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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SARS照護重症



美麗的糖衣-可怕的皇冠

冠狀病毒(CoV) -有外套膜之RNA病毒



全世界最嚴重的地方



目前為止最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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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之亂
酒精之亂

我們一人都只有一粒卡臣 漂白水之亂





Coronavirus COVID-19 Global Cases 



Tendency chart of confirmed cases, new cases, and death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Zu et al., 2020)



Tendency chart of confirmed cases, new cases, and death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Zu et al., 2020)





台灣疫情分布



冠狀病毒

• 分為四個屬: alpha, beta, gamma, and 
delta。

• 已知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包括alpha CoV的
HCoV-229E , HCoV-NL63以及beta CoV的
HCoV-HKU1, HCoV-OC43, MERS-CoV, 
SARS-CoV, 和最新發現的2019-nCoV。

• 冠狀病毒是造成人類與動物疾病的重要病原體。



疾病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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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17檢出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1/10公告病原核酸序列，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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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於2020/1/21出現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均有武漢旅遊史

• 我國於2020/1/15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傳染途徑

A

B

呼吸道傳染

接觸傳染
接觸到病人分泌物或帶菌體的體液，包含曾碰

過病人體液的手去揉鼻子、眼睛或拿東西吃

吸入或黏膜接觸到病人的飛沫或體液



呼吸道傳染



接觸傳染



傳染途徑-懷疑途徑

A

B

糞口傳染?

母子垂直傳染？
武漢肺炎的孕婦做檢驗，其羊水、母乳，以及新

生兒的血液、口腔抹 片等，均沒有找到病毒

長久以來都有人懷疑冠狀病毒有糞口傳染的途

徑，但除非能找到活的 病毒才能證實，而至

目前為止皆無證據如此顯示。

(Chen et al., 2020)



潛伏期
• 潛伏期為 2 至 12天（平均 7 天）
• 一般認為冠狀病毒潛伏期最長
為 14 天

• 鍾南山發現，研究了 1099 名
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患者，潛
伏期中位數為 3 天，最長可以
達到 24 天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根據 WHO 對 44000 名患者的統計數據

輕症者81%

乾咳、肌肉痠痛

死亡率1％~2％

持續變化

較嚴重者14%

發燒、氣促

重症者5%

患者應該醫療協助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51048366





常見症狀

發燒(83-98%) 咳嗽(46-82%) 肌肉痠痛或疲

累(11-44%)

呼吸急促(31%)



2019-nCoV 臨床症狀

重症肺炎

無併發症病例

輕微肺炎

無肺炎

無重度肺炎之症狀,X 光
或 CT 仍有肺炎變化者

呼吸速率>30/min,嚴重呼吸窘迫、
未使用氧氣下 SpO2<90%

ARDS 敗血性休克



请添加您的标题

COVID-19 Fatality Rate by AGE

Age, Sex, Existing Conditions of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Sex ratio

Fatality Rate by COMORBIDITY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Outbreak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s (COVID-19) - China CCDC, February 17 2020



抽菸者、男性重症多？

ACE2
病毒進入人體所需要受器- ACE2
症狀的嚴重程度有正相關
肺部、腸胃道的平滑肌以及血管內皮細胞

吸菸VS非吸菸
比較非吸菸者（NS）與吸菸者（S）
呼吸道末 梢上皮細胞的 ACE2 表現量

吸菸VS非吸菸
各資料庫的數據建構
非吸菸者與吸菸者肺部ACE2 表現量
(Cai, 2020)

(He et al., 2020)



A schematic model of 2019-nCoV infection.

(He et al., 2020)

原癌基因-
調節胚胎和細胞生長

核糖體蛋白S3
（RPS3）

肝癌發生、發展中
的重要促癌因子



2019-nCoV病毒特性

溫度
（13-24攝氏度）

濕度
為50％-80％

降雨
below 30 

mm/ month.

溫度 濕度 降雨

有利生存條件

(Bu et al., 2020)



很可能不受季節限制的持續流行-廣州

(Zeng et al., 2018)



臨床表現

• 無症狀感染(Asymptomatic infection)確定存在
• 無症狀傳染(Pre-symptomatic transmission)可能存在
• 有系統性疾病的共病患者佔武漢肺炎患者的 1/3-1/2

(Liu, Liao, Chang, Chou, & Lin, 2020)





預防勝於治療

01

02

03

04

減少風險

醫院/診所

避免生食

生食/生蛋

避免接觸動物

良好衛生習慣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01
勤洗手

02
咳嗽和打噴嚏注

意衛生

新型冠狀病毒的基本防護措施



03
保持社交距離

(一公尺)

04
避免觸摸

眼、鼻、口

新型冠狀病毒的基本防護措施



勤洗手預防感染

(Otter et al., 2016)





口罩之使用

01 02 03

避免疾病的傳播
看病或陪病、有呼吸道症狀時、
和本身有免疫力低下的慢性病者
外出時使用

正確使用
• 防潑水（通常是綠色）那面朝外

• 講話、咳嗽、打噴嚏的時候均不
應該拿下口罩

• 口罩有明顯骯髒適時更換

開放空間的時候不
需要戴口罩
馬路上或在戶外運動，都不需要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呼吸道症狀
交談時，請戴上醫療等
級口罩
並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
上距離

手部接觸呼吸道分泌物
肥皂及清水洗手

咳嗽
外出應戴口罩
口罩沾到口鼻分泌
物內摺丟進垃圾桶
並更換口罩

打噴嚏
面紙或手帕、衣袖
遮住口鼻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生病處理

出現流感的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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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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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前往就醫。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注意事項

TOCC 休息

消毒 居家

旅遊史、職業史
接觸史、群聚史

• 避免上學/班、參加
集會、出入公共場
所

• 外出避免使用大眾
交通工具

物品表面
如門把、電燈開關等，
可以用 1：100漂白水
稀釋液進行擦拭

• 獨立通風房間
• 避免親密的接觸
• 個人衛生、勤洗手，避免接觸自

己的眼、口、鼻
• 家中的嬰幼兒、兒童、長者、或

其他免疫不全的同住者，與生病
的人保持少一公尺的距離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qnbqMBoJRLr74SOuNdGvg



這是一場人類與病毒的戰爭

想勝利大家要做好自己



THANK YOU!

感谢聆聽
QA◼ 報告人：邱詠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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