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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 

壹、計畫緣起目的 

近年來小黑蚊的發生嚴重影響生活品質、並妨礙觀光發展，已成為台灣新興的環

境害蟲，值得政府與民眾加以重視。而要避免小黑蚊的危害，除政府相關單位的努力

外，更應積極推動社區共同防治。 

而臺東縣小黑蚊滋生所造成的危害，除影響學童學習情緒、居民生活品質，甚至

影響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臺東縣政府為解決小黑蚊滋擾問題，辦理小黑蚊防治計畫，

茲將臺東縣境內進行密度調查，以做為推動小黑蚊防治工作之重要依據，並做教育訓

練推廣正確防治觀念與防治經驗，期望能維護一個舒適、品質、健康的清新家園。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所採防治法，先於調查小黑蚊族群密度、配合氣象、人群及農作物等因子，

分析造成小黑蚊族群密度猖獗之原因、規劃擬定小黑蚊防治之策略並進行實地防治、

辦理教育宣導，推廣正確防治觀念與防治經驗。 

 

參、計畫協力、合作單位 

臺東縣政府 

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嘉南藥理大學生物科技系 

 

肆、計畫內容、實施方式策略 

一、計畫內容、實施方式策略： 

項次 工作項目 單 位 數量 實施方式 

一 辦理教育宣導說明會 場 2 研習講座 

二 辦理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 場 4 研習講座 

三 臺東市小黑蚊發生地密度調查 式 1 現場實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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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人員編組：  

計畫編組職掌 姓名 個人現職學經歷簡介 

計畫主持人與指導老師 廖信昌 

1、美和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副教授兼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3、台中榮總, 博士後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兼計畫專管 廖千菘 

 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畢)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在學) 

 前勞委會職訓局屏東就業服務站就服員 

曄楊生物科技系 生技產品 講師 

協同計畫專題生 謝亞唐 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學生 

偕同計畫專題生 葉娟妙 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學生 

 

 

 

三、預定執行研習課程： 

課程名稱 時數 參與人數 預定講師 

臺東市小黑蚊發生地密度調查 40 6 廖千菘 

教育宣導說明會(2 場) 8 120 廖信昌博士、廖千菘 

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4 場) 24 160 廖信昌博士、廖千菘 

 

伍、計畫管制流程(依實際狀況調整時間，以不超過 12月份為基準) 

 

工作事項 
工作管制流程 

工作量 
百分比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08
月 

0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執行團隊成立 ● ●          
提交工作計畫書   ●        10％ 

辦理小黑蚊發生地密

度調查 
   ● ● ●     30％ 

呈報調查報告      ●     10％ 
辦理研習課程       ● ●   30％ 
呈報成果報告        ● ●  20％ 

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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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需求槪算 

（計價單位：元） 

預算科目 數 量 單 價 小 計 說  明 

講師費 30 1600 48000 
1. 內聘講師每小時 800 
2. 外聘講師每小時 1,600 

出席指導費 6 2000 12000 
邀請輔導老師、委員至社區

指導，每次、日 2,000 元 
助理人事費 3 33000 99000 計畫助理費用 

臨時工資 9 800 7200 
1. 單日一律以 800 元計價 
2. 經費編列，不得超過總經費

20％ 

印刷費 280 40 11200 
研習講義、宣導文宣、成果

報告、研究調查資料、折頁 
、手冊、書刊等印刷 

行政管理費 1 27000 27000 學校內部行政管理費 

場地費 6 2000 12000 場地清潔費用 

車租 8 300 2400 汽機車租賃 

材料費 1 3000 3000 
各項研習、活動場佈、相關

營造所需材料 

誤餐費 300 80 24000 
參與研習及工作人員誤餐 
，每人每餐不得超過 80 元 

茶水費 300 20 6000 
參與研習及工作人員茶水 
，每人每次不得超過 20 元 

保險費 280 40 11200 
工作人員及各項活動參與人

員、場地保險 

交通費 9 628 5652 
以加油單、車票或公車公里

數計算 

雜 支 1 1348 1348 
含文具、郵電、電子耗材等

消耗品，編列不得超過總經

費 5％ 

總 計 270000 

（依實際需求填寫)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參與工作團隊成員 人 5 
召開工作會議 次/人次 3/5 
工作會議紀錄 篇/冊 3/ 
辦理宣導說明會 次/人次 2/120 
研習講義 頁/份 40/280 
培育志工、解說、展演、作業、、、人員 人 280 
密度調查 天/人次 4/16 
呈報階段或期末報告 冊 1 
參與本計畫總人數 人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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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項計畫執行狀況報告 

 

(一)、小黑蚊密度調查執行報告 

密度調查之目的 

本計畫以台東市區做實際小黑蚊發生地之密度監測調查，經由密度調查報告有效掌握台東市

區熱點位置，以利政府機關將來推動執行小黑蚊綜合防治工作之參考。 

實務工作面將所預設之地點及民眾反應之區域，統整之後規劃成密度監測調查之地點，擇定

學校、公務機關、社區、風景休憩區及遊樂區等場所進行現地勘查。詳細記載小黑蚊密度高

低並撰寫數據報告，以利防治工作。 

小黑蚊密度調查技術簡介 

每個人對小黑蚊的感受性不同，只憑被叮咬的感覺無法真確反應小黑蚊的危害情形。只能藉

由調查確實的數據，才能客觀地得知小黑蚊的危害狀況。 

 

方法與步驟分成 3 步驟如下 :  

一、選擇調查地點(環境適於小黑蚊生長) 

1. 行前分組與會議討論: 

第一組: 謝亞堂、林奕宏 

第二組: 戴郁芳、張仕澤 

第三組: 許舒喬、周士秦 

會議記錄 : 如 (附件一)(附件二) 

2. 地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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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用工具製作 

1. 吸蟲管 

 

2. 集蟲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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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實務調查 

兩人一組。一人裸露一隻小腿誘集 20 分鐘、另一人負責計算小黑蚊並於計 

數器上按壓，確定小黑蚊數量並記錄。 

小黑蚊密度調查結果 

第一組 
組員:謝亞堂、林奕宏 

時間:2014/6/29~2014/6/30 

小黑蚊危害密度等級: 極嚴重 ( >100 隻/20 分鐘)、嚴重 ( 51-100 隻/20分鐘)、中重度 

(21-50 隻/20 分鐘)、中度( 6-20 隻/20 分鐘)、輕微 (1-5 隻/20 分鐘)。 

地點:7處 

 

 

縣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 

 

東 

 

市 

遊樂 公園路口(遊戲區) 7 中度 

風景 森林公園辦公室 9 中度 

風景 生態池 0 無 

風景 綠水橋 150 極嚴重 

風景 琵琶湖 2 輕微 

風景 活水湖兩側 0 無 

風景 鷺鷥湖 4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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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組員:戴郁芳、張仕澤 

時間:2014/6/29~2014/6/30 

小黑蚊危害密度等級: 極嚴重 ( >100 隻/20 分鐘)、嚴重 ( 51-100 隻/20分鐘)、中重度 

(21-50 隻/20 分鐘)、中度( 6-20 隻/20 分鐘)、輕微 (1-5 隻/20 分鐘)。 

地點: 10處 

 

 

縣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 

 

 

 

東 

 

 

 

市 

社區 台東糖廠 冰品部 15 中度 

社區 台東糖廠 舊昌庫 13 中度 

社區 美術館東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西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南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北邊 0 無 

學校 台東女中 35 中重度 

社區 教育部聯絡處 0 無 

休憩 國際地標市立有游泳池 25 中重度 

風景 國際大草原 13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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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組員:許舒喬、周士秦 
時間:2014/6/29~2014/6/30 

小黑蚊危害密度等級: 極嚴重 ( >100 隻/20 分鐘)、嚴重 ( 51-100 隻/20分鐘)、中重度 

(21-50 隻/20 分鐘)、中度( 6-20 隻/20 分鐘)、輕微 (1-5 隻/20 分鐘)。 

地點:9處 

 

縣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 

 

 

 

東 

 

 

 

市 

學校 台東高商 0 無 

社區 博愛路星巴克 12 中度 

社區 大同路兒童故事館 5 輕微 

風景 鯉魚山 前山附近 

博愛路上 

17 中度 

風景 鯉魚山內 25 中重度 

風景 鐵花路 

鐵路局舊鐵道 

19 中度 

社區 新生公園 17 中度 

風景 台東海濱公園堤防 67 嚴重 

風景 台東縣政府後端 18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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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蚊問題分析(密度調查後) 

環境因子:  

經密度調查後，發現小黑蚊數量多的地方大多在樹林內靠近步道附近、土壤濕度高，周邊區

域皆無其它覆蓋物，容易形成青苔和腐木濕葉加速孳生小黑蚊幼蟲，也充分提供幼蟲食物來

源的環境。另該區域遊客眾多也提供小黑蚊母蟲充足的血源，有利小黑蚊的繁殖生長。 

 

氣候因子: 

 

根據文獻相關報告指出小黑蚊吸血時間大約在早上七、八點起即開始吸血活動，吸血活動隨

時間增加呈逐漸上升趨勢，並以中午十一點至下午三、四點為吸血高峰，然後下降至黃昏時

停止。但依本次小黑蚊密度調查發現，小黑蚊吸血在台東市大多是早上7點到11點及下午3

點半後到6點半出沒 (於森林公園路口旁遊戲場可抓取正在吸血小黑蚊約9隻)，而早上11點

到下午3點並無小黑蚊蹤跡。推測有可能當天台東市氣候炎熱而其溫度高於32度以上讓小黑

蚊停止吸血，另台東市焚風也有可能造成小黑蚊消失匿跡的原因，也發現台東市小黑蚊出沒

數量高峰都在下雨天後與次日早上時間最為嚴重。 

 

人文因子:  

 

1. 大部分男性居民被小黑蚊叮咬後產生免疫情況(沒感覺、不癢腫)，但卻不知自己已經提

供小黑蚊穩定而大量的血源使其孳生養分。 

2. 森林公園遊戲區每日午後傍晚時分，皆有住戶帶小孩進行活動，但住戶幾乎不具小黑蚊

防護之相關知識， 也未進行個人保護，造就小黑蚊發生嚴重問題。 

3. 建議指導居民移除幼蟲棲地(藍綠藻孳生源)，以杜絶小黑蚊幼蟲食物藍綠藻的滋生。 

 

化學防治因子: 

 

1. 小黑蚊屬於群族性，建議可於清晨時段(AM5:00-AM:700)小黑蚊未開始活動時，對環境施 

以除蟲菊精類或有機磷類環境用藥，並採交互使用環境用藥為原則，避免抗藥性產生。 

2. 嚴格督導病媒防治業者依藥劑規範之有效濃度來落實噴灑防治範圍。 

3. 小黑蚊屬於群族性，飛行區域約9公尺，噴灑藥物範圍因經費問題只能小面積噴灑效果非

常有限，以致沒有完全達到防治目的，主因是當有噴灑藥劑區域造成部份小黑蚊死亡，

誘導小黑蚊殘存者產生抗藥基因，及其它未噴撒藥劑區塊之小黑蚊會來進行吸血繁衍，

也讓小黑蚊產生嚴重的抗藥性，相形之下更造成小黑蚊防治不易。 

 

防治策略 

在防治的策略上建議以「個人防護」及「幼蟲孳生源管理」為主，「個人 

防護」方面強調穿著長袖衣褲及塗抹防蚊液；「幼蟲孳生源管理」方面主要針對 

藍綠藻與藻類等幼蟲孳生源進行清除，縮減幼蟲棲地範圍。藉由上述兩種方式的 

合併實施可積極阻斷小黑蚊之繁殖，有效降低小黑蚊族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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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蚊密度調查照片 

一、美和科技大學    執行密度調查人員訓練 

 

 

二、到達台東市      交通工具與相關器材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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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東市  密度調查位置再次確認與操作討論 

 

 

 

四、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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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黑蚊叮咬狀況 

 

 

 

 



   美和科技大學 13 

 

附件 1、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台東縣「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密度調查會議記錄 

壹、 時間：98 年 05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貳、地點：美和生技大樓 10 樓會議室 

參、主席：廖信昌                紀錄： 

肆、出席人員：執行密度調查人員   共    人（詳如簽到處） 

伍、會議報告事項：   

 一、轉知台東縣「103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標案業務相關指示事項： 

     (一)執行者密度調查規畫報告 

       1.本計畫以台東市區做實際小黑蚊發生地之密度監測調查，經由密度調查報 

告有效掌握台 東市區熱點位置，以利政府機關將來推動執行小黑蚊綜合防 

治工作之參考。 

       2.每個人對小黑蚊的感受性不同，光憑感覺無法正確反應小黑蚊的危害情形。 

         藉由確實調查、客觀地得知小黑蚊的危害狀況。 

3.實務工作面上將連續 2 天內，在所預設之地點及民眾反應之區域做密度監 

測調查，擇定 學校、公務機關、社區、風景休憩區及遊樂區等場所進行現 

地勘查。因經費有限，需考量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達成最大效益的密度調 

查，並詳記小黑蚊密度高 低並撰寫數據報告，以利防治工作。 

(二)密度調查方法： 

1.選擇調查地點 

2.密度調查步驟 

 3.調查用工具製作 

二、計畫指導老師指示事項: 

本次計畫需要前往台東市實際做密度調查，所參與的各位同學外出時要遵守交通規

則和自我人身安全，夜間不可出入不良場所。聽從帶隊執行規劃人員指示，來執行

密度調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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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規劃人員報告： 

1.選擇調查地點(環境適於小黑蚊生長區域): 

 密度調查地點將與計畫主辦人與台東清潔隊做確認。 

2.密度調查步驟: 

分為兩人一組，總共分為 3組。每組一人將攜帶護具之小腿露出 20分鐘，誘集小黑

蚊停留於小腿上及計算數量並記錄。 

3.調查用工具製做: 

集蟲杯製做方法介紹 

吸蟲管製做方法介紹 

 

 
 

柒、臨時動議： 無   

 捌、散會：下午 16：20 

 

 

(簽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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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台東縣「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密度調查會議記錄 

貳、 時間：98 年 05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貳、地點：美和生技大樓 9 樓會議室 

參、主席：廖信昌                紀錄： 

肆、出席人員：執行密度調查人員   共    人（詳如簽到處） 

伍、會議報告事項：   

 一、台東市區小黑蚊市場密度調查行前規劃： 

     (一)密度調查行前討論  

       1. 行前分組 

       2. 本次參與人數為 6人，分 3組兩人為一組，並開始執行分組。 

       3. 訂定執行時間，時間為兩天ㄧ夜。不影響課業工作為主 

(二)密度調查方法： 

1.確認地點 

2.分組規劃區域 

 3.事前做地形考察 

 4.收集工具製作 

 5.問題與討論 

二、計畫指導老師指示事項: 

目前等待經費核撥與地點確定下來後，開始執行密度調查工作。在這段期間參與人

員可以開始將前置作業處理好，帶調查時間確定後可以隨時出發。 

 

陸、執行業務狀況報告： 

亞唐報告: 目前吸引器具已經製作完成，收集器目前還在趕工製作，另外今天將開 

            始分組，會將分組結果記於本次臨時動議內。教育訓練會另定時間出來。 

千菘報告: 1.已經和台東縣政府主辦人聯繫上，預計 6月初公文流程和經費才能全部 

            跑完。因 6月底有期末考問題，會再和主辦人聯繫是否可以在 6月初就 

            可以開始執行密度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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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密度調查的地點，台東縣政府會把主要點告知我們，再請亞唐這邊規 

劃一下，把正確位置用文字方式條列出來並在地圖做記號。原則上最多到 30

個點，。但會因現場操作狀況做調整，最低不得少於 20個地點。       

 

柒、臨時動議：  

 進行分組 

             第一組組員:謝亞唐、林奕宏 

             第二組組員:戴郁芳、張仕澤 

             第三組組員:許舒喬、周士秦 

 捌、散會：下午 16：00 

 

 

(簽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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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黑蚊防治計畫研習課程執行報告 

研習課程之目的 

 

小黑蚊防治需透過教育方式，教導全民普遍認知小黑蚊問題與防治方法後，實際

投入防治工作或成為防治志工。 

 

研習課程之簡介 

一、 辦理教育宣導說明會(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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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會(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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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之公文 

 
台東縣政府 

 
辦理 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教育宣導說明會活動 

 
壹、依據 

為解決小黑蚊之滋擾問題，依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辦理
本次小黑蚊防治教育宣導說明會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台東縣政府農業處林務科。 
二、承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一般民眾與種子教師等。 
二、人數：預估60名學員。 

肆、辦理時間、地點及講師 
一、時間：103年09月25日（星期四），下午13時至16時10分。 
二、地點：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台東市民航路21號)。 
三、講師：黃泉銘講師（德國萊茵檢驗公司）。 
四、指導教授: 廖信昌教授 

伍、活動名稱 

「認識小黑蚊-快樂出遊行」 

陸、活動目標 
一、認識小黑蚊生態與習性，建立小黑蚊防治正確觀念。 

二、 學習正確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讓防治成效倍增。 

  三、 透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防治，使小黑蚊防治執行成效更完整。 

柒、活動內容 

內容簡述如下： 

一、 邀請講師將本年度最新小黑蚊相關資訊介紹並說明，幫助學員瞭解小黑蚊之發

生、生態與習性，以建立正確小黑蚊防治觀念、減少被叮咬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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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導學員當遇到小黑蚊侵害時，如何運用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使學員日後

遇到小黑蚊時，懂得自我防護與通報。   

三、 透過學員指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使民眾普遍認知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

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倍增。 

四、 活動結束前，由講師指導學員做防蚊乳液 DIY。另請學員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以

提供意見。 

 

捌、活動流程 
就業促進研習流程如下表所示： 

103 年 09 月 25 日（星期四）活動流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13:20-13:30  報到      

         

 13:30-14:20  小黑蚊之發生、生態與習性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4:20-15:10  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小黑蚊密度調查方法與實務      

 15:20-16:10  

(現場觀摩與履勘)防蚊乳液 DIY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6:10  賦歸      

         

玖、預期效益 
一、參與活動之學員對小黑蚊的認知處理能力提升，並有助於避免小黑蚊之危害。 

二、活動滿意度達 85%以上。 

三、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將 

倍增。 

拾、活動預算 

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悉由「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項下支應。 

拾壹、其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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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政府 
 

辦理 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教育宣導說明會活動 
 

壹、依據 
為解決小黑蚊之滋擾問題，依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辦理

本次小黑蚊防治教育宣導說明會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台東縣政府農業處林務科。 
二、承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一般民眾與種子教師等。 
二、人數：預估60名學員。 

肆、辦理時間、地點及講師 
一、時間：103年11月10日（星期一），上午09時至12時10分。 
二、地點：台東縣卑南鄉公所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和平路111號)。 
三、講師：黃泉銘講師（德國萊茵檢驗公司）。 
四、指導教授: 廖信昌教授 

伍、活動名稱 

「認識小黑蚊-悠活樂台東」 

陸、活動目標 
一、認識小黑蚊生態與習性，建立小黑蚊防治正確觀念。 

二、 學習正確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讓防治成效倍增。 

  三、 透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防治，使小黑蚊防治執行成效更完整。 

柒、活動內容 

內容簡述如下： 

一、 邀請講師將本年度最新小黑蚊相關資訊介紹並說明，幫助學員瞭解小黑蚊之發

生、生態與習性，以建立正確小黑蚊防治觀念、減少被叮咬的危害。 

二、 指導學員當遇到小黑蚊侵害時，如何運用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使學員日後

遇到小黑蚊時，懂得自我防護與通報。   

三、 透過學員指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使民眾普遍認知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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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倍增。 

四、 活動結束前，由講師指導學員做防蚊乳液 DIY。另請學員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以

提供意見。 

 

捌、活動流程 
就業促進研習流程如下表所示： 

10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活動流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09:00-09:10  報到      

         

 09:20-10:10  小黑蚊之發生、生態與習性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0:20-11:10  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小黑蚊密度調查方法與實務      

 11:20-12:10  

(現場觀摩與履勘)防蚊乳液 DIY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2:10  賦歸      

         

玖、預期效益 
一、參與活動之學員對小黑蚊的認知處理能力提升，並有助於避免小黑蚊之危害。 

二、活動滿意度達 85%以上。 

三、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將 

倍增。 

拾、活動預算 

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悉由「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項下支應。 

拾壹、其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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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政府 
 

辦理 103 年度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活動 
 

壹、依據 
為解決小黑蚊之滋擾問題，依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辦理本次小

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台東縣政府農業處林務科。 

二、承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社區、學校與各風景遊樂區及義工人員、鄉鎮市公所人員與各地方環保局

人員等。 
二、人數：預估40名學員。 

肆、辦理時間、地點及講師 
一、時間：103年09月26日（星期五），上午09時至16時00分。 
          103年09月27日（星期六），上午09時至16時00分。 

二、地點：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台東市民航路21號)。 

三、講師：黃泉銘講師（德國萊茵檢驗公司）。 
四、指導教授: 廖信昌教授 

伍、活動名稱 

「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會議」 

陸、活動目標 
一、認識小黑蚊生態與習性，建立小黑蚊防治正確觀念。 

二、 學習正確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讓防治成效倍增。 

   三、 為完備通報機制及第一線防治服務，透過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 

提供防治策略使小黑蚊防治執行成效更完整。 

柒、活動內容 

內容簡述如下： 

五、 邀請講師將本年度最新小黑蚊相關資訊介紹並說明，幫助學員瞭解小黑蚊之發

生、生態與習性，以建立正確小黑蚊防治觀念、減少被叮咬的危害。 

六、 指導學員遇到小黑蚊侵害時，如何運用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使學員了解自

我防護與通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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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透過學員指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使民眾普遍認知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

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倍增。 

八、 活動結束前，由講師指導學員做防蚊乳液、捕蚊工具 DIY。另請學員填寫滿意

度調查表以提供意見。 

捌、活動流程 
就業促進研習流程如下表所示： 

活動流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0:50 小黑蚊之發生、生態與習性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小黑蚊綜合防治策略與技術 

(如何防治小黑蚊)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防治熱點之挑選與推動辦法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4:00-15:00 
小黑蚊密度調查技術與 

通報體系建構暨問題討論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5:00-16:00 
小黑蚊孳生環境現場履勘 

與防治做法實地解說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6:00- 賦歸  

 
玖、 預期效益 
一、參與活動之學員對小黑蚊的認知處理能力提升，並有助於避免小黑蚊之危害。 

二、活動滿意度達 85%以上。 

三、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將 

倍增。 

拾、活動預算 

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悉由「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項下支應。 

拾壹、其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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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政府 
 

辦理 103 年度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活動 

壹、依據 
為解決小黑蚊之滋擾問題，依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辦理

本次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台東縣政府農業處林務科。 
二、承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社區、學校與各風景遊樂區及義工人員、鄉鎮市公所人員與各地方

環保局人員、一般民眾等。 
二、人數：預估40名學員。 

肆、辦理時間、地點及講師 
一、時間：103年11月08日（星期六），上午09時至16時00分。 
          103年11月09日（星期日），上午09時至16時00分。 
二、地點：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臺東市正氣北路889號)。 
三、講師：黃泉銘講師（德國萊茵檢驗公司）。 
四、指導教授: 廖信昌教授 

伍、活動名稱 

「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會議」 

陸、活動目標 
一、認識小黑蚊生態與習性，建立小黑蚊防治正確觀念。 

二、 學習正確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讓防治成效倍增。 

   三、 為完備通報機制及第一線防治服務，透過小黑蚊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研習， 

提供防治策略使小黑蚊防治執行成效更完整。 

柒、活動內容 

內容簡述如下： 

九、 邀請講師將本年度最新小黑蚊相關資訊介紹並說明，幫助學員瞭解小黑蚊之發

生、生態與習性，以建立正確小黑蚊防治觀念、減少被叮咬的危害。 

十、 指導學員遇到小黑蚊侵害時，如何運用小黑蚊綜合防治與技術。使學員了解自

我防護與通報的重要性。   

十一、透過學員指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使民眾普遍認知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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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倍增。 

十二、活動結束前，由講師指導學員做防蚊乳液、捕蚊工具 DIY。另請學員填寫滿意

度調查表以提供意見。 

捌、活動流程 
就業促進研習流程如下表所示： 

活動流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0:50 小黑蚊之發生、生態與習性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小黑蚊綜合防治策略與技術 

(如何防治小黑蚊)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防治熱點之挑選與推動辦法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4:00-15:00 
小黑蚊密度調查技術與 

通報體系建構暨問題討論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5:00-16:00 
小黑蚊孳生環境現場履勘 

與防治做法實地解說 

黃泉銘講師 
廖信昌教授 

16:00- 賦歸  

 
壹拾、 預期效益 
一、參與活動之學員對小黑蚊的認知處理能力提升，並有助於避免小黑蚊之危害。 

二、活動滿意度達 85%以上。 

三、小黑蚊習性與防治方法後，可實際投入防治工作或是成為防治志工，其防治成效將 

倍增。 

拾、活動預算 

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悉由「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項下支應。 

拾壹、其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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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之滿意度調查表 

台東縣政府 

103 年度小黑蚊防治計畫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請勾選畫圈) 
 

1. 講師授課是否內容豐富  :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2. 講師講解是否清楚易懂: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3. 講師授課是否有吸引力: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4. 活動是否能學習到新知識: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5. 對防治觀念是否有所幫助: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6. 活動氣氛是否自在舒服: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7. 場地環境是否舒適方便: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8. 手冊內容資訊是否豐富: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9. 工作人員態度親切有禮: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普通。須改善。 

 

對於活動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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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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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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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項計畫執行結果 

(一)、小黑蚊密度調查執行結果 

機關 工作項目 調查結果情形 
台東縣政府 

 

提供小黑蚊發生熱區 1. 森林公園路口(遊戲區) 中度 

2. 森林公園辦公室       中度 

3. 森林公園綠水橋       極嚴重 

4. 台東糖廠 冰品部      中度 

5. 台東糖廠 舊昌庫      中度 

6. 台東女中             中重度 

7. 國際地標市立有游泳池 中重度 

8. 國際大草原           中度 

9. 博愛路星巴克         中度 

10. 鯉魚山 博愛路上     中度 

11. 鯉魚山內            中重度 

12. 鐵花路鐵路局舊鐵道  中度 

13. 新生公園            中度 

14. 台東海濱公園堤防    嚴重 

15. 台東縣政府後端      中度 

小黑蚊危害密度等級: 極嚴重 ( >100 隻/20 分鐘)、嚴重 ( 51-100 隻/20分

鐘)、中重度 (21-50 隻/20 分鐘)、中度( 6-20 隻/20 分鐘)、輕微 (1-5 隻

/20 分鐘)。 

總體調查區域    : 26地點   

嚴重程度危害區域: 15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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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黑蚊防治計畫研習課程執行結果 

活動辦理狀況: 

辦理教育宣導說明會 2 場(每場 60 人)與辦理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 4 場( 每場 40 人) 

 

活動類型 場次 最低參與人數    最低總參與人數 

辦理教育宣導說明會 2場 120人      280人 

辦理通報處理及防治人員培訓 4 場 160 人 
 

實際執行狀況: 

場次/人數: 

 

日期 活動類

型 

活動主題 人

數 

實際

人數 

總參與人數 

(出席率)  

辦理狀況 

11/09 教育宣

導 

通報處理及防治人

員培訓 

53  

 

 

174 

 

 

 

 

 282人 

(100.7％) 

已完成 

09/26 培訓研

習 

通報處理及防治人

員培訓 

40 已完成 

09/27 培訓研

習 

通報處理及防治人

員培訓 

40 已完成 

11/08 培訓研

習 

通報處理及防治人

員培訓 

41 已完成 

09/25 培訓研

習 

認識小黑蚊快樂出

遊行 

60 108 已完成 

11/10 教育宣

導 

認識小黑蚊快樂出

遊行 

48 已完成 

 

 

最低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出席率 場次率 

280 282 100.7 % 100 % 

活動整體評價 講師滿意度 活動內容滿意度 服務品質滿意度 

95.8% 95.2% 94.6% 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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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落實小黑蚊的防治，除了政府的努力外，亦需社區民眾的共同參與，小黑蚊防

治需透過教育方式，教導全民普遍認知小黑蚊問題與防治方法後，實際投入防

治工作或成為防治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