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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Coronaviruses, CoV)

單股正鏈RNA病毒

• 電子顯微鏡下可見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

四個屬

• α、β、γ、δ

感染動物

• 人

• 蝙蝠、狗、豬、老鼠、鳥、牛、鯨、馬、山羊、猴子等

可有效滅活病毒

• 56℃ 30 分鐘、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劑、過氧乙酸和

氯仿等脂溶劑均可有效滅活病毒



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

• 229E、NL63

α屬

• OC43、HKU1、MERS-CoV、SARS-CoV、

• COVID-19

β屬

• HKU1、SARS-CoV 、MERS-CoV

• COVID-19

引起肺炎



疾病概述

➢ 2019年12月起，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多起病毒性肺
炎群聚，多數與武漢華南海鮮城活動史有關。

➢ 2020/1/17檢出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1/12世界
衛生組織將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

nCoV)”。

➢ 我國於2020/1/15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 國內於2020/1/21出現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有
武漢旅遊史。

➢ WHO於2020.02.11 正式命名為「COVID-19」。

➢ 截至2020/02/24國內累計確診28例COVID-19。



臨床症狀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臨床表現：

– 發燒(fever)、乾咳(cough)、肌肉痠痛(myalgia)或四
肢乏力(fatigue)等，亦可能出現咳嗽有痰
(productive cough)、頭痛(headache)、咳血
(haemoptysis)、或腹瀉(diarrhea)等症狀

➢重症病人：

– 雙肺X光呈瀰漫性毛玻璃狀病變的病毒性肺炎表現

– 出現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代謝性
酸中毒或凝血功能障礙等，甚至死亡



➢ Progression of 
CXR in a patient
with 2019-nCoV
infection

➢ Jan. 28, 2020 NEJM



資料來源：疾管署



Disease Transmission R0

Measles (麻疹) Airborne 12-18

Smallpox Airborne droplet 5-7

Polio Fecal-oral route 5-7

Rubella Airborne droplet 5-7

Mumps Airborne droplet 4-7

HIV/AIDS Sexual contact 2-5

SARS-CoV Airborne droplet 2-5

Influenza

(1918 pandemic strain)
Airborne droplet 2-3

COVID-19 Airborne droplet (?) 1.4-2.5*

Ebola

(2014 Ebola outbreak)
Bodily fluids 1.5-2.5

* WHO Estimate. 23 Jan. 2020

傳染力(R0)估計





病例定義
Last updated on 109 / 2/15

臨床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發燒(≧38℃)或急性呼

吸道感染。

•臨床、放射線診斷或
病理學上顯示有肺炎。

檢驗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臨床檢體(如咽喉擦拭
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
取液等)分離並鑑定出
新型冠狀病毒。

•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
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
測陽性。

流行病學條件

發病前14日內，具有下列
任一個條件

•曾去過一級流行地區*，
或曾接觸來自一級流
行 地區*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人士。

•曾有中國大陸(含港澳)
之旅遊史或居住史。

•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
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
有密切 接觸，包括在
無適當防護下提供照
護、相處、或 有呼吸
道分泌物、體液之直
接接觸。

*目前為中國大陸湖北省、廣東省、河南省、浙江省(流行地區將隨疫情適時更新並公布)



通報定義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 符合臨床條件任一項及流行病學條件(一)或(三)。

✓ 符合臨床條件(二)及流行病學條件(二)。

✓ 符合檢驗條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處理流程
109年2月16日

※第 1 次採檢項目包括咽喉擦拭液、痰液及血清，第 2 次採檢僅需咽喉擦拭液

*隔離治療通知書、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及居家隔離通知書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

#採檢及住院應於負壓病室或單獨之病室或空間執行，並依感染管制措施指引，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具二級流行地區旅遊史入境及居家檢疫出現症狀者之處理流程
109年 2 月 16日 7版

備註 *檢驗結果 SARS-CoV-2 為陰性，持續居家檢疫滿 14 天，除非症狀惡化，無須再進行二採

#採檢及住院應於負壓病室或單獨之病室或空間執行，並依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個案採檢後回家時應全程佩戴口罩，禁止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如何預防感染?

❖目前未有疫苗可預防

❖預防措施建議與其他呼吸道
感染相同

✓勤洗手、減少觸摸眼口鼻、
注意咳嗽禮節、妥善處理口
鼻分泌物等

✓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
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避免接觸野生動物與禽類



洗手的重要性

確實洗手是預防感染最有效、最經濟、最
簡單措施



防治資源

•疾病管制署1922疫情通報專線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

•疾病管制署宣導專區

https://www.cdc.gov.tw/
https://www.cdc.gov.tw/Advocacy/SubIndex/2xHloQ6fXNagOKPnayrjgQ?diseaseId=N6XvFa1YP9CXYdB0kNSA9A&tab=1




提醒您!!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