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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型肝炎感染，大部份可能症狀輕微或無
症狀，但約有50~80 % 發展成慢性感染。

在慢性C肝帶原的病人，有20 %~50 %會
發展成肝硬化或肝癌。



疾病概述



疾病概述-致病原1

C型肝炎病毒為30 nm～50 nm直徑大小、具脂質外套
的RNA病毒。

目前已知有6種不同主要基因型和100種以上的次要基
因亞型。

台灣地區之C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分佈近似於日本，以亞
型1b為主，約佔全部C型肝炎病毒之45-71%。



疾病概述-致病原2

資料來源﹕Mandell, Bennett, & Doli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6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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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概述-感染途徑

血液感染:主要途徑為輸血及注射血液製品。

高危險群體:包括受血者、靜脈注射毒癮者及洗腎者。

其他傳染途徑:包括性接觸、母子之間的垂直傳染等。



疾病概述-潛伏期、可感染期、感受性、抵抗力

潛伏期
– 2週～6個月，通常為6～9週。

可感染期
– 從發病的1至數週前直到整個急性期，及慢性帶原
期皆具傳染性。

感受性
– 一般人群的感受性是一致。

抵抗力
– 感染後的免疫反應尚不清楚。



臨床表徵

臨床表徵

– C型肝炎的潛伏期平均為6至9週。

– 大多是輕微或無症狀的感染，臨床表現包括
緩慢發作的黃疸與全身倦怠。

– 50-80%的病人會變成慢性感染。

– 慢性感染者，有60-70%出現慢性肝炎變化，
大約10-20%發生肝硬化。



血清學表現

Piccini & Nilsson: The Osler Medical Handbook, 2nd ed., Copyright © 2006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法定傳染病規範

疾病分類
– 屬第三類傳染病。

通報期限
– 於一週內進行通報。

疫情調查
– 疫調應於通報後一週內完成疫調，一個月結案。



急性病毒性C型肝炎病例定義

臨床條件
經醫師臨床診斷為急性C型肝炎，且排除慢性肝炎急性發作。
並同時具有下列二項條件：

出現急性發作症狀:包括發燒、全身倦怠、噁心、嘔吐、腹部不舒服、黃
疸等且ALT≧100。
曾檢驗血清C型肝炎病毒抗體（anti-HCV）陰性，後轉變成C型肝炎病毒
抗體陽性。（建議以一年內之anti-HCV陰性轉陽性為宜）。

檢驗條件
血清學C型肝炎抗體（anti一HCV）檢測陽性

確定病例
符合臨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治療

目前以合併干擾素與抗病毒藥物Ribavirin療法
為主流，也可以單用干擾素治療﹔使用上各有
其適應及禁忌症，必須遵守臨床醫師判斷。



流行病學



流行病學-1 C型肝炎全球分布圖



流行病學-2
2000-2011年急性病毒性肝炎確定病例分布

Data source：National Notifi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confirmed case)



流行病學-3
2007-2011年急性C型肝炎報告病例數、確定病例數及
發生率



流行病學-4
2007-2011年急性病毒性 C型肝炎確定病例年齡
別發生率



防治工作

進行捐贈血液常規性篩檢

捐贈組織或器官的常規性篩檢

病患的追蹤治療

維持良好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加強衛教宣導

目前並無有效疫苗



衛生教育(一般民眾)
養成良好個人衛生習慣，不與別人共用
刮鬍刀、牙刷、針頭、毛巾、指甲剪，
以免刮破皮膚或黏膜而感染。

盡量避免不必要的輸血、打針、針灸、
刺青、穿耳洞等。



慢性感染者之注意事項

需特別注意防範傳染他人。

–勿與人共用任何可能接觸血體液之物品，如
刮鬍刀、牙刷等。

–勿捐贈血液、身體器官或精卵等。

–落實安全性行為。

限制酒精攝取或戒除飲酒習慣



防治策略



防治措施-1

加強衛教宣導

1.高危險族群

2.安全性行為

3.民眾認知力不足

(1)利用媒體通路

(2)平面媒體

(3)定點衛教宣導



防治措施-2
提高輸血安全

1.委託相關學術團體辦理有關血液科技方面之研究、督
導及管理捐血機構

2.建立捐血機構與醫療機構間之供(用) 血資料傳輸系統，
健全資料管理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加強肝炎檢驗品質管制
– 定期辦理外勞健檢及區域級以上醫療院所anti-HCV
模擬檢體測試工作

早期篩檢
– 將C型肝炎抗體納入縣市整合式篩檢計畫，推動早
期篩檢，早期治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