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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連假將至，衛福部提前佈署整備、強化流感疫情因應措施( 2017-01-
13)

每年農曆年間常是流感疫情高峰，提醒民眾南來北往出遊、拜年務必落實手部及呼吸

道衛生，有呼吸道症狀時應配戴口罩；如出現呼吸困難、急促、發紺（缺氧）、血痰或痰液

變濃、胸痛、意識改變、低血壓等流感危險徵兆更應立即就醫，並依醫師指示服用流感抗病

毒藥劑，並在家休養。

◎ 小心「鼠輩」！男子確診漢他病毒出血熱，請民眾提高警覺，落實防鼠措施
( 2017-01-11) 

疾病管制署公布國內新增1例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例，農曆年節將至，提醒民眾大

掃除時，應留意環境中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徑；疾管署呼籲，落實「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

讓鼠吃」三不措施是預防漢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民眾應隨時做好環境清理，尤其是倉庫

儲藏室等老鼠容易窩藏的空間。如發現鼠類排泄物時，應先配戴口罩、橡膠手套及打開門

窗，並以稀釋漂白水（100cc市售漂白水+1公升清水）潑灑於可能被污染的環境，待消毒

作用30分鐘後再行清理。 

漢他病毒出血熱為人畜共通傳染病，人類吸入或接觸遭鼠糞尿污染帶有漢他病毒飛

揚的塵土、物體，或被帶病毒的齧齒類動物咬傷，就有感染風險。主要感染症狀為突然且

持續性發燒、結膜充血、虛弱、背痛、頭痛、腹痛、厭食、嘔吐伴隨臉潮紅等，約第 3至 6天出

現出血症狀，隨後出現蛋白尿、低血壓或少尿，部分患者會出現休克或輕微腎病變，並可

能進展成急性腎衰竭，經治療後病況可改善。

◎ 冬季為諾羅病毒活躍季節，呼籲學校、餐飲業加強防治，並留意個人及環境衛生
( 2017-01-09)

◎ ◎ 國內和國際間急性腸胃炎疫情上升，多為諾羅病毒感染引起，民眾應提高警
覺，加強手部、飲食衛生( 2017-01-03)

疾病管制署表示，今年截至1月8日共通報 13起腹瀉群聚案件，有症狀人數達 679
人，其中2起檢驗陽性（均與諾羅病毒相關），另 11起檢驗中。通報案件的發生場所以
校園為主，其次為餐飲旅宿業。目前已進入病毒性腸胃炎的好發季節，提醒民眾應注意個
人及飲食衛生，學校及餐飲業應加強管理防治，以防範疫情發生。

疾管署提醒，諾羅病毒傳染力強，目前並無特效藥可治療，預防方式為如廁後、進食
或準備食物前務必勤洗手、做好個人衛生防護，食物澈底煮熟再食用（尤其是貝類水產
品）。民眾如出現噁心、嘔吐、腹瀉、腹絞痛、發燒、頭痛及肌肉酸痛等疑似症狀應及早就醫
並注意補充水分與營養，建議以少量多餐的方式食用清淡飲食，避免過油或高糖分的食
物；待症狀解除 48小時候才能調理食物，以避免病毒傳播。

近期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北京及英國急性腸胃炎疫情有上升情形，且多與諾羅病毒
感染有關；我國近四週也有34起腹瀉群聚感染事件（97%與諾羅病毒感染相關），目前
國內急診急性腹瀉就診趨勢仍處相對低點，但近二週已持續小幅度上升，民眾不可掉以
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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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近期 H7N9流感病例數明顯增加，現處流行季，提醒民眾前往當地應避
免接觸禽鳥與出入活禽市場( 2017-01-09)

◎ ◎ 夫妻赴峇里島染屈公病，提醒民眾前往流行地區做好防蚊，有疑似症狀儘速
就醫並告知旅遊史( 2017-01-03)

中國大陸及香港近一週H7N9流感病例數明顯增加，以廣東省最多，香港病例則自廣
東省移入；中國大陸往年11月至次年5月為流行季，根據中國疾控中心報告，部分地區
疫情上升速度高於往年同期； 

疾管署呼籲，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應落實洗手等個人衛生措施，避免接觸禽鳥類與出
入活禽市場；食用雞、鴨、鵝及蛋類要熟食以避免感染。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咳嗽等類
流感症狀，應主動告知航空公司人員及機場港口檢疫人員；返國後如出現上述症狀，應
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接觸史及旅遊史。

疾病管制署公布一起境外移入屈公病群聚感染事件，為北部一對夫妻，去（2016）
年12月 12日由印尼峇里島旅遊返國，曾於當地被蚊子叮咬，依旅遊史與發病日研判為境
外移入病例。疾管署呼籲，印尼 12月至 4月已進入雨季，民眾前往流行地區務必做好防
蚊措施，另屈公病同樣透過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傳播病毒，目前國內氣溫仍適合病媒蚊
生長，請民眾持續落實戶內外孳生源清除，降低疫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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