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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八成與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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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突病毒(HPV)與子宮頸癌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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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屬於濾過性病毒的一種。
依據其與癌症之相關程度分為低致癌型(low risk)、高致癌型 (high risk)。

99.7%的子宮頸癌是因人類乳突病毒(HPV)感染



不論男女
人的一生感染HPV機率高達

80%
參考資料：

Chesson, H.W., et al (2014). Sex Transm. Dis. 41 (11), pp. 660-664 註：
HPV=Human Papillomavirus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299412


在台灣，每天約有4 位女性被宣告得到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對女性健康威脅！

 依據106年癌症登記報告，
診斷為子宮頸惡性腫瘤共計 1,418人

女性十大癌症排名 發生率為第9位
 依據108年度衛福部死因統計
死於子宮頸癌之人數為 674人

女性十大癌症排名，子宮頸癌的死亡率為第8位 參考資料：
106年癌症發生資料附件，衛生福利部
108年度死因統計，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dl-61687-100d713c-c3ed-454b-bf43-9f211b16c99a.html
https://www.mohw.gov.tw/dl-61687-100d713c-c3ed-454b-bf43-9f211b16c99a.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lp-4927-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lp-4927-113.html


參考資料：
107年子宮頸癌篩檢登記報告，衛生福利部

子宮頸癌前病變約有22%患者是34歲以下的年輕女性

子宮頸癌前病變每5位就有1位是年輕女性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22&pid=12241


國際防治HPV的趨勢是甚麼？

WHO 2019年1月，第144次會議制訂清除子宮頸癌草
案，期望達成『2030年清除子宮頸癌』的政策目標。

16

參考資料：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4-02-2020-to-eliminate-cervical-cancer-in-the-next-100-years

• 子宮頸癌成為罕見疾病(發生率< 6 / 100,000)

• 清除子宮頸癌(發生率 < 4 / 100,000)

• 台灣目前發生率 7.9 / 100,000 註

註:2017年癌症登記報告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4-02-2020-to-eliminate-cervical-cancer-in-the-next-100-years


台灣癌症基金會 HPV防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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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調查方法：網路問卷

調查時間：2020/5/13-2020/5/29

調查份數：2000 (男女性各1,000)

調查對象：19-45歲台灣民眾
2020 HPV
認知及態度調查



2/3受訪民眾
聽過人類乳突病毒(HPV)

超過六成女性對於
HPV有基本認知

參考資料：
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1，p.77&80

認知HPV(人類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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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種疫苗
84%

在HPV的預防上，
85%女性認為是
兩性共同的責任。

女性對HHH的認知
HHH

兩性皆應預防
HHH但是女性卻多數未接

種疫苗，達84%

參考資料：
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2，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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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H成女性
因不知道諮詢科別
而錯失主動預防、
疫苗施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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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2，p.106

女性未接種HPV疫苗主因?



66%男性會為了保護另一半
而提高施打疫苗的意願。
女性是以注重自身健康為最
大意願。但不代表女性不在意另
一半，可能因大家已建立HPV=女
性專屬子宮頸癌防治之印象。

台灣男生好暖！

參考資料：
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1，p.64
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1，p.65

男/女性會去施打HPV疫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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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行為
女性定期
抹片檢查

呼籲男女性都該做到

HPV防治3關鍵

依醫囑
接種HPV疫苗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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