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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訊息 

 
 

國內出現第 3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桃園及台東兩縣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疫情內容來源日期：4 月 26 日  

疾病管制署公布今（2016）年第 3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為台中市 4 個月大男嬰，4 月 13 日至 15 日反覆發

燒、胃口及活動力下降，就醫後症狀未改善，4 月 16 日出現意識呆滯、臉色蒼白、休克、身上紅疹，急

診後轉加護病房並通報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經檢驗確認感染腸病毒 71 型；目前個案病況改善，已轉普

通病房持續治療。今年截至目前累計通報腸病毒重症 25 例，其中 3 例確診感染腸病毒 71 型，15 例排除，

尚有 7 例檢驗中。 

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目前社區主要流行病毒為克沙奇 A 型，第 16 週（4 月 17 日至 23 日）全

國門、急診腸病毒就診人次共計 8,800 人次，較前一週 6,539人次上升 35%；雖尚未超過全國流行閾值（11,000

人次），但近期呈快速上升趨勢。其中台東縣與桃園市第 16 週腸病毒就診人次（116、1047 人次）已超過

該縣市流行閾值（70、1020 人次），疫情進入流行期；苗栗縣、台中市與高雄市就診人次亦超過流行閾

值之八成。今年截至 4 月 25 日，國內共檢出 12 例腸病毒 71 型個案（9 例輕症、3 例重症）。 

目前中國大陸及越南、澳門等國腸病毒疫情均呈上升趨勢。中國大陸疫情多集中於廣西省、廣東省、湖南

省、安徽省及浙江省等東、中、南部省份；澳門疫情高於去年同期；越南約七成病例數集中南部地區。另

新加坡疫情目前則呈上下波動，今年累計病例數分別為去年同期及近五年同期平均的 1.4、2.3 倍。 

腸病毒傳染力極強，大人工作返家抱小孩前務必更衣、以肥皂洗手後再抱小孩，如帶家中幼童外出，幼童

返家或進食前亦需確實用肥皂洗手，以避免感染腸病毒。若幼兒診斷感染腸病毒時，應避免與其他幼兒接

觸，以降低病毒傳播的機會。也請家長特別留意幼兒健康情形，一旦出現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

腳無力、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病徵，

請儘速送至醫院治療，掌握治療契機。 

～臺大醫院感染控制中心關心您～ 

 

疾管署訂定各縣市腸病毒流行閾值，全面備戰對抗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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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疫情內容來源日期：4 月 12 日  

疾病管制署表示，隨著近期氣溫上升，預期國內腸病毒疫情也將逐漸升溫，民眾不可掉以輕心。為使各縣

市及早因應今年腸病毒疫情的流行，疾管署訂定各縣市腸病毒流行閾值（如附表），一旦該縣市腸病毒門、

急診就診人次超過流行閾值，即代表該縣市疫情進入流行期。 

疾管署進一步表示，今年腸病毒流行閾值係參考過去三年（2013 至 2015 年）各週門、急診腸病毒就診人

次之統計資料訂定出來的，並藉此標準監測每週實際腸病毒就醫人次，掌握疫情現況。截至 4 月 12 日，

各縣市第 14 週（4 月 3 日至 4 月 9 日）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均未超過該縣市指標。今年迄今共檢出 9

例腸病毒 71 型個案（8 例輕症、1 例重症）；去年共計 6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3 例克沙奇 B5 型、2 例克沙

奇 A16 型、1 例伊科病毒 3 型，其中 2 例死亡。 

因應腸病毒 71 型大流行的可能性，疾管署已成立應變工作小組，並指定全國 76 家醫院為「腸病毒重症醫

療網責任醫院」。此外，疾管署已於全球資訊網設置「腸病毒專區」，並針對學齡前嬰幼兒等腸病毒高危

險族群製作相關影片、海報及單張供民眾下載運用，另針對教托育機構提供「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

冊」，內容包括環境消毒、請假停課建議及腸病毒感染者就醫處置等資訊；相關實體文宣民眾及醫療院所

可至衛福部健康九九網站免費索取。 

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容易在家庭及教托育機構內傳播，若幼兒診斷感染腸病毒時，應避免與其他幼兒接

觸，也不要到補習班、安親班或其他擁擠的公共場所活動，以降低病毒傳播的機會。也請家長特別留意幼

兒是否出現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持續嘔

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病徵，以掌握治療契機。 

  

～臺大醫院感染控制中心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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