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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本次出國係參加英國倫敦大學之衛生及熱帶醫學學校（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LSHTM）之「旅遊醫學」課程，該課程主要由 LSHTM、

Hospital for Tropical Diseases-Travel Clinic 及 National Travel Health Network and 

Centre 共同辦理，內容包含與旅遊醫學相關之議題。 

藉由該課程之訓練，得以協助國內旅遊醫學政策之規劃與實務之推動，近年

來，由於生活水準之提高，出國旅遊成為國人重要休閒旅遊活動之ㄧ，外加國內

社會結構之改變，外籍配偶之比率升高，與大陸經濟貿易活動頻繁，這些因素皆

使得以經商或返鄉探親的旅遊活動機會增加，相對也增加國內防疫的衝擊。 

旅遊醫學的領域包含廣泛，本局以傳染病防制為優先考量之目的，協助國內

旅遊醫學實務之推動，然而，如能提供除傳染病以外的完整之旅遊醫學資訊，全

面考量旅遊者之健康，相信能吸引更多人願意主動尋求旅遊醫學協助，發揮旅遊

醫學的效益，進而達保障所有旅遊者健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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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近年來，旅遊醫學已成為醫學之重要學門之ㄧ，世界衛生組織亦將旅遊醫學

列為重要之健康主題，隨著國際交流頻繁，世界村之概念風行，先進國家生活環

境大幅改善後，腸道傳染病獲得良好控制，衛生政策對於疫苗可預防之疾病，亦

透過良好之衛生體系得以落實，使得先進國家之傳染病控制獲得很大的改善。 

然而，國際交流頻繁，因經商、旅遊、移民返鄉及姻親交流等因素，使得新

興及再浮現傳染病成為防疫的重點，我國近年來由於外籍配偶人數增加，返鄉探

親，與大陸因經商密切交流，人員往來頻繁，及國人旅遊風氣之盛行，都使得旅

遊與傳染病有著越來越密切的關係。 

由於旅遊醫學涉及專業醫學的領域，雖然網路發達，民眾可由網路獲得豐富

訊息，然而在預防傳染病重要的方法，除一般可透過衛教傳遞之防護措施之外，

疫苗可預防疾病之疫苗建議，或是瘧疾預防用藥，皆需透過專業醫護人員協助，

方能安全使用。因此旅遊門診的設立，醫護人員專業知識之加強，以及推廣民眾

於出國前及出國後前往旅遊門診諮詢，皆成為發展及推廣旅遊醫學重要的議題。 

本次出國的目的，即是透過專業課程的訓練，透過知識的整合、溝通技巧，

資訊蒐集，汲取先進國家之經驗，期望協助國內旅遊醫學實務之推動，共同完成

保障國內旅遊者之健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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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出國行程（詳如表一），時間為民國 97 年 4 月 4 日起至 97 年 4 月 13 日止，共計

八天，地點為英國倫敦倫敦大學之衛生及熱帶醫學學校。課程自 4 月 7 日至 10

日，共計五天，課程內容包含，旅遊醫學之概論、旅遊相關之腸道傳染病、瘧疾、

瘧疾預防用藥、疫苗可預防之傳染病、深層靜脈血栓、旅遊保險及遣送回國、時

差、高山病、愛滋病、皮膚病及旅遊醫學門診相關實務等，詳細課程表詳如表二。 

 

表一：出國行程表 

赴英國倫敦參加旅遊醫學訓練課程行程 

 

日期 
工作 

日誌 
地     點 行  程  內  容 

97/04/04 啟程 台北→倫敦 路程 

97/04/05 抵達 倫敦 抵達 

97/04/06 抵達 倫敦 抵達 

97/04/07 訓練 倫敦 訓練 

97/04/08 訓練 倫敦 訓練 

97/04/09 訓練 倫敦 訓練 

97/04/10 訓練 倫敦 訓練 

97/04/11 訓練 倫敦 訓練 

97/04/12 返程 倫敦→台北 路程 

97/04/13 抵達 倫敦→台北 抵達 

 

表二：課程表 

2008 年英國倫敦大學之衛生及熱帶醫學學校「旅遊醫學」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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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課程表之內容，將上課重點分成四類簡述： 

一、旅遊醫學概論 

旅遊醫學為涵括多學門之醫學，其目的為避免或預防發生與旅遊或旅遊者相

關的健康問題，內容涉其了公共衛生議題、個人需求及風險、旅遊之社會層面。 

旅遊者之數量逐年增加，旅遊年齡層範圍也逐年擴大，年紀幼小及年齡層較高需

健康照顧需求族群之旅遊人數亦在增加中，前往低社經國家旅遊者之人數增加，

低社經地位國家其國內醫療資源較不充足，及可能在當地感染傳染病問題，使得

旅遊醫學在旅遊計畫中，成為一項重要的事前準備工作。了解旅遊者所需之醫療

需求，如慢行病之藥品準備、前往國家所具之風險，如何防護，如何處理緊急狀

況、醫療保險等建議，回國後，藉由旅遊醫學門診協助旅遊者健康狀況之評估，

縮短疾病診斷時間，及時治療，進而確保旅遊者健康。 

 

二、非傳染病相關之旅遊醫學議題 

（一）、高度＆深層靜脈血栓（DVT） 

    氣壓隨著海拔增高而降低，氣壓之改變會影響人類之生理功能，高海拔環境

可能產生之醫療問題為缺氧、環境隔離、紫外線暴露、創傷、腹瀉、呼吸道感染、

失溫、凍傷、睡眠失調等，因此對於有慢性疾病如缺血性心臟疾病、高血壓、氣

喘、COPD、糖尿病及癲癇等，及懷孕、小孩、老人等特殊族群需提醒注意。處

理高海拔的健康狀況黃金準則為：如有急性高山症症狀出現，就不要再增加高

度，如果情況沒改善，則考慮下降高度，如出現高山症腦水腫或肺水腫症狀，應

立即下降高度。適當的藥物可以幫助減少高山症的狀況。凍傷的緊急處理也很重

要，可以幫助減少肢體的損害到最少。 

    深層靜脈血栓（DVT）之發生率隨年齡增高而增高，原因是因長期不活動，

如長途飛行、坐車或搭火車，血塊停留在深層靜脈，大部分的人不會有任何症狀，

較大的血塊才可能引起腿部之腫脹或酸痛，如果血塊透過血流到達肺部，則成為

肺血栓，造成胸痛、呼吸急促甚至成死亡。經研究發現易造成深層靜脈血栓之危

險族群為過去曾發生 DVT 或肺血栓者、有凝血問題者、使用動情素治療(或避孕)

者、懷孕者、近期曾接受手術、癌症、肥胖等。建議旅遊者搭乘長程交通工具時，

應減少長時間不活動，如定時走動、常做小腿肌肉收縮動作，以增加血液循環，

穿著寬鬆舒適的衣服，提供足部適當伸展的空間。 

（二）、旅遊保險及遣送回國 

旅遊保險提供旅遊者於國外旅遊時，發生意外或疾病時，能有足夠之經濟能

力負擔醫療費用，然而，近年來旅遊保險有增加遣送回國項目之趨勢，當旅遊國

家之醫療不發達或是醫療費用過於昂貴，皆為須考量遣送回國的可能，低經濟發

展國家，醫療資源缺乏，沒有救治的能力，高經濟發展國家，醫療費用過於昂貴，

無法負擔，則可考量病患身體狀況、醫療花費與遣送回國之費用比較，決定是否

遣送回國，另外，遣送回國，亦包含屍體之運送。遣送回國之方式搭乘之飛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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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類：定期班機（Scheduled aircraft）（又區分為：座位或擔架、護士護送、醫

師護送、醫療團隊）、救護飛機（Air ambulance）、計程飛機（Air taxi），救護飛機

可提供較完善之醫療服務，相對費用也相當可觀，然而利用定期飛機內部改裝，

雖較不具彈性及隱私，可在較少花費下達到遣送回國之目的。 

（三）、有毒動物之咬傷或刺傷 

    於熱帶、亞熱帶、沙漠及水上活動時，即有可能遭受到如毒蛇、毒蜘蛛、蠍

子、水母、海鰻等有毒動物之咬傷或刺傷，通常遭有毒動物咬傷或刺傷之臨床反

應迅速，多為神經症狀，且有劇毒，因此正確急救為重要要素，課程中，老師提

供許多實際發生案例之臨床照片、咬人動物之照片、診斷及處理方法，實用之網

站資料，以了解旅遊該地特殊有毒動物之物種分布情形。 

（四）、時差 

時差為當旅遊地與出發地有較大時區差異時發生身體不適狀況，常出現之症

狀有腸胃不適、食慾不振、疲倦、白天想睡覺、夜間睡眠不佳、注意力不集中，

長期可能造成健康的問題。光線與退黑激素（Melatonin）對於時差之調整皆有幫

助，減少時差之ㄧ般原則為盡量搭白天之班機、抵達目的地之夜晚盡量睡覺、可

考慮使用低劑量退黑激素幫助時差之調整。 

 

三、與傳染病相關之議題 

（一）、腸道傳染病 

    腸道傳染病為旅遊中最常發生之傳染病，英國之統計資料顯示致病因子

60-80%為細菌性，重要的病原為 Escherichia coli（佔 20-50%）、Samonella enteritidis

和 Campylobacter jejuni（佔 10-30%），10-20%為病毒性， 重要的病原為 Norovirus

及 Rotovirus，寄生蟲及原蟲類之腸道發生之情形較少，偶爾有阿米巴痢疾之發

生。基本之防護方法仍為注重飲食衛生，民眾可先行採取簡單之含電解質之水分

補充及藥物使用，醫師使用於抗生素治療時，則需考慮旅遊地細菌抗藥性問題。 

（二）、瘧疾及蟲媒疾病之防護 

瘧疾目前仍為世界上重要的傳染病之ㄧ，全球仍有 40%的人口暴露於瘧疾的

風險中，英國每年約有 1500-1700 例瘧疾境外移入之案例，造成約 5-15 人死亡，

由於英國殖民時代及近期非洲之移民，探訪親友（Visit friends and relatives）為瘧

疾境外移入個案最重要之族群。由於瘧疾之防治，可透過預防用藥及避免蟲媒叮

咬兩種方式達到預防感染的方法，瘧疾也成為英國旅遊醫學中，重要的議題，然

而，部分地區瘧疾抗藥性及預防用藥之用法、副作用等問題，使得在使用瘧疾藥

物時，需考量旅遊地區、使用者年齡、是否有潛在疾病、懷孕、旅遊時間長短等

情況，選擇對旅遊者最適合且有效之預防用藥。此外，瘧疾之早期診斷也很重要，

延誤診斷常造成死亡病例之發生。 

蟲媒傳染病如黃熱病、登革熱、瘧疾之防護皆相同，不外乎使用防蚊液、蚊

帳、蚊香、衣物保護等，多種防護方法一起使用，可加強防護效果，蟲媒對於人

體散發之二氧化碳及體味敏感，在實驗中得到證實，而考量旅遊者從事的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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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如於熱帶雨林中活動，則建議使用濃度較高之防蚊液），給予適當防蚊液濃

度建議，方能達到最佳的保護效果。 

（三）、性傳染病及愛滋病族群 

    性傳染病在旅遊醫學中，亦為重要疾病，原因是旅遊渡假者，因心情放鬆容

易發生交換性伴侶及不安全性行為之情況。性傳染病會導致急性疾病、也可能導

致不孕或長期失能甚至死亡，常見性傳染病之疾病包含愛滋病、B 型肝炎、梅毒、

淋病、披衣菌感染症等，尤其是愛滋病的傳播，早期由非洲大陸傳播至全球，即

是透過旅遊之性接觸機會。根據英國 2000-2002 年之統計，69%得到愛滋病個案

（英國出生之異性戀），皆曾出國，其中 22%曾於泰國旅遊。 

    愛滋病病人逐漸成為旅遊醫學重視的族群，一般而言，愛滋病病人之旅遊建

議與一般人相同，僅少數國家限制愛滋病病人入境，愛滋病病人出國前之疫苗接

種，如注射之疫苗為活菌（病毒）疫苗，如麻疹、口服沙賓、口服傷寒、霍亂、

黃熱病及 BCG 等，需考慮病人免疫力狀況。愛滋病病人出國時，抗病毒藥物治

療問題，為其考量之重要議題。 

（四）、疫苗可預防疾病 

    協助旅遊者之旅遊健康準備，分成風險評估、風險管理（包含預防措施、預

防用藥、疫苗接種）及適當追蹤三部份，疫苗可視為預防疾病最有效益的方法之

ㄧ，旅遊醫學所涵蓋的疫苗分成三類，一為常規（Routine）疫苗，如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疹、白喉、百日咳、破傷風、流感等，二為必須（Required）依苗，

如黃熱病及流腦，依國家入境要求，必須提出疫苗接種證明，三為建議

（Recommended）疫苗，如 A 型肝炎、傷寒、霍亂、日本腦炎、狂犬病等，旅遊

醫學之疫苗接種應考量疾病風險（如流病資料及旅遊從事活動）、效益、費用，

以及疫苗的副作用等因素，來決定施打哪些疫苗。疫苗注射並不是萬靈丹，僅能

預防該疫苗所能保護的疾病，相關防護措施仍很重要。成人疫苗部分則需考慮某

些疾病之抗體效價是否已降低，而需補接種。 

（五）、旅遊相關傳染病監測 

    旅遊相關傳染病監測之目的，為藉由監測機制，找出高風險族群做適當的建

議、協助回國民眾之疾病診斷、區分感染源為境外或境內、監測國際疫情進行的

防治措施之準備。由於，疾病之流行病學受全球氣候及社經狀況改變之影響，因

此監測全球疾病發生狀況及回國民眾生病情形，可以作為國內疾病防治之參考，

並預先對於新興傳染病作準備。英國旅遊相關傳染病之監測資料，主要來源為實

驗室資訊（CoSurv/LabBase）、通報資料（通報疾病）、特殊疾病的加強監測系統

（如腸道、瘧疾），然而，可搜集到之資料僅為冰山的一角，對於沒有就醫或沒

有實驗室資料者，或是通報資料中或實驗室資料沒有出國紀錄，都不被含括在

內。但藉由有限的資料分析，仍可找出高風險族群，加強防治宣導之措施。 

四、旅遊醫學門診相關實務 

（一）、旅遊醫學之溝通技巧 

    依據研究顯示，危險族群中，VRF、經商者、年齡小於 40 歲者、停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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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4 星期及曾去過該地之旅遊者，為不易接受旅遊建議之族群，溝通技巧在於

了解及回憶，提供訊息之複雜度和數量，決定溝通的成效。可使用的策略為「報

紙標題」方式，先用簡單的標題，再加入互動，重複概念，最後再談細節；「櫃

子」策略為先了解旅遊者需要什麼，更新錯誤或過時訊息，協商現在需要的訊息，

確認有置放訊息的空間，最後放入需要的訊息。課程中以數個實際溝通之 VCR

案例，呈現錯誤與正確之溝通方式。 

（二）、醫學旅遊門診之法律問題 

    旅遊醫學門診涉及之法律問題，涉及在下列層面：獲得適當病歷資料及旅遊

計畫、溝通正確及一致的訊息和建議、處理許多不確定性、衡量疫苗/預防用藥/

治療之利益和風險、基於了解獲得共識、保存適當的紀錄等，藉由良好溝通技巧，

仔細評估風險，提供旅遊者所需之資訊與服務，並做好完整詳實的紀錄，並時時

更新旅遊醫學訊息，以達協助旅遊者保護健康，並盡醫學專業之責任。 

（三）、實際參觀旅遊醫學門診 

    倫敦大學所設立之熱帶醫學旅遊醫學門診，門診分為旅遊前及旅遊後門診，

主要提供考量旅遊者及旅遊地區之健康風險評估，依傳染病風險提供疾病預防方

法之衛教、疫苗接種、瘧疾預防用藥、國際疫苗接種證明、旅遊安全等資訊，及

販賣旅遊健康相關用品。旅遊醫學門診使用美國發展之「Travex EnCompass」系

統（資訊提供以美國 CDC 建議為主），查詢即時之旅遊醫學相關資訊，近年來，

英國自行建置之「National Travel Health Network and Centre」網站，由於內容日趨

完善，旅遊門診亦常使用該系統查詢旅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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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及建議 

一、旅遊資訊整合 

旅遊醫學涉及多部門，英國由衛生部門出資成立「National Travel Health 

Network and Centre」整合旅遊醫學資訊，該中心與熱帶醫學醫校、醫院及健

康保護局（HPA）之感染中心合作，並與外交部之資訊連接，提供免費民眾

諮詢電話及旅遊醫學專業人員之協助，設立英國境內旅遊醫學之臨床標準，

並辦理旅遊醫學專業人員之再教育訓練課程。我國目前之旅遊醫學資訊，以

外交部提供國家安全資訊，本局提供傳染病之資訊為主，可考慮設置更完整

之資訊整合平台。 

二、旅遊醫學之完整性 

旅遊醫學為跨領域及學門之醫學，由於透過旅遊傳播之傳染病常造成先進國

家防疫的重要影響，因此在醫療衛生體系中，以疾病管制部門最為關心，而

扮演推動旅遊醫學的較積極的部門，然而，依據國外文獻統計，旅遊所造成

之死亡以慢性病及意外佔多數，傳染病所造成之死亡僅占 4%，因此如能提

供完整旅遊醫學的內容，將可加強民眾對旅遊醫學的重視，進而增加利用的

機會，進而達到本局以防疫為重點之目標。 

三、疫苗紀錄之保存與整合 

目前台灣地區之疫苗接種卡及疫苗接種紀錄，發展之系統以幼兒常規接種為

主，對於成人疫苗接種紀錄，並無整合系統（國人免疫力紀錄系統），在過

渡期階段可考慮印製「健康護照」或「疫苗接種紀錄」，整合免疫力及疫苗

施打紀錄，提供前往旅遊醫學門診之民眾使用。 

四、旅遊醫學門診之普及 

國內旅遊醫學門診，目前主要為由本局委託辦理，多為醫學中心或是區域醫

院，採取自費方式收費，本局協助疫苗及瘧疾藥品之提供，如能將疫苗及瘧

疾用藥之進口回歸一般市場機制（目前部分疫苗及藥品為專案進口），再行

鼓勵一般診所增加旅遊醫學之服務，可減少民眾之花費，並增加旅遊醫學可

近性。 

五、增加旅遊醫學相關領域之合作 

旅遊醫學與旅遊業、保險業、出版業、疫苗廠商均有直接相關，於實際參觀

旅遊醫學門診，門診放置之宣導品之來源多元，如本報告附錄中圖十五之「旅

遊安全手冊」為英國外交部與知名旅遊書籍出版商 Lonely planet 合作印製，

圖十三之「旅遊檢核表」，則為外交部印製，圖十六之「疫苗紀錄」，為疫苗

廠商印製提供基層醫療院所（非旅遊醫學專業門診）使用，醫院印製之宣導

品則與疾病較有相關，如高山症、瘧疾防治及腹瀉疾病等。 

六、專案藥品進口之問題 

旅遊醫學所涉及之疾病種類廣泛，有許多疾病為國外常見之傳染病，在我們

國家已很少出現或未曾出現，因此，治療或預防該等疾病之藥物或疫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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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基於防疫目的之考量，遵循藥事法專案進口，依循該法之規範，不得向使

用者收取費用之問題，除非為檢疫法規中明列之規費項目，因此，目前瘧疾

預防用藥，在廠商之進口執照屆期後，已由本局採專案方式進口，刻正進行

檢疫法規增列該項規費項目，以解決預防用藥收費法源問題。旅遊相關傳染

病種類繁多，如有預防效果良好之疫苗或藥品，皆屬本局協助推廣的範疇，

現階段考量預防用藥為使用者付費之概念，應以旅遊醫學之特殊性，統籌建

立解決該等疫苗或藥品收費之法源依據。 

七、國際交流與合作 

參與國際間課程，學員來自世界各國家及不同領域，部分學員亦為該國家衛

生部門之工作同仁或為臨床工作者，對於了解其他國家之衛生體系及建立關

係有實質之幫助，此外，辦理此課程之學校及政府單位，亦可藉由關係之建

立，於需要時作為諮詢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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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錄 

圖一：倫敦大學衛生及熱帶醫學學校外觀      圖二：倫敦大學衛生及熱帶醫學學校大門 

 

    

 

圖三：上課討論情形                          圖四：上課情形 

    

 

圖五：病媒防治課程展示相關防護用品          圖六：旅遊醫學門診診間擺放表單及防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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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旅遊醫學門診                         圖八：旅遊醫學門診販賣相關防護用品 

   

 

 

圖九：旅遊醫學門診診間擺放之參考書籍及資料     圖十：與老師及同學合影 

     

   

圖十一：英國衛生單位印製之疫苗注射證明   圖十二：旅遊醫學門診印製之健康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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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旅遊醫學門診之旅遊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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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旅遊醫學門診之疫苗及相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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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旅遊醫學門診之旅遊安全手冊 

 

 

圖十六：疫苗廠商印製之疫苗紀錄本（提供基層醫療院所使用）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