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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全澳家居及大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調查結果 

 

衛生局於 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進行了今年全澳家居及大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

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反映澳門家居和大廈公共地方登革熱病媒孳生情況不算嚴

重，但由於誘蚊產卵器指數很高，鄰近地區登革熱及寨卡病毒病疫情仍然較嚴峻，

衛生局持續加強滅蚊防範寨卡病毒病及登革熱，同時呼籲市民繼續做好家居清除

積水工作，共同防控登革熱及寨卡病毒病。 

 

是次調查繼續得到統計暨普查局支持，隨機抽樣提供樣本進行調查，一共調

查了 350 戶家居及 45 幢大廈的公共地方。家居住戶蚊孳生源的調查，主要是調查

測定反映家居發生登革熱傳播風險的指數：家居布氏指數、家居房屋指數和家居

容器指數；大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的調查，主要是調查測定反映大廈公共地方發

生登革熱傳播風險的指數：大廈布氏指數和大廈容器指數。在調查同時，衛生局

工作人員也幫助各住戶及大廈管理員識別蚊蟲孳生源，予以清除，以預防家居及

社區登革熱的傳播。 

 

在家居蚊孳生源調查方面，家居布氏指數是指家居中有登革熱病媒幼蟲或蛹

的容器數和受檢查的住戶數之比乘 100，指數越高表示發生家居登革熱傳播的機會

越高，調查發現家居布氏指數全澳平均值為 1.4，塔石區最高(3.1)，其次為黑沙環

區(2.0) (表一)。家居房屋指數是指在 100 個住戶中有多少個住戶存在含登革熱病媒

幼蟲或蛹的容器，調查發現全澳家居房屋指數平均值為 1.1%，塔石區最高(3.1%)，

其次為筷子基區(1.3%) (表一)。家居容器指數是指住戶中每一百個積水容器中有多

少個存在登革熱病媒幼蟲或蛹，調查發現家居容器指數全澳平均值為 0.8%，塔石

和黑沙環區最高(1.1%)，其次為筷子基區(1.0%) (表一)；調查結果發現澳門家居反

映登革熱傳播的三個指數保持在一個較低風險水平(表二)。在家居孳生源的容器種

類方面，是次調查發現只有積水花瓶有蚊蟲孳生。 

 

在大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調查方面，大廈布氏指數是指大廈公共地方有登革

熱病媒幼蟲或蛹的容器數和受檢查大廈一個平面層的住戶數之比乘 100，指數越高

表示在大廈公共地方發生登革熱傳播的機會越高，調查發現大廈布氏指數全澳平

均值為 0.9，筷子基區最高(3.8)，其次為離島區(1.5)(表三)；大廈容器指數是指大廈

公共地方每一百個積水或積水容器中有多少個存在登革熱病媒幼蟲或蛹，調查發



現大廈容器指數全澳平均值為 4.3%，離島區最高(11.5%)，其次為筷子基區(10.0%)；

調查結果發現澳門大廈公共地方反映登革熱傳播的指數在一個低風險水平。在大

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的容器種類方面，調查中發現有孑孓的孳生源主要為花盆底

／水池／水桶等儲水容器及冷氣機積水和地面積水。是次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家

居和大廈公共地方的病媒孳生情況不算嚴重。 

 

雖然澳門家居和大廈公共地方的病媒孳生情況不算嚴重，但由於誘蚊產卵器

指數很高，鄰近地區登革熱及寨卡病毒病疫情仍然較嚴峻，為減低上述疾病在澳

門傳播的風險，衛生局持續加強全澳各衛生黑點的滅蚊工作，以減低蚊媒的密

度，衛生局人員今天已於表四地點進行化學滅蚊或實施其他病媒控制措施。 

 

衛生局呼籲市民如前往受寨卡病毒病和登革熱影響的地區，包括東南亞各國

旅行時，宜穿淺色長袖衫褲，在有空調或有防蚊裝置的地方住宿，外出時使用驅

蚊劑，防止被蚊叮咬；如有發熱、出疹等疑似寨卡病毒病或登革熱的症狀，應及

時就醫。同時，孕婦或打算懷孕的人士應暫時避免到受寨卡病毒病影響地區，由

受寨卡病毒病影響地區回澳後，1 個月內亦應採取嚴格的防蚊措施，6 個月內應

禁慾或全程使用安全套確保安全性行為；如伴侶已懷孕，安全性行為的措施應持

續至分娩或回澳後 6 個月，以較長者為準。 

 

衛生局同時呼籲所有醫生留意疑似寨卡病毒病和登革熱的病人，如有懷疑，

應及時作出申報和檢測，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已可為所有醫療機構提供免費檢

測。巿民如有疑問，可致電衛生局傳染病熱線 28700800 或瀏覽衛生局傳染病網

頁 http://www.ssm.gov.mo/csr/。 

 

表一 家居蚊孳生源調查各區登革熱病媒指數   

區域 家居房屋指數 家居布氏指數 家居容器指數 

筷子基 1.3% 1.3 1.0% 

黑沙環 1.0% 2.0 1.1% 

離島 0 0 0 

風順堂 0 0 0 

海傍 0 0 0 

塔石 3.1% 3.1 1.1% 

平均 1.1% 1.4 0.8% 



 

表二 歷年家居蚊孳生源調查登革熱病媒指數的比較  

年份 
第一次 1) 第二次 2) 

家居布氏指數 家居房屋指數 家居容器指數 家居布氏指數 家居房屋指數 家居容器指數 

2002 10.4 7.0% 3.6% 7.4 5.6% 3.1% 

2003 6.4 4.2% 3.0% 5.0 3.9% 3.1% 

2004 7.5 5.4% 6.9% 3.3 2.7% 1.8% 

2005 3.0 2.5% 1.7% 3.3 2.2% 2.2% 

2006 2.5 1.0% 1.9% 1.5 1.5% 1.1% 

2007 4.2 1.7% 2.5% 5.2 2.5% 3.4% 

2008 5.5 2.8% 2.4% 3.7 2.2% 2.6% 

2009 2.3 2.2% 1.6% 3.3 2.0% 2.9% 

2010 2.3 1.8% 1.6% 1.0 1.0% 0.6% 

2011 2.0 1.5% 0.9% 3.0 1.5% 1.9% 

2012 1.2 1.2% 0.8% 4.8 4.8% 5.1% 

2013 1.0 1.0% 0.9% 2.0 1.4% 1.3% 

2014 2.0 1.7% 1.5% 0.3 0.3% 0.2% 

2015 1.4  1.4% 0.9% 2.0 2.0% 0.8% 

2016 -- -- -- 1.4  1.1% 0.8% 

注: 1) 除 2003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在 7 月份進行外，其他年份均在 6 月份進行  

2) 除 2004 年、2009 年和 2013 年在 10 月份進行外，其他年份均在 9 月份進行 

 

 

表三   大廈公共地方蚊孳生源調查各區登革熱病媒指數 

區域 大廈布氏指數 大廈容器指數 

筷子基 3.8 10.0% 

黑沙環 0 0 

離島 1.5 11.5% 

風順堂 0 0 

海傍 0 0 

塔石 0 0 

平均 0.9 4.3% 

 



表四 10 月 25 日已進行化學滅蚊或實施其他病媒控制措施的地點 

 

 
地點 

蟠龍山莊 

明珠閣後山及旁邊空屋 

鏡湖醫院之溝渠 

柯利維喇街 36 號昌盛大廈地下 A 單位 

大三巴街 32 號富運台天井水巷之去水渠 

長樓斜巷 6 號外牆排污渠道 

澳門基督教聖堂及墳場 

觀音堂後花園及蓮花池 

馬交石炮台馬路一帶山坡(電訊博物館側斜路) 

漁翁街私家路(發電廠斜路對面) 

漁翁街天后廟 

摩囉園回教墳場 

茨林圍空置房屋 

山頂醫院外圍、垃圾房、宿舍外圍及 1 樓平台花園 

望廈街地盤(旅遊學院下面) 

姑娘街 3 號 A,3 號及 5 號空置舊屋 

蛤巷一帶地盤和空置房屋 

望廈體育館地盤 

新益花園第三座及第四座 

信毅花園 

祐喜大廈 

福海花園 

路環九澳聖母馬路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河邊新街 261 號新福花園 17/B 單位 

七潭公路祐寶閣斜對面山坡、爛屋及停車場處積水 

七潭公路葡京花園之山坡、水氹及兩邊爛尾樓(利景台至勝景台後山) 

路環九澳聖母馬路九澳老人院+外圍叢林 

路環九澳聖母馬路 9 號深水港貨櫃碼頭 

路環九澳鮑斯高青年中心 

路環九澳聖母馬路(九澳聖若瑟側)空置地盤及背後溪流 

路環九澳村常規(水氹、水渠、木屋) 

路環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 

蓮花口岸地面停車場 

蓮花口岸地下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