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 月 7 日      專家檢測出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下旬   華南海鮮市場出現大量病例 

2019 年 12 月 1 日    首位病例 

武漢市衛健委證實網路謠傳的「不
明原因肺炎」文件為事實 



2020 年 1 月 20 日    中國境內累計291例，死亡６例 

2020 年 1 月 19 日 

2020 年 1 月 12 日 

2020 年 1 月 11 日    首位死亡案例出現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命名為「2019 新
型冠狀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表明新型冠狀病毒存
在有限度人傳人 



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1 月 23 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 台灣確診１例，美國確診１例，澳
門香港各確診１例，泰國４例 

台灣增加2位確診，武漢市採取封城
措施 

中國醫學研究中心，指出可以有效
人傳人，未必出現發燒等症狀 

中國境內病例達到830位，死亡人
數達25位 

武漢封城 街道淨空 



2020 年 1 月 27 日 

2020 年 1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25 日 

2020 年 1 月 25 日 美國確診 2 例，尼泊爾１例，香港 5 
例，法國 2 例，德國 3 例，泰國 5 例 

台灣提高陸客入境限制，觀光等不准
入台，陸生及配偶不受限制 

中國延長春節假期至 2/2 ，全國學校
延遲開學 

中國發佈除了飛沫傳染之外也會有接
觸傳染可能。 



2020 年 1 月 29 日    中國確診人數6081位，死亡132位 

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1 月 28 日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增加電子監
控，超商每天供應６百萬口罩 

世界衛生組織認定此肺炎為全球性
高風險 

武漢六天急建醫院 



2020 年 1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1 月 21 日 
臺灣55歲女性商人 
境外移入 

中國大陸50餘歲女性遊客 
境外移入 

臺灣50餘歲男性商人 
境外移入 

中國發佈除了飛沫傳染之外
也會有接觸傳染可能。 



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1 月 27 日 
臺灣中部50餘歲女性 
境外移入 

中國大陸70餘歲女性遊客(甲) 
境外移入 

中國大陸70餘歲女性遊客(乙) 
境外移入 

臺灣中部50餘歲男性  
境內傳染  

電子監控隔離者 





發燒、四肢無力，呼吸道症狀以乾咳為主，
有些人可能出現呼吸困難。嚴重時可能進展
至嚴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或多重器官
衰竭、休克等。  

腹瀉.痠痛恐罹武漢肺炎 



進展至重症患者，除雙肺 X 光呈瀰漫性毛玻
璃狀病變的病毒性肺炎表現外，會出現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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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症狀也有傳染力 



一.   發燒（≧38℃）或急性呼吸道感染。 

二.   診斷顯示有肺炎。 

三. 曾去過中國湖北省(含武漢地區)，或曾接
觸來自湖北省(含武漢地區)有發燒及呼吸
道症狀人士。 

四. 曾有中國大陸(不含港澳)之旅遊居住史。 

五. 接觸過確診案例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篇 



已知會感染人類的七種冠狀病毒以外，其他
的動物宿主包括蝙蝠(最大宗)、豬、牛、火雞、
貓、狗、雪貂等。並有零星的跨物種傳播報
告。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是來自此病毒，在電
子顯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 

武漢肺炎是甚麼病毒 



目前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完整傳播途徑，
尚未完全瞭解。目前高度懷疑可藉由近距離
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病人的口鼻分泌物或
體液而增加人傳人之感染風險。 

接觸也可能傳染 



嚴重時可能進展至嚴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
候群或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等。 依據目前的
流行病學資訊，患者大多數能康復，但也有
死亡病例，死亡個案多具有潛在病史，如糖
尿病、慢性肝病、腎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
等。 



目前這個病毒感染後尚無特定有效藥物可供
治療，建議依個案臨床症狀或病況，給予適
當支持性醫療處置，會有成效。 

武漢病毒可治療嗎 





自2003年SARS疫情開始，台灣就已在國際
港埠針對所有的國際航班做發燒篩檢，並針
對個案旅遊史進行相關檢疫評估。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針對國際及小三通港埠之入境
發燒旅客全面詢問武漢旅遊史及進行健康評
估是否符合後送就醫條件，以阻止疫情擴大
到社區。 



1. 請學校預先備妥適量的耳（額）溫槍、
洗手液或肥皂及口罩以備不時之需。 

2. 師長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 

3. 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
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 

4. 環境清潔消毒。 



5. 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
須戴上口罩，並應予安置於單獨空
間，直到離校。 

6. 室內維持通風。 

7. 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學生，
可通報當地衛生局或撥打 1922 協
助轉診。 



預防措施與其他呼吸
道感染相同，包括勤
洗手、配戴外科口罩，
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
擠、空氣不流通的公
共場所，且避免接觸
野生動物與禽類。 

抗肺炎保護措施 



為防範中國大陸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提醒民眾及陪病家屬
如需出入醫療院所，
請自備口罩全程佩戴，
並應每天更換，若破
損或弄髒則應立即更
換；另一般外科口罩
即可阻擋大部分病毒。 



有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時應戴外科
口罩，當口罩沾
到口鼻分泌物時，
應將已污染之口
罩內摺丟進垃圾
桶，並立即更換
口罩。 

口罩怎麼選才對？ 



打噴嚏時，應用
面紙或手帕遮住
口鼻，若無面紙
或手帕時，可用
衣袖代替。 



如有呼吸道症狀，
與他人交談時，
請戴上外科口罩
與保持良好衛生
習慣，並儘可能
保持 1 公尺以上
距離。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
分泌物時，要立即
使用肥皂及清水搓
手並澈底洗淨雙手。 

抗肺炎 如何消毒 



身體症狀可能出現如發
燒、頭痛、流鼻水、喉
嚨痛、咳嗽、肌肉痠痛、
倦怠/疲倦、部分少數
患者合併出現腹瀉。 



在症狀開始後，除就醫
外，應儘量在家中休息
至症狀緩解後 24 小時
以上。 

患者應避免搭乘航機、
船舶等交通運輸工具，
以避免將病毒傳染給其
他人。 



倘若您被衛生單位
之公衛人員告知是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確診病患的接觸
者時，須配合執行
居家(個別)隔離規定，
不外出，亦不得出
境或出國。 



若於健康監測期間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
請立即(全程)戴上外科口罩，主動與縣市衛
生局聯繫，或請立即撥打 1922 防疫專線
或由填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
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之單位安排就醫。
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暴露、
有關的暴露，以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
似的症狀。 

新型冠狀病毒部長篇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需自主
健康管理者，若未確實遵守規定，將
執行強制隔離，地點已經準備好。 

如果未配合隔離規定，可處6萬元到30
萬元罰鍰，若傳染他人則可處3年刑責。  
千萬不可輕看防疫措施以及自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