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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至 2024年臺灣登革熱病例激增，國際研究指出太平洋區聖嬰現象指數(ONI與 SOI)與登

革熱病例數具正相關，推測聖嬰影響氣溫及雨量，增加登革熱病媒蚊傳播。故分析臺灣登革熱病例

數與聖嬰指數相關性，顯示 ONI值 8月至 2月關聯性高，兩病媒蚊均具傳播貢獻，且主要病源為南

部。 

    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期間天氣因子關聯，則以 8-10月 ONI值 1.7～1.9；8、9月均溫 28～30

℃； 

10月雨量 0～50mm為登革熱爆發最多的範圍。數據呈現 ONI上升 1.0南部 1 月氣溫可上升 0.28

℃，表明若聖嬰持續跨年，如 2023-2024，可使冬季溫度激升，病媒蚊持續生長，造成病例數激

增，故政府更需重視聖嬰年冬季登革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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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3年臺灣登革熱病例數大爆發，伴隨聖嬰現象發生。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研究指出太平洋

洲島國，14個國家中有 10個國家其聖嬰現象相關氣象學指數與登革熱病例數間有正相關性。聖嬰

現象引發的氣候變化使得原本就潮溼溫暖的太平洋地區，氣溫更加溫暖，雨量更加豐沛，導致病媒

蚊之大量繁殖，增加登革熱發生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2002)。 

    除此之外，美國匹茲堡大學 Van Panhuis博士團隊，收集台灣及東南亞等 8國 18年間 273個

省份共 350萬筆每月登革熱病例監測資料，結合氣候及人口參數，利用時間空間動態分析方法，發

現於 1997年至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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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高溫有助於病媒蚊快速繁殖及散播。(國家網路醫藥網站，2019) 

    2023年台灣本土的登革熱病例數相較於 2016-2022 年，呈現大幅增加，總計約 1.7萬(中央通

訊社。2023)。其中傳染媒介為白線斑蚊以及埃及斑蚊兩種蚊子，兩種病媒蚊之比較如下表 1，而

兩種病媒蚊產卵地多為死水以及不透風且無天敵的平靜積水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2001) 

表 1、病媒蚊-白線斑蚊與埃及斑蚊比較 

病媒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棲息地 室外 室內 

活動時間 日間 黃昏、黎明 

耐寒程度 高 低 

蟲卵孵化耐旱程度 乾旱 6個月以上仍可孵化 乾燥 3個月仍可孵化 

雌蚊 吸人血、哺乳動物血 吸人血 

雄蚊 不吸人血以植物汁維生 不吸人血以植物汁維生 

成蚊壽命(天) 雌:14天、雄:15天 雌:30天、雄:15天 

吸血特性 單一對象，警覺性低 多個對象，警覺性高 

傳播速度 慢 快 

天敵 食蚊魚、水生昆蟲、壁虎、鳥

類、蝙蝠、蜻蜓等 

食蚊魚、水生昆蟲、壁虎、鳥

類、蝙蝠、蜻蜓等 

資料出處：此表由本團隊自行繪製(資料來自：屏東縣政府全球資訊網，2024；錢信帆、2024；陳

易呈等，2019) 

 

    因此本團隊想利用計算臺灣各月分區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南方震盪指數(SOI)

之相關係數比較相關性，並觀察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的月份是否也出現聖嬰，甚至強聖嬰，探討登

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的極端連動性，整合以上兩項找到關聯性，並推算趨勢。也藉分析聖嬰現象

與臺灣分區之天氣因子相關性，探討聖嬰與登革熱盛行月份之特徵及變化趨勢。並嘗試利用病媒蚊

生長習性，解釋聖嬰發生與登革熱傳播可能原因，找到病例數爆發之環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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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以月為單位計算兩種聖嬰指數(海洋聖嬰指數 ONI、南方震盪指數 SOI)與臺灣登革熱病例數之

相關係數，藉此比較何種指數與臺灣登革熱傳播較具相關性。 

(二)利用聖嬰指數與登革熱分區病例數的相關係數計算及檢視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是否發生聖嬰

現象，藉此推知臺灣各地區登革熱病例數是否與聖嬰現象有關聯性(相關性+極端值連結)，並

推算出聖嬰影響登革熱病例數增加之趨勢。 

(三)計算海洋聖嬰指數(ONI)與臺灣各區測站天氣因子相關係數，藉由達中度相關測站比例，找出

聖嬰現象與臺灣各區天氣因子的相關性，包含氣溫、雨量、日照時數，並推算出聖嬰指數對天

氣因子影響之趨勢。 

(四)藉由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發生時關聯性高的天氣因子，找出各月分區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之特

定氣象條件，並試圖用天氣因子變化預估登革熱病例數。 

(五)藉分析登革熱病例數異常時臺灣及各區縣市測站均溫/最高氣溫/最低氣溫數值，找出登革熱病

例數異常多時之溫度分布趨勢，並與病媒蚊生活習性進行對比，找出登革熱最可能傳播氣溫分

布。 

(六)針對臺灣登革熱起源地南部病例數異常多月份分析 ONI指數、氣溫、雨量特徵，藉此推估病例

數爆發條件。 

貳、研究設備與資料來源 

一、研究設備： 

    電腦一台、網路、excel 軟體、PHOTOIMPCT軟體。 

二、資料來源：(如表 2) 

表 2、分析資料來源及擷取區間 

項目 來源 擷取年份及數值區間 擷取內容 

海洋聖嬰指數(ONI) 美國國家海洋及氣

象總署(NOAA)網站 

2008 年至 2024年 2月分月數值 

(當月及前後兩月平均) 

海洋聖嬰指數(ONI)數值 

南方震盪指數(SOI) NOAA網站 2008 年至 2024年 2月分月數值 南方震盪指數(SOI)數值 

氣象資料 中央氣象署網站 2008 年至 2024年 2月 

分月測站數值 

雨量、氣溫(均溫、最

高、最低)、日照時數 

各縣市登革熱病例數 衛福部傳染病統計

資料查詢系統 

2008 年至 2024年 2月 

分月分縣市數值 

登革熱各縣市病例數 

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原理及分區氣象測站數位置說明： 

(一)常態分佈與極端值： 

   常態分布常用於大數據統計不明隨機變

數，如圖 1。理論上常態分布下平均值即為最

多數值分布點，相差一個標準差包含 68.27%的

案例數，相差兩個則是 95.45%，相差三個是

99.73%。本研究設定極端異常值為數值大於平

均值±一個標準差，呈現特多或特少的狀態。

如統計臺北市測站 2008至 2023年 8月平均氣

溫為 29.8℃，標準差為 0.6℃，則 30.4℃以上

氣溫稱為異常高溫；29.2℃以下則異常低溫。 

 
圖 1、常態分布曲線圖 

(摘自：國立臺灣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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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係數： 

     是一種相關程度的測量，在統計學上的意義是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正相關代表兩個獨立數

值同時增加，或同時減少；負相關則為一增一減或一減一增。若將兩數值點入 XY分布圖，呈現線

性分布，則相關係數高；非線性分布則相關性低，如圖 2。若相關係數值介於 1.0至 0.7間為高度

正相關，本研究將以紅色底(█)標示；介於 0.7至 0.3 間為中度正相關，本研究將以黃色底(█)標

示；介於-0.7至-0.3間為中度負相關，本研究將以綠色底(█)標示；介於-1.0至-0.7間為高度負

相關，本研究將以藍色底(█)標示。如統計蘇澳 2008 至 2023年 8月氣溫與 ONI指數相關係數為

0.71 為高度正相關，代表當 ONI指數高時，相較蘇澳在 8月份氣溫也較高。 

 

圖 2、相關性示意圖 

(三)趨勢線方程式與 R平方值： 

    見圖 2當兩獨立數值具有相關性時，可利用 EXCEL 軟體繪製趨勢線，若顯示公式為 y=ax+b，

則 a 為斜率，若 a>0為正相關、a<0為負相關。斜率 a可代表當 x增加 1.0時 y值的變化量，如若

x為 ONI值、y為登革熱病例數值，y=10x+100，當 ONI 值(x值)增加 1.0，則登革熱病例數(y值)

增加 10個病例數。 

    R平方值與相關係數概念接近，但不同於相關係數數值可呈現正、負相關，介於-1到+1間。R

平方值數值介於 0到+1，越接近+1，代表 XY分布圖數值越接近趨勢線，即相關性越高。 

(四)氣象測站位置分區： 

    本研究分析 2008年至 2023 年分月氣象資料(氣溫、雨量、日照時數)資料與海洋聖嬰指數

(ONI)進行相關係數分析，測站位置及分區如圖 3，分區測站表如表 3。 

 
圖 3、氣象測站位置分區 

表 3、氣象測站位置分區表 

區域 測站名  測站數 

北部 

基隆  竹子湖  

8 
宜 蘭  淡 水  

蘇 澳  台 北  

鞍 部  新 竹  

中部 

台 中    

3 梧 棲    

日月潭    

南部 

阿里山  台 南  

6 玉山  高 雄  

嘉 義  恆 春  

東部 
花 蓮  台 東  

4 
成 功  大 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8%E5%85%B3_(%E6%A6%82%E7%8E%87%E8%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C%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8A%E6%9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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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及方法： 

(一)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的時空關聯性探討：(如圖 4) 

1.比較海洋聖嬰指數(ONI)、南方震盪指數(SO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性何者較高。 

2.分月分區計算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找出分區分月相關性，並著色分

析。 

3.統計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是否發生聖嬰或強聖嬰，找出分區異常病例是否和聖嬰現象發生連

動，試圖找出極端連動性。 

4.統計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性與異常連動性，找出最有關聯之時空分布。 

5.利用回歸趨勢線，推算登革熱病例數隨海洋聖嬰指數(ONI)的變化趨勢。 

 
圖 4、步驟一：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的時空關聯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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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聖嬰指數(ONI)與臺灣分區氣象因子的相關性探討：(如圖 5) 

1.計算聖嬰指數(ONI)與臺灣各分區測站相關係數。 

2.分區統計達中度相關測站百分比，並設定達 25%以上測站代表具相關性。 

3.由步驟一中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具關聯性時空(2分以上)，進行天氣因子特徵分

析，並推算隨聖嬰現象之變化趨勢。 

4.試圖由聖嬰指數預測登革熱病例爆發時空分布，並推算天氣因子隨 ONI的變化趨勢。 

 
圖 5、步驟二：海洋聖嬰指數與分區氣象因子的相關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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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臺及分區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各區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及推估危險性探討： 

(如圖 6) 

1.文獻搜尋埃及、白線斑蚊適合生存氣溫，了解病媒蚊生長所需環境溫度，並試圖解釋登革熱病例

數暴增可能溫度環境原因。 

2. 全臺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了解全臺登革熱發生病例爆發溫度分布

情況。 

3.比較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各區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以了解區域差異性。 

4.統計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各月 ONI值、均溫、雨量分布，推估登革熱病例爆發條件。 

 
圖 6、步驟三：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各區氣溫分布及推估危險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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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各季節臺灣分區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相關性與極端連動性探討： 

(一)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ONI、SOI)相關性探討： 

    統計 2008年至 2023年各月分區及全台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ONI、SOI)相關係數值，如下

表 4。由表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性不論是達中度相關以上月份數(達 10個月)及

相關性(達高度相關月份達 6 個月)均明顯高於南方震盪指數(SOI，達正負中度相關月份 8個月，無

達高度相關月份)，可見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性高。故本研究以下將以海洋聖嬰

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性及異常連動性進行探討。 

表 4、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ONI、SOI)相關係數值 

 
(二)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與極端連動性統計： 

1.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統計與探討： 

    統計 2008年至 2023年各月分區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值如下表 5。可

見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除春季(3-5月)外，均呈現大範圍之相關性。又以 8月至隔年 1月臺灣

多區呈現高度正相關，為聖嬰引發登革熱主要影響月份。區域方面南部一年中 10個月達中度相關

以上，其中 4個月達高度相關，最具相關性。 

表 5、各月全臺及分區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值表 

 
●註：白底無數值-數值無法計算相關係數；黃底(█)-中度正相關；紅底(█)-高度正相關。 

2.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極端連動性統計： 

   為了呈現登革熱病例數極端多(平均再一個標準差以上)時是否也呈現聖嬰現象，極端值是否連

動，本團隊設計一個方法，經統計若登革熱病例數極端多月份，是否發生聖嬰(1.5℃>ONI>0.5

℃)，計分 1分；若發生強聖嬰(ONI>1.5℃，聖嬰定義之三倍差溫度)，計分 2分；無聖嬰(ONI<0.5

℃)，則計 0分。藉此計算平均每次發生登革熱時，聖嬰發生與否，若計分平均 1分以上代表本月

登革熱病例數極端多時每次均發生聖嬰(ONI>0.5℃)；若計分平均在 1.5分以上，代表本月登革熱

病例數極端多時至少有數次強聖嬰(ONI>1.5℃)。計算結果，如表 6。藉此可推知登革熱病例數極

端多時，發生聖嬰甚至強聖嬰的機率高低。 

    由表 5可見登革熱病例數極端多時，發生聖嬰的機率僅 4-5月低，其他月份尤其夏末至冬天(8

月到 2月)，可見病例數極端與聖嬰發生連動性高。區域上來說南部極端連動平均 1分以上達 8個

月，且有 7個月達 1.5分以上，故以南部極端連動性最高。 

SOI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台 0.53 -0.43 -0.01 -0.27 0.17 -0.28 -0.48 0.11 0.11 0.24 0.33 0.33

北部 -0.38 0.13 0.04 -0.05 -0.05 -0.14

中部 -0.33 -0.43 -0.11 -0.34 -0.39 0.23 0.38

南部 0.50 -0.43 -0.01 -0.27 0.18 -0.28 -0.27 0.10 0.10 0.28 0.26 0.40

東部 -0.41

ONI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台 0.72 0.51 0.27 0.12 0.39 0.56 0.66 0.81 0.78 0.69 0.68 0.70

北部 0.69 0.58 -0.11 0.74 0.69 0.60 0.67 0.67

中部 0.66 0.39 0.47 0.50 0.63 0.77 0.74 0.68

南部 0.71 0.51 0.27 0.12 0.39 0.56 0.67 0.81 0.78 0.69 0.69 0.70

東部 0.18 0.64 0.65 0.71 0.65 0.48

數值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台 0.72 0.51 0.27 0.12 0.39 0.56 0.66 0.81 0.78 0.69 0.68 0.70

北部 0.70 0.58 -0.11 0.74 0.69 0.60 0.67 0.67

中部 0.66 0.39 0.47 0.50 0.63 0.77 0.74 0.68

南部 0.71 0.51 0.27 0.12 0.39 0.56 0.67 0.81 0.78 0.69 0.69 0.70

東部 0.18 0.64 0.65 0.71 0.65 0.48



9 
 

表 6、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極端連動性計算數值 

 
(三)臺灣分區各月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性與極端連動性整理： 

    由於相關係數和極端連動都可呈現病例數與聖嬰的關聯性，故本團隊整理一套計算分區關聯性

方法如下： 

1.相關係數：各區高度正相關月份計 2分(表 4紅底)、中度正相關月份計 1 分(表 4黃底)。 

2.極端連動性：各區極端連動數字 1.5分以上計 2分(表 5紅色底)、連動數字 1.0至 1.5分計 1分

(表 5黃色底)、連動數字 1.0以下計 0分(表 5白色底)。 

    統計結果如表 7。其中 4分和 3分皆代表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高度相關，且登

革熱病例數在平均一個標準差以上時，至少部分是強聖嬰發生(ONI>1.5℃)情況，代表確實兩事件

具強烈關聯。由表 6可見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關聯明顯 8-9月南部、東部；10月中

部、南部、東部；11-12月全臺；1月份北部、中部、南部；2月份南部。明顯看出登革熱病例數

與海洋聖嬰指數(ONI)春季關聯最小。 

表 7、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關聯性計分表  

 
(四) 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變化趨勢： 

    探討 2008至 2023年各月全臺及分區登革熱病例數相較海洋聖嬰指數(ONI)之變化趨勢，本團

隊以登革熱病例數為 Y軸、海洋聖嬰指數(ONI)為 X 軸，繪製 XY分布圖，並加入趨勢線，顯示趨勢

線公式及 R平方值，並計算各月登革熱平均病例數；趨勢線斜率/病例數，可大致推算當 ONI增加

1℃登革熱病例數可增加多少倍之平均病例數。依說明製作表 8(全臺)、表 9(北部)、表 10(中

部)、表 11(南部) 、表 12(東部)。 

1.全臺登革熱病例數與 ONI 指數變化趨勢探討： 

表 8、全臺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 XY分布圖趨勢線公式、R平方值及各月平均病例數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趨勢線公式 y = 58.4x + 47.1 y = 1.5x + 2.1 y = 0.6x + 1.1 y = 0.6x + 1.5 

R平方 0.51 0.26 0.07 0.02 

平均病例數 34例 2例 1例 1例 
斜率/病例數 1.7 0.8 0.6 0.6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趨勢線公式 y = 5.6x + 5.2 y = 52.6x + 27.6 y = 209x + 107 y = 1300x + 597 

R平方 0.15 0.32 0.44 0.66 

平均病例數 5例 26例 101 例 565 例 

斜率/病例數 1.1 2.0 2.1 2.3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趨勢線公式 y = 3420x + 1910 y = 1899x + 1601 y = 1617x + 1260 y = 508x + 408 

R平方 0.61 0.46 0.46 0.48 

平均病例數 1739例 1328 例 1118 例 360 例 
斜率/病例數 2.0 1.4 1.4 1.4 

●註：底色紅色為關聯性高(表 6，3分、4分)，底色橙色為具關聯性(表 6，2分)。 

數值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台 2 1.50 0.00 0.50 0.33 0.50 0.33 1.50 1.50 1.50 1.50 1.50

北部 2 1.00 0.00 0.67 1.00 1.00 2.00 2.00

中部 2 1.00 1.00 1.00 1.00 1.50 2.00 2.00

南部 2 1.50 1.00 0.50 0.50 0.50 0.33 1.50 1.50 1.50 1.50 1.50

東部 2 2.00 2.00 2.00 1.50 1.50

數值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台 4 3 0 0 1 1 1 4 4 3 3 4
北部 3 0 0 0 0 2 0 2 2 2 3 3
中部 3 0 0 0 0 2 2 2 2 4 4 3
南部 4 3 1 0 1 1 1 4 4 3 3 4
東部 2 0 0 0 0 0 0 3 3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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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8可見全臺登革熱病例數與 ONI指數達具關聯性(表 6，2分以上)之趨勢線斜率/病例數，

代表隨聖嬰指數增加，登革熱病例數增加倍率，以 6 月到隔年 1月都明顯，ONI升 1℃，病例數倍

增 1.4 至 2.3倍不等，以 8 月倍增病例 2.3倍最多，夏季(6、7、8月)及初秋(9月)聖嬰影響最明

顯。 

2.臺灣分區登革熱病例數與 ONI指數變化趨勢探討： 

    由表 9至表 12，北部、中部、東部病例較少，不易呈現趨勢，但整合四區趨勢線斜率/平均病

數數值，可發現隨聖嬰發生夏、秋病例數倍增率較其他冬季高的現象。春季因關聯性低，數據參考

值低，故不討論。 

 

表 9、北部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 XY分布圖趨勢線公式、R平方值及各月平均病例數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趨勢線公式 y = 0.5x + 0.4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R平方 0.48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平均病例數 0.3例 0例 0例 0例 

斜率/病例數 1.6 X X X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趨勢線公式 無病例 y = 0.8x + 0.2 y = -0.6x + 1.7 y = 12.2x + 9.0 

R平方 無病例 0.34 0.01 0.54 

平均病例數 0例 0.2 例 1.8 例 8.7 例 

斜率/病例數 X 4.0 -0.3 1.4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趨勢線公式 y = 19.5x + 17.5 y = 10.8x + 11.3 y = 6.5x + 5.2 y = 2.3x + 1.7 

R平方 0.48 0.36 0.45 0.45 

平均病例數 16.6例 11.7 例 4.0 例 1.3 例 
斜率/病例數 1.2 0.9 1.6 1.8 

 

表 10、中部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 XY 分布圖趨勢線公式、R平方值及各月平均病例數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趨勢線公式 y = 0.1x + 0.1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R平方 0.43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平均病例數 0.1例 0例 0例 0例 
斜率/病例數 1 X X X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趨勢線公式 無病例 y = 3.3x + 1.3 y = 20.4x + 8.2 y = 28.6x + 16.5 

R平方 無病例 0.15 0.23 0.25 

平均病例數 0例 1.2 例 7.6 例 15.8 例 
斜率/病例數 X 2.8 2.7 1.8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趨勢線公式 y = 30.6x + 19.5 y = 7.4x + 5.8 y = 6.8x + 5.0 y = 1.5x + 1.2 

R平方 0.40 0.59 0.55 0.46 

平均病例數 18.0例 10.1 例 3.8 例 0.9 例 
斜率/病例數 1.7 0.7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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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南部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 XY 分布圖趨勢線公式、R平方值及各月平均病例數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趨勢線公式 y = 58.6x + 47.1 y = 1.5x + 2.1 y = 0.6x + 1.1 y = 0.6x + 1.5 

R平方 0.50 0.26 0.07 0.02 

平均病例數 33.6例 1.8 例 1.0 例 1.4 例 
斜率/病例數 1.7 0.8 0.6 0.4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趨勢線公式 y = 5.5x + 5.1 y = 48.5x + 26.1 y = 189x + 98 y = 1259x + 571 

R平方 0.15 0.32 0.45 0.65 

平均病例數 4.7例 24.6 例 91.8 例 539.3 例 
斜率/病例數 1.2 2.0 2.1 2.3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趨勢線公式 y = 3368x + 1873 y = 1856x + 1417 y = 1611x + 1333 y = 505x + 427 

R平方 0.61 0.48 0.47 0.49 

平均病例數 1704.8例 1297.2 例 1038.7 例 330.8 例 
斜率/病例數 2.0 1.4 1.6 1.5 

 

表 12、東部海洋聖嬰指數(ONI)與登革熱病例數 XY 分布圖趨勢線公式、R平方值及各月平均病例數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趨勢線公式 y = 0.2x + 0.3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R平方 0.03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平均病例數 0.3例 0例 0例 0例 

斜率/病例數 0.7 X X X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趨勢線公式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y = 0.2x + 0.1 

R平方 無病例 無病例 無病例 0.41 

平均病例數 0例 0例 0例 0.1 例 

斜率/病例數 X X X 2.0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趨勢線公式 y = 0.8x + 0.5 y = 1.8x + 1.1 y = 1.4x + 1.1 y = 0.9x + 0.9 

R平方 0.42 0.50 0.43 0.23 

平均病例數 0.4例 0.8 例 0.9 例 0.8 例 
斜率/病例數 2.0 2.3 1.6 1.1 

 

二、海洋聖嬰指數(ONI)與台灣各區氣象因子的相關性且與登革熱疫情增加之特徵探討： 

    本團隊利用 2008年至 2023 年中央氣象署氣象資料及澳洲氣象局海洋聖嬰指數(ONI)，對臺灣

各月各氣象測站氣溫、雨量、日照時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做相關係數計算。計算結果，如表

13(氣溫)、表 15(雨量)、表 17(日照時數)。 

    達高度正相關加紅底(■)、達高度負相關加藍底(■)、中度正相關加黃底(■)、達中度負相關

加綠底(■)。由於分區多測站相關係數出現中度相關情況，可見海洋聖嬰現象指數(ONI)有大範圍

影響趨勢，故統計分區達中度相關性測站百分比，製作出表 14(氣溫)、表 16(雨量)、表 18(日照

時數)，進行分析比對。圖中中度正相關區域超過 50%測站加紅底(■)、中度負相關區域超過 50%測

站加藍底(■)、中度正相關區域超過 25%測站加黃底(■)、中度負相關區域超過 25%測站加綠底

(■)，如表 7北部地區有 8 個測站氣溫與 ONI相關係數達中度相關有 7個測站，故達中度相關百分

比即為 7/8=87.5%，超過 50%底色為紅色(■)，結果及統計及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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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各月氣溫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統計： 

表 13、臺灣各月各測站氣溫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表 

 
    由表 13結果整理，成表 14。由表 14台灣各月各區氣溫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性，可

見聖嬰現象大範圍影響台灣氣溫(3區域以上)，主要在 1月、4月、6月、8月，其中 1月、4

月、6月正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氣溫較高；8月為負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氣溫相

對較低。 

    而聖嬰影響氣溫月份最多區域為中、南部。聖嬰發生時中部 6月、11月相對氣溫高；8

月、10月相對氣溫低；南部 1月、2月、4月、6月高溫。 

    由此可知聖嬰現象的發生，聖嬰可能會造成深冬變暖(1月較高溫)、冬季提前結束(4月較

高溫)、夏季提到來(6月較高溫)、盛夏變涼(8 月較低溫) 。 

表 14、各分區氣溫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達中度相關測站百分比表 

 
 

(二)臺灣各月雨量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統計： 

    由表 15結果整理，成表 16。由表 16臺灣各月各區雨量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性，可見聖

嬰現象大範圍影響台灣雨量(3區域以上)，主要在 1 月、3月、4月、8月、10月，其中 1月、3

月、8月正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雨量相對較多，以 8月最明顯；2月北部、東部、4月東

部、7月中部、9月南部、東部、10月北部、南部、東部為負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雨量相對

較少，以 10月較明顯。而聖嬰影響雨量月份最多區域為東部。 

    由此可知聖嬰現象的發生，可能會造成冬雨增加(1月較多雨)、春雨明顯(3月、4月多雨)、

盛夏多雨(8月較多雨)、除中部外秋雨減少(10月較少雨)。 

 

區域 站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基隆 0.45 0.05 -0.15 0.14 0.26 0.21 0.03 -0.59 -0.07 -0.14 0.17 0.18

宜 蘭 0.32 0.10 -0.15 0.31 0.08 0.28 0.05 -0.54 -0.21 -0.15 0.18 0.20

蘇 澳 0.41 0.17 -0.12 0.32 0.14 0.27 0.03 -0.71 -0.20 -0.05 0.25 0.28

鞍 部 0.40 0.16 -0.05 0.32 0.20 0.32 0.05 -0.34 0.13 -0.07 0.17 0.14
竹子湖 0.34 0.11 -0.11 0.29 0.21 0.30 -0.05 -0.56 0.01 -0.13 0.12 0.18

淡 水 0.40 0.10 -0.14 0.15 0.28 0.41 0.20 -0.41 0.03 -0.11 0.17 0.21

台 北 0.34 0.09 -0.14 0.23 0.31 0.28 -0.02 -0.53 -0.02 -0.09 0.16 0.20

新 竹 0.25 0.13 -0.06 0.17 0.22 0.38 0.08 -0.40 0.03 -0.14 0.07 0.18

台 中 0.25 0.19 -0.09 0.13 0.15 0.43 0.15 -0.43 0.01 -0.24 0.13 0.17

梧 棲 0.28 0.29 0.01 0.18 0.25 0.42 -0.03 -0.64 -0.12 -0.17 0.34 0.13
日月潭 0.09 0.09 -0.20 -0.02 -0.01 0.43 0.09 -0.49 -0.03 -0.31 -0.06 0.13
阿里山 0.17 0.10 0.01 0.36 0.18 0.44 0.05 -0.01 0.15 -0.11 -0.01 0.23
玉山 0.12 -0.01 -0.09 -0.09 0.11 0.58 -0.04 -0.09 0.20 0.00 0.26 0.16

嘉 義 0.31 0.28 0.05 0.29 0.25 0.45 0.06 -0.24 0.05 -0.18 0.14 0.19

台 南 0.27 0.26 -0.09 0.31 0.24 0.46 0.01 -0.44 0.01 -0.14 0.33 0.23

高 雄 0.28 0.33 0.04 0.40 0.34 0.54 0.10 -0.28 0.22 -0.02 0.29 0.24

恆 春 0.44 0.31 0.09 0.47 0.23 0.49 0.20 0.09 0.18 -0.12 0.25 0.32

花 蓮 0.33 0.17 -0.12 0.37 0.08 0.26 0.06 -0.44 0.03 -0.17 0.14 0.13

成 功 0.37 0.21 0.00 0.47 0.14 0.28 -0.25 -0.38 -0.11 -0.21 0.15 0.21

台 東 0.32 0.18 -0.11 0.43 0.10 0.23 -0.19 -0.25 0.01 -0.14 0.25 0.14

大 武 0.37 0.20 -0.09 0.46 0.19 0.20 -0.05 0.00 0.02 -0.20 0.15 0.15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區域相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北部 87.5% 0.0% 0.0% 37.5% 12.5% 50.0% 0.0% -100.0% 0.0% 0.0% 0.0% 0.0%

中部 0.0% 0.0% 0.0% 0.0% 0.0% 100.0% 0.0% -100.0% 0.0% -33.3% 33.3% 0.0%

南部 33.3% 33.3% 0.0% 66.7% 16.7% 100.0% 0.0% -16.7% 0.0% 0.0% 16.7% 16.7%

東部 100.0% 0.0% 0.0% 100.0% 0.0% 0.0% 0.0% -5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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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臺灣各月各測站雨量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表 

 

表 16、各分區雨量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達中度相關測站百分比表 

 
(三)臺灣各月日照時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統計： 

表 17、臺灣各月各測站日照時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表 

 
    由表 17結果整理，成表 18。由表 18臺灣各月各區日照時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性，可

見聖嬰現象大範圍影響台灣雨量(3區域以上)，主要在 4月、7月、8月、10 月、11月，其中 4

區域 站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基隆 -0.27 -0.17 0.19 -0.03 -0.42 0.16 0.29 0.45 -0.03 -0.50 0.07 -0.04

宜 蘭 -0.08 -0.26 0.12 0.40 -0.14 0.03 0.11 0.55 0.07 -0.54 0.08 -0.03

蘇 澳 -0.13 -0.37 0.08 0.34 -0.08 -0.22 0.16 0.59 0.15 -0.56 -0.03 0.01

鞍 部 -0.14 -0.38 0.39 -0.02 -0.18 -0.02 0.07 0.29 -0.02 -0.21 0.27 -0.04

竹子湖 -0.26 -0.34 0.46 -0.03 -0.10 -0.01 0.19 0.39 -0.08 -0.15 0.02 -0.13

淡 水 0.34 -0.18 0.46 0.23 -0.09 0.03 -0.20 0.25 0.10 -0.16 0.18 0.02

台 北 0.24 -0.12 0.41 0.06 -0.10 0.26 0.26 0.40 0.06 -0.24 0.16 0.01

新 竹 0.35 0.02 0.33 0.23 0.07 -0.07 -0.25 0.30 -0.04 0.02 -0.03 -0.08

台 中 0.52 -0.01 0.34 0.26 0.18 -0.03 -0.36 0.28 -0.01 0.05 -0.02 -0.21

梧 棲 0.54 -0.12 0.48 0.31 0.00 -0.15 -0.18 0.39 -0.03 0.59 -0.04 -0.17

日月潭 0.45 0.00 0.50 0.15 0.06 0.05 -0.30 0.57 0.02 0.38 0.07 -0.10

阿里山 0.34 0.02 0.51 0.16 0.13 0.12 -0.32 0.39 -0.03 -0.27 0.09 0.12

玉山 0.28 -0.31 0.02 0.20 -0.10 0.07 -0.19 0.41 -0.10 -0.21 0.04 -0.03

嘉 義 0.42 -0.20 0.39 0.43 0.11 -0.10 -0.08 0.22 0.18 0.25 -0.01 -0.24

台 南 0.62 0.21 0.53 0.35 0.02 -0.31 -0.20 0.38 -0.12 -0.22 -0.06 -0.28

高 雄 0.54 0.08 0.33 0.39 0.00 -0.25 -0.26 0.38 -0.35 -0.37 0.00 0.05

恆 春 0.25 -0.16 -0.08 0.41 0.00 -0.25 0.30 0.02 -0.30 -0.35 -0.05 0.20

花 蓮 0.15 -0.46 0.26 -0.31 -0.06 0.44 0.15 0.51 -0.11 -0.47 -0.02 -0.03

成 功 0.28 -0.30 -0.07 -0.63 -0.24 -0.09 0.44 0.37 -0.10 -0.24 -0.08 -0.18

台 東 0.37 -0.37 0.59 -0.25 0.01 -0.21 0.66 0.22 -0.17 -0.18 -0.03 -0.16

大 武 0.47 -0.17 0.08 0.15 0.04 -0.10 0.67 0.38 -0.33 -0.31 0.00 0.16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區域相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北部 25.00% -37.50% 62.50% 25.00% -13.00% 0.00% 0.00% 62.50% 0.00% -37.50% 0.00% 0.00%

中部 100.00% 0.00% 100.00% 33.33% 0.00% 0.00% -66.67% 66.67% 0.00% 67.00% 0.00% 0.00%

南部 66.67% -16.67% 66.67% 66.67% 0.00% -17.00% -16.67% 66.67% -33.33% -33.33% 0.00% 0.00%

東部 50.00% -50.00% 25.00% -50.00% 0.00% 25.00% 75.00% 75.00% -25.00% -50.00% 0.00% 0.00%

區域 站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基隆 0.10 0.21 -0.20 0.20 0.51 0.25 -0.17 -0.77 0.22 0.51 0.76 -0.07

宜 蘭 0.09 0.25 -0.08 0.17 -0.05 -0.01 -0.38 -0.72 -0.04 0.32 0.68 -0.04

蘇 澳 0.10 0.16 0.05 0.34 0.06 0.20 -0.31 -0.65 -0.05 0.34 0.61 0.01

鞍 部 0.12 0.18 -0.13 0.08 -0.06 0.08 0.06 -0.80 -0.40 0.28 0.42 -0.19

竹子湖 0.05 0.18 -0.13 -0.02 -0.01 0.16 0.15 -0.71 0.36 0.39 0.61 -0.13

淡 水 0.40 0.23 -0.25 -0.13 -0.06 0.22 -0.02 -0.69 0.12 0.25 0.19 -0.14

台 北 0.08 0.13 -0.25 -0.20 -0.11 -0.07 -0.14 -0.62 0.09 0.33 0.58 -0.12

新 竹 -0.18 0.04 -0.22 0.15 -0.10 0.32 -0.45 -0.43 0.13 0.18 0.17 -0.18

台 中 -0.15 -0.14 -0.39 0.14 -0.15 0.39 -0.29 -0.43 -0.12 0.16 0.33 -0.29

梧 棲 -0.07 0.08 -0.28 0.08 -0.35 0.45 -0.40 -0.59 0.16 0.22 0.37 -0.03

日月潭 -0.15 -0.06 -0.14 0.43 -0.04 0.35 -0.39 -0.48 -0.16 0.40 0.35 -0.15

阿里山 -0.07 -0.07 -0.28 0.39 0.04 0.32 -0.17 -0.55 -0.12 0.12 0.21 0.10

玉山 -0.17 -0.16 -0.34 0.09 -0.03 0.28 -0.50 -0.56 0.15 0.21 0.54 -0.05

嘉 義 -0.08 -0.20 -0.12 0.19 -0.04 0.30 -0.25 -0.56 -0.04 0.26 0.35 -0.06

台 南 -0.01 0.20 -0.27 0.13 0.03 0.37 -0.01 -0.52 0.12 0.21 0.40 0.11

高 雄 -0.03 0.19 -0.17 0.41 0.11 0.46 -0.16 -0.31 0.14 0.41 0.41 0.18

恆 春 -0.03 0.33 0.60 0.54 0.11 0.13 0.05 -0.41 0.03 0.12 0.79 0.36

花 蓮 0.05 -0.06 0.01 0.30 0.19 0.20 -0.28 -0.59 0.15 0.39 0.42 0.12

成 功 0.00 0.16 -0.06 0.39 0.10 0.11 -0.37 -0.50 0.09 0.16 0.42 0.11

台 東 0.03 0.19 0.00 0.56 0.24 0.15 -0.13 -0.36 -0.02 0.34 0.61 0.14

大 武 -0.06 0.15 0.03 0.54 0.15 0.22 -0.12 -0.31 0.02 0.09 0.67 0.06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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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月、11月正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日照時數相對較長，以 11月最明顯；7月、8月為

負相關代表聖嬰現象發生時，日照時數相對較短，以 8月最明顯皆達中度負相關。 

    由此可知聖嬰現象的發生，可能會造成春季中期天氣晴朗(4月較多日照)、夏季雲量增加天氣

陰雨(7月、8月日照較少)、深秋晴朗(10月、11月日照較多)。 

表 18、各分區日照時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達中度相關測站百分比表 

 

(四)各月份分區登革熱病例數極多海洋聖嬰(ONI)發生時天氣現象特徵連結： 

    針對表 7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有關聯性(2分以上)區域及月份，進行氣溫、雨

量、日照時數三個天氣因子進行特徵檢視。可推知登革熱病例數極多時，發生之月份及區域氣象特

徵，有利於未來預防。將結果製成表 19，表格內數據意義說明如下： 

1.關聯星級：分區 25%測站達中度相關針對氣溫、雨量、日照時數三項進行分析。區分登革熱病例

數與海洋聖嬰指數(ONI)高度關聯性(表 7，4分給三星★★★、3分給二星★★)、具關聯性(表

7，2分給一星★)。 

2.氣溫、雨量、日照時數三項：當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 ONI關聯度達 2 分以上，且登革熱病例

數多(在平均值超過一個標準差)時，表 19內氣溫、雨量、日照時數區分三項資訊，分項說明如

下： 

(1)表格第一項：統計 2008-2023年氣溫、雨量、日照時數數值(分區各測站平均)高或低，百分比

為分區達中度相關測站占全區測占數之百分比。 

(2)表格第二項：統計 2008-2023年 X軸為聖嬰指數 ONI、Y軸為氣溫、雨量、日照時數(分區各測

站平均)繪製 XY分布圖的趨勢線方程式及 R平方值。趨勢線公式 x前係數為圖形斜率，代表隨

ONI(X軸)，氣溫、雨量、日照時數(Y軸)數值之變化，如氣溫斜率若為+0.1，則代表 ONI上升

1℃，氣溫預估會上升+0.1℃；公式為紅色字代表 R平方>0.1，代表相關性高。 

(3)表格第三項：統計 2008-2023年當月份氣溫、雨量、日照時數數值分區內測站平均，由於分區

測站海拔高度有高低，故均溫高低並不能展現真實分區均溫，僅能呈現相對值。 

(4) 底色：黃色代表數值高、藍色代表數值低。 

    最後將登革熱病例數多時，聖嬰現象發生下，分區各月氣溫、雨量、日照時數特徵，製作成圖

7，以利分區查詢。 

表 19(a)、登革熱病例數多時海洋聖嬰指數(ONI)具關聯性之天氣特徵表 

季節 
關聯 

星級 
月份 區域 氣溫 雨量 日照時數 

冬季 

★★ 1月 北部 

87.5%較高溫 25%較多雨  

y = 0.36x + 15.12 

R² = 0.13 

y = -6.9x + 226.1  

R² = 0.01 

平均 15.0℃ 平均 227.6mm 

★★ 1月 中部 

 100%較多雨  
y = 28.2x + 46.7  

R² = 0.24 

平均 40.8mm 

 

 

區域相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北部 12.50% 0.00% 0.00% 12.50% 13.00% 12.50% -37.50% -100.00% 13.00% 62.50% 75.00% 0.00%

中部 0.00% 0.00% -33.33% 33.33% -33.33% 100.00% -66.67% -100.00% 0.00% 33.33% 100.00% 0.00%

南部 0.00% 16.67% -16.67% 50.00% 0.00% 66.67% -16.67% -100.00% 0.00% 16.67% 83.33% 16.67%

東部 0.00% 0.00% 0.00% 100.00% 0.00% 0.00% -25.00% -100.00% 0.00% 5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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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b)、登革熱病例數多時海洋聖嬰指數(ONI)具關聯性之天氣特徵表 

季節 關聯 

星級 

月份 區域 氣溫 雨量 日照時數 

冬季 

★★

★ 
1月 南部 

33%較高溫 66.7%較多雨  
y = 0.28x + 13.89 

R² = 0.08 
y = 21.9x + 51.1  

R² = 0.17 

平均 13.8℃ 平均 46.5mm 

★ 1月 東部 

100%較高溫 66.7%較多雨  
y = 0.28x + 19.36 

R² = 0.12 
y = 13.2x + 66.2  

R² = 0.11 
平均 19.3℃ 平均 63.4mm 

★★ 2月 南部 

33%較高溫   

y = 0.33x + 14.67 

R² = 0.05 

平均 14.6℃ 

夏季 

★ 6月 北部 

50%較高溫   
y = 0.46x + 26.72 

R² = 0.09 
平均 26.7℃ 

★ 6月 中部 

100%較高溫  100%日照較長 

y = 0.32x + 26.27 

R² = 0.08 
y = 22.47x + 149.93 

R² = 0.14 

平均 26.3℃ 平均 150.4小時 

★ 7月 中部 

 66.7%較少雨 66.7%日照較短 
y = -76.0x + 255.4 

R² = 0.08 
y = -11.32x + 184.51 

R² = 0.18 

平均 256.0 mm 平均 184.6小時 

★ 8月 北部 

100%較低溫 62.5%較多雨 100%日照較短 
y = 0.02x + 27.73 

R² = 0.03 
y = 172.4x + 234 

R² = 0.36 
y = -0.90x + 201.53 

R² = 0.02 

平均 27.9℃ 平均 267.0mm 平均 193.9小時 

★ 8月 中部 

100%較低溫 66.7%較多雨 100%日照較短 
y = -0.18x + 27.66 

R² = 0.15 
y = 4.5x + 338.0 

R² = 0.01 
y = -1.21x + 168.31 

R² = 0.04 

平均 26.1℃ 平均 376.4mm 平均 158.0小時 

★★

★ 
8月 南部 

 66.7%較多雨 100%日照較短 
y = -7.4x + 679.1 

R² = 0.01 
y = -2.20x + 176.47 

R² = 0.10 

平均 616.0mm 平均 157.7小時 

★★ 8月 東部 

50%較低溫 75%較多雨 100%日照較短 
y = -0.01x + 28.54 

R² = 0.01 
y = -4.6x + 332.0 

R² = 0.02 
y = -1.38x + 232.73 

R² = 0.03 

平均 28.5℃ 平均 292.9mm 平均 22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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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c)、登革熱病例數多時海洋聖嬰指數(ONI)具關聯性之天氣特徵表 

季節 關聯 

星級 

月份 區域 氣溫 雨量 日照時數 

秋季 

★★

★ 
9月 南部 

 33.3%較少雨  
y = -34.7x + 295.9 

R² = 0.01 

平均 299.1mm 

★★ 9月 東部 

 25%較少雨  
y = -45.4x + 296.5 

R² = 0.04 

平均 300.8mm 

★ 
10

月 
北部 

 37.5%較少雨 62.5%日照較長 
y = -143.9x + 426.1 

R² = 0.28 
y = 9.44x + 104.8 

R² = 0.13 

平均 452.9mm 平均 103.0小時 

★★

★ 

10

月 
中部 

33.3%較低溫 66.7%較多雨 33.3%日照較長 

y = -0.14x + 23.89 

R² = 0.04 
y = -2.3x + 18.2 

R² = 0.02) 
y = 7.11x + 192.37 

R² = 0.09 

平均 23.9℃ 平均 18.6mm 平均 191.0小時 

★★ 
10

月 
南部 

 33.3%較少雨  
y = -31.9x + 71.3 

R² = 0.28 

平均 77.3mm 

★★

★ 

10

月 
東部 

 50%較少雨 50%日照較長 
y = -141.1x + 305.8 

R² = 0.26 
y = 5.73x + 145.8 

R² = 0.08 

平均 332.1mm 平均 144.7小時 

★★ 
11

月 
北部 

  75%日照較長 

y = 7.16x + 81.11 

R² = 0.35 

平均 85.85小時 

★★

★ 

11

月 
中部 

33.3%較高溫  100%日照較長 

y = 0.04x + 21.47 

R² = 0.00 
y = 8.82x + 164.77 

R² = 0.13 

平均 24.7℃ 平均 163.2小時 

★★ 
11

月 
南部 

  83.3%日照較長 
y = 11.25x + 166.56 

R² = 0.27 
平均 164.6小時 

★★ 
11

月 
東部 

  100%日照較長 

y = 11.85x + 109.35 

R² = 0.32 

平均 107.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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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登革熱病例數多時，聖嬰現象發生下，分區各月氣溫、雨量、日照時數特徵圖 

(百分比為分區 ONI與天氣因子達中度相關測站佔全區測站數之百分比) 

 

    由表 19可發現，登革熱病例數多與海洋聖嬰指數影響季節主要是夏秋冬三季，春季較無關

聯。以關聯性星級計算，表 19中累積星級數北部 7 顆、中部 11顆、南部 15 顆、東部 10顆，可見

登革熱病例數與海洋聖嬰指數在南部關聯性最大。 

(五)整合 ONI指數與登革熱病例數及天氣因子趨勢推測分區病例數與實際對比： 

    結合表 8至表 12登革熱病例數隨 ONI指數趨勢線方程式及表 19海洋聖嬰指數(ONI)具關聯性

之天氣特徵表，分月分區氣象特徵數值化，並推估病例數(趨勢線與相關性相同，且影響案例 1以

上數值)，繪製成表 20。 

    由於 2023年 8至 11月登革熱病例數明顯增加，病例數依序為 3041(8 月)、9216(9 月)、

3895(10 月)、4280(11 月)，由於南部為病例主要來源，故利用表 19有南部數值的 8月、10月、

11月做病例數檢測，8月(ONI=1.3)南部日照時數 124 小時(平均 157.7 小時)、11月

(ONI=1.9)226.2小時(平均 164.6小時)；9月(ONI=1.6)雨量 438mm(平均 299.1mm)、10月

(ONI=1.8)雨量 78mm(平均 77.3mm)。利用表 7中 ONI 推算全臺病例數，8-11 月各為 2207例、7263

例、5019例、4332例，數字上有些差距，但可見數量級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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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改由天氣因子數值回推病例數，8月日照時數下降 33.7小時，病例數應為 19678例；9月雨

量增加 138.9mm，病例數應為 15356例；10月雨量增加 0.7mm，病例數應為 1376例；11月日照時

數上升 61.6小時，病例數應為 10157例。看起來較直接利用 ONI指數運算誤差大得多，推測氣象

因子影響為多樣綜合結果，非單一因子可決定病媒蚊生長環境，但本研究結果仍可推知單一氣象因

子在各月影響登革熱傳播的重要性以及聖嬰現象對各月氣候影響力。 

表 20(a)、臺灣地區分月分區登革熱病例數預估表 

季

節 

月

份 
分區 

海洋聖嬰指數(ONI)上升 1℃時之變化 推估病例數(例) 

天氣因

子 
數值 平均值 

可能增

加病例

數(%) 

區平均 

病例數 
氣溫 

差 0.5℃ 

雨量 

相差 

100mm 

日照時數

差 10 小

時 

冬

季 

1

月 

南部 
氣溫 

上升 0.36

℃ 
13.8℃ 

174% 33.6 
129     

雨量 
上升

21.9mm 
46.5mm   74   

東部 氣溫 
上升 0.28

℃ 
19.3℃ 50% 0.3 1     

2

月 
南部 氣溫 

上升 0.33

℃ 
14.6℃ 8% 1.8 4     

夏

季 

6

月 

北部 氣溫 
上升 0.46

℃ 
26.7℃ 385% 0.2 1     

中部 

氣溫 
上升 0.32

℃ 
26.3℃ 

276% 1.2 

2     

日照時

數 

上升 22.47

小時 

150.4 小

時 
    3 

7

月 
中部 

雨量 下降 76mm 
256.0 

mm 
268% 7.6 

  11   

日照時

數 

下降 11.32

小時 

184.6 小

時 
    26 

8

月 

北部 

雨量 
上升

172.4mm 
267.0mm 

140% 8.7 

  10   

日照時

數 

下降 

0.9 小時 

193.9 小

時 
    145 

中部 

氣溫 
下降 0.18

℃ 
26.1℃ 

181% 15.8 

96     

雨量 上升 4.5mm 376.4mm   80   

日照時

數 

下降 1.21

小時 

158.0 小

時 
    253 

南部 
日照時

數 

下降 

2.2 小時 

157.7 小

時 
233% 539.3     6292 

東部 

氣溫 
下降 0.01

℃ 
28.5℃ 

200% 0.1 

10     

日照時

數 

下降 1.38

小時 

221.0 小

時 
    2 

秋

季 

9

月 

南部 雨量 
下降

34.7mm 
299.1mm 197% 1704.8   2844   

東部 雨量 
下降

45.4mm 
300.8mm 210%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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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b)、臺灣地區分月分區登革熱病例數預估表 

季

節 

月

份 
分區 

海洋聖嬰指數(ONI)上升 1℃時之變化 推估病例數(例) 

天氣因

子 
數值 平均值 

可能增

加病例

數(%) 

區平均 

病例數 
氣溫差 

0.5℃ 

雨量相

差 

100mm 

日照時數

差 10 小

時 

秋

季 

10

月 

北部 

雨量 
下降

143.9mm 
452.9mm 

92% 11.7 

  12   

日照時

數 

上升 9.44

小時 

103.0 小

時 
    23 

中部 

氣溫 
下降 0.14

℃ 
23.9℃ 

73% 10.1 

32     

日照時

數 

上升 7.11

小時 

191.0 小

時 
    16 

南部 雨量 
下降

31.9mm 
77.3mm 143% 1297.2   1999   

東部 

雨量 
下降

141.1mm 
332.1mm 

218% 0.8 

  1   

日照時

數 

上升 5.73

小時 

144.7 小

時 
    4 

11

月 

東部 
日照時

數 

上升 11.85

小時 

107.3 小

時 
156% 0.9     2 

南部 
日照時

數 

上升 11.25 

小時 

164.6 小

時 
155% 1038.7    2766 

中部 

氣溫 
上升 0.04

℃ 
24.7℃ 

178% 3.8 

90   

日照時

數 

上升 8.82

小時 

163.2 小

時 
  13 

北部 
日照時

數 

上升 7.16

小時 

85.85 小

時 
162% 4.0   14 

    因為一般認知登革熱的病例數與聖嬰有關聯性，主要是聖嬰影響氣溫與雨量，進而使病媒蚊孳

生，傳染登革熱。故本團隊不放棄針對 2023登革熱病例多月份，進行氣溫與雨量推估，再依此回

算登革熱病例數，因南部病例數最多，故以南部數值預估，如表 21。 

    結果預估與實際差距仍大，再次證實登革熱病例數病媒蚊傳播為氣象因子影響多樣綜合結果，

非單一因子可決定病媒蚊生長環境。而且除了環境因素外，天然或人為景觀、居民生活習慣、健康

程度都會影響登革熱是否可傳播，可見登革熱病例數預估的困難。 

表 21、2023年 6月至 8月南部地區登革熱病例數預估表 

2023 月

份 
項目 

ONI-南部 

氣溫、雨量方程式 

ONI-南部 

病例數方程式 
平均值 實際值 

南部預估

病例數 

全台實際

病例數 

7 月 
氣溫 y = -0.1513x + 23.317 y = 188.86x + 

97.65 

23.4 23.64 -201 
632 

雨量 y = -54.692x + 384.6 384.6 344 240 

8 月 
氣溫 y = -0.0347x + 23.173 y =188.86x + 

97.652 

23 23.02 -11 
2824 

雨量 y = -7.4233x + 679.12 617 497 3150 

9 月 
氣溫 y = -0.0524x + 22.613 y = 3368.4x 

+ 1873.2 

22.7 22.7 1873 
8968 

雨量 y = -34.693x + 295.89 297 404 -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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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一種解釋法-ONI指數與登革熱病例數(X、Y分布圖)非線性分布： 

    比較 ONI指數-全臺灣登革熱病例數趨勢線之方程式，線性與二次式之 R 平方值，如表 22。可

見 R 平方值(差異超過 0.2)8 月至 1月明顯二次式較線性符合趨勢，也許與疾病傳播型態有關，也

許未來預測病例數可用不同方程式趨勢線進行預測。 

表 22、ONI指數-全臺灣登革熱病例數趨勢線線性及二次方程式比較 

月份 線性方程式 二次方程式 月份 線性方程式 二次方程式 

1 月 y=58.4x+47.1 

R²=0.51 

y=38x
2
+32x-5 

R²=0.84 

2 月 y=1.5x+2.1  

R²=0.26 

y =0.5x
2
+1.3x+1.6 

R² = 0.29 

3 月 y=0.6x+1.1  

R²=0.07 

y=0.5x2+0.6x+0.8 

R²=0.10 

4 月 y=0.6x+1.5  

R²=0.02 

y=-1.2x2+0.3x+1.9 

R² = 0.03 

5 月 y=5.6x+5.2 

R²=0.15 

y=6.1x2+6.4x+3.7 

R²=0.21 

6 月 y=52.6x+27.6 

R²=0.32 

y=20x2+48x+22 

R² = 0.34 

7 月 y=209x+107  

R²=0.44 

y= 91x
2
+166x+69 

R²=0.49 

8 月 y=1300x+597 

R²=0.66 

y=793x
2
+815x+102 

R² = 0.92 

9 月 y=3420x+1910 

R²=0.61 

y=2076x
2
+2208x+4 

R²=0.93 

10 月 y=1899x+1601 

R²=0.46 

y=1101x
2
+1242x+199 

R²=0.74 

 

11

月 

y=1617x+1260 

R²=0.46 

y = 943x2+939x+58 

R²=0.72 

12 月 y=508x+408 

R²=0.45 

y=303x2+264x+9 

R²=0.74 

 

三、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適合生存溫度研究與登革熱病例數多時溫度分布連結： 

    登革熱傳播病媒蚊主要是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因雌性埃及斑蚊可進行多次叮咬，故為傳染登

革熱主要病媒蚊，以下針對埃及斑蚊產卵、化蛹適合溫度研究及白線斑蚊適合生存溫度進行探討，

試圖解釋各月氣溫適合登革熱傳播原因。 

(一)埃及斑蚊： 

 

 
 

圖 8、埃及斑蚊在一定溫度範圍內的發育時間和存活率估計。(摘自：Lauren B. Carrington,2013) 

    由數據(Lauren B. Carrington,2013)圖 8A及圖 8B 可看出當溫度為 12℃或是 40℃時，埃及斑蚊

不但不會化蛹，也不會存活，由此可知，16~38℃為埃及斑蚊可生存的溫度範圍。根據圖 8A，平均

化蛹天數小於 10天的溫度範圍大約是 26~38℃。根據圖 8B，幼蟲生存率達 80%的溫度範圍大約是

20~37℃。綜合上述結果，可得知埃及斑蚊最適生存溫度範圍為 26~37℃之間。 

(二)白線斑蚊： 

    根據「白線斑蚊卵、幼蟲及蛹之發育」一文(李進學，1994)，15~36℃為白線斑蚊可生存的溫

度區間。蟲卵所需的孵化時間隨溫度升高而減短，其中孵化天數約為 8日(含)內的溫度範圍為

24~36℃。蟲卵期、幼蟲發育期或是化蛹期的死亡率皆低於 20%的溫度範圍介於 24~32℃。由上述可

得出，白線斑蚊最適生存溫度範圍為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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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推論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最適生存溫度範圍： 

    根據圖 9數據(Oliver J 

Brady,2013)可以明顯看出，長時間來說

埃及斑蚊生存溫度範圍小於白線斑蚊。實

驗室內環境中以 20天為標準線可以發

現，低溫環境下，埃及斑蚊最適生存低溫

約為 10℃，而白線斑蚊約為 12℃;高溫環

境下，埃及斑蚊最適高溫約為 36℃，而

白線斑蚊約為 35℃。野外環境中以 20天

為標準線可以得知，野外的埃及斑蚊生存

率小於 50%，且生存溫度範圍大約為

10~30℃，而白線斑蚊生存率可大於

50%，生存溫度範圍大約為 8℃~35℃。 

 
圖 9、埃及及白線斑蚊成蟲在一定溫度範圍內的生存

百分比圖(摘自：Oliver J Brady,2013) 

 

透過文獻資料(屏東縣政府全球資訊網，2024)了解兩種斑蚊之主要棲息地，埃及斑蚊為室內

(如實驗室環境)，而白線斑蚊為室外(野外環境)，因此再綜合前文之判斷可以發現病媒蚊可傳播登

革熱，埃及斑蚊範圍為 10~36℃，而白線斑蚊為 12~35℃。 

    不同文獻對於斑蚊的最適溫度範圍探討，最後得出得結論判斷為，室內棲息的埃及斑蚊生存最

適溫度範圍為 26~36℃，而室外棲息的白線斑蚊最適生存範圍為 24~32℃。 

四、全台灣、北區、中區、南區、東區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各區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探討： 

(一)登革熱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

布分析說明： 

    右圖 10為登革熱病例取用縣市位置圖，圖中未選用

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花蓮縣，是因為無相對氣象

測站資料數據，故放棄採用。 

    本團隊針對本土登革熱病例在臺灣全島、北部、中

部、南部、東部分析以月為單位登熱病例異常多時(同月

比較平均值一個標準差以上)，其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

布情況，製成表 23(全臺灣)、表 24(北部低區)、表

25(中部地區)、表 26(南部地區)、表 27(東部地區)，希

望能找到登革熱疫情爆發之溫度分布情況。 

    表中藍底(█)代表當月最低溫度、綠底(█)代表當

月平均溫度、橙底(█)代表當月最高溫。 
 

圖 10、各區分析登革熱病例數縣市

位置圖 

(二)全台灣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情況分析： 

1.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溫度分布：由表 23可看出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 

(1)月均溫溫度：出現 26℃至 36℃區間(埃及最適溫度)比例達 56%；24℃至 32℃區間(白線最適溫

度)比例達 72%。病例數為兩種病媒蚊共同傳播疊加結果，看起來病例數多較貼近白線斑蚊最適

溫度。 

(2)最低氣溫：高於 10℃(埃及臨界溫度)，比例達 100%；高於 12℃(白線臨界溫度)，比例達 89%。

可見低溫貢獻病例數埃及斑蚊多了 11%。 

(3)最高氣溫：低於 36℃(埃及臨界溫度)達 91%，低於 35℃(白線臨界溫度)達 80%。可見高溫貢獻

病例數埃及斑蚊多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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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數據上來說若以 3℃內為界，臺灣地區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均溫最多分布於 27℃到 29℃達

48%，均符合埃及斑蚊最適溫度 26℃至 36℃，白線斑蚊最適溫度 24℃至 32℃，由此看出登革熱病

例數多，兩種斑蚊均有所貢獻。 

2.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月份分布： 

    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超過平均值的有 9月到 12月，總和佔所有病例數的 77%，為登革熱

病例較多月份。 

表 23、全臺灣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表  

 

●數字為出現次數，百分為出現溫度範圍百分比。 

(三)臺灣北、中、南、東分區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平均/最高/最低氣溫分布情況比較分析： 

表 24、臺灣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表 

 
 

表 25、臺灣中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表 

 
  

溫度(℃)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百分比

1月 1 1 1 1 1 1 1 1 3 5%

2月 1 1 1 1 1 1 2%

3月 1 1 1 1%

4月 1 1 1 1%

5月 1 1 1 1%

6月 2 2 1 1 4 1 2 2 6%

7月 3 1 1 1 2 2 1 1 2 1 6%

8月 9 4 1 7 5 8 2 3 15%

9月 4 2 5 3 2 7 7 1 1 7 2 3 3 1 20%

10月 1 1 4 4 1 1 3 1 5 4 2 4 1 8 4 3 19%

11月 1 3 3 1 2 1 3 3 1 2 2 3 3 3 13%

12月 3 2 1 2 3 3 1 3 3 2 10%

最高溫度百分 1% 4% 1% 7% 8% 5% 14% 20% 19% 11% 7% 2%

均溫百分 1% 4% 4% 4% 6% 10% 6% 8% 14% 20% 14% 2%

最低溫度百分 6% 5% 7% 6% 2% 4% 4% 5% 10% 4% 24% 13% 1% 1%2%

6%

7%

3

16

1%

22

1

2

1

1

溫度(℃)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百分比

1月 1 1 1 1 1 1 6%

2月 0%

3月 0%

4月 0%

5月 0%

6月 1 1 2%

7月 1 1 1 3%

8月 5 1 3 2 1 1 3 17%

9月 4 2 2 1 2 5 2 1 2 1 3 2 28%

10月 1 4 2 4 3 3 2 2 22%

11月 3 1 1 3 1 1 2 13%

12月 2 1 3 2 1 9%

最高溫度百分 3% 6% 3% 6% 3% 13% 19% 13% 16% 16% 3%

均溫百分 3% 9% 3% 3% 9% 13% 9% 6% 16% 16% 9% 3%

最低溫度百分 9% 6% 13% 3% 13% 19% 6% 6% 19% 6%

溫度(℃)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百分比

1月 0%

2月 0%

3月 0%

4月 0%

5月 0%

6月 0%

7月 0%

8月 1 1 1 20%

9月 0%

10月 1 1 1 1 1 1 40%

11月 1 1 1 20%

12月 1 1 1 20%

最高溫度百分 40% 40% 20%

均溫百分 20% 20% 40% 20%

最低溫度百分 20%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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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臺灣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表 

 

 

表 27、臺灣東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表 

 
 

(1)革熱病例異常多時溫度分布： 

    彙整表 24至表 27，整理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時各月份分區均溫、最高溫度、最低溫度之最多異

常病例數溫度、3℃內為界占比例最高、最低溫度 10℃以上、最高溫度 36℃所占百分(埃及斑蚊可

傳播範圍)，整理如表 28。 

    埃及斑蚊最適溫度範圍 26℃至 36℃，白線斑蚊最適溫度範圍 24℃至 32℃，病例數異常多

時，均溫可見北部、南部符合兩病媒蚊適合溫度，中部、東部由於病例數少，分布較不具參考性。

各區最高溫氣溫<36℃(埃及斑蚊生存溫度)除東部，達 80%以上，部分病例異常多高溫高於病媒蚊

生存溫度，推測可能與病媒蚊有隱蔽或室內空間有關，也許長期高溫才能讓病媒蚊全滅。而病例數

多時，最低氣溫均高於埃及斑蚊存活溫度，代表低溫相較於高溫是抑制登革熱傳播較有效的條

件。故推測聖嬰時暖冬，連續聖嬰隔年常造成登革熱病例數無法下降現象，如 2014到 2015(1月

80例)、2015到 2016(1月 362 例)；2018到 2019年、2023到 2024，累積 1 月到 5月病例數都破

150，其他年份則最多 50例，故政府相關單位應更注重聖嬰年冬季登革熱防治措施。 

表 28、臺灣分區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時當月最低溫/均溫/最高溫分布特徵表 

溫度 
均溫(百分比) 最高氣溫<36℃ 

(百分比) 

最低氣溫>10℃ 

(百分比) 最多異常病例 3℃內占比例最高 

北區(32例) 27-29℃各占 15.6% 27-29℃占 40.6% 81% 100% 

中區(5 例) 24℃占 40% 23-25℃占 40% 100% 100% 

南區(45例) 28℃占 27% 26-28占 57.8% 98% 100% 

東區(2 例) 19℃、27℃各占 50% 18-20℃、26-28℃各占 50% 50% 100% 

溫度(℃)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百分比

1月 1 1 1 1 2 4%

2月 1 1 1 1 1 1 4%

3月 1 1 1 2%

4月 1 1 1 2%

5月 1 1 1 2%

6月 2 1 1 1 3 1 2 1 9%

7月 3 1 1 2 1 1 1 2 9%

8月 3 4 4 3 7 16%

9月 1 3 3 1 5 1 5 1 1 16%

10月 2 1 3 1 1 2 4 4 2 1 16%

11月 1 1 1 2 1 1 2 1 2 1 2 2 1 13%

12月 1 1 1 1 1 1 1 2 7%

最高溫度百分 2% 7% 11% 7% 13% 24% 27% 7% 2%

均溫百分 2% 2% 4% 7% 4% 4% 4% 11% 11% 27% 20% 2%

最低溫度百分 4% 2% 4% 4% 2% 2% 7% 7% 4% 2% 9% 27% 20% 2% 2%

溫度(℃)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百分比

1月 0%

2月 0%

3月 0%

4月 0%

5月 0%

6月 0%

7月 0%

8月 0%

9月 1 1 1 50%

10月 0%

11月 0%

12月 1 1 1 50%

最高溫度百分 50% 50%

均溫百分 50% 50%

最低溫度百分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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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 2009-2024登革熱 1月+2月病例數與前一年 12月至 2月(冬季)ONI 指數及氣溫距平值，

跨年聖嬰加橙色底，如表 29。大致可看出跨年聖嬰(ONI>0.5)冬季氣溫相對較高(除 2014-2015)，

可見跨年聖嬰因冬季氣溫高，造成登革熱病例數激增現象。 

表 29、2008-2023登革熱 1、2月全臺本土病例數與冬季 ONI指數及氣溫距平值表 

年分 1月+2月 

病例數 

12月 1月 2月 

ONI值 氣溫距平 ONI值 氣溫距平 ONI值 氣溫距平 

2008-2009 0 -0.7 0.1 -0.8 -1.0 -0.8 2.7 

2009-2010 38 1.6 -0.8 1.5 0.3 1.2 0.9 

2010-2011 15 -1.6 -0.6 -1.4 -2.4 -1.2 -0.7 

2011-2012 13 -1 -0.9 -0.9 -0.7 -0.7 -0.8 

2012-2013 15 -0.2 -0.2 -0.4 -0.1 -0.4 1.5 

2013-2014 14 -0.3 -1.3 -0.4 -0.3 -0.5 -0.8 

2014-2015 90 0.7 -1.4 0.5 -0.2 0.5 -0.3 

2015-2016 369 2.6 1.1 2.5 0.0 2.1 -1.3 

2016-2017 0 -0.6 1.6 -0.3 1.5 -0.2 -0.4 

2017-2018 0 -1 -0.1 -0.9 0.2 -0.9 -1.3 

2018-2019 1 0.8 1.8 0.7 1.7 0.7 2.1 

2019-2020 0 0.5 0.8 0.5 1.1 0.5 0.8 

2020-2021 0 -1.2 0.5 -1 -1.2 -0.9 0.8 

2021-2022 0 -1 0.2 -1 0.5 -0.9 -0.9 

2022-2023 0 -0.8 -0.7 -0.7 0.1 -0.4 0.4 

2023-2024 185 2.0 0.7 1.8 0.1 1.5 0.9 

 

 

(2)革熱病例異常多時月份分布： 

    依據表 24至表 27，臺灣北部登革熱病例數大於平均在 8月至 12月，佔所有異常病例數的

88%；中部為 8月、10月、11 月、12月，佔所有異常病例次數的 100%，東部僅兩個極端病例數，

分別在 9月、12月，均集中於夏末、深秋及冬季。南部登革熱大於平均病例數月份為 6月到 11

月，在夏秋兩季，佔所有異常病例次數的 79%。病例時間序，推知南部應為主要感染起源區。 

    將登革熱病例數異常高(平均值一個標準差以上)月份，均溫及最高、最低氣溫，分布連線及埃

及、白線斑蚊最適溫度分布，製作成圖 11。圖 11可見月均溫除中部、東部極端病例數少的區域

外，全臺、北部、南部病例異常多時均溫，都分布於埃及、白線斑蚊最適溫度重疊區(紅色底圖、

26-32℃)對可見，埃及斑蚊、白線斑蚊均為傳播登革熱的主要病媒蚊，但由中部及東部最多病例數

分散，且中部最多病例溫度不在斑蚊適溫重疊區且偏低溫，故具白線斑蚊野外叮咬傳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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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各溫度範圍下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平均/最高/最低氣溫與埃及斑蚊、白線斑蚊生存分布圖 

 

五、針對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氣溫、雨量，推估病例數爆發條件： 

    南部為本土登革熱主要起源地區，故本團隊針對南部登革熱病例數大爆發月份，ONI指數、氣

溫、雨量條件進行分析，試圖找到病例爆發時條件。統計南部病例數月份來說，一級危險月份為 8

月、9月、10月，其次為 6 月、7月、11月。 

(一)圖表繪製說明： 

1.次數欄、列說明：針對台灣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均溫、雨量進行次數

統計，次數區分平均平均加一個標準差以上，用紅底呈現；平均至一個標準差間用橙底表

示。 

2.表格內數值底色說明：將數值-月份交叉比對，在有數值的月份，若兩向量均為紅色便在數

值上加紅色；兩數值一紅一橙，加橙色；兩橙則加綠色；若前後兩月有底色，雖無病例仍

加較低程度底色，藉此呈現病例數爆發機率高低，區分危險度紅、橙、綠，如表 30至表

32。 

3.數值-月份等值圖繪製：將其數值-月份分布繪製成等值圖，如圖 12至圖 14，顏色數值如

圖例所示。 

(二)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出現次數統計： 

表 30、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次數分布表 

 

ONI指數 -1.3~-1.1-1.1~-0.9-0.9~-0.7-0.7~-0.5-0.5~-0.3-0.3~-0.1 -0.1~0.1 0.1~0.3 0.3~0.5 0.5~0.7 0.7~0.9 0.9~1.1 1.1~1.3 1.3~1.5 1.5~1.7 1.7~1.9 1.9~2.1 2.1~2.3 2.3~2.5 2.5~2.7 次數

1月 2 2

2月 1 1 2

3月 1 1

4月 1 1

5月 1 1

6月 1 2 1 4

7月 1 1 1 1 4

8月 1 3 3 7

9月 1 1 2 3 7

10月 1 1 2 3 7

11月 1 1 4 6

12月 3 3

次數 1 0 0 0 3 2 1 4 1 3 2 1 1 3 3 5 0 3 3 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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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0 可見最易發生登革熱病例數爆發

ONI 值及時間在 8 至 10 月 ONI 值 1.7-1.9 範圍

(紅色區域)，其餘黃色、綠色區塊則零星分

布。 

    由圖 12，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爆發 ONI 指數

-月份分布圖，可見有兩區斜線分布明顯區塊及

零星案例，討論如下： 

1.Ⅰ區：ONI 數值 0.5 到 2.7(聖嬰至強聖嬰)隨

月份增加，數值越高，且極端病例爆發機率

增加，可能代表聖嬰指數越高 7-12 月爆發機

率越高，越冷聖嬰 ONI 指數需要越高才會發

生病例數爆發。 

2.Ⅱ區：ONI 數值-0.5 到 0.7(正常值-弱聖嬰)

隨月份增加，ONI數值越高，也代表 ONI正常

值時也可能發生病例數爆發。 

 
圖 12、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

次數分布圖 

3.零星案例：反聖嬰(ONI<-0.5)病例數爆發僅 1 次，代表反聖嬰發生不利登革熱傳播。1 月在強聖

嬰也可能發生登革熱爆發，推測聖嬰造成暖冬，有利登革熱傳播。 

    整理以上結果，登革熱病例數出現異常多時 ONI 值有兩範圍-0.5 到+0.7(正常)、+1.3 到

+2.7(強聖嬰)呈現危險，其中 1.7-1.9、2.5-2.7為一級危險。 

 

(三)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月均溫出現次數統計： 

    由表 31可見最易發生登革熱病例數爆發月均溫及時間在 8、9月氣溫 28-29℃範圍(紅色區

域)，其餘黃色、綠色區塊則零星分布。由圖 13，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爆發均溫-月份分布圖，病例

數爆發溫度隨季節溫度變化明顯，病例數大多爆發在 6至 11月，溫度分布 24 至 29℃間最明顯。 

    整理以上結果，登革熱病例數出現異常多時月均溫值範圍 26℃到 30℃，其中 28℃到 30℃為一

級危險。 

表 31、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均溫次數分布表 

 

 
圖 13、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均

溫次數分布圖 

(四)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量出現次數統計： 

表 32、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雨量次數分布表 

 

均溫(度)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次數

1月 1 1 2

2月 1 1 2

3月 1 1

4月 1 1

5月 1 1

6月 1 3 4

7月 1 2 1 4

8月 4 3 7

9月 1 5 1 7

10月 1 2 4 7

11月 1 2 1 2 6

12月 1 1 1 3

次數 1 0 1 2 0 3 2 2 2 5 5 12 9 1 0 45

雨量(mm)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250 251-300 301-350 351-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1-700 701-750 751-800 801-850 851-900 901-950 次數

1月 2 2

2月 2 2

3月 1 1

4月 1 1

5月 1 1

6月 2 1 1 4

7月 2 1 1 4

8月 1 1 1 1 1 1 1 7

9月 1 2 1 1 1 1 7

10月 6 1 7

11月 5 1 6

12月 3 3

次數 20 2 1 4 3 1 4 3 2 1 1 1 1 0 0 0 0 0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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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2可見最易發生登革熱病例數爆發月雨量及時

間在 10月雨量 0-50mm範圍(紅色區域)，其餘黃色、綠色

區塊則零星分布。 

    由圖 14，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爆發雨量-月份分布圖，

病例數爆發雨量分布兩區塊： 

1. 多雨區間：分布 150-500mm，病例數大多爆發在 6 至 9

月，但 8月多雨可達 950mm。 

2. 少雨區間：分布 0-50mm，病例數大多爆發在 10至隔年

4 月，秋季(10月、11月)明顯，符合先前研究結果。 

    整理以上結果，登革熱病例數出現異常多時月雨量值

範圍夏季、初秋 0-500mm，其中秋季 0-50mm為一級危

險。 

 

 
圖 14、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月份雨量

次數分布圖 

(五)綜合以上南部登革熱一級危險及危險範圍(參見表 33、圖 15)： 

臺灣南部 6月至 11月為登革熱好發期間，故整理發生登革熱病例多時 ONI 值、月均溫、雨量

預測範圍，如表 33。8月至 10月 ONI值介於+1.7至+1.9；7月至 8月月均溫 28℃至 30℃；10月

月雨量 0-50mm，最可能發生登革熱病例數大爆發，為一級危險範圍。 

綜合統計，6月至 11月 ONI值夏季介於-0.5至+1.9間(平常至 3至 4倍聖嬰)、秋季-0.5至

+2.7 間(平常至 5至 6倍聖嬰)；月均溫夏季 28℃到 31℃、秋季 22℃到 30℃；月雨量夏季(6-8

月)、初秋(9月)100到 650mm、深秋 0-100mm時，可能引發登革熱大爆發，是危險的範圍。 

表 33、南部登革熱病例異常多可能 ONI值、月均溫、雨量分布預測表 

月份 一級危險範圍 危險範圍 

項目 ONI值 月均溫 月雨量 ONI值 月均溫 月雨量 

6月    -0.5～+0.9 28～30℃ 150～400mm 

7月    -0.5～+1.7 28～31℃ 200～350mm 

8月 +1.7～+1.9 28～30℃  -0.1～+1.9 28～30℃ 200～650mm 

9月 +1.7～+1.9 28～30℃  -0.5～+2.3 27～30℃ 100～500mm 

10 月 +1.7～+1.9  0～50mm -0.3～+2.5 25～28℃ 0～100mm 

11 月    -0.3～+2.7 22～27℃ 0～100mm 

 

圖 15、登革熱病例數異常一級危險及危險數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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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一)計算臺灣每年各月全臺登革熱病例數與的聖嬰指數(SOI、ONI)相關係數，發現海洋聖嬰指數

(ONI)與登革熱病例數相關性較高，故本研究針對海洋聖嬰指數(ONI)對台灣地區登革熱病例關

聯性進行研究。 

(二)進行分區各月登革熱病例數與的海洋聖嬰指數(ONI)相關係數，發現夏、秋、冬三季明顯較具

相關性，區域則以南部最具相關性，代表聖嬰現象對登革熱疫情之影響時空；進行登革熱病例

數異常多月份，聖嬰甚至強聖嬰發生率分區統計，發現 8月至隔年 2月極端連動性最高，區域

同樣為南部最具極端連動性。整合以上相關性及極端連動性，發現除春季外，海洋聖嬰指數與

登革熱疫情關聯度高，區域則以南部影響最顯著。 

(三)分析海洋聖嬰指數(ONI)與台灣各區氣象因子的相關性，發現聖嬰現象發生時，氣溫上 1月

(ONI上升 1.0，南部氣溫上升 0.36℃最多)、4月、6月相較高溫(ONI上升 1.0，北部氣溫上升

0.46℃最多)、8月相較低溫(ONI上升 1.0，中部氣溫下降 0.18℃最多)，代表聖嬰年時易發生

暖冬、春夏季提前、涼夏等現象；雨量方面，呈現 1月(ONI上升 1.0，南部雨量增加 22mm最

多)、3月、4月、8月(ONI 上升 1.0，北部雨量增加 172mm)多雨、10月少雨(ONI上升 1.0，北

部雨量下降 143mm最多)，代表聖嬰年時冬雨、春雨、夏季雷雨增加、秋雨減少等現象；日照

時數方面，4月、10月(ONI 上升 1.0，北部日照時數增加 9.4小時最多)、11月(ONI上升

1.0，東部上升 11.9小時最多)日照長、7月(ONI 上升 1.0，中部日照時數減少 11.3小時)、8

月(ONI上升 1.0，南部日照時數減少 2.2小時最多)日照短，代表聖嬰年時春、秋晴朗、夏季

雲量多的現象。 

(四)整合聖嬰現象影響登革熱疫情大爆發影響最明顯區域為南部，可能造成條件歸納有冬季 1月份

高溫多雨；夏季梅雨後期 6月高溫，8月低溫、多雨、日照時數短；秋季前期 9、10月少雨、

後期 10月、11月日照時數長，都可能增加登革熱病例數。其中 2014-2015-2016、2018-

2019、2023-2024為跨年聖嬰，後一年病例數均特多，推測可能為聖嬰年導致冬季高溫，不能

抑制病媒蚊傳播，延續到隔年病例數暴增，故政府相關單位更需重視聖嬰年冬季登革熱防治。 

(五) 依據文獻斑蚊的適應溫度範圍，主要室內傳播登革熱的埃及斑蚊生存最適溫度為 26℃至

36℃，而室外傳播的白線斑蚊最適生存為 24℃至 32℃。分析登革熱異常多月份之溫度，發現

全臺、北部、南部極端病例數較多區域均溫分布最多均在兩種病媒蚊最適溫度範圍重疊處

(26℃-32℃)，兩病媒蚊共同傳播溫度範圍極端病例數必定最多。最高氣溫在病媒蚊可傳播溫

度以上各區仍有極端病例數出現，可能與環境掩蔽有關，故高溫較難抑制病媒蚊傳播。最低氣

溫在病媒蚊可傳播溫度以下並無極端病例數發生，代表低溫確實可抑制登革熱的傳播。 

(六)針對南部登革熱病例數異常多月份 ONI指數、氣溫、雨量，推估病例數爆發一級危險範圍為 8

月至 10月 ONI值介於+1.7 至+1.9；7月至 8月月均溫 28℃至 30℃；10 月月雨量 0-50mm。可

能爆發二級危險範圍為 ONI值夏季介於-0.5至+1.9 間(平常至 3至 4倍聖嬰)、秋季-0.5至

+2.7間(平常至 5至 6倍聖嬰)；月均溫夏季 28℃到 31℃、秋季 22℃到 30℃；月雨量夏季(6-8

月)、初秋(9月)100到 650mm、深秋(10月、11 月)0-100mm時，可能發生登革熱病例數大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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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展望： 

(一)透過此次研究本團隊發現，登革熱病例數會受到氣溫、雨量、日照時數等多種因素影響，但並

非完全，需考慮的配對因素，如地理環境、植物分布、建築方式、人體免疫力等，且在不同

月份、區域可能結果就有所不同，難以預測。由於本團隊的研究時間不足而導致無法加深探

討是否還有其他聖嬰現象影響因子與登革熱的傳播有相關性，故除此之外，未來應考慮有無

更多其他因素及影響比重造成登革熱感染病例數的增減。或許改變趨勢變化計算模式，進行

預估，會得到更好的預測結果。 

(二)由於本次研究受限於某些城市沒有設置氣象站，或者是原本的氣象站遭到拆除，導致無法取其

氣溫、雨量與病例數的相關係數，進而無法分析該地登革熱病例是否受天氣因子影響，像是

苗栗及雲林等。除此之外，某些縣市的病例少導致相關係數不夠精準，如 2008年至 2023年

北部測站僅有 7年有病例數據。綜合上述所說，本團隊希望未來能進行更長期的資料研究，

除了增加測站資料，也拉長觀察年份，也許可找到一些不同的趨勢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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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1902 

本研究探討聖嬰現象與登革熱病例數的關聯性，有助於了解登革熱的

流行趨勢。利用台灣 2008 年至 2023 年的登革熱病例數、海洋聖嬰指

數(ONI)、天氣因子(如氣溫、雨量、日照時數)等資料，進行相關係

數分析與迴歸分析，資料廣泛且時間跨度長，研究結果可提供參考。

研究中雖然使用了迴歸曲線推算登革熱病例數與 ONI 的變化趨勢，但

對模型預測能力的驗證較少，建議未來在迴歸模型中還可將人口密

度、社會經濟狀況、環境衛生等因素納入分析，如此模型的解釋能力

與預測能力應該會更好。研究結果說明臺灣登革熱病例數與聖嬰指數

於 8 月至 2 月（秋冬季）關聯性高。值得嘗試繪製各地區之逐月氣溫

與雨量趨勢以為檢視。  



 

 

 

 

 

 

 

 

 

 

 

 

 

 

 

 

 

 

 

 

 

 

 

作品簡報 










	051902-封面
	051902-本文
	051902-評語
	051902-作品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