
彰化 5 0 0 0 0 
嘉義 5 0 0 0 0 

南部地區 
台南 49 5 6 1 0 

高雄 10 0 0 0 0 
屏東 15 0 0 0 0 

外島 
金門 8 1 0 0 0 

馬祖 2 0 0 0 0 

總計 211 13 12 3 0 

陽性檢出率  6.2 % 5.7 % 0.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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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2018年台灣地區蜱體種類攜帶病原檢測 

 

 

  

地
區 

採 

集 

地 

Species of parasites 
Host 

病原 採集法 

中文名稱 Genus Species gltA ompB Ehrichia 
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 

手採/ 

旗幟法 

北
部 
地
區 

台
北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ˇ   手採 

宜
蘭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花
東 
地
區 

台
東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花
蓮 

豪豬血蜱 Haemaphysalis hystricis 狗 ˇ ˇ   手採 

中
部 
地
區 

南
投 

嗜龜花蜱 Amblyomma geoemydae 食蛇龜 ˇ ˇ   手採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食蛇龜 ˇ    手採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食蛇龜  ˇ   手採 
花蜱屬 Amblyomma spp. 食蛇龜 ˇ ˇ   手採 

微小扇頭蜱 R. Boophilus microplus 肉牛   ˇ  手採 

南
部 
地
區 

台
南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ˇ   手採 
血紅扇頭蜱 Rhipicephales sanguineus 狗   ˇ  手採 

外

島 
金門 微小扇頭蜱 Boophilus microplus 黃牛 ˇ    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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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蜱媒傳染病發生分布  

(資料來源：引用風險評估資料庫)，依本計畫繪製蜱蟲及其攜帶之病原，標示出粒形硬蜱

以及 B. furgdorferi sensu lato 之採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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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89-106年度之間台灣蜱蟲調查狀況；0至 8 為台灣各縣市在 89-106 年度科研計畫報

告中有採集蜱蟲紀錄之計畫數量，一份計畫報告計為 1，本資料可初步顯示過往台灣對於蜱

蟲採集的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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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蜱蟲傳播病原之檢出率統計以及曾經針對該類病原進行調查之病媒或寄主動物。*：

間接由寄主動物採集之蜱蟲重複檢出兩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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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台灣各地區寄生蜱採集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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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金門地區寄生蜱採集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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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馬祖地區寄生蜱採集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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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國立中興大學                          

計畫編號：MOHW107-CDC-C-114-112101                             

計畫名稱：台灣地區新興蜱媒傳染病與病媒蜱分布調查與風險評估       

 

經費支用情形 

項   目 本年度核定金額 支     用    狀     況 

業務費 2,089,670 2,089,670 

管理費 190,330 190,330 

合  計 2,280,000 2,280,000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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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107年度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資料須另附乙份於成果報告中） 

計畫名稱：台灣地區新興蜱媒傳染病與病媒蜱分布調查與風險評估 

主 持 人：杜武俊_____                      ____________  

計畫編號：MOHW107-CDC-C-114-112101 

 

1.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無 

 

 

 

 

 

2.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無 

 

 

 

 

 

 

3.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因為本研究執行計畫至今並未採集到 SFTS 病媒長角血蜱，由病原檢測樣本亦未檢測到

SFTSV，所以台灣目前可能發生此疾病流行之風險極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