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醫生，我的小孩會不會是 D68

型，他會不會很嚴重？」近來門診有

時會有類似的擔憂詢問。顛覆了以往

對腸病毒的認知是在夏季流行，也不

以腸病毒常見的臨床症狀如手足口症

或咽峽炎表現，卻反而在秋冬一再躍

上新聞版面的腸病毒 D68 型到底是何

方神聖？

腸病毒 D68 型與其他腸病毒臨床表

現不同

腸病毒非單一病毒而是一個大家

族，如引起脊髓灰質炎的小兒麻痺病

毒、引起疱疹性咽峽炎的克沙奇病毒

或 71 型腸病毒都屬於這個大家族，

腸病毒最常引起手足口症及咽峽炎，

大多預後良好。但少數如腸病毒 71

型引起的重症案例，除了有上述病症，

病毒甚至影響到腦部，以頻繁肌抽躍、

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

力、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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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兆，隨即快速進展至心肺衰竭等

險境，若無及時救治可能死亡或留下

嚴重後遺症，而這樣險惡的腸病毒 71

型重症雖進展快速，畢竟疾病變化仍

有跡可循，有方可治，而腸病毒 D68

型走的卻不是這個路線，可引起肢體

麻痺或呼吸衰竭等重症但前期的表現

更難捉摸，這也是令人憂心之所在。

如何感染腸病毒 D68 型﹖有何症

狀﹖

腸病毒 D68 型並非新發現的病

毒，早在西元 1962 年就在美國加州

被分離出，但直到 2014 年在世界多

國，尤其是美國，爆發大流行後它才

引起世人的重視。D68 型最早被分類

為鼻病毒，2002 年以後才歸至腸病毒

家族。傳染力高，可透過糞口、飛沫

或接觸傳播，它不引起手足口症或咽

峽炎，反而是咳嗽、流鼻水、發燒、

喉嚨痛、肌肉痛等類似感冒的症狀，

所以輕症的 D68 型就症狀上是無法跟

感冒做區分的，除非做病毒培養確認，

但病毒培養一般需七至十四天，所以

無法幫助當下確診是否為腸病毒 D68

型。健康成人若感染 D68 型大多只是

感冒症狀，不過少數感染者，尤其是

兒童，發生嚴重呼吸道感染比例較高，

除了感冒症狀，還併發下呼吸道疾病

如支氣管炎、肺炎甚至呼吸衰竭、死

亡，若有潛在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

等疾病或免疫不全患者（如器官移植

病人）風險也較高。另外腸病毒 D68

型也和其他腸病毒一樣可以感染中樞

神經，引起腦炎或脊髓炎，臨床表現

以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 急性無力肢體

麻痺是指單肢或多肢突然發生無力性

麻痺的症狀）為主，甚至連呼吸肌或

負責吞嚥的肌肉也可能受影響，ㄧ旦

發生此神經學重症通常很難完全恢

復。

治療及預防

目前尚無有效抗病毒藥物或疫苗

可治療或預防腸病毒 D68 型，治療以

支持性療法為主，大多數人感染為輕

症預後良好，但若家中孩童感冒後出

現喘、呼吸困難或急性肢體無力症狀

如突然手舉不起來、步態不穩等變化

需儘速就醫。對於 D68 型預防勝於治

療，預防方法和其他腸病毒相同：少

出入擁擠的公共場所，養成良好個人

衛生習慣、勤洗手、注意呼吸道禮節，

環境及器物定期清潔消毒。要注意一

點是酒精對腸病毒的殺菌效果不佳，

所以預防腸病毒洗手要用肥皂或洗手

乳濕洗手，不要用乾洗手液，消毒需

用漂白水（準備一般喝湯的免洗湯匙

跟容量 1250cc 的寶特瓶空瓶，將 5

免洗湯匙的漂白水加入 8空瓶的冷水

即配製成ㄧ般消毒適用的 500ppm 濃

度漂白水；若是接觸了患童分泌物的

物件消毒則需 1000ppm），而不適合

碰水的物件消毒可用高溫或紫外光消

毒。生病儘量在家休息。另外一件事

很容易被忽略：大人雖然沒發病但也

可能是病毒的來源。因為大人抵抗力

好，可能接觸到病菌只是沒引起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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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丁佩如

【主治專長】：

一般兒科、兒童感染疾病、兒童預防注
射

【門診時間】：

【禮拜三 上午】一般兒科／兒童感熱科

【禮拜四 下午】健兒門診 

可是若孩子接觸到大人身上的病菌生

病的機會就高了！有遇過從不出門也

沒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幼兒得到腸

病毒，家人很困擾為何如此還會得到

腸病毒，其實原因就在此。建議家中

有幼兒的人回家後先洗手更衣再抱孩

子，以降低將病菌傳給孩子的風險。

結語

腸病毒 D68 型傳染力強，不引

起一般腸病毒症狀反而以感冒症狀表

現，好在大多數人感染為輕症會自行

康復，但少數重症個案發生嚴重肺炎、

呼吸困難或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等併發

症。此病毒目前尚無有效抗病毒藥物，

預防遠勝於治療，若落實上述預防方

法，不只腸病毒 D68 型，同時也減低

其他感染性疾病罹病機會，保護家人

及自身健康就由預防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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