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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透明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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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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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digitalpr.tw/%e5%aa%92%e9%ab%94%e7%9b%a3%e6%b8%ac/

2019年12月31日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衛生條例聯繫(IHR)窗口

同日於武漢直飛臺灣航班啟動登機檢疫

起源



23,195,073
全球確定病例數

805,276
全球死亡病例數

3.47%
全球致死率

487
我國確定病例數

7
我國死亡病例數

1.44%
我國致死率

資料統計時間：109年8月23日上午9時

全球疫情現況

4



5

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 01/02

疫情應變
小組成立

01/20
指揮中心
第三級開設

01/23
指揮中心
第二級開設

02/27
指揮中心
第一級開設

資訊
疫情
監測

醫療
應變

社區
防疫 研發

邊境
管制 物資

情報 作戰

行政 新聞
宣導

後勤

正/副指揮官

法制

COVID-19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一級開設)

專家諮
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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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風險嚴管

02/11 03/19 03/2101/21 02/06

提升武漢市
旅遊疫情建
議至第三級

警告
(Warning)

1. 居住中國各省市
之陸人暫緩入境

2.禁止國際郵輪停
泊我國港口

港澳人士
暫緩入境

1.限制所有非本
國籍人士入境，
事前申請核准
者才予放行

2.所有入境者入
境後都需進行
居家檢疫14天

提升全球旅
遊疫情建議
至第三級

03/24

全面禁止旅
客登機來台

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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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央社、聯合報

中央中央

地方

醫療院所

防疫物資三級庫存系統 防疫物資國家隊

防疫物資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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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實名制1.0 口罩實名制2.0 口罩實名制3.0

科技化口罩配銷 口罩供需資訊平台

防疫物資整備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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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檢疫

外籍人士*入境
時須檢附登機前
3 天 內 的
COVID-19核酸
檢驗陰性報告



居家隔離檢疫

確實擅離

具國外旅遊史者確定個案接觸者

民政單位
主動監測
1天1~2次

衛生單位
主動監測
1天2次

居家檢疫

14日
期滿解除

警政單位收到警訊後
前往處理

無症狀擅離住家 出現症狀

安排就醫

衛生局裁罰/
強制安置

未擅離

後續通報
採檢事宜

確定個案
處理

陽性

陰性

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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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檢疫

協助安置服務專線進線量 送餐 垃圾清運

有相關症狀-協助安排就醫特殊狀況親訪 無關症狀-協助安排就醫

地方政府關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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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檢疫系統 防疫追蹤系統 電子圍籬系統

資訊系統整合



T 旅行史 O 職業史 C 群聚史C 接觸史

TOCC查詢

資訊系統整合

圖片來源：https://tw.stock.yahoo.com/news

健保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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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止神通 雙向簡訊

圖片來源：DeepQ

資訊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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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透明公開 新聞稿

例行
記者會

細胞廣播

邀訪/節目
致醫界通函

疫情會報
(地方政府)

防疫大作戰
(頻道徵用)

官網(設置專區)
社群媒體

1922
防疫專線

滿意度達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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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家

資訊透明公開

16



精準篩檢疫調

武漢旅遊史+
發燒或呼吸
道症狀

湖北旅遊史+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中
國(不含港澳)旅遊史+肺炎

2/28擴大通報定義無旅遊史亦納入

2/16啟動社區監測

2/15河南、浙江、新加坡或泰
國入境有症狀者

廣東旅遊史、港澳旅遊史+肺炎

二級地區旅遊史、小三通入境及居
家檢疫症狀者

2/7

2/2

1/25

1/17

3/7入境旅客有症狀者全面採檢送醫

3/21全球皆列為流行地區

3/25放寬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採檢條件

4/1再放寬社區通報及採檢條件

4/４再次擴大通報定義，納入腹瀉

4/1起
「肺炎」一律通報篩檢；
將「嗅、味覺異常」納入
臨床條件

3/21起
全球皆列為流行地區

2/16起
啟動社區監測

4/4起
將「腹瀉」納入臨床條件

3/25起
放寬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採檢條件

2/28起
無旅遊史肺炎納入通報

擴大監測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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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篩檢疫調

發現
確診個案

衛教與
健康關懷

找出密切接觸者*
並列表造冊

*密切接觸者定義: 沒有適當防護下，曾與確診個案近距離（約1─2公尺以內）長時間接觸（15分鐘以上）

詢問有無症狀

本土個案
感染源調查

無症狀

有症狀
（可能感染源）送醫並採檢

與個案最後接觸日
起，居家隔離14天

有症狀或
感染風險高

送醫並採檢

接觸者追蹤

詢問發病前14日
到隔離前的行程

無症狀

居家隔離14
日，後自主
健康管理7日

確診個案疫情調查

18



19

防疫新生活運動

教育部

逐步開放觀眾入
場觀賽

內政部

逐步放寬宗教集
會活動參加人數

衛生福利部

推動「樂活防疫．安心
飲食」方案，輔導業者
完成自我宣示

經濟部

開放所轄會議中
心及展覽館辦理
活動

交通部

推動防疫旅遊，
輔導業者落實辦
理

逐步開放辦理大
型藝文活動

文化部

逐步開放社會活動

6月7日後放寬國內社區防疫措施，推廣防疫新生活運動
截至8月18日，共確診449例(含55例本土)，已126天無本土病例



防疫新生活運動

保持社交距離
• 室內1.5公尺以上、室外1
公尺以上，無法維持社交
距離時，應戴口罩

• 適當的阻隔設施(如隔板)

落實個人衛生防護
• 量測體溫，隨時保持手部清潔
• 業者應於入口及場所內提供乾
(濕)洗手用品或設備

建立實名（聯）制
落實人流管制及環
境清消

落實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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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圖片來源：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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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SARS
經驗

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

資訊
公開透明

良好
資源分配

及時
邊境管制

智慧
社區防疫

先進
醫療科技優質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