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13/1/31

類

別
傳染病名稱 ICD-10-CM相關代碼

ICD-9-CM(部分摘自法定傳染病監測工

作指引第二版)

鼠疫 A20- 020

狂犬病 A82- 071

天花 B03 050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B97.21, J12.81, U04- ─

白喉 A36- 032

傷寒 A01.0- 002.0

副傷寒 A01.1, A01.2, A01.3, A01.4 002.1

登革熱 A90, A91 061, 065.4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A39- 036.0

小兒麻痺症
A80, A80.0, A80.1, A80.2,

A80.3, A80.30, A80.39, A80.9
045

桿菌性痢疾 A03- 004

阿米巴痢疾 A06- 006

瘧疾 B50-, B51-, B52-, B53-, B54 084

麻疹 B05- 055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B15- 070.0, 070.1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 A04.3 008.0

漢他病毒症候群 A98.5, B33.4 078.6, 480.8

霍亂 A00- 001

德國麻疹 B06- 056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Z16.342 010-018

屈公病 A92.0 066.3

西尼羅熱 A92.3- 066.4

流行性斑疹傷寒 A75.0 080

炭疽病 A22- 022

茲卡病毒感染症 A92.5 066.3

M痘 B04 059.01

百日咳 A37- 033.0

破傷風 A35, A34 037

新生兒破傷風 A33 771.3

日本腦炎 A83.0 062.0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
A15-, A17-, A18-, A19-, J65,

P37.0, O98.0-
010-018

漢生病 A30- 030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P35.0 771.0

急性病毒性B型肝炎 B16- 070.20, 070.21, 070.30, 070.31

急性病毒性C型肝炎 B17.1- 070.41, 070.51

急性病毒性D型肝炎 B17.0, B16.0, B16.1 070.42, 070.52

急性病毒性E型肝炎 B17.2 070.43, 070.53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定型 B17.8, B17.9 070.49, 070.59

流行性腮腺炎 B26- 072

退伍軍人病 A48.1 482.84

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G00.0, A41.3, B96.3, J14 320.0

梅毒
A50-, A51-, A52-, A53-,

O98.1-
090-097

先天性梅毒 A50-

法定傳染病相關國際疾病分類第九版與第十版

（ICD-9-CM, ICD-10-CM）代碼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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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傳染病名稱 ICD-10-CM相關代碼

ICD-9-CM(部分摘自法定傳染病監測工

作指引第二版)

淋病 A54-, O98.2- 098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A85.0, A87.0, B97.1-, B33.22 047-049, 074

HIV感染 B20-, O98.7-, Z21 042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B20-, O98.7- 042

疱疹B病毒感染症 B00.4 054.3

鉤端螺旋體病 A27- 100

類鼻疽 A24.1, A24.2, A24.3, A24.9 025

肉毒桿菌中毒 A05.1, A48.5- 005.1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A40.3, B95.3, G00.1, J13,

M00.1-
481, 482, 485, 486, 038, 041, 320

Q熱 A78 083.0

地方性斑疹傷寒 A75.2 081.0

萊姆病 A69.2- 088.81, 104.8

兔熱病 A21- 021

恙蟲病 A75.3 081.2

水痘併發症 B01- 052

弓形蟲感染症 B58-, P37.1 130

流感併發重症 J10-, J11- 487

庫賈氏病 A81.0- 046.1

布氏桿菌病 A23- ─

李斯特菌症 A32-, P37.2 027.0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A93.8 065.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J18.9, J12.9, B34.2, J12.89,

U07.1, U07.2
—

裂谷熱 A92.4 066.3

黃熱病 A95- 060

拉薩熱 A96.2 078.8

馬堡病毒出血熱 A98.3 078.89

伊波拉病毒感染 A98.4 078.8

新型A型流感 J09.X- ─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B34.2, B97.2, B97.29 ─

註三：

    7.依據107年修訂之國際疾病分類規則，於107/03/22更新HIV、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及茲卡病毒感染症ICD-10-CM相關代碼。

    8.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部授疾字第1060101687號及1060101690號公告新增「李斯特菌症」為第四類傳染病。

    9.中華民國105年4月1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423號公告新增「先天性梅毒」為第三類傳染病。

    10.中華民國105年2月2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179號公告修正「茲卡病毒感染症」自第二類傳染病移列至第五類傳染病。

    11.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083號公告新增「茲卡病毒感染症」為第二類傳染病。

    12.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起健保體系全面實施ICD-10轉碼，完成修訂法定傳染病ICD-10碼對應。

    6.依據醫院建議並經本署防疫醫師檢討，於107/10/04更新小兒麻痺症、瘧疾、HIV感染ICD-10-CM代碼及疱疹B病毒感染症 ICD-9-CM代碼。

    13.中華民國99年11月疾病管制局出版《法定傳染病監測工作指引第二版》公布「法定傳染病國際疾病分類臨床修訂第九版與第十版疾病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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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有關ICD-10-CM主要代碼及其細分代碼之標示方式為：「主要代碼-」。以鼠疫為例，「A20-」包含主要代碼A20以及其細分代碼

A20.0, A20.1, A20.2, A20.3, A20.7, A20.8, A20.9

註一：本表ICD-10-CM相關代碼非屬法定傳染病專一性國際疾病分類用碼，僅提供醫師研判可能為疑似法定傳染病個案之參考資訊，故醫

師於診治病人時如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請於法定時限內，依本署公布之傳染病通報定義進行通報。

    5.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及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衛授疾字第1080100423號公

告修正「茲卡病毒感染症」自第五類傳染病移列至第二類傳染病。

    4. 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481號公告新增「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為第四類傳染病。

    3. 中華民國111年6月23日衛授疾字第1110100867號公告新增「猴痘」為第二類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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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華民國112年4月28日衛授疾字第1120100478號公告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第五類傳染病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

    1. 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衛授疾字第1130100040號公告修正第二類傳染病「猴痘」名稱為「M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