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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資料統計分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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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簡介-起源與組成 
 104/9/15於署長指示下，會同環管處、統計室與
署長室成立。 

小組成員： 
環管處張簡任技正鼎旺、張薦任技士家銓； 
統計室謝科長美秀、許科員育誌； 
署長室周薦任科員建儒、林替代役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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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組簡介 



本小組簡介-成立目的 

分析過去臺灣的病例數變化，以期找出可能

隱藏的規律或影響原因。 

利用ARIMA模型推測病例數的變化。 

結合上述成果，檢視今年「圍堵與切穿」的

施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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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組簡介 



資料說明 
本資料係自氣象局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取得。氣象
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病例資料來源為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病例數資料，選取本土感染之病例，並以發病日作
為時間欄位。 

從91-102年全國病例數以高雄市居多（66％），
因此全國病例數與氣候資訊之比較，以高雄市的氣
溫和雨量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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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依據政府公開資料平臺中，各項資料完整度

不同，將民國87-103年的病例數與下列氣

候資料比較： 

MEI指數（多元聖嬰現象指數） 

氣溫資訊 

雨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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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全國病例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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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病例數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全球爆發登革熱大流行，超級聖嬰現象為主要原因 
(疾管署10/6新聞稿) 

 疾病管制署與美國匹茲堡大學合作，參與美國、法國、英國、韓國、
新加坡、越南、泰國、寮國、柬埔寨、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跨國登革
熱研究，於104年10月5日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期刊影響
指數9.674）共同發表「東南亞8國登革熱疫情區域流行及擴散模式」
論文。研究結果發現，登革熱於東南亞的流行趨勢與超級聖嬰現象所
致高溫現象有關，每2至5年會有區域內登革熱大流行。 

 此研究發現於86年至87年登革熱疫情擴散速度最快，與當時超級聖嬰
現象帶來的東南亞氣候高溫吻合，而高溫有助於病媒蚊快速繁殖及散
播。 

 此篇登革熱大數據研究得出的結論，有助了解台灣鄰近區域登革熱傳
播的自然週期，進行登革熱流行的早期預警。因應今年超級聖嬰現象
來臨，有必要立即採取有效防治策略。 

 依中央氣象局預測(中央氣象局9/1新聞稿)，今年夏季開始至明年春季
的聖嬰現象，是近18年來最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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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87-104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MEI指數圖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美國海洋與大氣署(NOAA) 
9 

臺灣病例數和聖嬰現象程度不全然有關 

MEI(Multivariate ENSO Index)：多元聖嬰現象指數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91-102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氣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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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數下降可能與氣溫有關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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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6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氣溫圖 
病例數下降可能與氣溫有關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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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2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氣溫圖 
病例數下降可能與氣溫有關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101-102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氣溫圖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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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數下降關鍵推測為低溫2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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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101年 

102年 



95-102年全國登革熱病例數與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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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登革熱病情擴散和雨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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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登革熱病情擴散和雨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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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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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6-12月高雄市登革熱病例數與氣候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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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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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資料回顧小結 

每年入夏後之大雨，極可能是引起病媒蚊擴

散之關鍵。 

病例數隨入冬降溫趨緩，推測關鍵溫度為每

日低溫達24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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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7-103年全國資料回顧 



ARIMA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ARIMA( p, d, q) 

p: 自回歸項數。 

d: 時間序列為成為平穩序列所做的差分次數。 

q: 移動平均項數。 

 以R軟體使用auto.arima語法，依據不同的(p,d,q)order，
計算出個別的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最
後選擇AIC最小的所對應到的(p,d,q)order 再對資料建立
ARIMA(p,d,q)配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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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IMA模型分析 



ARIMA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ARIMA( p, d, q) 

p: 自回歸項數。 

d: 時間序列為成為平穩序列所做的差分次數。 

q: 移動平均項數。 

此模型係利用過去的資料當作解釋變數，以預測未
來的數列變化。選取發病日作為時間欄位，並以居
住地為縣市區域劃分，對本土性登革熱每日病例數
進行分析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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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IMA模型分析 



ARIMA模型分析 
此模型係利用過去的資料當作解釋變數，以
預測未來的數列變化。選取發病日作為時間
欄位，並以居住縣市為地區劃分，對本土性
登革熱每日病例數進行分析及預測。 

 

 

利用往年病例數資料進行建模與配適，推估
104年9月後之病例數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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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IMA模型分析 



ARIMA模型分析 
綜觀過去病例數資料，並非每年都有固定波段趨勢，
且每個波段長度及發生時間並不一致，較難發現時
間週期性。 

以臺南為例，104年7月之後每日病例數明顯增加，
並顯著高於往年登革熱好發年度增加趨勢，使得過
往模型函數難以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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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IMA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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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MA模型分析 
 ARIMA係利用過去的每日病例數當作解釋變數，
若考慮放入溫度等變數去預測每日病例數，或許能
夠更有效的去進行預測。 

雖ARIMA模型無法預測實際病例數趨勢，不過該
模型之預測方法只和過往資料有關，因此可以作為
防疫策略成效檢視使用。 

分別對臺南與高雄兩市，以104年7月1日至9月8
日之病例數資料作為模型配適區間，預測9月8日
之後的病例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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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IMA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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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7-11月臺南市登革熱病例數與氣候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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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 共五期清除孳生源行動 
■ 9/23~25      ■10/1~5 
■10/9~11       ■10/15~17 
■10/24~28 
 
 

▲ 9/ 1  環保署成立登革熱孳生源清除指揮中心 
▲ 9/ 7  疾管署郭旭崧署長進駐台南 
▲ 9/15 中央成立指揮中心 
依模型推估累積至11/1將會突破5萬例，實際累積21,931例。 

 

▲ ▲ ▲ 

ARIMA（1，2，1）模型： 
以7/1~9/8為配適區間， 
做之後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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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年病例數與氣候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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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 共五期清除孳生源行動 
■ 10/14~15   ■ 10/21~22 
■ 10/28~29   ■ 11/6~8 
■ 11/19~21 

▲ 9/ 1  環保署成立登革熱孳生源清除指揮中心 
▲ 9/15 中央成立指揮中心 

▲ ▲ 

ARIMA（1，1，2）模型： 
以7/1~9/8為配適區間， 
做9/9之後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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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年病例數與氣候資訊圖 



登革熱病情和氣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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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年病例數與氣候資訊圖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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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堵與切穿策略 
魏署長於10/14聯合報之投書 

27 
資料來源：聯合報10/14 

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與切穿策略 
福密歐戰法（Battle of Rhium, 429 BC） 

同時由外圍向內攻擊（孶清） 

28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Rhium 

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與切穿策略 
島嶼生物地理學（Island Biogeography） 

研究島嶼上生物多樣性與該島嶼之氣候面積、
與大陸的距離等因子間的關係。 
由R. Mac Arthur, E.O. Wilson, R.M. May 於 
60 年代發展完成。 

一島嶼之物種數目受距離效應(distance effect)
與島嶼之面積效應(area effect)所決定。 

外來的因素變化（氣候、人類活動等）造成的
生態擾動(perturbation)會改變物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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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與切穿策略 
島嶼生物地理學（Island Biogeography） 

面積效應(area effect)： 
面積越大、越圓越利物種發展。 

S = cAZ 

S：物種數目 

c：常數 

A：面積 

Z：常數，與生物類型有關 

島嶼面積變成一半物種減少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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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與切穿策略 
仿福密歐戰法，外圈圍堵，形成防火牆。 

依據島嶼生物地理學，以及碎形幾何概念，
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不斷重複。 

內部切穿，形成成小塊，同時形成新防火
牆，並將病媒蚊棲地破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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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與切穿策略 

圍堵
路線 

切穿
路線 

台南市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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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104年策略施行成效評估 
圍堵與切穿 

孳生源清除（包括平面、垂直） 

環境用藥 

社區動員 

環教工作 

三級複式動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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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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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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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臺南病例數下降早於降溫 

• 共五期清除孳生源行動 
■ 9/23~25      ■10/1~5 
■10/9~11       ■10/15~17 
■10/24~28 
 
 

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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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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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五期清除孳生源行動 
■ 10/14~15   ■ 10/21~22 
■ 10/28~29   ■ 11/6~8 
■ 11/19~21 

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9/1 9/8 9/15 9/22 9/29 10/6 10/13 10/20 10/27 11/3 11/10 11/17 11/24 12/1 12/8 12/15 12/22 12/29 

溫

度(

℃)

 

每

日

確

定

病

例

數

 

發病日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1 9/8 9/15 9/22 9/29 10/6 10/13 10/20 10/27 11/3 11/10 11/17 11/24 12/1 12/8 12/15 12/22 12/29 

溫

度(

℃)

 

每

日

確

定

病

例

數

 

發病日 

病例數 日最低溫 

104年策略施行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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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圍堵與切穿策略 

104年 台南 

104年 高雄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氣象局 



結語與建議 
每年入夏後之大雨，極可能是病媒蚊擴散之關鍵。 

病例數隨入冬降溫趨緩，推測關鍵溫度為每日低溫
達24度以下。 

綜觀歷年病例數和氣候資訊，若要有效進行病例數
之預測，一併考量氣候資訊會更加準確。 

檢視臺南市的孳清行動，圍堵與切穿策略十分有成
效，病例數下降趨勢早於往年入冬降溫時間。 

今年入冬時間較晚，可能是導致高雄市到11月病
例仍居高不下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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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結語與建議 
近兩年每日病例數激增，很可能代表病毒已根留在
本土病媒蚊體內，靠過往病例數少時的單點孶清噴
藥方式可能已不足以因應。 

因應方法： 

在入夏初期病例仍低時，以傳統方式因應。 

大雨過後，適當投入快篩劑有效作為群聚感染之示警。 

搭配較大範圍的圍堵與切穿，以達到預防的效果。 

密切注意氣候訊息，及早作為以避免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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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霍亂幽靈地圖 
約翰·斯諾（John Snow，19世紀，英國） 

麻醉學和公共衛生醫學開拓者。 

運用時間、空間和統計學，成功 
遏止倫敦的霍亂蔓延。 

39 
資料來源：地圖的歷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
%96%AF%E8%AF%BA_(%E5%8C%BB%E5%AD%A6%E5%AE%B6) 



以上報告 
敬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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