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宜蘭大學登革熱防治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 113 年 5 月 14 日 112 學年度第 2 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壹、現況說明 

一、臺灣登革熱重要之病媒蚊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當人被帶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

咬而受到感染，為主要傳播方式。所以，登革熱是一種「社區病」、「環境病」，且

病媒蚊對於叮咬對象無選擇性，一旦有登革病毒進入校園，且周圍有病媒蚊孳生源

的環境，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 

二、典型登革熱的症狀為突發性的高燒（≧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

及出疹等現象；若先後感染不同型別且未及時就醫或治療，死亡率可高達 20%以

上。 

三、登革熱目前尚無特效藥物及疫苗可施打，一般採支持性療法，目前預防方式為平時

應做好病媒蚊孳生源的清除、抑制病媒蚊孳生。 

貳、目的 

一、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理及落實校園環境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以杜絕病媒

蚊和疾病之傳播。 

二、加強登革熱防治教育宣導，以維護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叁、依據 

本計畫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6 條、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學校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 7 條至第 10 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結合整體教

育行政資源與人力，明確規範本校採取適切之應變措施，維護教職員工生安全，

確保教學及教育行政工作之順利推動，協力防治登革熱疫情之發生與蔓延。 

肆、任務分工 

一、本校於 102 年 4 月 17 日成立因應「H7N9 流感疫情應變小組」，為精簡組織，於

102 年 9 月 3 日調整為因應「傳染病疫情應變小組」，下分設「H7N9 流感疫情應變

小組」、「狂犬病疫情應變小組」、104 年成立「登革熱防疫工作小組」、109 年成立

「水痘防治工作小組」、109 年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111 年

修正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責小組及工作小組」，並依傳染病流行概況、

傳播途徑與處理方式等調整小組分工職掌。 

二、本校為協力防治校園登革熱發生，成立國立宜蘭大學登革熱防治工作小組，由校長

擔任總指揮，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擔任執行督導，納編本校相關單位及

所屬人員。 

 



三、國立宜蘭大學登革熱防治工作小組與職掌： 

 

職 稱 單 位 負責人 職  掌 

總指揮 校長室 校長 統籌校園登革熱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召集人 
行政副校
長室 

行政副校長 

1.督導、綜理校園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2.啟動登革熱防治工作小組，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3.擔任疫情發言人。 

4.負責有關疫情新聞/媒體連繫與發布。 

 執行 

 督導 

學生事務
處 

  學務長 

1.掌握疫情發展及各項防疫宣導。 

2.校園疫情監控，學生健康監測與照護、學生接觸者疫
調追蹤與通報。 

3.加強生命教育、心理輔導，減少學生與家長恐慌心
理，並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順利參
加考試之學生。 

4.配合教育部律定之停課標準，先期完成學校住宿學生
之安排與照護/隔離措施。 

5.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落實校安通報作業。 

組員 教務處   教務長 

1.配合教育部律定之停課標準，先期完成學校停課、復
（補）課規劃。 

2.依大考中心規定處理大型考試之應變作為。 

3.規劃教學及授課、遠距教學等應變措施。 

組員 總務處   總務長 

1.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
自我檢查表」於不同區域定期巡檢，落實清除病媒蚊孳
生源及環境清潔、消毒等工作。 

2.配合當地衛生及環保單位，進行病媒蚊調查及化學防
治措施。 

3.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環境。 

4.保持教室清潔與通風。 

組員 

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
全衛生 

 中心 

   主任 

1.督導及規劃因應疫情，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工作之應變作為。 

2.加強防疫衛生宣導、教職員工健康監測與照護、接觸者
疫調追蹤。 

3.依相關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組員 
圖書資訊

館 
   館長 督導維護本校網路，維持訊息暢通。 

組員 人事室    主任 

1.督導因應疫情規劃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 

2.檢視及修訂教職員工配合登革熱緊急防治之請假相關
配套措施。 

組員 主計室    主任 
1.辦理相關預算管控事項。 

2.本計畫經費執行審核等事宜。 



伍、校園防治機制 

一、平時防治措施 

（一）加強衛生宣導，將登革熱防疫相關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張貼登革熱防疫宣導

海報、利用校內電子郵件通知等多元管道，發布防疫資訊。 

（二）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澈底落實「巡、倒、清、刷」 

     1、「巡」─經常巡檢，檢查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2、「倒」─倒掉積水，不要的器物予以回收清除。 

     3、「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4、「刷」─刷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三）必要時配合主管機關加強消毒作業。 

二、校園出現病例或發生疑似群聚事件防治措施 

（一）疫情監控 

1、教職員工生，如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等疑似登

革熱症狀，應盡速就醫、主動告知旅遊史。 

2、隨時注意學生健康與請假情況，如有異常現象或發現疑似病例時，應主動通

報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中心」(簡稱校安中心)及宜蘭縣衛生局。 

（二）當本校發生 2 例確定病例，其居住地/活動地點彼此不超過 150 公尺；且登革

熱病例發病日間隔小於或等於 14 天，立即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調及相關防治

措施，以避免疫情擴大。 

（三）啟動防治機制，召開登革熱防治工作小組會議，視疫情規模及防治需要，修訂

應變計畫，落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醫療需求等工作。 

陸、本計畫經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