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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疾病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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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 月 17 日檢出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 2020 年 1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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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更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
類法定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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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
症狀與傳染方式

• 臨床症狀：常見發燒、乾咳 
、肌肉痠痛或四肢乏力等，
亦可能出現咳嗽有痰、頭
痛、 咳血或腹瀉等症狀

• 傳染方式：有跟人傳人風
險、傳染方式可能為近距離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 直接
或間接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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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外疫情
• 疾病管制署會以最快的時間更新國際疫情的消息，請參考：

http://at.cdc.tw/8099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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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訊息隨時更新



3.1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分級標準 意涵 旅遊建議

第一級 : 注意 (Watch) 提醒注意 提醒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

第二級 : 警示 (Alert) 加強預警 對當地採取加強防護

第三級 : 警告 (Warning) 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 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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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訊息隨時更新

洲別 國家 行政區 等級 最新發佈日期

亞太
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韓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三級 : 警告
(Warning)

2020/03/01

亞西 伊朗
第三級 : 警告
(Warning)

2020/03/01

歐洲 義大利
第三級 : 警告
(Warning)

2020/03/01

亞太 日本、新加坡 第二級 : 警示 (Alert) 2020/03/11

亞西 巴林王國、科威特 第二級 : 警示 (Alert) 2020/03/11

歐洲
法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比利時、丹麥
、冰島、荷蘭、挪威、瑞典、瑞士

第二級 : 警示 (Alert) 2020/03/11

亞太 泰國
第一級 : 注意
(Watch)

2020/03/11

歐洲

捷克、愛沙尼亞、芬蘭、希臘、匈牙利、
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盧森堡、
馬爾他、波蘭、葡萄牙、愛爾蘭共和國、
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英國

第一級 : 注意
(Watch)

2020/03/11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3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3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41?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3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5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6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39?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49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5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6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1?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49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1?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6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3?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3?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9?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6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9?uacid=429


4. 個人防疫如何做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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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口罩若可在出現髒污、 
破損、潮溼、或呼吸有異味等
情形時更換。

2. 脫下口罩後，若稍後欲繼續使
用該口罩時，建議可先將口罩
污染一面往內摺後，放置於乾
淨、透氣的容器內 ( 如紙袋
等 )保存。 用以保存口罩之
容器應於使用後丟棄或定期清
潔。

3. 脫除口罩時，應避免直接碰觸
口罩外側，以避免其上污染病
菌 透過手的觸摸而散佈。口
罩脫除後也應執行手部衛生。



4.1 個人防疫如何做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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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個人防疫如何做 -
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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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個人防疫如何做 -
飲食衛生及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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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區防疫宣導 -
公寓大樓防護措施

• 落實衛教溝通

社區公布欄、樓 (電 )梯間等張貼海
報，  或以通訊軟體、廣播等宣導

• 環境衛生維護

1.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戴個人防
護裝備

2.經常接觸之表面或觸摸式設備至少
每天消毒 1次

3.消毒用 1 ： 100 的稀釋漂白水，擦
拭後等 15 分鐘以上，再擦拭清潔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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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樓防護措施
• � �落實衛教溝通

•透過於社區公布欄、樓 (電 )梯間等明顯處張貼海報，或以通訊軟體、廣播等方式
宣導「落實勤洗手」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等個人衛生行為。

• � �公寓大樓環境衛生維護

•公共空間、經常接觸之表面及各式觸摸式設備 (門把、扶手、浴廁表面、擴音器
和旋鈕、扶手、按鈕、空調出口、地面、桌椅、電話筒等 )定期清潔並至少每天
消毒一次。

•各棟大門、各棟梯廳、電梯加強清潔消毒，並於上下班出入頻繁時段，清潔人員
加強使用稀釋漂白水擦拭門把及電梯按鈕。

•入口處備妥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有呼吸道症狀之訪客配戴口罩並使用
乾洗手液，與他人保持1公尺以上之距離。

•社區室內兒童遊戲室、多功能活動空間等公共區域，暫停開放使用。

•做好出入門禁管理，落實外來訪客登記作業，物流人員或外送員儘量設置集中地
點進行貨品領取。





5.1 社區防疫宣導 -
社區環境及服務人員健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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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社區防疫宣導 - 社區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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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關資訊哪裡找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專區」，連結網址：
https://reurl.cc/arlZZ7 

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

  ◆疾管家             ◆衛生福利部  
           

◆防疫專線： 192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專線： 2375-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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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arlZZ7
https://www.cdc.gov.tw/


Q & A

★生病疑似肺炎怎麼辦 ?

•如出現類似流感的症狀，如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

咳嗽、肌肉痠痛、倦怠 /疲倦、甚至腹瀉，在症狀開始後，先

多休息、規律量體溫並記錄下來、喝水適量補充營養，觀察

並用症狀減輕的藥物 (例如 : 退燒解熱止痛的藥物 ) 先處理是

否緩解，應儘量在家中休息至症狀緩解後24 小時以上。

•若出現發燒 24小時不退，或者併發膿鼻涕、濃痰、嚴重嘔吐

或喘等症狀，才前往醫療院所就醫。就醫時，請主動清楚提

供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史（所謂TOCC），若

有發燒請配合醫療院所分流，讓自己可以在最有效率的情況

下得到醫療，同時保護醫療院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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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 生病期間應該避免上學、上班、參加集會、出入人潮
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如果有需要外出，應該
避免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以免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 在家期間，最好有獨立房間，並保持家裡的通風，避
免與同住的人有親密的接觸，如同桌吃飯、擁抱、親
吻或性行為，並請同住人也務必注意個人衛生、勤洗
手，避免接觸自己的眼、口、鼻；尤其是家中的嬰幼
兒、兒童、長者、或其他免疫不全的同住者，更須與
生病的人保持至少一公尺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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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怎麼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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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口罩哪裡買 ?
• 口罩實名制：健保署口罩管控系統開放時間為 7 時至 23 時，
口罩開放購買時間及方式，視各家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作業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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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訊息隨時更新

口罩實名制網站



Q & A

★次氯酸水可以用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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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布口罩有效嗎 ?

1. 健康民眾在通風環境或開放空間，與人距離一公尺
以上時，不需要佩戴口罩，如果還是想要佩戴口
罩，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選用「布口罩」。

2. 建議在挑選不論是具有防 PM2.5 、防霾功能或具有
中間過濾層的布口罩時，可由口罩包裝標示來確認
挑選的產品是否合乎以下要訣：
(1)口罩至少要有三層結構。
(2)口罩的外層材質要緻密、中間層是不織布材
質、內層要柔軟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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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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