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動機 
 

透過電視媒體以及專家學者說明臺灣的登革熱疫情的擴散以及嚴重性，因此我們知道
臺灣深受登革熱疫情的影響，所以我們想要找出爆發登革熱的原因以及預防登革熱的方法
使臺灣不再有登革熱，故我們開始蒐集相關資料並著手進行研究。 

研究目的 
 

（一）期待能夠透過登革熱的分布地點找尋出登革熱爆發的原因，以利後續的防治工作。 

（二）找尋登革熱分布地點的關聯性，是否與溫度有關，進而推論出蚊子的生存環境。 

（三）瞭解登革熱的病媒蚊的異同處，以利所有對於登革熱病媒蚊的防治的工作。 

（四）利用研究結果找尋出能夠降低登革熱爆發的各種因子，期待能夠降低感染風險。 

研究方法 
 

（一）找尋可能影響登革熱南多北少的原因，暫定為溫度、病媒蚊分布兩種因素。 

（二）瞭解臺灣地區病媒蚊的種類以及特性，以利我們的研究以及群眾能夠進行辨認。 

（三）利用研究成果擬定可能可以進行的防治工作，期待未來降低可能感染的風險。 

疾病概述 
 

（一）登革熱概述 

 

登革熱是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傳染病，會藉由蚊子傳播給人類，人類間不會互相感染。
登革熱分為四種類型，若曾經感染過其中一種，將會對該型病毒終生免疫。 

 

（二）病媒蚊概述 

 

 
 
 
 
 
 
 
 
 
 
 
 
 
 
 
 
 
 
 
 
 
 

（三）臺灣地區登革熱病媒蚊分布與查詢   

 

 

 

 

 

 

 

 

 

 

 

 

 
 

 
 
                                                
 
 
 
 

登革熱的傳染2015臺南地區感染狀況 
 

臺灣2015年爆發了大規模的登革熱疫情，尤其以臺南地區最為嚴重，所以我們挑選了
2015年臺南地區的登革熱疫情狀況來分析。 

 
（一）2015臺南地區感染數查詢 

為了瞭解臺南地區2015年登革熱的感染數，我們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傳染病統計
資料查詢系統中查詢2015年臺南地區登革熱感染數量，以利我們統計。 

 

（二）臺南地區登革熱感染人數折線圖 

 

 

 

 

 

 

 

 

 

 

（三）2015臺南地區溫度 

 

 

 

 

 

 

 

 

 

 

 

登革熱的防治與治療 
 

（一）如何防蚊 

 

 

 

 

 

 

 

 
 

 

（二）如何治療 

 

登革熱目前沒有特定的藥可以治療，感染登革熱所引發的體內缺水，是造成登革熱病人
死亡以及登革熱重症的主要因素，因此大多數的病人只需要多補充水分，維持體內水分的恆
定，就可以自然痊癒了。 
 

結論 
 

為了瞭解登革熱疾病可能會造成的狀況，以及了解臺灣地區何時何地可能較容易出現登
革熱的疫情等資訊，我們本篇小論文利用疾病管制局的資料進行登革熱疾病的查找，期待利
用現有的資訊來提升我們對於登革熱的認知，利用溫度、分布等資訊討論後，我們綜合以上
內文所述，得到以下四點結論。 

 

（一）臺灣地區登革熱的傳遞多半以西南部為主，其中2015年臺南以及高雄曾爆發臺灣歷來
最大規模且最嚴重的登革熱疫情。  

（二）登革熱的疫情會隨著溫度越來越高而越來越嚴重，因此溫度高的熱帶以及亞熱帶地區
的登革熱疫情相較於溫帶與寒帶地區會更加嚴重。 

（三）登革熱的巔峰期在夏末秋初，所以在夏至做好減少蚊子繁殖的工作，就能有效的減少
登革熱的嚴重性。 

（四）預防勝於治療，登革熱有機會造成20%以上的死亡率，如果對於防治工作進行完整且
有效的作為，就能夠減少登革熱對於一般民眾的傷害。 

 

 

 

 

 
 

埃及斑蚊、白線斑蚊皆有 

 白線斑蚊 

登革熱感染途徑以及區域分布討論  
 
  

作者：10133黃柏燁  10135劉宣良 10103姜沛涵      指導老師：王成安 老師  陳啟豪 老師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喜好產卵環境 積水的人工容器、天然容器 

 
 
 
 
 
 

外觀特徵 

共同：都是黑色並且腳上有白斑 

胸部背面有一對彎曲白線條紋，
及中間2條縱線 

胸背側有一條白色線條 

棲息習性 室內陰暗的環境 室外孳生源附近的草叢等植物或
暗處 

活動時間 吸血高峰期為上午8-10和下午4-5時 

吸血對象 以人為主 人、貓狗等哺乳類動物 

疾病傳播速度 快 慢 

成蚊平均壽命 雌蟲30天  雄蟲15天 雌蟲：14天雄蟲：15天 

我們放了左圖一來說明蚊子的種
類是否與登革熱疫情嚴重性有所關
係，用以比較南北之疫情差異。發
現北部為白線斑蚊為主，南部為埃
及斑蚊、白線斑蚊皆有。 

因此可以推論南部疫情可能會較
北部疫情嚴重許多。所以我們從南
部去選取我們的討論地區，於是發
現台南在2015年曾發生過大規模登
革熱疫情，所以選擇台南作為我們
的討論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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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瞭解登革熱感染的時間區
間，臺南地區為感染數量最多的地
區，所以我們這次只針對臺南地區
的感染人數與月份製作成圖三。由
圖三可以看出溫度可能跟感染人數
有密切關聯（九月感染人數高達
13000人），畢竟多數人的觀念都
認為溫度高的前提之下可能會造成
病媒蚊的孳生進而增加登革熱的感
染人數。 
 
 

 
         為了比較溫度和感染人數是
否有密切的關聯性，所以我們將
2015年臺南地區各個月的月均溫
和各個月登革熱的感染人數放在
一起製作成圖四。從圖四可以發
現登革熱疫情最嚴重的時間點都
是在當年最高溫度後，可能是因
為在溫度高時，蚊子快速生長，
正處於蚊子繁衍後代的時期，所
以登革熱的巔峰期總是在夏末秋
初。 
 
 

        對於登革熱而言與其到了感染登 
革熱後再來想要怎麼治療，平常就要 
多注意身邊的環境是否有孳生病媒蚊 
的可能性，才能降低感染登革熱的機 
率。  圖中所說的積水容器、水溝都是 
蚊子喜歡產卵的場所，因此只要做到 
上面四個步驟，「巡」、「倒」、「 
清」、「刷」，就能有效的預防登革 
熱病媒蚊的孳生，使我們遠離登革熱 
的危機。 
 
 
 

下圖網頁中，可以查詢各種臺灣地區被通報的傳染疾病，可以依照地區、日期等條件來
進行搜尋，以利我們看出每年的差異。 

圖二、傳染病統計資料調查系統 

圖一、臺灣地區登革熱病媒蚊分布 

圖四、2015年臺南市月均溫和登革熱感染人數比較表 

圖三、臺南地區登革熱感染人數折線圖 

圖五、滅蚊四招口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