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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訊息 

 

猴痘 

1. 我國自 111 年 6 月 23 日將猴痘列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截至 3

月 21 日累計確診 16 例病例（10 例本土及 6 例境外移入），疾

管署籲請醫界朋友提高警覺，如遇有具皮膚病灶，有猴痘確定

病例報告之國家旅遊史、野生動物暴露史、國內高暴露風險場

域接觸史之可能疑似病例，請加強通報。另自 3 月 21 日起開

放「近 6 個月內曾有高風險性行為民眾」猴痘疫苗接種意願登

記，詳參 2023/03/21 疾病管制署新聞稿、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

函第 500 號、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 498 號。 

2. 疾管署說明，有關第一階段暴露前預防（PrEP）疫苗預防接種

作業，考量現階段疫苗量及疫苗儲存特性等因素，以採「集中

接種」及「皮內」注射方式辦理為主，以達疫苗之最大效益。

疾管署提醒，猴痘傳播對象具侷限性，此波疫情以親密接觸之

人際傳播為主，提醒民眾，前往流行地區或國內高風險場域，

應落實自我防護，並避免出入可能與不特定人士密切接觸之社

交活動等高風險場域，如出現皮膚病灶，例如：皮疹、水泡、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Bt4yqfrX5mKf7LImEXs28A?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Bt4yqfrX5mKf7LImEXs28A?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uO8A4lPRdHY8Wp6_HZu5xQ?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uO8A4lPRdHY8Wp6_HZu5xQ?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zAYYDg98PJDRQd6W3uT6jA?type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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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斑丘疹、膿疱等，以及發燒、畏寒/寒顫、頭痛、肌肉痛、

背痛、關節痛、淋巴腺腫大（如耳周、腋窩、頸部或腹股溝等

處）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高風

險場域暴露史及接觸史。該署除持續加強國際港埠檢疫措施及

民眾風險溝通與衛教宣導，亦已採購並配置抗病毒藥物及猴痘

疫苗供符合條件者使用，及加強監測、通報及各項防治工作。 

3. 猴痘疫苗方面，疾病管制署 3 月 3 日表示，召開「猴痘疫情防

治專家會議」，會中專家就現階段國內本土疫情風險，評估有效

控制疫情及降低疾病威脅方式進行討論。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

（WHO）歐美、澳洲等國家防治政策，提供強化防治建議如下： 

 

（一）擴大暴露前預防（PrEP）接種對象及增加接種方式： 

o 建議接種對象：（1）正痘病毒屬之實驗室操作人員。（2）

與確診猴痘個案曾有任何形式性接觸之高風險接觸者，但

未曾接種過暴露後預防（PEP）疫苗，可於健康監測期滿

後接種。（3）近 6 個月內曾有高風險性行為者，例如：

多重性伴侶、性交易服務者、於營業場所發生性行為者、

性病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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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暴露前預防（PrEP）接種方式，在疫苗有限情況下，新

增 18 歲以上族群可以「皮內」注射方式（皮內注射所需

劑量為皮下注射的五分之一），但有嚴重免疫不全者或蟹

足腫病史者，不適用皮內注射，應採「皮下」接種。 

o 考量疫苗供應情形，高風險性行為者 PrEP 以先打 1 劑疫

苗，提高涵蓋率為優先考量。 

 

（二）暴露後預防（PEP）：與指標個案有高暴露風險密切接觸

者，以「皮下」注射接種，並放寬至於最後一次暴露後 14 天內

接種（惟建議 4 天內儘速接種）。以上資訊，詳參醫療機構因應

猴痘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疾管署新聞稿（2023/03/01）、疾管署

新聞稿（2023/03/03）、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 500 號。 

（三）臺大醫院 3 月 28 上午 9 時開放 4 月 6 日至 4 月 14 日猴

痘疫苗接種門診網路掛號，週一至每週五上、下午各 60 位名

額，歡迎民眾多加利用（資料來源：臺大醫院院網》最新消息）。 

新冠肺炎 

1. 3 月 27 日起取消住宿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兒少安置機構、兒

少團體家庭照顧機構定期快篩措施，其餘住宿式照顧機構服務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NO6oWHDwvVfwb2sbWzvHWQ?uaid=px3_Frv4LJ1V4YYosK_gt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NO6oWHDwvVfwb2sbWzvHWQ?uaid=px3_Frv4LJ1V4YYosK_gtQ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920mPEDHlmlL0ItXnkQKH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OpE0znJyPoZRvhFPDbqMaA?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OpE0znJyPoZRvhFPDbqMaA?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uO8A4lPRdHY8Wp6_HZu5xQ?typeid=48
https://www.ntuh.gov.tw/ntuh/News.action?q_type=-1&q_itemCode=1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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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維持快篩頻率為每週一次，定期篩檢措施至 4 月 30 日止。

詳參 2023/03/23 新聞稿。 

2. 3 月 20 日起，COVID-19 輕症免通報免隔離，快篩陽性輕症民

眾如出現重症警示症狀請立即就醫，確診高風險民眾符合條件

仍可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詳參 2023/03/16 新聞稿。 

3. 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個案採檢日）起，調整「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疾病通報定義，改為：符合 COVID-19 併發症（中重

症）條件之民眾需通報並隔離治療，輕症或無症狀民眾如檢驗

陽性，不需通報也不需隔離，但建議進行「0+n 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或至距離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已

達 10 天無需採檢，即可解除。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建議有症狀

時在家休息，避免不必要外出，無症狀或症狀緩解（退燒至少

1 天）後可安心外出；外出時請全程佩戴口罩；同時提醒，為

降低感染後引發併發症之風險，65 歲以上長者、孕產婦、具慢

性病或免疫不全/免疫低下病史者等具「COVID-19 重症高風險

因子」之民眾於快篩陽性後，請儘速就醫，以利醫師及早診治

並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另 0+n 自主健康管理屬於指引建議性

質，由民眾自主進行，無相關罰則。以上資訊，詳參 2023/03/09

疾管署新聞稿。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wiiEQCh0AnnIIZ9cRT0Mc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wiiEQCh0AnnIIZ9cRT0Mc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_1JZe7qnmqlzuQEYa9FItQ?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_1JZe7qnmqlzuQEYa9FItQ?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rZc7LPu4cH_vI0BDNF5nV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rZc7LPu4cH_vI0BDNF5nVw?type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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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苗加一，解封安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呼籲「未曾接

種任何一劑」、「尚未完成基礎劑」及「6 歲以上於今年 1 月 1

日起未接種過莫德納 BA.4/5 次世代疫苗」的對象響應接種，以

增進免疫保護力，做好開放準備。活動期間將透過與各地方政

府共同推動，由各縣市安排/指定合約醫療院所提供接種服務，

並運用增設疫苗診次及設置社區接種站等方式，增進民眾接種

可近性。指揮中心指出，本活動主要為促進未完成基礎劑接種

及今年尚未接種過莫德納 BA.4/5 次世代疫苗之民眾踴躍接

種。若曾確診，接種疫苗時間須與確診日期間隔 3 個月（84 天）

以上；若已打過至少 2 劑，接種疫苗時間須與前 1 劑疫苗間隔

3 個月（84 天）以上。另提醒今年 1 月 1 日起，已打過莫德納

BA.4/5 次世代疫苗之民眾，不屬於本活動實施及動員對象，其

今年已接種劑次會納入通案性年度接種建議計算。指揮中心呼

籲，接種 COVID-19 疫苗可減少感染，並降低重症及死亡風險；

此外，透過「疫苗加一，解封安心」運動，提升群體免疫保護

力，於解封後更安心，恢復正常生活。以上資訊，詳參

2023/02/23 疾管署新聞稿。 

流感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exem9hQe0r3J_BpDIE1DlQ?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exem9hQe0r3J_BpDIE1DlQ?typeid=9


臺大醫院健康電子報 2023 年 04 月 185 期 

 

6 
 

社區流感病毒活動持續，每週仍持續新增流感併發重症病例，且近

期 COVID-19 防治措施放寬，經書面諮詢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流感防治組委員意見，決議延長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下

稱公費藥劑）使用條件「有類流感症狀，且家人/同事/同班同學有

類流感發病者」適用期限延長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詳參「公

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資料來源：2023/03/24 疾

病管制署新聞稿、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 504 號。 

恙蟲病 

恙蟲病是由帶有立克次體的恙螨叮咬而傳染，恙螨會停留於草叢

中，伺機攀附到經過的人類或動物身上。恙蟲病的潛伏期約 9 至

12 天，患者會出現持續性高燒、頭痛、淋巴結腫大等症狀，約發

燒一週後皮膚出現紅色斑狀丘疹，恙蟲叮咬處通常會出現焦痂。 

民眾從事掃墓祭祖或踏青等戶外活動時，如有接觸到草叢環境，務

必做好個人防護措施，包括穿著淺色長袖衣褲、長筒襪、長靴及手

套等保護性衣物，並將褲管紮入襪內；於衣物及皮膚裸露部位，並

依照標籤指示說明使用政府機關核可含敵避（DEET）或派卡瑞丁

（Picaridin）成分的防蚊藥劑。此外，離開草叢後請儘快沐浴及換

洗全部衣物，避免恙螨附著叮咬，如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QxMTxeABzShsBfylxX8o8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QxMTxeABzShsBfylxX8o8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QxMTxeABzShsBfylxX8o8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QxMTxeABzShsBfylxX8o8A?type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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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醫師相關活動史，或有無出入草叢等暴露史，以及時診斷、通報

及治療。詳參 2023/03/21 疾病管制署新聞稿。 

新型 A 型流感（H5N1） 

1.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顯示，自

110 年 10 月迄今，H5N1 亞型（2.3.4.4b 分支）高病原性禽流

感病毒已透過候鳥傳播至歐、美、亞、非各洲，並於 111 年底

傳入我國除導致嚴重禽類疫情外，並已累計通報 7 名人類新型

A 型流感個案，散發於歐、美、亞各洲，皆有禽鳥暴露史，其

中 2 例重症及 1 例死亡。WHO 評估，雖該亞型目前感染人類

以及人傳人風險仍低，但因動物疫情持續使人類暴露風險增

加，應加強監測與衛教，一般民眾亦應減少接觸禽鳥，禽類工

作者工作時則應正確佩戴個人防護裝備。為及早診斷個案並進

行防治，疾管署籲請醫師提高警覺。看診時如遇類流感症狀病

患，請務必詢問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情形（TOCC），

若個案符合新型 A 型流感通報條件，請立即通報，並評估是否

需開立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主動通報並經主管機關證實

者，可依傳染病防治獎勵辦法，發給通報獎金。另因目前尚無

人用 H5N1 流感疫苗，建議禽畜相關工作人員應接種季節性流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G14v4OXlRqiQmsGtGvaBqg?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G14v4OXlRqiQmsGtGvaBqg?type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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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以減少同時感染動物及人類流感病毒致生病毒重組之

機會。資料來源：2023/03/17 疾病管制署新聞稿、疾病管制署

致醫界通函第 502 號。 

2. 疾管署提醒，國人應落實「5 要 6 不」原則，5 要：禽肉及蛋

要熟食、要以肥皂澈底洗手、出現症狀要戴口罩速就醫、與禽

鳥長期接觸者要接種流感疫苗、要均衡飲食及適當運動；6 不：

不生食禽鳥蛋類或製品、不走私及購買來路不明禽鳥肉品、不

接觸或餵食候鳥及禽鳥、不野放及隨意丟棄禽鳥、不將飼養禽

鳥與其他禽畜混居、不去禽畜養殖場或市場/展銷場。自有禽流

感疫情國家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或類似流感症狀，應主動

告知航空公司人員及機場港口之檢疫人員；返國後如出現上述

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接觸史。以上資

訊，詳參 2023/03/01 疾管署新聞稿。 

腸病毒重症 

1. 國內新增 2 例腸病毒 71 型輕症病例，國內腸病毒重症個案與

腸病毒 71 型流行趨勢相符，約每 3 至 4 年就有一波較明顯的

流行，近3次流行分別為2012年、2016年及2019年，今（2023）

年距上次腸病毒 71 型流行（2019 年）已超過 3 年，易感宿主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DsyNVP30MIP1fy0mlR_MuQ?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DsyNVP30MIP1fy0mlR_MuQ?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CX_iXN3moUpk0ANWdKARLw?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CX_iXN3moUpk0ANWdKARLw?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H5pVBpWDfbKwPASU4BtHUg?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H5pVBpWDfbKwPASU4BtHUg?type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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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累積，且近期放寬各項社區防疫措施，使得腸病毒流行風

險持續上升。上週監測資料顯示，近期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

人次呈緩升趨勢，且實驗室監測顯示腸病毒 71 型、腸病毒

D68、克沙奇 A 型等不同型別腸病毒於社區活動，疫情傳播風

險存在，籲請醫師需提高警覺。 

2. 腸病毒病程可能在 4 至 6 小時內急轉直下，對於住院之腸病毒

病人，無論是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應密切監測其生命

徵象（vital sign），如血壓、心搏、呼吸次數等，以掌握治療黃

金時機，及時救治；另若病童出現重症前兆病徵或病情出現不

尋常變化時，務必儘速採取適當處置。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致醫界通函第 503 號、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 501 號。 

結核病 

1. 臺灣結核病防治多年來在公衛、醫療、民間、各部會等的共同

努力下，達成新案發生率從 2005 年每 10 萬人口 73 例，逐年

下降至 2022 年的每 10 萬人口約 28 例，累積降幅達 62%。為

加速結核病發生率下降，後疫情時代將著重於疑似結核病的及

早發現及介入，以及擴大潛伏結核感染檢驗與治療以預防結核

病發生。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o7Yb1PEfwDWDwhXFAi504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o7Yb1PEfwDWDwhXFAi504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UeUkgtYsSHI8SYswHa25tA?type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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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核病透過空氣與飛沫傳染，一般人受到結核菌感染後約有

5-10%機會發病。當身體免疫力夠，維持尚未發病的狀態稱為

潛伏結核感染。潛伏結核感染沒有症狀，也不具傳染性，但在

免疫力低下時，就可能發病成為結核病，並造成傳播。呼籲民

眾平時注意環境通風，保持健康生活型態，提升免疫力及落實

衛生習慣與咳嗽禮節，假如檢驗發現為潛伏結核感染，則及早

接受潛伏結核感染治療以預防結核病。 

3. 現行我國潛伏結核感染（LTBI）有 4 種（3HP、3HR、4R、9H）

治療處方，供臨床合作醫師依指標個案的藥物敏感情形及藥物

間交互作用之使用限制，選擇合適的處方。為提升 LTBI 治療完

成率及減少服藥肝毒性的副作用，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

美國 CDC 指引及國際各國使用規範，經「衛生福利部傳染病

防治諮詢會-結核病防治組會議」決議，擴大 1 個月（28 天）

每日 INH 加 rifapentine（1HP）處方之治療對象及新增 6 個月

每日 INH 單方療程（6H）處方，提供 LTBI 合作醫師治療上更

多的處方選擇。資料來源：2023/03/24 疾病管制署新聞稿、疾

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 497 號。 

 

～臺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關心您～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IatUp1GzwPtON9R57uO6z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IatUp1GzwPtON9R57uO6zw?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MZggC88x7kLgAHAWaYNF8A?typeid=48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MZggC88x7kLgAHAWaYNF8A?typeid=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