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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部某醫院 COVID-19 群突發疫情調查及應變處置 

 

戴詩縈 1*、吳佩圜 1、張芳梓 1、吳智文 2、巫坤彬 1 

 

摘要 

2020年 2月 27日晚間A醫院 1名住院病患確診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疾病管制署、衛生局及醫院三方立即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採檢，於 2月 28日

確診 4名醫院工作者。由於 3名為同一病房護理師，緊急運用「醫院因應院內發生

COVID-19（武漢肺炎）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進行擴大匡列接觸者及健康監

視。監測至 3月 27 日止，累計匡列 456名接觸者，採檢 409名，確診 8例，未有

院內其他單位或社區病例出現，成功防堵疫情擴展到社區。 

指標個案無溯及已知的確定病例，研判感染源不明。指標病房內流行病學相關

調查結果，推測傳播模式為人傳人及接觸污染環境而感染。 

現階段全球 COVID-19 疫情仍持續發展，期透過整理及紀錄本事件的應變

處置經驗做為未來醫院及衛生單位快速應變參考。 

 

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醫院群聚、院內感染、感染管制 

 

事件緣起 

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晚間確診 1 名 A 醫院住院

病患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由於該確定病例（下稱指標病例，其隔離前收住病房稱為

指標病房，所在病室稱為指標病室）近二年無出國旅遊史，本身因心臟疾病因素

鮮少外出，2 月 14 日因非呼吸道或肺炎疾病急診入院，2 月 26 日因肺炎會診感染

科而通報。因同住家屬亦無出國旅遊史及疑似症狀，初判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北區

管制中心、衛生局及醫院三方，立即啟動疫情調查，連夜調閱指標病例自急診至

住院期間所有足跡並逐一匡列接觸者。醫院緊急召回 71 名醫護及工作人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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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後隔離的措施。2 月 28 日實地調查期間接獲實驗室通知 1 名急診清潔人員

及 3 名指標病房護理師檢驗陽性（下稱案 2 至案 5）。 

由於指標病例入院治療 13 天才確診，4 名確診的工作人員因症狀輕微且無

發燒，因而於可傳染期仍有持續出勤，且同一病房內已有 2 例以上陽性病例，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專家現場指

導，為阻斷病毒持續在院內傳播，應即刻依疾管署訂定之「醫院因應院內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1]（下稱應變處置建議）執行，並將指標病

房相關人員皆列擴大風險對象並採檢及隔離。 

 

疫情描述 

一、背景介紹 

 指標病例為 56 歲女性，有糖尿病與末期心臟衰竭病史，定期於 B 醫院心臟

內科門診追蹤。2 月 14 日因心臟衰竭及右下肢蜂窩性組織炎經急診入院，

無發燒及肺炎情形。2 月 18 日開始反覆發燒，經抗生素治療後仍持續惡化。

2 月 24 日流感快篩陰性。2 月 26 日胸部 X 光顯示雙側肺炎，因無法排除非

典型肺炎且符合疾管署 2 月 17 日訂定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

[2]之肺炎個案通報條件，故以「疑似新冠病毒感染送驗入口」採檢送驗。 

指標病例發病日為 2 月 18 日，本事件調查期間自指標病例潛伏期至指標

病房最後一個確定病例被隔離次日滿兩倍潛伏期止，即 2 月 4 日至 3 月 27 日。 

 指標病房為整合醫學教學病房（hospitalist），主治醫師及醫護人員專責且

不會與其他病房交流，無住院醫師。該病房設置 17 間病室，共 46 床，調查

期間總共收治過 96 名住院患者。2 月 28 日調查當日尚有 37 名患者住院中。

醫療團隊成員 54 人，另有實習老師 1 人及實習學生 7 人。 

指標病室為 4 人房，以走道分隔左右各二床，共用衛浴在入口左側，指標

病床為內底右側靠窗第一床。床位間距 100 公分以上，有圍簾可做治療區隔。 

本疫情調查中所使用之檢驗方法：人體檢體（痰、鼻咽／咽喉拭子）及

環境檢體以即時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RT-PCR)進行 SARS-

CoV-2 病毒核酸檢測。 

二、疫情規模與處置 

 本事件調查期間總計匡列 456 名接觸者，其中 A 醫院相關工作者 153 名，

社區相關（含家戶、患者及陪病）303 名。若以疫調匡列來源分類，指標病例

密切接觸者匡列 138 名，指標病房擴大風險對象 170 名（包含醫護等工作人

員 28 名、住院中患者及陪病者 60 名、已出院患者及逐案追訪造冊陪病者 82

名）；後續新增確定病例不重覆匡列接觸者共 148 名。衛生單位逐案追蹤情形

整理如表一及表二。 

接觸者防疫措施採行原則：仍在監測期內之接觸者須居家隔離及健康

監測 14 天。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及醫院相關接觸者（含指標病房擴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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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須立即採檢。已過監測期者仍須採檢，陰性則解除追蹤，餘則依接觸

風險及有無適當防護裝備，決定是否立即採檢或隔離期間有症狀再安排就醫

採檢。總計採檢 409 名，8 名檢驗陽性；11 名於隔離期間出現症狀而採檢。 

案 2 至案 6 為指標病例通報時匡列即採檢確診。案 7 及案 8 為指標病房

擴大風險對象之已出院患者及已出院患者之陪病家屬，匡列時有症狀立即

安排採檢確診。案 9 為指標病例之子，匡列當時無症狀，採檢二次皆陰性，

離院返家居家隔離第 8 天發病再次安排採檢確診。 

個案關聯及重要調查處置如圖一。9 名確定病例之男女性別比例為 1:8，

年齡中位數 42 歲（介於 24 至 58 歲）；除指標病例出現急性呼吸窘迫(ARDS)

症狀住 ICU 治療，並使用呼吸器及 ECMO，發病後 40 天死亡。案 6、案 7、

案 8 及案 9 有輕度肺炎，其餘均為輕症。確定病例經連續三次檢驗陰性可

解除隔離治療，總住院天數中位數達 27 天（介於 14 至 40 天）。 

 本事件監測二倍潛伏期至 3 月 27 日，經加強全院健康監測及社區疑似

病例通報，未有院內其他病房或患者家庭以外的社區病例出現，因此解除

監測。 

 
表一、2020 年北部某醫院 COVID-19 群聚指標病例密切接觸者及擴大風險對象匡列及追蹤採檢情形 

接觸者類別 

(依接觸地點分類) 

匡列 

人數 

匡列即採檢  隔離期間因症採檢 
備註/說明 

人數 陽性  人數 陽性 

依疫調匡列（N=138，其中 A 醫院相關工作者 98 人） 

1. 家戶        

同住者 4 4 1
註 1  1 1

註 2 註 1 為案 6；註 2 為案 9 

2. B 醫院        

門診醫護人員 2 2 0  0 0  

3. A 醫院        

急診(留觀期間)       包含治療區及留觀區 

同時段病人及陪病者 22 22 0  1 0  

醫護人員 13δ 13 0  0 0  

行政人員 1δ 1 0  0 0  

清潔人員 3δ 3 1  0 0 陽性為案 2 

急診檢查單位        

X 光放射師 1δ 1 0  0 0  

指標病室(住院期間)        

同病室病人及陪病者 

12 12 0 

 

0 0 

1.病人 7 人：住院中 2 人、

出院 3 人、轉病房 2 人； 

2.陪病者 5 人 

醫護及醫事人員 26δ 26 3 
 

0 0 
醫事人員(呼吸治療師) 1 人 

陽性為案 3、案 4、案 5 

清潔人員 2δ 2 0  0 0  

其他工作人員 7δ 7 0  0 0  

實習老師及學生 5δ 5 0  0 0  

住院期間檢查單位        

X 光放射師 3δ 3 0  0 0 X 光室 

醫師及心電圖技術員 4δ 4 0  0 0 心臟超音波室 

病人及陪病者 26δ 26 0  0 0 心臟復健治療室 

物理治療師及實習生 7δ 7 0  0 0 心臟復健治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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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一 

接觸者類別 

(依接觸地點分類) 

匡列 

人數 

匡列即採檢  隔離期間因症採檢 
備註/說明 

人數 陽性  人數 陽性 

依應變處置建議匡列擴大風險對象 （N=170，其中 A 醫院相關工作者 28 人） 

A 醫院指標病房        

住院中病人及陪病者 60 60 0  1 0  

已出院病人及陪病者 82 81
註 3 2

註 4 

 

1 0 

註 3：病人死亡無法採檢 

註 4：案 7 及案 8 匡列時有

症狀 

醫護人員 15δ 15 0  0 0  

其他工作人員 10δ 10 0  0 0  

實習生 3δ 3 0)  0 0  

說明 1：δ 為 A 醫院匡列之醫院相關工作者。 

 
 
表二、2020 年北部某醫院 COVID-19 群聚案 2 至案 9 接觸者匡列及追蹤情形 

（N=148，其中 A 醫院相關工作者 27 人） 

接觸者類別 

 (依接觸地點分類) 

 匡列 

人數 

匡列即採檢  隔離期間因症採檢 
備註/說明 

 人數 陽性  人數 陽性 

1. 家戶(案 2-案 8)         

同住者  13 13 0  1 0 案 6 及案 9 家戶接觸者匡列於
案 1，不重覆匡列 

非同住者  22 22 0  3 0 

2. A 醫院         

案 7-急診病人及陪病  27 26 0  0 0 未採檢原因：病人已死亡 

案 7-急診工作人員  14δ 14 0  0 0  

案 8-住服中心工作人員  3δ 3 0  0 0 匡列時已過隔離期， 

採檢陰性後解除追蹤 案 8-檢查單位工作人員  9δ 9 0  0 0 

3. 職場(案 2、案 6 及案 7)         

同事 

 

9 4 0 

 

1 0 

1.案 2:急診共用休息室 1 人 δ 及
兼職同事 1 人匡列即採檢 

2.案 6 同事 2 人因無適當防護匡
列即採檢 

3.案 7 同事 5 人，1 人隔離期發
燒採檢 

4. 診所         

案 7-診所同時段病人及陪病 
 

47 4 0 
 

2 0 
1.原則隔離期有症狀再採檢 

2.4 人因無適當防護匡列即採檢 

案 7-診所看診醫師  1 1 0  0 0  

5. 交通工具         

案 8-就醫計程車司機  3 3 0  0 0 因無適當防護匡列即採檢 

說明 1：案 8 住院期間之醫護接觸者共 16 人（醫護 15 人、行政人員 1 人），匡列於指標病例擴大風險對象，

故不重覆匡列。 

說明 2：案 3–案 5 職場接觸者及照護患者皆已匡列於指標病例及擴大風險對象，故不重覆匡列。 

說明 3：δ 為 A 醫院匡列之醫院相關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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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染源及傳染鏈調查 

溯源指標病例發病前一個潛伏期（2 月 4 日至 2 月 17 日）活動史及接觸

史中，未發現可溯及之確定病例接觸史，且採檢臨床接觸者及調閱指標病房

全醫護人員體溫紀錄，無早於指標病例發病或就醫之疑似病例。二名陪病家

屬（案 6 及案 9）發病日皆晚於指標病例 10 日以上；擴大回溯兩倍潛伏期（1

月 21 日至 2 月 17 日）曾就醫之 A、B 醫院中，A 醫院曾收治一名本土確定病

例，調查二者在急診及住院之日期、區域、照護人員均無交集，故排除二者關

聯。B 醫院無診治確定病例，且院內未有不明原因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異常事件，

亦排除與 B 醫院相關。 

 案 2 與 3 名確定病例在急診有短暫的時地交集，藉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釐清，案 2 值勤工作期間未與指標病例及陪病家屬案 6 或案 7 有接觸，且

兩床轉收住院之清床工作均非案 2 執行，故排除指標病例與案 2、以及案 2 與

案 7 及案 6 的流病相關。綜上研判指標病例及案 2 感染源皆不明。 

環境調查方面，依疫調結果採檢指標病室病床周圍及廁所，急診採檢留觀

期間病床周圍、廁所及圍簾。指標病室清消前環境檢體總計採檢 19 處，於

隔壁床床欄、床墊、陪病椅、及共用浴廁之洗手台內側共 4 處檢出陽性。急診

清消前環境檢體總計採檢 104 處皆為陰性。 

案 3、案 4 未早於指標病例發病，分別在指標病例發病前兩天及後一天各

有一個照護班別，均有近距離（小於 2 公尺）檢視傷口與疾病衛教。案 5 為

圖一、2020 年北部某醫院 COVID-19 群聚個案關聯及重要調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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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曾替指標病例執行流感快篩檢測。3 名護理師雖戴有外科口罩，

但指標病例因病會喘故無法全程戴口罩，研判因此增加感染風險。 

案 7 及案 8 為擴大風險對象，曾在相同腹部超音波檢查室陪病或做檢查。

經調閱檢查排程紀錄，無相同時段、床位及等候區的交集，排除在指標病房外

感染。此外，調查顯示案 8 住院期間並非 3 名護理師（案 3 至案 5）的照護

段落。指標病例三餐前後皆需由家屬至公用配膳室秤重攝食重量，其他確定

病例、護理人員均會使用公用區域如配膳室、茶水間、交誼廳。另由指標病室

環境檢體檢出陽性綜合推測患者自接觸污染表面而感染的風險非常高。 

綜上推測造成本事件傳染模式有二：一是執行醫療照護行為時無全程

適當防護經飛沫傳染，二是與染污環境直接或間接接觸傳染。 

 

應變處置 

公衛端 

一、執行疫情調查、釐清確定病例間流病關聯及感染源、接觸者追蹤處置，並依應

變處置建議執行緊急防治措施。 

二、營運管制或清空決策：2 月 28 日晚間八時，指揮中心緊急會議討論急診環境

傳播風險。考量全面關閉 A 醫院急診業務對該區域急重症患者照護有相當程

度影響，故請該院即刻提出急診分區終期清潔消毒計畫，並將清消前環境檢驗

結果提供指揮中心決策急診營運管制範圍。所幸排除環境傳播風險，恢復正常

營運。 

三、提供防治措施精進建議：3 月 4 日指揮中心感控專家小組至 A 醫院就應變處

置作為、接觸者追蹤管理機制、人員及環境管理等面向建議：接觸者應依接觸

風險分類造冊提供衛生單位追蹤管理。必要時實習醫護生可轉其他院區實習。

全院員工及患者提高症狀監視警覺並適時採驗。照護人員排班落實分區照護

不跨區。醫護人員落實正確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擴及全院持續落實環境清潔

消毒並加強公共區域消毒如護理站。病房走道及扶手等及擴大病室消毒

範圍。 

 

A 醫院 

群聚疫情發生後，A 醫院強化之感染管制措施有： 

一、 依危機處理組織啟動任務編組，由院長擔任指揮官統籌資源指揮調度，感控

部門擔任幕僚及聯絡官，迅速進行院內疫情調查、整合資訊系統即時提供

病例院內足跡及接觸者名單。 

二、 安置隔離員工及關懷服務：開設員工集中隔離場所及每日電訪關懷健康並

給予心理支持。 

三、 安置需住院隔離病患及陪病者：指標病室鄰床病患移至負壓隔離病房。盤點

空病房安置擴大風險對象：無症狀者檢驗陰性後移指定病房一人一室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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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含陪病者）。隔離期間不離病室，民生所需由院方協助。 

四、調度人力進駐指定病房專責照護：徵調院內其他單位醫師、護理師、助理員、

醫事及清潔人員等，採人員固定分組及照護段落，不交叉排班、不排門診及

檢查診。 

五、加強急診及指標病房環境清消及採檢確認效果；疫情期間提高漂白水濃度至

5,000ppm、消毒頻率增為每日二次、擴大消毒範圍如：病室地板、廁所、洗手

槽及病房公共區域如護理站、走道扶手及頻繁觸摸設施。 

六、 專人稽核感控措施：重新檢視執行工作之暴露風險以正確選用及佩戴個人

防護裝備；單位主管及專人每日稽核手部衛生執行落實度；出院終期消毒

由專人稽核執行情形並採檢確效。 

七、 服務降載及門禁管制：全院門診限額、住診暫緩簽住且一病室限住 2 人拉寬

床距；延後非緊急檢查或手術，加大檢查排程時間間距以減少病人同區候診；

病房全面暫停探病。指定病房以專屬電梯及門禁管制。 

八、 全院門急住診照護人力分艙：先分棟／分樓層、再依風險分區，區內各分組

人員固定禁交流、不交叉排班。病人依風險分流。 

九、擴大監測全院員工體溫及呼吸道症狀，以即時偵測疫情及早介入措施。 

十、員工隔離期滿返回工作計畫：安排員工隔離期滿採檢，陰性可返回上班；隔離

期間若曾因有症狀通報，須延長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本事件員工

隔離監測均無症狀，期滿採檢結果皆為陰性。 

 

建議與討論 

在相對封閉、高接觸頻率的群聚疫情發生單位，可能因病毒傳播的世代間隔

（Serial interval）[3]很短，造成確定病例短時間驟增，一時無法立即釐清所有病例

彼此的傳染鏈及接觸細節，且環境可能有感染風險，此時著重劃分風險區域及匡列

範圍，妥善運用醫院資訊化系統迅速產製接觸者名單，提供衛生單位即時連繫接觸

者（含逐一匡列陪探病者）隔離及採檢，對掌握疫情規模及阻斷傳播至為關鍵。

此外使用監視錄影帶以及實驗室配合快速檢驗，有助於避免漏列疑慮及爭取防治

時效。本調查經驗即時找出 2 例已出院之「指標病房擴大風險對象」陽性，成功

防堵疫情在社區擴散。 

雖然溯源調查結果未能釐清感染源，但依指標病例發病時間及病程，以及採檢

潛伏期接觸者均為陰性，研判在院內感染，唯感染源不明。 

指標病房非風險單位，指標病例無國外旅遊史，工作人員因而未警覺風險，在

檢視喉嚨及執行流感快篩時未著適當防護裝備，醫院已依執行工作之標準個人

防護裝備重新檢視，要求員工落實正確穿戴並再次教育訓練。 

3 名護理人員因症狀輕微且無發燒仍繼續上班，顯示僅以發燒做為監測健康

異常事件指標已不足，故建議醫療機構應滾動式將疾病症狀如呼吸道症狀、嗅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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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及腹瀉等納入健康回報項目，以即時偵測疫情及早採行介入措施。 

研究顯示[4]SARS-CoV-2 病毒能在塑膠及不銹鋼表面上存活 72 小時，新加坡

的研究顯示[5]，能在輕症確診患者待過的病室環境檢測出陽性，包括床欄杆、旁邊

座椅、床頭櫃、洗臉槽內外側、馬桶等，但經一般的清消後就可消除病毒；本事件

雖未有病房公共區域清消前採檢資料，但在指標病室清消前的環境檢體有 4 處

（隔壁床的床欄、床上墊、陪病床椅、及共用浴廁之洗手台內側）檢測陽性，顯示

定期加強高接觸表面消毒頻率及人員落實手部衛生為阻斷傳染鏈之重要關鍵。若

類似疫情發生時公共區域環境檢驗結果可做為環境染污之先期評估及清消效果

確認。 

國外研究顯示[6]，工作人員未落實感控措施以及人員跨機構服務，導致疫情

在機構內及跨機構傳播，本事件因病房屬性特殊，醫護工作人員不會與其他病房

交流，可能因此而未造成院內大規模群聚感染。因此在國內疫情因境外移入確定

病例增加而持續增溫，並有零星社區感染病例時，醫院若能超前部署將工作人員

分艙分流，不跨單位、固定組別，減少人員交流，避免疫情發生時醫護人力被隔離

造成不足，達到減災的效果，保全醫院進而保全社區。 

鑑於指標病例為無明確國外旅遊史及接觸史之肺炎病人，不符合當時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7]，疾病管制署業於 2 月 28 日修訂病例定義及社區監測

通報採檢條件[8]，並隨時視國內外疫情逐步擴大並滾動式修正。 

 

結論 

 在疫情發生當時，運用「醫院因應院內發生 COVID-19（武漢肺炎）確定病例

之應變處置建議」，提供處理醫院發生確定病例及群聚事件一個依循方向，幫助

醫院感控及衛生單位人員初步界定接觸者範圍及執行相關處置。 

本事件在指揮中心指導及醫院端與公衛端積極努力下，疫情未擴散至院內

其他病房、單位，或患者家庭以外的社區病例，成功圍堵疫情。 

 現階段全球疫情仍持續發展，期透過整理及紀錄本事件的應變處置經驗，做為

未來類似醫院群聚事件時減災及損害控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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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系列專欄： 

接種完疫苗後，還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嗎? 

 

蔡懷德* 

 

接種過 COVID-19 疫苗後，可獲得對於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

保護力；即使受到感染，仍可明顯降低發病或重症的機會（約 67–95% [1,2]）；

藉此也可減少傳播病毒的可能，以保護家人與朋友。 

但是，疫苗保護力並非百分之百；接種疫苗之後，還是需要保持防疫習慣，

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甚或更佳: keep physical distancing, but social 

connection [3,4]）、定期清潔消毒環境、與保持室內通風良好等等[5]。 

新型冠狀病毒主要經由飛沫、接觸而傳播；感染者可以是無症狀、症狀輕微、

嚴重肺炎、甚至死亡。此病的重症發生率約 19% [6]；死亡率可達 2.3% [6]。感染

後即使無症狀或症狀輕微，仍具傳播力[7]。因此一定要保持對 COVID-19 的防疫

警覺。 

此外，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會持續變異，即使自然感染後已經痊癒，

仍可能再度感染變異株而發病[8]。接受過完整疫苗接種者，也有很低的機會再次

感染發病（略低於萬分之一[9]）。因此，無論是感染後痊癒、或接種過疫苗，

都還是要搭配其他防疫措施、以建立多層次的防護網。 

戴上口罩與落實咳嗽禮節，可以阻擋大多數飛沫散播。勤洗手，可降低手部

染污自己與環境的程度。保持身體距離但維持社交聯繫，可大幅減少飛沫接觸，

但情誼存續。加上環境清潔消毒、室內良好通風等等，都可以幫我們建立更綿密

的防護網、避免疾病傳播。 

因此，不論在接種一劑或兩劑 COVID-19 疫苗之後，還是要維持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等等習慣。多一分防疫警覺與措施，就進一步減少病毒的

傳播、降低感染我們自己或身邊親友的機會，保障大家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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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各行各業一起來--防疫新生活運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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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第 40–41 週 (2021/10/3–2021/10/16) DOI：10.6524/EB.202110_37(20).0003 

 

疫情概要： 

全球COVID-19疫情趨緩，惟仍嚴峻，且Delta變異株於未落實公衛措施之未

接種疫苗族群中持續有效傳播，需關注秋冬季節到來對疫情影響；國內本土疫情處

低點，持續確診境外移入個案，存有引發本土疫情風險；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二級

至11月1日。 

奧地利新增H1N2v流感病例，WHO評估人傳人風險低。秋冬為呼吸道病毒

活躍季節，提醒民眾注意防護措施。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持續趨緩，惟仍嚴峻，其中歐洲疫情持續上升。截至 10/18，

全球累計 240,611,929 例確診，分布於 194 個國家／地區，其中 4,913,299

例死亡(CFR：2%)；近 7 日平均新增病例數以美國、英國、俄羅斯、土

耳其及印度為多。 

2. 歐洲：俄羅斯、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疫情創新高，英國、土耳其、羅馬

尼亞、烏克蘭等多國疫情上升，德國處高峰。 

3. 美洲：美國、加拿大疫情過高峰趨緩；中南美洲整體疫情續趨緩，惟部

分國家如委內瑞拉、蘇利南、巴貝多等仍處高峰，另智利疫情續回升。 

4. 西太平洋：新加坡、澳洲、韓國、寮國疫情處高峰，紐西蘭疫情持續，

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日本、柬埔寨疫情趨緩。中國大陸本土疫情

回升，近 1 週新增 20 餘例感染者，分布於雲南、內蒙古、新疆、陝西、

寧夏及湖南，具擴散風險。 

5. 東南亞：印度疫情趨緩，惟仍嚴峻；泰國、印尼等該區其他國家疫情持

續趨緩。 

6. 全球（除帛琉外）旅遊疫情建議維持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應避

免所有非必要之出國旅遊。 

(二) 國內疫情 

國內疫情處低點，國慶連假後疫情穏定，境外移入病例略降；2020 年

迄 2021 年 10/18，新型冠狀病毒相關通報累計 3,760,750 例，其中 16,343

例為確定病例，包括 1,704 例境外移入、14,585 例本土、36 例敦睦艦隊、

3 例航空器感染、1 例不明及 14 例調查中；確診病例中 846 例死亡。 

1. 境外移入：新增 77 例，移入國家以美國為多，其次為印尼及緬甸；2020

年起移入國家前三名依序為印尼、美國及菲律賓。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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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土病例：新增 4 例，個案居住地均於雙北。 

3.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磐石艦人員。 

4.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3 例機組員，研判在飛機上受已發病個案感染。 

5. 不明：累計 1 例無症狀個案，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 

6. 調查中：累計 14 例，皆為同一航空公司機組員。 

圖一、2020-2021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三) 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列表（新增國家以粗體字標示） 

級別 國家數 國別 

低風險 6 澳門、帛琉、諾魯、馬紹爾群島、香港、不丹 

中低風險 1 紐西蘭 

備註：本表就全球確診數前 90 名及重要國家評估感染風險，並僅表列低風險及中低風險國家。 

 

二、 類流感 

(一) 國內疫情：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處低點。 

圖二、2020–2022 流感季門急診類流感就診人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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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三、 腹瀉 

近期腹瀉門急診就診人次略低，可能因國慶連假部分門診休診所影響，

惟仍低於近 2 年國慶連假就診人次，另急診腹瀉逐日就診人次已降至連假前

水平；近 4 週通報腹瀉群聚案件以校園及餐飲旅宿業為多，陽性群聚案件檢出

以主要為細菌性病原體，其次為諾羅病毒。 

 

四、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近期門急診就診人次及社區腸病毒陽性檢體數均處低點；今年尚無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病例，2020 年累計 6 例，其中 5 例感染 EV71。  

圖三、2020–2021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五、 新型 A 型流感：奧地利 H1N2v 流感 

(一) WHO 於 10/7 公布奧地利今年首例 H1N2v，為居住於上奧地利邦(Upper 

Austria)貢斯基興地區(Gunskirchen)29 歲免疫功能低下之養豬農，8/31

出現症狀，9/1 檢驗確診並住院隔離治療，9/12 已康復出院；經調查該

養豬場豬隻亦檢出感染相同型別，另有 11 名密切接觸者均無發現病例。 

(二) WHO 評估因家禽與環境仍檢出病毒，預期仍會出現病例，惟人傳人風險低。 

閾值：11,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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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除帛琉外）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0/3/21 

帛琉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22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安徽、福建、湖南、
山東、江蘇、貴州、廣西、
河南、重慶市、四川、 

江西、湖北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16 

印度、奈及利亞、俄羅斯、 

柬埔寨、寮國、中國大陸其他
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8/13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 

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斯里蘭卡、馬
爾地夫、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7/30 

麻疹 

亞洲 4 國：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印度 

非洲 3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6 國、美洲 14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7/13 

亞洲 6 國、美洲 35 國／屬地、 

非洲 13 國、大洋洲 13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13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30 

黃熱病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國內外疫情焦點│ 

2021 年 10 月 26 日 第 37 卷 第 20 期                                        疫情報導  326 
 

    

 

創刊日期：1984 年 12 月 15 日                 發  行  人：周志浩   

出版機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總  編  輯：林詠青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6 號          執行編輯：陳學儒、李欣倫     

電     話：(02) 2395-9825                    網     址：https:/ /www.cdc.gov.tw 

文獻引用：[Author].[Article t it le] .Taiwan Epidemiol Bull 2021;37:[inclusive page numbers].[DOI] 

 

(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2/26 

德國麻疹 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屈公病 
印尼、印度、馬來西亞、 

柬埔寨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