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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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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定義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一)符合臨床條件任一項及流行病學條件(一)或(三)。

(二)符合臨床條件(二)及流行病學條件(二)。
(三)符合檢驗條件。

臨床條件 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

(一) 發燒(≧38℃)且有呼吸道症狀。
(二) 臨床、放射線診斷或病理學上

顯示有肺炎。

流行病學條件 發病前 14 日內，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 曾去過中國武漢*，或曾接觸來自武漢*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人士。

(二) 曾有中國大陸旅遊史或居住史。

(三) 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包括在無適當防護下提供

照護、相處、或有呼吸道分泌物、體液之直接接觸。

*地區將隨疫情適時更新。

檢驗條件 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

(一) 臨床檢體（如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
道抽取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二) 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
測陽性。



通報檢體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檢驗流程

Real-time RT-PCR 
(influenza A/B+2019-nCoV)

2019-nCoV(+)
(Targeting both E & N regions)

2019-nCoV (-)
Influenza A/B (+)

2019-nCoV (-)
Influenza A/B (-)

Updated: 2020/1/20

subtyped 



通報檢體

Real-time RT-PCR 
(influenza A/B, 2019-nCoV)

Influenza A/B (+)

subtyped 

2019-CoV (-)
Influenza A/B (-)

Updated: 2020/1/20不明原因肺炎個案檢驗流程

2019-nCoV(+)

其他 23種病原體包含 human adenovirus, RSV, 

coronaviruses (229E, OC43, NL63, HKU1, 

MERS), human metapneumovirus, parainfluenza 

type 1-4, HSV1, HSV2, VZV, CMV, bocavirus, 

parvovirus, enterovirus, rhinovirus, HPeV, 

Mycoplasma pneumonia, Legionella 

pneumophila

*不明原因肺炎項目檢
驗: 26種病原體



檢體採集

（A）TB專用50 mL痰管、（B）抽痰用之痰管及（C）一般痰盒（供參）。

(A)                (B)               (C)         

⚫ 咽喉拭子檢體採集技術

要求患者張口並說”阿”，以
壓舌板將舌頭壓住，迅速以
無菌棉花拭子擦拭懸雍垂後
面或扁桃體、後咽及任何發
炎部位，取出後，將拭子置
入Transtube運送培養基送
至檢驗室

懸雍垂

扁桃體

後咽

病毒拭子

◆ 咽喉擦拭液

◆ 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 5



通報個案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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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通

報條件

1.通報採檢送驗#

2.在醫院住院隔離，

開立隔離通知書*

3.疫情調查，建立

接觸者名單

2019-nCoV

為陰性

檢驗結果為流感，或確

診為其他足以解釋此病

情之病原體

解除隔離，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

知書*，提醒個案如症狀惡化，

應主動通知衛生單位

再次採檢2019-nCoV (間

隔至少24小時採檢)

2019-nCoV

為陽性
(1)個案住院隔離至症狀緩解至少24小時，且連續2次呼吸

道檢體(間隔至少24小時採檢)檢驗nCoV為陰性。

(2)針對接觸者開立健康監測通知書*，由衛生單位對其主

動追蹤至與個案最近接觸日後14天 。

是

否
陰

陽

*隔離治療通知書、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及健康監測通知書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
#執行採檢及住院應於負壓隔離環境為原則，並依感染管制措施指引，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修訂接觸者定義

修改接觸者定義為自個案發病日起至隔離前，

(1)社區接觸者：指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長時間（大於 15 分鐘）面對面之

接觸或提供照護、相處、接觸病患呼吸道分泌物或體液之同住者

(2)醫療機構接觸者：指曾與確定病例在無適當防護下2公尺近距離接觸之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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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定義︰自個案發病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長時間
（大於 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者，或提供照護、相處、接觸病患呼
吸道分泌物或體液之醫療人員及同住者。

匡列原則︰符合前述接觸定義之個案接觸對象皆應列為接觸者，另
特殊情況之接觸者匡列原則如下︰

✓ 醫院接觸者︰可參考「醫療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管制措
施指引」匡列院內接觸者

✓ 航空器接觸者︰座位與個案同一排及前後二排之旅客、服務個案該區
之空服員

✓ 學校接觸者︰同班上課之同學

接觸者匡列原則



❖準備規劃

❖自我防護

❖主動詢問

❖病患分流

❖啟動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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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診所處置建議



感染管制準備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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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整備無預警查核
• 醫學中心
• 應變醫院及各港埠後送醫院
• 中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 開設類流感門診醫院

病例處置流程
• 病例個案處置流程隔離措施
• 訂定應變計畫，辦理演練
• 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 PPE使用時機與正確穿脫

醫療院所感染管制指引
• 行政控制策略：病人分流、感染管制訓練
• 工程/環境控制策略：換氣通風、環境清潔
• 適當個人防護裝備
• 手部衛生

緊急醫療救護感染管制指引
• 風險評估
• 個人防護措施
• 健康監測與管理
• 救護車清潔消毒



落實醫療院所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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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定義
接觸者匡列

解除隔離

環境清消
手部衛生

工作人員
健康監測
與管理

醫護人員
就醫民眾
佩帶口罩

傳染病監視通報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通

報定義、接觸者匡列及追蹤
• 包裝運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檢體

醫護人員及就醫民眾佩帶口罩
• 落實醫療院所對未佩戴口罩

就醫民眾的口罩提供機制
• 張貼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

眾進入醫院請佩戴口罩
• 落實醫護人員穿戴適當個人

防護裝備

工作人員健康監測與管理
• 執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流感

預防接種
• 落實執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健康監測與管理
• 生病的工作人員在家休養

環境清消、手部衛生
• 環境清消個人防護裝備
• 手部衛生5時機
• 醫療廢棄物處理

醫療院所
無預警查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