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人

民國103年 2014 2,923 － － － － － 3 47 1

民國104年 2015 3,054 － － － － － 4 125 1

民國105年 2016 3,687 － － － － － 1 52 －

民國106年 2017 3,439 － － － － － 2 42 －

民國107年 2018 3,361 － － － － － 2 152 －

民國108年 2019 3,257 － － － － － 3 70 2

民國109年 2020 2,823 － － － － － － 5 －

漢他病

毒出血

熱

漢他病

毒肺症

候群

H.F.R.S H.P.S

民國103年 2014 － － － 1 10 2 － － －

民國104年 2015 － － 1 － 9 2 － － －

民國105年 2016 － － 2 － － 2 － － －

民國106年 2017 － － 1 － 10 － － － －

民國107年 2018 － － － 2 10 － － － －

民國108年 2019 － － － 3 7 11 － － 1

民國109年 2020 － － － － 7 － － －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附　　註：1.自102年起炭疽病由第一類法定傳染病移列至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附　　註：2.我國自1984年以後即無分離出野生株之小兒麻痺病毒，自1992年度實施「根除三麻

一風」計畫以來，即以急性無力肢體麻痺做為小兒麻痺症之疫情監視指標，於報表中

呈現，但不列入法定傳染病總數計算。

第二類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Ⅱ

Meningo-

coccal

MeningitisRabies

傷寒 登革熱

SARS

合計

Total

第一類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Ⅰ 第二類

Dengue

FeverSmallpox

天花 鼠疫 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

候群

狂犬病 白喉

屈公病多重

抗藥性

結核病

Chikun-

gunya

FeverMDR-TB

West Nile

Fever

Epidemic

Typhus

Fever

Hantavirus Syndrome 

Cholera Rubella

霍亂 德國

麻疹

流行性

斑疹傷

寒

茲卡

病毒

感染症

西尼

羅熱

年別

Year

年別

Year

DiphtheriaPlague

Zika virus

infection

流行性

腦脊髓

膜炎

表 15-7 臺中市法定傳染病病例人數（續2）

Typhoid

Fever

漢他病毒症候群

ⓡ

ⓟ

ⓡ

ⓟ



Unit：Person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Indigenous

Cases

Foreign-

origin Cases

4 － 5 11 24 － － 4 15 －

－ － 3 19 32 － 2 2 17 －

－ － 2 20 38 － 1 － 162 －

－ － 9 20 48 － － － 47 －

1 － 7 21 46 － 1 1 5 －

1 － 8 14 27 － 1 16 15 －

－ － 6 20 38 － 1 － 6 －

痰塗片

陽性

其他 B型 C型 D型 E型 未定型

Pertussis

Japanese

Encephalitis

Phlegm

Positive Test Others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 Type B Type C Type D Type E Unspecified

3 1 － 9 9 1 － －

9 2 － 8 11 － 1 －

4 2 11 13 － － 1 －

－ 1 1 18 29 － － －

－ 2 － 13 63 － － －

4 3 － 17 78 － － －

1 2 － 7 76 － － －

Soruce：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ote：1.Anthrax shift from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Ⅰlisted to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Ⅱ from 2013 on.

2.No wild poliovirus was detected in Taiwan since 1984. Nationwide surveillance of acute flaccid paralysis (AFP) was used for

detecting cases of poliomyeliti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Eradication Program for Measles,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

Poliomyelitis and Neonatal Tetanus” in 1992. The statistics of AFP was shown in the table, but not accumulated to the annual

total of notifiable diseases.

結核病

Tuberculosis

急性病毒性肝炎(除A型外)

急性病毒

性A型肝

炎

Acute

Hepatitis A

麻疹

509

Measles

瘧疾

Acute

Flaccid

Paralysis

Malaria

Shigellosis

1,100

日本腦炎

1,059

1,224

932

1,007

888

百日咳

Acute Hepatitis

 Table 15-7 Number of Cases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aichung (Cont.2)

Poliomye-

litis

Paratyphoid

Fever

副傷寒 小兒麻痺

症

急性無力

肢體麻痺

阿米巴性

痢疾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Ⅱ

腸道出血

性大腸桿

菌感染症

桿菌性

痢疾

Enterohae-

morrhagic

E.coli

InfectionsAmoebiasis

第三類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Ⅲ

先天性德

國麻疹症

候群



單位：人

退伍軍

人病

侵襲性b

型嗜血

桿菌感

染症

梅毒 先天性梅

毒

淋病 腸病毒

感染併

發重症

人類免

疫缺乏

病毒感

染

後天免

疫缺乏

症候群

漢生病

Legione-

llosis

Invasive

Haemo-

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Infection Syphilis Syphilis Gonorrhea

Entero-

viruses

Infection

with

Severe

Compli-

cations

HIV

Infection AIDS

Hansen's

Disease

民國103年 2014 9 － 801 － 188 2 272 169 1

民國104年 2015 9 － 828 － 224 1 313 187 1

民國105年 2016 7 － 1,047 － 309 8 324 174 －

民國106年 2017 9 － 1,188 － 350 4 318 172 3

民國107年 2018 8 － 1,109 － 283 6 257 130 1

民國108年 2019 22 － 1,043 － 313 11 201 104 －

民國109年 2020 23 － 1,077 － 501 － 175 101 1

水痘

併發症

弓形蟲

感染症

流感併

發重症

庫賈

氏病

布氏桿

菌病

李斯特

菌症

發熱伴

血小板

減少綜

合症

馬堡病

毒出血

熱

黃熱病

Compli-

cations of

Varicella

Toxoplas-

mosis

Severe

Compli-

cated

Influenza

Creutz-feldt-

Jakob

Disease

Bruce-

llosis Listeriosis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

cytopenia

Syndrome

Marburg

Hemo-

rrhagic

Fever

Yellow

Fever

民國103年 2014 8 2 59 － － － － － －

民國104年 2015 8 1 53 － － － － － －

民國105年 2016 6 2 191 － － － － － －

民國106年 2017 1 1 108 － － － － － －

民國107年 2018 4 2 78 － － 32 － － －

民國108年 2019 3 1 196 － － 23 － － －

民國109年 2020 2 3 39 － － 21 － －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附　　註：1.登革出血熱/登革休克症候群為重點監測項目，但已包含於登革熱病例數統計中，不

納入總數計算。
2.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後之發病追蹤重點監測項目，不納入當
年法定傳染病總數計算。

表 15-7 臺中市法定傳染病病例人數（續3完）

年別

Year

年別

Year

第第四類

 Notifiable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Ⅳ

第三類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Ⅲ

ⓡ

ⓟ

ⓡ

ⓟ



Unit：Person

疱疹B病

毒感染症

鉤端螺旋

體病

類鼻疽 肉毒桿菌

中毒

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

感染症

Q熱 地方性

斑疹傷

寒

莢姆病 兔熱病 恙蟲病

Herpesvirus

B Infection

Leptospi-

rosis Melioidosis Botulism

Invasive

Pneumo-

coccal

Disease Q Fever

Endemic

Typhus

Fever

Lyme

Disease Tularemia

Scrub

Typhus

－ 11 3 － 60 5 2 － － 8

－ 10 － － 37 3 － － － 19

－ 14 1 － 49 5 － － － 15

－ 10 4 － 44 2 － － － 10

－ 11 － － 35 1 2 － － 20

－ 5 12 － 58 2 4 － － 25

－ 5 3 － 27 2 － － － 26

伊波拉病

毒感染

拉薩熱 中東呼吸

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

染症

新型

A型流感

裂谷熱 嚴重特

殊

傳染性

肺炎

Ebola Virus

Disease Lassa Fever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Novel

Influenza A

virus

infections

Rift Valley

Feve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Soruce：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ote：1.The cases of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and dengue shock syndrome are included in the statistic of dengue fever, shown in the

table, but not accumulated to the annual total of notifiable diseases.

Note：2.AIDS is an important surveillance indicator of onset of HIV infection, shown in the table, but not accumulated to the annual

total of notifiable diseases.

第三類(報告病例)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Ⅲ

(Reported Cases)

破傷風 流行性腮腺炎

Tetanus Mumps

五類

 Infectious Disease Ⅴ

 Table 15-7 Number of Cases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aichung (Cont.3 End)

第四類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Ⅳ

1

－

72

51

－

54

49

64

63

1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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