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革熱病媒蚊防治工程技術之探討

張富忠、魏漣邦

E-mail: 9510730@mail.dyu.edu.tw

摘 要

中文摘要   對於登革熱斧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清除環境孳生源。預防重於治療，沒有了病媒蚊的棲身之所，自然阻斷了其

繁衍之途。 傳播登革熱的媒介是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牠們都喜歡在清水中繁殖，這也是因此防治的重點在於撲滅成蚊及

清除積水。埃及斑蚊喜歡棲息在室內，白線斑蚊則棲息在室外。 以魚骨圖探索爆發登革熱流行的主要原因，再以問題檢索

表分析此因，擬定登革熱防治工程與管理應變計畫。首先對生活環境，實施布氏病媒蚊指數調查，指數過高者，必須進行

生物防治及化學防治；一般防治以消滅孳生源幼蟲為先，緊急防治則以撲殺成蚊為主。正確的調配使用環境衛生用藥，實

施環境空間、殘效噴灑消毒後，必須追蹤評估防治成效。配合環境的自我管理與行政管理兩大模式進行登革熱的防治，由

行政部門嚴格執行登革熱孳生源稽查，建立疫情的監視管道，劍及履及的查報與立即處理機制，進行防治方式的檢討修正

後，再度追蹤評估管理成效；再者，若能確實加強對民眾的教育、認知、宣導，加上行政部門資源若能完全整合支援，登

革熱的防治就能「標、本」兼治。 登革熱目前並沒有疫苗及特效藥，所以防治登革熱除了前揭強調的清除孳生源外，疫情

需要嚴密的監視，才能防止擴散。且要徹底改變製造孳生源的行為，才可達到「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病媒蚊，沒有病媒蚊就

沒有登革熱」的境界。 關鍵字：登革熱，白線斑蚊，埃及斑蚊、生物防治、化學防治

關鍵詞 : 登革熱、白線斑蚊、埃及斑蚊、生物防治、化學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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