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六

○○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工作計畫書

範 本

(視建築工地規模增修並請併入施工計畫)

起 造 人：

承 造 人：

監 造 人：

主管機關：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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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範圍

一、計畫目標

(一)、遵守園區防疫政策，落實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防治工作。

(二)、積極維護園區建築工地環境之公共衛生，配合病媒蚊孳生源聯合稽查作業。

二、建築工地說明

(一)、建(雜)造執照字號：

(二)、工程地點： 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土地。

(三)、臨接道路：

(四)、工程規模：地上 層 / 地下 層

(五)、建築行為人

1.起造人： 電話：

2.監造人： 電話：

3.承造人： 電話：

3.1 專任工程人員： 電話：

3.2 工地主任： 電話：

貳、防治工作要領與專責小組

一、遵守防治四步驟：「巡」、「乾」、「刷」、「清」。建築工地將每天巡查、保持乾燥、徹底

刷洗及確實清除地執行防治工作。

二、落實建築工地防治三原則：

(一)、可移動、不必要的容器應立刻清除回收。

(二)、無法移動或清除的大型積水處，可以定期使用漂白水或投擲乳塊。

(三)、已孳生孑孓的積水，不要直接抽至水溝放流，應先消毒後再放流。

三、建置防治工作專責小組(應視建築工地規模增修編制防治小組)

建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工作專責小組

(例如：王小明)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擔任

組長

1.統籌建築工地內登革熱環境防治工作。

2.填報「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

自主檢查表」。

建築物積水防治小組 巡視並維持建築物內積水容器及施工機具或

材料堆放等積水場所清理工作。

法定空地積水防治小組 巡視並維持法定空地內積水容器及施工機具

或材料堆放等積水場所之清理工作。

工地邊緣積水防治小組 巡視並維持工地邊緣道路溝渠等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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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主檢查表 

一、 核報程序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每周確實依「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主檢查表(如

附件)」進行工地巡檢並勾稽簽章後，併施工日誌留存工地，俾供主管建築機關檢查。

二、 注意事項

(一)、如發現積水處所或積水容器孳生孑孓者，請確實改善並將改善情形依表格所列勾

選；如未能立即改善者，請簡述預防積水，避免病媒蚊孳生之處理方法。

(二)、建築工地水溝阻塞則立即疏通。如無法順利排水且未能立即改善者，應加鋪細紗

網、定期投藥並定期加強疏通。

肆、防治品質管理作業標準

一、 每周巡視作業執行標準

(一)一般情形：每周巡檢並確實執行防治工作。

(二)特殊情形：雨季及防疫期間，每日派人加強清理積水等相關防治工作。

二、 清掃區劃及清掃頻率(應視建築工地規模增修列作業內容)

建築工地環境清潔作業區劃說明

清掃區劃 清理重點 處理方式 清掃頻率

地下各層 連續壁溝槽 保持乾燥、刷洗及清除

積水或投藥。

每周至少一次

(雨季及防疫期間為每

日)

消防蓄水池

貯水井等空間

地面層

(含法定空地)

地面積水 1. 保持乾燥、刷洗及

清除積水或投藥。

2. 可移動、不必要

的容器應立刻清

除回收。

每周至少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

不透水鋪面積水

工作水桶、廢棄

桶等容器

廢輪胎或塑膠阻

擋物表面

防塵帆布表面

地上層

(含屋突層)

樓地版積水 保持乾燥、刷洗及清除

積水或投藥。

(雨季及防疫期間為每

日)

每周至少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

室內排水溝

地版縫積水

工作介面凹槽

水孔表

各管道間 昇降梯間 1.保持乾燥、刷洗及

清除積水。

2.可以定期使用漂

每周至少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預留管道間

集水井或陰井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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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生物或化學藥劑防治須知

建築工地投藥應以一般環境用藥為主(如除蟲菊酯…等)，並注意用藥安全；若投

魚方式以孔雀魚及大肚魚等魚種為之。

伍、文件紀錄管理

一、每周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應填報「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主檢查表」

並進行工地巡檢並勾稽簽章後，併施工日誌留存工地，俾供主管建築機關檢查。

二、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應確實保管有關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衛生局或工

務局等登革熱病媒蚊防疫等稽查單位之相關公文書件，應按日期、內容或辦理情形進

行分類造冊存放並配合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登革熱防治稽查人員辦理現場稽核作業。

排水系統 白水或投擲乳塊。

其他 雜物(水管)堆置處 1.保持乾燥、刷洗及

清除積水或投藥。

2.可移動、不必要的

容器應立刻清除

回收。

(雨季及防疫期間為每

日)

每周至少一次

機具及材料堆

置等積水場所

重點清掃區域 基地內排水溝 保持乾燥、刷洗及清除

積水或投藥。

(雨季及防疫期間為每

日)
道路排水溝



有無積水 有無孳生孑孓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1.如發現上述積水處所或積水容器孳生孑孓者，請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確實改善，並將改善情形依表格所列勾選；如未能立即改善者，請簡述預防積水，避免病媒蚊孳生之處理方法。

2.如有孳生源清除或預防病媒蚊孳生之相關疑問，可洽詢轄區衛生所(局)或環保局登革熱防疫專線；經衛生局、環保局或工務局等稽查單位依規定開罰或發現陽性孳生源者，

除將依違反建築法、傳染病防治法、當地直轄市,縣(市)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論處外，仍將勒令停工二星期進行環境清理防治工作。

3.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每周應至少巡查一次並落實「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進行建築工地登革熱防治工作。

4.進行工地巡查時，本表列為必檢項目，若有異常或不填寫者，應要求立即改善。

5.投藥以一般環境用藥為主(如除蟲菊酯，建議使用濃度5ppm)，並請注意用藥安全；投魚以孔雀魚及大肚魚等魚種為主。

施工單位： 檢查人員(簽章)： 工地主任(簽章)：

工地地址：    聯絡電話：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15.花圃建築地

13.保麗龍或塑膠製品

註：

20.其他，說明：

17.廢輪胎

18.空地外圍水溝

19.垃圾桶及蓋、畚箕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可能積水處所 改善及處理情形

14.假山造景池

16.雕像

6.室內排水溝

8.手推車

12.紐澤西護欄

7.水桶、鐵桶、塑膠桶

9.帆布

10.工作安全帽

11.空罐、空瓶、便當

園區建築工地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主檢查表
(建築工地及週圍環境之積水處所，每日至少巡檢一次並作成記錄，應視建築工地規模增列檢查處所)

1.化糞池

2.消防蓄水池、集水井

5.電梯間下方

3.地面積水

4.水泥槽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改善□ 未改善□ 投藥□ 投魚(生物防治)□ 其他改善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