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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農田野鼠種類監測及鼠類體外寄生蟲調查 

 

 

一、擬解決問題 

鼠類造成的農業糧食損失約佔總收穫的 5%，估計約 800 億美元，每隻鼠

類食量若以米榖計算，每隻鼠類每年最少消耗 5 公斤以上(林文助 1989)；同時

也會囓咬家具門窗、咬破電線造成電線走火；其排泄物更會污染食 品，影響食

品及環境衛生。鼠類或其體外之病媒所傳播之病原體包括病毒、立克次體、細菌

等，會直接或間接將病原體傳播至其他小型動物或人類。 

 

根據2001-2021年調查金門農田鼠類之捕獲率在21年間鼠隻捕獲率逐年波動

式下降 (圖 1)，同時隨著季節變動，夏季為鼠類數量之最高峰，隨著溫度降低，

鼠量隨著降低，但隔年於 4 月開始，數量逐漸上升，；加上全球氣候變遷，金門

工程建設隨處可見，直接或間接干擾田間鼠隻之生活棲地，導致動物到處逃竄；

老鼠除了造成農田的作物損失，其排泄物更會污染食品，且傳播各種疾病如漢

他病毒出血熱 (Wu et al. 2007)。鼠類其體外寄生蟲(包括蚤、蝨、蜱及蟎等)

可傳播多種傳染性疾病，包括蚤類傳播鼠疫 (Parmenter et al. 1999)及地方性

斑疹傷寒(Azad 1990, Azad and Beard 1998)、恙蟲傳播恙蟲病 (Lee, et. al. 

2006)、蜱類傳播萊姆病 (Shih and Chao 1998)、落磯山斑點熱或馬塞斑點熱

(Azad and Beard 1998)或巴比西亞原蟲症 (Babesiosis)等人畜共通疾病等。整理

2004-2021 年金門恙蟲病個案數為全國第 4 名(附件 1)，經由相關單位致力於鼠

類防制及監測，已由 2016 年 66 個案數逐年下降至 2021 年僅剩 11 例，防治效

果佳；鼠類體外寄生蟲可傳播多種疾病但卻忽略生存於老鼠體外的寄生蟲 (包

括蚤、蝨、蜱及蟎等)之族群消長；若宿主(鼠類)突然大量減少，病媒(包括蚤、

蝨、蜱及蟎等)沒有合適的宿主，體外寄生蟲被迫離開鼠類，當地居民即成為

主要寄生攻擊對象，可能會增加民眾被叮咬進而感染相關蟲媒疾病。 

 

廈門港與金門縣相對望，1986-1995 年間，在港區逐月對鼠群進行監測，

其鼠類組成數量由多至寡分別為臭鼩(Suncus murinus)、家鼷鼠(Mus musculus)、

溝鼠(Rattus norvegicus)、黃胸鼠(Rattus flavipectus)及黃毛鼠 (Rattus rattoides) 

(Shen et al. 1996)。根據福建 省鼠疫防治研究所之調查，福建省境內嚙齒目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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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9 種，分別為溝鼠、 黃胸鼠、黃毛鼠、家鼷鼠、田鼷鼠(Mus caroli)、赤背

條鼠(Apodemus agrarius ningpoensis)、東方田鼠(Microtus fortis)、針毛鼠(Rattus 

fulvescens)、社鼠(Rattus niviventer)。南澳、南澎列島為中國大陸廣州省前沿群島，

鄰近國際航道，與台灣 隔海相望，在南澳島捕獲 7 種鼠類其中以溝鼠佔大多數 

42.61％，其 次為黃胸鼠 22.61％，至於家鼷鼠最少 4.4％；而在南澎列島僅捕

獲溝鼠 (95.3％)及黃胸鼠 (4.7％) (Huang et al. 2001)。1998 年在閩東地區進行耕

作 區鼠類調查，按照自然條件特點，調查區劃分為邊緣住宅區、稻田耕作區、

山坡耕作區及山區灌木林區，各調查區之優勢種分別為臭鼩、黃胸鼠、赤背條鼠

及針毛鼠 (Rattus fulvescens huang) (Yuan et al. 1998) 

 

 Wu(2006)於金門縣共捕獲鼠類種類為 2 目  (囓齒目和食蟲目)、3 科  

(鼠亞科、松鼠科及鼩鼱科)、7 種，共 2355 隻  (含臭鼩)，分別為溝鼠 67

隻(2.8%)，屋頂鼠 12 隻(0.5%)、小黃腹鼠 1675 隻(71.1%)、家鼷鼠 61 隻

(2.6%)、田鼷鼠 6 隻（0.3%）、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2 隻（0.1%）

及臭鼩 532 隻(22.6%)。捕獲鼠類種類中以小黃腹鼠佔 71.1%最優勢，其次

為臭鼩 532 隻(22.6%) 

 

Wang(2005)於金門地區鼠類發現 2 種體外寄生蚤類，分別為人蚤科之印

度鼠蚤 (Xenopsylla cheopis)，角葉蚤科之優勝病蚤 (Nosopsylla nicanus) (Wang 

2005)。蟎屬於蛛形綱(Arachnida)，蟎蜱亞綱 (Acari)。自金門縣鼠類採集之

恙蟎共 5 屬 8 種，就數量而言，地里恙蟎佔總數之 53.40%為最多。蜱類屬於

蛛形綱  (Arachnida)、蜱蟎亞綱(Acari)、寄蟎目(Parasitiformes)、後氣門亞目 

(Metastigmata)。蜱類分為 3 科，分別為硬蜱科 (Ixodoidea)、軟蜱科 (Argasidae)

和納蜱科 (Nuttalliellidae)。1998 年於台灣北部、西部、東部、南部及金門離

島 5 個地區所捕獲鼠隻體外，採集之蜱類分別為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 )、

卵形硬蜱(I. ovatus)、鼯鼠硬蜱(I. kuntzi)、台灣革蜱(Dermacentor taiwanensis )

等 4 種蜱類 (Shih and Chao 1998)。Wang 於金門縣調查鼠類之體外寄生蟲，共

捕 捉 五 種 鼠 類 ， 體 外 發 現 硬 蜱 兩 種 ， 鎌 形 扇 頭 蜱  (Rhipicephalus 

hameophysaloides)及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 (W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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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門，於 2010 年進行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體外寄生蜱類採集及鑑

定。蜱之侵染率為 55.9%，分別為鐮型扇頭蜱  (R. haemophysaloides)、粒形

硬蜱  (I. granulatus)、板齒鼠血蜱 (H. bandicota)及血蜱屬  (Haemaphysalis 

spp.)等 4 種，皆屬於硬蜱科。鐮型扇頭蜱發現最多，出現季節集中為 6-11

月；粒形硬蜱次之，整年皆可發現；板齒鼠血蜱僅發現 7 隻幼蜱(吳 2015)。 

 

於 2011 年 7-9 月金門採集之鼠類進行體外寄生蟲採集及鑑定，共發現蟎

類(厲蟎及恙蟲)、蜱類、蝨類、及蚤類等 5 種，總侵染率為 96.9%(85/88)。

厲蟎及恙蟲之侵染率分別為 78.4%及 72.7%，其中厲蟎包括毒厲蟎(Laelaps 

echidninus)、納氏厲蟎(Laelaps nuttalli)、塞氏厲蟎(Laelaps sedlaceki)、鼠顎毛

厲蟎(Laelaps myonyssognathus)及土耳克斯厲蟎(Laelaps turkestanicus)；蜱之侵

染率為 56.8%，分別為粒形硬蜱(I. granulatus)、卵形硬蜱(I. ovatus)、鐮型扇

頭蜱(R. haemophysaloides)及血蜱屬(Haemaphysalis spp.)等 4 種，其中以粒形

硬蜱 298 隻數量最多；蝨之侵染率為 48.9%，以太平洋甲脅蝨(Hoplopleura 

pacifica)數量最多，其次為棘多板蝨 (Polyplax spinulosa)；蚤類之侵染率為

4.5%，分別為優勝病蚤(N. nicanus)及貓蚤(Ctenocephalides felis)(吳  2014)。  

 

鼠類其體外寄生蟲(包括蚤、蝨、蜱及蟎等)可傳播多種傳染性疾病，包括

蚤類傳播鼠疫及地方性斑疹傷寒、恙蟲傳播恙蟲病、蜱類傳播落磯山斑點熱或

馬塞斑點熱等人畜共通疾病等，其在鼠類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抗體陽性率值得注

意。在泰國之曼谷捕捉 458 隻鼠類，血清含 R. typhi 抗體之鼠類分別為溝鼠 

(4.2%)、屋頂鼠  (0.4%)、緬甸小鼠  (0.2%)、臭鼩  (0.0%)及家鼷鼠 (0.2%) 

(Siritantikorn et al. 2003)。在印度尼西亞調查 78 隻於住家附近捕捉之鼠類，其陽

性率為 35.9% (Richards et al. 1997)。同樣於印度尼西亞 Arso 區捕捉 112 鼠類，

未發現與傳播 R. typhi  (如 Xenopsylla cheopis)相關的蚤類，且 R. typhi 抗體皆為

陰性。相反的，在海港所捕捉 87 隻鼠隻，其中 31 隻 (35.6%)發現印度鼠蚤，且

印度鼠蚤之 R. typhi 抗體陽性率為 11.0%，所以海港之蚤類可能為潛在傳播地方

性斑疹傷寒及鼠疫之病媒 (Richards et al. 2002)。斑點熱之病原含 R. rickettsii 及

R. conorii 等，其中 R. rickettsii 會造成洛杉磯斑點熱 (Rock Mountain spotted 

fever)，而 R. conorii 造成地中海型斑點熱  (Mediterranean spotted fever 或

Boutonneuse fever)，蜱為主要媒介。Takada 等人採集台南當地居民 113 人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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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醫院門診病人)檢體進行檢測，其 IgG 陽性率為 4.4%，IgM 陽性率為 0% 

(Takada et al. 1993)。另外 Chen 等人，檢測 107 隻捕自金門地區 (金湖鎮、金寧

鄉、金城鎮、金沙鄉、烈嶼鄉)的鼠類血清檢體發現斑點熱的抗體陽性率為 66.4%，

而 R. rickettsii 及 R. conorii 分別為 54.2%及 66.4% (Chen et al. 1997)。同樣，隨機

選取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6 月所捕獲小型動物之血清含立克次體 (R. typhi, R. 

rickettsii 及 R. conorii)抗體盛行率之調查。在 183 隻動物之血清，在 R. typhi 中，

為陽性率 2.7% (5/183)；於 R. rickettsii 中，為 72.7%  (133/183)；而 R. conorii

中為 59.0% (108/183) (吳等 2010)。 

 

除了農田鼠類及其體外寄生蟲之外，在田間的工作者接觸鼠類及其寄生蟲的

增加，感染疾病的機會也會相對提高。在中國大陸的  針對 365 位農田工作者發

現，具有較高的立克次體血清盛行率，包括嗜吞噬球無形體 (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 8.8%、Q 熱菌 (Coxiella burnetii) 6.4%、貓爪熱 (Bartonella 

henselae)9.6%及斑疹傷寒立克次氏體(Rickettsia typhi) 4.1%(Zhang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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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已針對金門田間鼠類進行調查多年，並以外部型態鑑定所採集鼠

隻及其體外寄生蟲種類，鼠隻種類可監測是否有外來鼠種入侵，此長期監測資

料可做為農業單位及田間野外工作者之預警資訊，同時也可做為預測鼠類相關

蟲媒傳染病發生之參考。 

 

三、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田間鼠類採集及採集點描述 

1.田間採集 

於 7-9 月份各調查一次，共 3 次，每次捕抓起始日至少間隔 23 日，在

金門縣 5 鄉鎮(金城鎮、金寧鄉、金湖鎮、金沙鎮、烈嶼鄉)，分別至少設置

1 個採樣點，共 7 採樣點(圖 2)。每一採樣點放置 30 個捕鼠籠鐵製網狀捕鼠

籠 (281613cm)，進行鼠類調查工作，連續放置兩個晚上，白天檢查有無

捕獲鼠類；以甘藷切片塗抹花生醬為誘餌(圖 3)。本調查以捕捉去除法進行，

所捕獲鼠類利用動物麻醉劑 (Zoletil® )進行麻醉，直至鼠類昏迷，測量鼠類

基本資料，包括性別、生殖狀況、體重、體長及尾長等，其鼠類型態分類

則參考等報告 (鄭等 2008；Jones 1971； Huang et al. 1969; Jones, Liat et al. 

1971; Chen and Yu 1991; Nowak 1999)(圖 4)。 

 

2.各採集點概述  

於金門縣選取 7 個調查點  (圖 2)，調查點基本資料為分別為：  

(1)金湖鎮之料羅村  (Liaolo)：為休耕田，且相隔 50 公尺遠處為料羅港灣，

其料羅港為金門地區主要貨物進出口處，調查面積為 0.53 公頃，四周分

別為雜草堆及住家，休耕田中有建築物。   

(2)金沙鎮之陽翟村  (Yangchi)：種植秋高梁之農田，附近無住家，僅一家

新開張之鐵工廠，調查面積為 0.20 公頃，佈籠方式為沿著道路兩旁放置。 

(3)金寧鄉之西堡村  (Xibu)：調查範圍包括菜園田及四周之雜草堆，附近 1

戶住家，調查面積為 0.62 公頃，佈籠方式為沿著道路兩旁放置。  

(4)金寧鄉之頂埔下村  (Dingbushia)：種植龍眼及柿子之果園，四周為住家

及芭樂園，調查面積為 0.4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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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寧鄉之埔邊村  (Bubian)：種植龍眼之果園，四周有住家、甘藷田、空

地及雜草堆，調查範圍 0.30 公頃。  

(6)金城鎮之官裡村  (Guanli)：種植秋高梁之農田，四周皆為高梁田，緊鄰

1 家國民小學，調查面積為 0.47 公頃，佈籠方式視種植狀況而定，若高

梁已收割，即沿農田四周佈籠，若未收割即平均於農田中佈籠。  

(7)烈嶼鄉之后頭村  (Houtou)：種植秋高梁之農田，四周皆為高梁田，位置

接近村落，調查面積為 0.60 公頃，佈籠方式視種植狀況而定，若高梁已

收割，即沿農田四周佈籠，若未收割即平均於農田中佈籠或移至附近未

收割之高梁田佈籠。  

 

3.捕獲率計算  

              捕獲鼠類總數  

   捕獲率=                    100%             

             放置籠夜數總和  

 

 

(二)鼠類體外寄生蟲採集 

利用鑷子檢察鼠類皮毛，將肉眼所看到之體外寄生蟲挑入裝 70%酒精

之指形瓶 (1545mm)，帶回實驗室鏡檢(圖 5)。寄生蟲分類依據：蚤分類依

據  (周欽賢及王正雄  2002)；蝨分類依據  (Kiyotoshi 1955)；蟎之分類 

(Jameson 1965)；蜱之分類 (周欽賢及王正雄 2002)，並依寄生部位加以記

錄(圖 6)。 

 

(三)不同種類寄生蟲分別計算侵染率 (infestation rate)，為鼠類被某種寄生蟲侵

染的百分比。 

 

             攜帶某種體外寄生蟲之鼠類隻數 

侵染率=                    100% 

觀察鼠類總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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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鼠類捕獲情形 

此次共調查 6 種小型哺乳動物，分別為溝鼠(Rattus norvegicus)、亞洲家

鼠(Rattus tanezumi)、小黃腹鼠(Rattus losea)、家鼷鼠(Mus musculus)、赤腹松

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及臭鼩(Suncus murinus)(臭鼩) ，分屬於為 2 目(囓齒

目及食蟲目)、3 科(家鼠科；松鼠科及鼩鼱科) (圖 7)；上述小型動物外部型

態特徵經鑑定，並無發現新增外來鼠種。近年翁等人於金門野地採集鼠類進

行研究，其所捕獲鼠種分別為溝鼠、小黃腹鼠及臭鼩(翁等 2014；翁等 2015)

均與本研究相似。為文中敘述方便，上述 6 種小型哺乳動物皆通稱為鼠類。 

 

此次調查結果總捕獲率由表 1 得知，共放置 1072 籠夜，捕獲鼠類 247

隻，總捕獲率為 23.0% (247/1072)，7 月捕獲率為 23.6%、8 月為 23.1%及 9

月 24.2%。總捕獲隻數及種類可由表 2 得知，共捕獲小型動物 247 隻，分別

為溝鼠 5 隻(2.0%)，亞洲家鼠(屋頂鼠)3 隻 (1.2%)、小黃腹鼠 163 隻(66.0%)、

家鼷鼠 5 隻 (2.0%)、赤腹松鼠(0.4%)及臭鼩 70 隻(28.3%)。捕獲鼠類中以小

黃腹鼠捕獲 163 隻數最多，佔 66.0%，其次為臭鼩 70 隻(28.3%。捕獲地點以

金寧鄉之西堡村捕獲 48 隻佔最多(19.4%)，其次頂埔下村為 43 隻(17.4%)，最

少者為后頭 15 隻(6.1%)。7 至 9 月份捕獲鼠類情形分別為 7 月捕獲隻數為 83

隻，分別以頂埔下村捕獲 19 隻(22.9%)為最多、其次為陽翟捕獲 17 隻(20.5%)；

以小黃腹鼠捕獲隻數最多佔 66.3%(55 隻) (表 3)；8 月共捕獲 77 隻，以西堡

村捕獲 18 隻(23.4%)為最多；以小黃腹鼠捕獲隻數最多 47 隻(61.0%) (表 4)。

9 月共捕獲 87 隻，以料羅及西堡村捕獲 19 隻(21.8%)為最多 (表 6)。比較 7

年(2016-2021) 不同鼠類組成及捕獲率，總捕獲率由 16.9- 30.5%；最多數量

皆以小黃腹鼠為主，其次為臭鼩，其中小黃腹鼠捕捉率下降後又上升、臭鼩

捕捉率上升後又下降，兩者皆為波動式變化，除了氣候變化之外，最可能原

因為採集點之建築物增加(棲地被破壞)、居民活動增加(活動受干擾)、居民飼

養寵物(犬貓)數量增加(棲地被侵占破獲)、施放殺鼠餌劑等或草生地及農田減

少，導致鼠種比例變動。整理 2016-2022 年各採樣點捕獲率排名前四名，由

表 7 可知，2016-2019 年捕獲率最高皆為金寧之頂埔下，但 2020 年之後捕獲

率最高者為變為西堡。 

 

採集鼠類之基本資料，包括性別、體重(公克)、體長(公釐)及尾長(公釐)，

其中小黃腹鼠共 163 隻，體重平均為 97.5 公克、體型 153.6 公釐及尾長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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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釐；臭鼩共 70 隻，其中雄性 45 隻多於雌性 25 隻，體重為 41.3 公克、體

長 123.1 公釐及尾長 77.0 公釐(表 8)。利用適合度檢定(卡方檢定一種)比較數

隻性別(雄性及雌性)組成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分析總捕獲隻數、小黃腹鼠及

臭鼩之性別組成，可知總隻數及臭鼩之性別組成呈顯著性差異(p<0.05)，即兩

者性比與相關研究(性比 1:1)呈現顯著性不同。 

 

2.鼠類體外寄生蟲之調查  

於捕獲之 247 隻鼠類中，88 隻在採集、運送及採集檢體中死亡，

可能原因為白天溫度太高，造成鼠類及臭鼩不耐高溫所致，僅 159 隻存

活(表 9)。已存活 159 隻進行體外寄生蟲調，於 150 隻動物體外發現寄

生蟲，體外寄生蟲侵染率為 94.3%(150/159)(表 10)。共發現蚤類、蝨類、

蜱類、蟎類及恙蟲等 5 種體外寄生蟲，其侵染率分別為蚤類 1.9%、蝨

類 47.2%、蜱類 2.0%、蟎類 65.4%及恙蟲 76.1%(圖 8) (表 10)。  

 

在 7 個採集點之鼠類皆以恙蟲侵染率最高(76.1%)，其次為蟎類之

侵染(65.4%)及蝨類(47.2%)。在恙蟲侵染率中，除后頭村及埔邊村所捕

獲之動物恙蟲侵染率低，其餘 5 採集點皆高於 65%以上(表 11)。不同體

外寄生蟲寄生在鼠科動物身上部位不同，蚤類無固定部位；蝨類多寄生

於背部、蜱類主要寄生在頸背部及頭部、蟎類(厲蟎)主要於尾根部、恙

蟎主要寄生在耳殼；恙蟎則寄生在臭鼩尾根部、洩殖腔及大腿處。 

 

根據 2016 年 7-9 月調查，在同地區其恙蟲侵染率平均為 80.1%；

2000 年 4 月最低平均為 55%、6 月份為最高 98%，其他月分皆為 82-98% 

(Wang 2005)；2001-2006 年之調查，恙蟲侵染率平均為 65.8% (Wu 

2006)；其中皆以小黃腹鼠被感染率最高。比較 5 年(2016-2022)鼠類體外

寄生蟲組成，侵染率最高者皆為恙蟲、其次為蟎類 (厲蟎 )；其他蜱或蝨之

寄生可能因溫度變化或棲地改變間接造成微氣候改變，而影響其感染狀況 

(表 11)。 

 

恙蟎幼蟲微小，長度約0.2-0.3 mm，肉眼幾乎看不見，因其為寄生性，

容易採集，因此本科之分類幾乎完全依據幼蟲之形態。目前全世界有記錄之

恙蟎科種類約有3,000 多種(黎等，1997) ， 但能傳播人類恙蟲病的恙蟎， 以

Leptotrombidium 屬之Leptotrombidium 亞屬最重要。金門已知種類為7種，

分別為地里恙蟎 (Leptotrombidium deliense)、小板恙蟎 (L. scutellare)、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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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前恙蟎 (Walchia chinensis)、于氏恙蟎 (L. yui)、巨螯齒恙蟎 (Odontacarus 

majesticus)、印度囊棒恙蟎  (Ascoschoengastia indica)、合輪恙蟎屬一種 

(Helenicula sp.)以及英帕恙蟎 (L. imphalum)；其中以地里恙蟎、小板恙蟎會

叮咬人。若要降低民眾樣恙蟲病感染，除了直接降低環境中恙蟲密度外，也

須同時降低鼠類族群才能間接降低恙蟲寄生及其完成生活史機率，所以根本

降低恙蟲病發生需先降低其宿主(鼠類)；利用生物性防治鼠類雖然可行，但

需長時間才能看出效果；鼠隻繁殖迅速，族群恢復力強，防除後殘存鼠隻，

經一年繁殖，密度數量又上升，為降低疾病之流行及提高農作物生產必須配

合殺鼠劑使用及環境管理並行。 

 

鼠類數量增加可能為自然或人為因子，自然因子主要以氣象因子[平均溫

度  (℃)及平均降雨量(mm)]，雖然由圖 9 無法無法顯着性得知氣候變遷與鼠

類捕獲率之關係，但其變化可能是緩慢且長期。在人為因子方面，因為近

年來金門因為大量撤軍，廢棄軍營增多，間接增加鼠類棲息場所；同時工程建設

大增，直接干擾鼠類之生活棲地，導致動物到處逃竄，致使動物種類及數量改變。

在金寧鄉之頂埔下採集點，2010 年以前皆為龍眼荒廢果園，所採集鼠種幾乎為

小黃腹鼠，但近 7 年附近建築物增多，人口相對增多，臭鼩出現比例有上升趨勢。

金湖鎮之料羅採集點也因近年住家興建，其小黃腹鼠數量降低，但臭鼩數量上升。 

 

全球溫度僅上升不到 1℃，但卻足以改變全球疾病的模式。生態學研究是媒

介傳播疾病預測的基礎，主要通過研究媒介生物種群的生態習性、生活史、季節

消長和孳生場所等為控制媒介傳播疾病提供流行的參考，如目前常用的生物發育

起點溫度、發育有效積溫、媒介傳播動力學等指標，其中有效累積溫度說明了溫

度與生物發育的關係(Yang et al. 2006)。例如在美國西南部地區發生漢他病毒肺

症候群之流行被認為是氣候和生態環境的變化使的囓齒動物大量增加所致。連續

6 年的旱災之後，在 1993 春季的反常的降雨量驟增，植物生長良好，同時也增

加動物的食物來源，使得動物數量增加，同時漢他病毒個案也增加(Gubler et al. 

2001, Yoganathan and Rom 2001)。在新墨西哥也發現冬季及春季降雨量增加，其

鼠疫的發生率也會增加(Parmenter et al. 1999)。囓齒動物的數量會隨著氣候的惡

劣與否增減，雖然在乾旱時期囓齒動物數量降低，但是增加動物入侵住家尋找水

源的次數，同時增加居民與動物的接觸機會及其體外寄生蟲的機會，提升了感染

有關鼠類直接及間接傳播的疾病(Khasnis and Nettleman 2005)。氣候因子改變了

蜱的生活史，也同時影響植物、寄主與蜱的分布，進而增加萊姆病個案的發生。

傳播疾病容易因氣候條件影響，但對於較冷的溫度對其有利。Rogers 和 Rando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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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非洲地方性流行區，平均月最高氣溫是蜱出現的最有力預報因子。在東南

非洲地區，決定有無蜱出現的氣溫之差只有 2℃。在美國南部，由於蜱不能受高

溫和乾燥之天氣，所以落磯山斑點熱之病例減少(Rogers and Randolph 1993)。  

 

今年(2022 年)金門在 7-9 月降雨量與往年差不多，但至年底降雨量低(附件

2)；雖然於此次調查沒有關係，但因降雨量低，造成植物生長遲緩或死亡，間接

造成田間鼠類食物來源減少。氣候變化對於鼠類族群數量無法立即顯現，但經過

數月氣候持續惡劣，可能會造成鼠類身體虛弱、進入住家取食或死亡；若死亡原

因與疾病有關係，須密切注意是否為人畜共通疾病，造成民眾感染。鼠類身體虛

弱或死亡會造成體外寄生蟲離開尋找健康動物，居民可能因為被叮咬而感染疾

病；鼠類侵入住家會造成食物或電器設備遭嚙咬汙染，同時也可能因為鼠類糞尿

或體外寄生蟲的關係，造成疾病的感染。 

 

鼠類及其體外寄生蟲數量變動可能為自然(溫溼度)或人為因子，雖然目前無

法顯着性得知氣候變遷與鼠形動物捕捉率之關係，其變化可能是緩慢且長期。所

以要能看出明顯氣候變化對於鼠類之影響，但仍需長期的監測及調查，在同時也

需要隨時注意體外寄生蟲之消長及血清含各疾病抗體發生率之改變，以防止相關

傳染疾病之大發生。對於台灣周邊國家甚至全球之鼠類相關人畜共同傳染病也需

注意，例如近幾年中國大陸發生腺鼠疫及肺鼠疫個案，如未經治療其致死率為

30～60％；腺鼠疫經常發生於人體鼠蹊部，受感染的淋巴腺發炎、紅腫、

壓痛且可能流膿，並伴隨發燒，後續可引起敗血性鼠疫，經由血液感染

身體各部位，包括腦膜。肺的次發性感染可造成肺炎、縱膈炎或引起胸

膜滲液，肺鼠疫之飛沫傳染可進一步造成人與人之間傳染流行，尤其藉

由交通運輸的管道其擴散速度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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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年度(2022 年)共調查 6 種小型哺乳動物，分別為溝鼠、亞洲家鼠、小黃腹

鼠、家鼷鼠、赤腹松鼠及臭鼩 (臭鼩) ，分屬於為 2 目(囓齒目及食蟲目)、3 科(家

鼠科、松鼠科及鼩鼱科)；上述小型動物外部型態特徵經鑑定，並無新增外來種

鼠類。 

 

今年(2022 年)金門在 7-9 月降雨量與往年差不多，但至年底降雨量低；雖然

於此次調查沒有關係，但因降雨量低，造成植物生長遲緩或死亡，間接造成田間

鼠類食物來源減少。氣候變化對於鼠類族群數量無法立即顯現，但經過數月氣候

持續惡劣，可能會造成鼠類身體虛弱、進入住家取食或死亡。鼠類行為改變間接

影響農作物生長及居民健康，其體外寄生蟲之種類及數量隨之改變，須隨時注意

氣候變化對於植物及鼠類之影響。 

 

此次體外寄生蟲種類及侵染率調查，恙蟲侵染率為 76.1%、蟎類為 65.4%、

蝨類侵染率佔 47.2%，蚤類在西堡及頂埔下發現，雖然侵染率低(表 10)，但因中

國大陸近幾年發生腺鼠疫及肺鼠疫流行需提高警覺，同時其他體外寄生蟲數量也

在變化需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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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2 年 7 月至 9 月金門縣鼠類捕獲率  

次數 (日期) 捕獲隻數 籠夜數 捕獲率 (%) 

第一次(7/4-7/6) 83 351 23.6 

第二次 (8/1-8/3) 77 361 21.3 

第三次 (9/5-9/7) 87 360 24.2 

合    計 247 1072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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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2 年 7 月至 9 月金門縣各採集點捕獲鼠類之種類  

採集點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亞洲家鼠 

Rattus 

tanezumi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家鼷鼠 

Mus  

musculus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臭鼩 

Suncus 

murinus 

 

總隻數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金湖鎮              

料羅村 0( 0 )  0( 0 )  33(82.5  3( 7.5)  0( 0 )  4(10.0)  40(16.2) 

金沙鎮              

陽翟村 0( 0 )  0( 0 )  30(85.7)  1( 2.9)  0( 0 )  4(11.4)  35(14.2) 

金寧鄉              

西堡村 4( 8.3)  0( 0 )  17(35.4)  1( 2.4)  0( 0 )  26(54.2)  48(19.4) 

頂埔下村 0( 0 )  0( 0 )  39(90.7)  0( 0 )  0( 0 )  4( 9.3)  43(17.4) 

埔邊村 0( 0 )  2( 2.8)  0( 0 )   0( 0 )  1( 4.0)  22(88.0)  25(10.1) 

金城鎮              

官裡村 0( 0 )  1( 2.4)  32(78.0)  0( 0 )  0( 0 )  8(19.5)  41(16.6) 

烈嶼鄉              

后頭村 1( 6.7)  0( 0 )  12(80.0)  0( 0 )  0( 0 )  2(13.3)  15( 6.1) 

總 計 5( 2.0)   3( 1.2)   163(66.0)  5( 2.0)   1( 0.4)   70(28.3)  24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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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2 年 7 月金門縣各採集點捕獲鼠類之種類  

採集點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亞洲家鼠 

Rattus 

tanezumi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家鼷鼠 

Mus  

musculus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臭鼩 

Suncus 

murinus 

 

總隻數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金湖鎮              

料羅村 0( 0 )  0( 0 )  10(76.9)  1( 7.7)  0( 0 )  2(15.4)  13(15.7) 

金沙鎮              

陽翟村 0( 0 )  0( 0 )  14(82.4)  1( 5.9)  0( 0 )  2(11.8)  17(20.5) 

金寧鄉              

西堡村 2(18.2)  0( 0 )  3(27.3)  0( 0 )  0( 0 )  6(54.5)  11(13.3) 

頂埔下村 0( 0 )  0( 0 )  16(84.2)  0( 0 )  0( 0 )  3(15.8)  19(22.9) 

埔邊村 0( 0 )  1(16.7)  4(66.7)  0( 0 )  1(16.7)  0( 0 )  6( 7.2) 

金城鎮              

官裡村 0( 0 )  1( 6.7)  11(73.3)  0( 0 )  0( 0 )  3(20.0)  15(18.1) 

烈嶼鄉              

后頭村 1(50.0)  0( 0 )  1(50.0)  0( 0 )  0( 0 )  0( 0 )  2( 2.4) 

總 計 3( 3.6)   2( 2.4)   55(66.3)  2( 2.4)  1( 1.2)  20(24.1)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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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22 年 8 月金門縣各採集點捕獲鼠類之種類  

採集點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亞洲家鼠 

Rattus 

tanezumi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家鼷鼠 

Mus  

musculus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臭鼩 

Suncus 

murinus 

 

總隻數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金湖鎮              

料羅村 0( 0 )  0( 0 )  7(87.5)  1(12.5)  0( 0 )  0( 0 )  8(10.4) 

金沙鎮              

陽翟村 0( 0 )  0( 0 )  9(81.8)  0( 0 )  0( 0 )  2(18.2)  11(14.3) 

金寧鄉              

西堡村 2(11.1)  0( 0 )  5(27.8)  1( 5.6)  0( 0 )  10(55.6)  18(23.4) 

頂埔下村 0( 0 )  0( 0 )  12(92.3)  0( 0 )  0( 0 )  1( 7.7)  13(16.9) 

埔邊村 0( 0 )  1(12.5)  0( 0 )  0( 0 )  0( 0 )  7(87.5)  8(10.4) 

金城鎮              

官裡村 0( 0 )  0( 0 )  9(69.2)  0( 0 )  0( 0 )  4(30.8)  13(16.9) 

烈嶼鄉              

后頭村 0( 0 )  0( 0 )  5(83.3)  0( 0 )  0( 0 )  1(16.7)  6( 7.8) 

總 計 2( 2.6)   1( 1.3)  47(61.0)  2( 2.6)  0( 0 )   25(32.5)  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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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22 年 9 月金門縣各採集點捕獲鼠類之種類  

採集點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亞洲家鼠 

Rattus 

tanezumi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家鼷鼠 

Mus  

musculus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臭鼩 

Suncus 

murinus 

 

總隻數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金湖鎮              

料羅村 0( 0 )  0( 0 )  16(84.2)  1( 5.3)  0( 0 )  2(10.5)  19(21.8) 

金沙鎮              

陽翟村 0( 0 )  0( 0 )  7(100)  0( 0 )  0( 0 )  0( 0 )  7( 8.0) 

金寧鄉              

西堡村 0( 0 )  0( 0 )  9(47.4)  0( 0 )  0( 0 )  10(52.6)  19(21.8) 

頂埔下村 0( 0 )  0( 0 )  11(100)  0( 0 )  0( 0 )  0( 0 )  11(12.6) 

埔邊村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11(100)  11(12.6) 

金城鎮              

官裡村 0( 0 )  0( 0 )  12(92.3)  0( 0 )  0( 0 )  1( 7.7)  13(14.9) 

烈嶼鄉              

后頭村 0( 0 )  0( 0 )  6(85.7)  0( 0 )  0( 0 )  1(14.3)  7( 8.0) 

總 計 0( 0 )   0( 0 )   61(70.1)  1( 1.1)  0( 0 )   25(28.7)  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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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年度金門縣鼠種隻組成變化(2016-2022)a 

年度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臭鼩 

(Suncus murinus) 
家鼷鼠 

(Mus musculus) 
總捕獲率 b 

(%) 

2016 年 226(74.1) 60(19.7) 1(0.03) 30.5(305/1001) 

2017 年 183(64.2) 74(26.0) 7( 2.3) 28.6(285/ 998) 

2018 年 149(61.6) 73(30.2) 14( 5.8) 23.0(242/1054) 

2019 年 160(68.7) 59(25.3)  5( 1.6) 22.1(233/1054) 

2020 年 133(57.6) 75(32.5) 12( 5.2) 22.0(231/1052) 

2021 年 87(47.3) 86(46.7) 2( 1.1) 16.9(184/1088) 

2022 年 163(66.0) 70(28.3) 5( 2.0) 23.0(247/1072) 

a：僅將 3 鼠種整理比較，非全部鼠種 

b：捕獲率=(捕獲鼠隻/總龍夜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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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不同年度金門縣鼠種採集點捕獲率變化(2016-2022)a 

年度 
地名(捕獲率%)b   由高至低排序 

總隻數 
1 2 3 4 

2016 年 頂埔下(19.3) 官裡(16.7) 西堡(16.1) 料羅、陽翟(15.4) 305 

2017 年 頂埔下(21.8) 官裡(18.9) 西堡(17.1) 料羅(16.8) 285 

2018 年 頂埔下(19.3) 西堡(17.4) 陽翟(16.1) 料羅(14.0) 242 

2019 年 頂埔下(22.7) 料羅(20.3) 官裡(16.3) 西堡(12.9) 233 

2020 年 西堡(19.0) 頂埔下(18.2) 料羅(17.7) 陽翟(14.3) 231 

2021 年 西堡(22.3) 料羅(18.5) 陽翟(17.4) 官裡(15.2) 184 

2022 年 西堡(19.4) 頂埔下(17.4) 官裡(16.6) 料羅(16.2) 247 

a：僅將捕獲率前 4 高整理比較，非全部採集點 

b：捕獲率=(捕獲鼠隻/總龍夜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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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22 年金門縣各採集點之鼠類基本資料  

鼠隻種類 
性別(隻)a 

雄/雌 

體重(公克) 

平均值標準差 

體長(公釐) 

平均值標準差 

尾長(公釐) 

平均值標準差 

溝鼠 

(n=5) 
4/1 168.488.7 180.614.1 182.019.2 

     

亞洲家鼠 

(n=3) 
2/1 100.324.0 120.060.0 173.317.0 

     

小黃腹鼠 

(n=163) 
88/75 97.558.3 153.615.6 158.320.0 

     

家鼷鼠 

(n=5) 
4/1 10.20 2.4 71.8 3.3 77.5 4.7 

     
臭鼩 a 

(n=70) 
45/25 41.310.8 123.121.1 77.010.6 

 a：(1)適合度檢定：卡方檢定主要適用於兩個值的變數(類別或次序變數)之差異分析，常見

有 4 種，適合度考驗(goodness-of-fit test)、百分比同質性考驗(test of homogeneity 

proportions)、改變的顯著考驗(test of significance of change)及.獨立性考驗(test of 

Independence)。其中適合度檢定是比較各類別中的觀察和期望次數，以檢定是否所有

類別都包含相同的數值比例，或各類別都包含使用者指定的數值比例。 

(2)總捕獲隻數性別(143/104)，卡方值為 6.158，p=0.013，p<0.05 

(3)小黃腹鼠性別(88/75) ，卡方值為 1.037，p=0.30，p>0.05 

(4)臭鼩性比(45/25)，卡方值為 5.71，p=0.01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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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022 年金門縣各採集點捕獲鼠類之死亡存活率  

採集點 存活隻數 總隻數 存活率(%)a 

金湖鎮    

料羅村 30 40 75.0 

金沙鎮    

陽翟村 30 35 85.7 

金寧鄉    

西堡村 21 48 43.8 

頂埔下村 34 43 79.1 

埔邊村  8 25 32.0 

金城鎮    

官裡村 29 41 70.7 

烈嶼鄉    

后頭村  7 15 46.7 

總 計 159 247 64.4 

a：存活率(Survey Rate, % ) = (存活之鼠類隻數/觀察鼠類隻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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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022 年金門縣各採集點之存活鼠類體外寄生蟲之侵染率  (n=159) 

採集點 

 

受檢動物 

隻數 (No.) 

  No. (Infestation Rate, %)a 

體外 

寄生蟲 
蚤類 蝨類 蜱類 蟎  恙蟎  

金湖鎮        

料羅村 30 27(90.0) 0( 0 ) 13(43.3) 0( 0 ) 22(73.3) 19(63.3) 

金沙鎮        

陽翟村 30 30(100) 0( 0 ) 12(40.0) 1( 3.3) 24(80.0) 29(96.7) 

金寧鄉        

西堡村 21 19(90.4) 1( 4.8) 12(57.1) 0( 0 ) 11(52.3) 14(66.7) 

頂埔下村 34 33(97.0) 2( 5.9) 16(47.1) 1( 2.9) 24(70.6) 29(85.3) 

埔邊村  8  7(87.5) 0( 0 ) 3(37.5) 0( 0 ) 1(12.5) 4(50.0) 

金城鎮        

官裡村 29 28(96.6) 0( 0 ) 20(69.0) 0( 0 ) 17(28.6) 22(75.9) 

烈嶼鄉        

后頭村  7  6(85.7) 0( 0 ) 2(28.6) 1(14.3) 4(57.1) 4(57.1) 

總 計 159 150(94.4) 3( 1.9) (47.2) 3( 2.0) 104(65.4) 121(76.1) 

a：侵染率(Infestation Rate, % )= (攜帶某種體外寄生蟲之鼠類隻數/觀察鼠類隻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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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不同年度金門縣鼠種隻體外寄生蟲種類組成變化(2016-2022) 

年度 檢查 
總隻數 恙蟲 蟎 蜱 蝨 

2016 年 142 115(80.1) -  14( 9.9) 69(48.6) 

2017 年 100 60(60.0) 48(48.0) 16(16.0) 41(41.0) 

2018 年 111 76(76.8) 66(59.5) 17( 9.8) 29(16.7) 

2019 年 147 110(79.1) 102(73.4) 18(12.9) 60(43.2) 

2020 年 115 62(63.3) 70(60.3) 13(13.3) 35(35.7) 

2021 年 63 44(77.2) 36(63.2) 8(14.0) 36(63.2) 

2022 年 159 121(76.1) 104(65.4) 3( 2.0) 7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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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金門地區連續 20 年監測每年 8 月份鼠類捕捉率與氣候因子之關係(2001-2021) 



  
27 

 
 

圖 2 金門縣 7 個鼠類採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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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場鼠類採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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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鼠隻基本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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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鼠類體外寄生蟲寄生狀況 



  
30 

 

 
 

 
 

 

 

 

圖 6  鼠類體外寄生蟲寄生部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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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金門縣農田鼠類採集種類 



  
32 

 

 
 

圖 8  鼠類體外寄生蟲種類 
(太平洋甲勝蝨圖為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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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金門地區連續 22 年監測每年 8 月份鼠類捕捉率與氣候因子之關係(2001-2022) 



  
34 

 
表 1. 2004-2021 年全國各縣市恙蟲病發生率總整理 

    年代 

縣市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總計 

基隆市 1 1 0 2 5 3 3 0 2 0 0 1 3 1 0 4 3 2 31 

臺北市 3 14 12 19 24 23 24 16 15 18 7 31 18 8 9 23 23 7 294 

新北市 10 10 20 25 21 22 30 14 20 24 6 25 32 17 15 30 26 8 355 

桃園市 3 4 7 10 13 11 5 8 12 15 16 8 15 12 11 8 12 12 182 

新竹縣 0 1 7 4 8 2 3 1 9 10 8 12 8 4 6 8 5 5 101 

苗栗縣 2 5 3 5 13 7 3 4 6 10 2 2 6 7 4 4 4 6 93 

新竹市 0 1 2 4 5 1 2 1 3 3 0 3 3 3 1 3 3 5 43 

臺中市 14 12 8 10 22 9 12 13 11 13 7 18 17 9 17 29 26 12 259 

彰化縣 8 6 10 8 9 6 7 7 6 5 6 3 8 4 8 6 9 3 119 

南投縣 22 24 18 21 32 26 18 14 26 29 21 23 16 19 26 16 20 11 382 

雲林縣 5 1 4 7 3 1 5 2 3 2 0 2 3 6 1 2 1 0 48 

嘉義縣 7 2 4 4 4 0 3 4 0 3 2 4 1 3 2 4 5 3 55 

嘉義市 0 1 3 1 1 0 0 1 0 3 0 0 2 0 0 4 1 0 17 

台南市 13 3 6 12 19 5 12 3 3 5 2 11 7 13 1 9 11 8 143 

高雄市 71 66 60 56 42 33 32 25 51 43 39 29 59 55 42 53 30 17 803 

屏東縣 15 26 16 22 23 13 9 6 16 17 11 7 16 21 12 14 18 8 270 

宜蘭縣 3 4 14 10 9 11 5 6 2 8 8 15 10 15 6 12 12 6 156 

花蓮縣 57 74 48 75 43 56 45 36 38 48 34 37 64 68 67 69 67 54 980 

臺東縣 37 61 48 41 30 57 75 53 65 83 61 57 61 65 88 80 82 84 1128 

澎湖縣 10 28 47 73 94 31 36 21 77 122 96 99 80 55 32 67 41 35 1044 

金門縣 27 95 77 77 66 47 50 77 64 76 60 57 66 29 16 12 13 11 920 

連江縣 10 14 4 4 17 9 15 22 21 17 18 38 10 8 8 4 7 6 232 

總計 318 453 418 490 503 373 394 334 450 554 404 482 505 422 372 461 419 303 7655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https://nidss.cdc.gov.tw/ch/NIDSS_DiseaseMap.aspx?dc=1&dt=4&disease=0812) 

( 附件 1 ) 2004-2021 年全國各縣市恙蟲病發生率總整理 (本土病例及境外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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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5-2022 年金門年逐月雨量(mm)總整理 

年代 

月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 0.8 19.9 44 29.5 3.1 25.6 3.1 60.6 
  

32.5 196.6 4.6 149.3 4.4 37.7  47.5 

2 73.9 101.7 22.5 35.2 17.6 95.9 19.1 81.5 17.6 84.3 55.2 41.3 90.1 20.6 37.5 47.6 40.0 179.5 

3 213.8 133.4 52.1 20.2 117.7 41.4 16 22.1 73.7 52.2 28.1 248.2 39.7 35.4 201.7 39 20.0 102.0 

4 68.8 146.6 159.7 68.1 180.1 118 21.7 140.7 188.4 53 72.9 274.6 44.6 19.8 113.1 41.6 50.0 18.0 

5 155.5 487.4 97.5 63.3 31 183.1 90.6 126.1 297.2 300.8 169 223.5 100.9 227.8 190 61.1 50.5 214.5 

6 171.5 125.5 373.3 231.2 190.6 187.4 114.7 118.5 151.4 148.5 24.2 55 170.9 109.5 117.1 107 81.5 184.5 

7 17 263.5 1.5 251.6 77.2 4.4 122.4 31.6 355.6 106.9 138.1 137 92.6 3.5 45.3 19.5 10.0 120.0 

8 373.6 72.6 200.2 67.3 136.8 8.4 185.4 38.7 181.9 115.1 182.6 73.5 46.5 183 112.7 44.5 152.0 34.0 

9 326.5 17.2 15.3 27.4 29.9 130.5 36.9 59 27.9 1.6 214.2 362.3 29.4 29.9 2.7 48 23.0 31.0 

10 91.5 
 

5.4 163.1 1.2 129.6 1.5 7.5 3.9 0.4 7.9 110 1.3 5.5 5 0.5 0.5  

11 
 

101.7 16.3 62.5 68.5 14.2 167.9 125.3 47.9 6.7 
 

123.1 28.6 73.5 
 

40 12.0 - 

12 9.1 75 6.3 5.8 30.6 34.1 1 81.6 55.3 36.3 184.9 28 
 

20.5 75.8 
 

32.5 - 

總計 1502 1544.5 994.1 1025.2 884.3 972.6 780.3 893.2 1400.8 905.8 1109.6 1873.1 649.2 878.3 905.3 486.5 472.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觀測資料查詢系統       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  ) 

( 附件 2 ) 2005-2022 年金門逐月降雨量(mm)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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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    覆 

樊委員德正   

1. 全文鼩鼱科之臭鼩(Suncus murinus)，或

以錢鼠描述，全文統一 

 已統一修改。 

2. 初稿第 1 頁：圖 1 說明描述精準  已修改。定稿第 1 頁，第二段第一句 

3. 初稿第 1 頁：：附件 2 金門恙蟲病個案

數重新整理 

 已修改。定稿第 34 頁，附件一 

表 2004-2021 年全國各縣市恙蟲病發

生率總整理 (本土病例及境外移入) 

4. 初稿第 1 頁第 2 段倒數第 2 行：若宿主

(鼠類)大量減少……描述再詳細 

 已說明。定稿第 1 頁，第二段倒數第 6

行 

5. 初稿第 3 頁第 2 段：為何引用外國鼠類

疾病抗體陽性率….，段落前面先說明原

因，再描述發生情形 

 已重新整理說明。定稿第 3 頁，第二段 

6. 初稿第 7 頁第 1 段第 5 行：並無外來種

鼠類之入侵，建議增加無”新增”外來種 

 已增加。定稿第 7 頁，第一段及第 11 頁

第一段 

7. 初稿第 7 頁第 2 段第 4 行：溝”鼠”缺一

字 

 已增加。定稿第 7 頁，第二段第 4 行 

8. 初稿第 7 頁第三段末句：可能住家鄰近

且飼養犬隻….，說明再詳細清楚 

 已說明。定稿第 7 頁，第二段倒數第 7

行 

9. 初稿第 8 頁第 2 段：鼠隻基本資料單位

錯誤；說明比較性別個體數量差異之統

計檢定方法 

 已修改及統計分析方法補充。定稿第 8

頁第 1 行及定稿第 22 頁，表 8 

10. 初稿第 8 頁第 3 段：數據錯誤，請更

正 

 已修正。定稿第 8 頁，第 2 段倒數第 1

行 

11. 初稿第 9 頁第 2 段末：描述清楚  已說明。定稿第 9 頁，第 1 段(接續第 8

頁)第 6 行 

12. 初稿第 9 頁第 3 段：自然因子是否包

含探討食物鏈… 

 無包含食物鏈探討。 

13. 初稿第 9 頁第 3 段：說明全球溫度上

升 1℃ 

 已說明。定稿第 9 頁，第 3 段 

14. 初稿第 11 頁第 3 段：說明金門為何對

於中國鼠疫要提高警覺? 

 已說明。定稿第 10 頁，第 3 段第 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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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    覆 

   

李委員有世   

1. 請於第 7 頁結果第 1 段：有關外來種鼠

類之入侵，建議增加無”新增”外來種 

 已增加。定稿第 7 頁，第一段及第 11

頁第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