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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國際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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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世界傳播風險分級 (~2/29)

高傳播風險國家

中傳播風險國家

偶發個案國家

中國大陸 韓國
伊朗

義大利

全球共63個國家淪陷

鑽石公主號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西班牙

法

德



歐洲義情擴散-爆發歐盟社區流行 (2/22 – 2/29)

R0=5.9

法國
(100)

德國
(79)

英國
(23)

希臘
(4)

羅馬尼亞
(3)

瑞士
(21)

克羅埃西亞
(6)

荷蘭
(6)

立陶宛
(1)

丹麥
(3)

北馬其頓
(1)

愛爾蘭
(1)

冰島
(1)

巴西
(2)

墨西哥
(4)

西班牙
(58)

R0=1.7
義大利

(1128)
奈及利亞

(1)

盧森堡
(1)

R0=6.5

R0=6.9 4



伊情擴散 (2/21-2/29流行)

阿曼
(6)

巴林
(41)

科威特
(45)

喬治亞
(2)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21)

亞塞拜然
(1)

紐西蘭
(1)

加拿大
(20)

伊拉克
(13)

黎巴嫩
(4)

巴基斯坦
(4)

卡達
(1)

白俄羅斯
(1)

伊朗

(593)

亞美尼亞
(1)

R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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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確診案例數 (~2/29)

伊利諾州
芝加哥

(3)

麻州, 波士頓
(1)

威斯康辛州
麥迪遜

(1)

德州
聖安東尼奧

(1)

加州
聖地亞哥縣(2)洪堡縣(1)
聖貝尼托(2)洛杉磯(1)
奧蘭治(1) 聖克拉拉(3)

薩克拉曼多縣(2)

亞利桑那州
坦佩(1)

華盛頓州
諾霍米甚縣(1)
西雅圖(6)

俄勒岡州
波特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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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疫情:爆發社區流行國家
病例再生數

日本
1.66→1.89

韓國
1.74→4.05

香港
1.88→0.79

新加坡
2.31→1.32

資料截至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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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 COVID-19 疾病負擔

湖北
中國

(不含湖北)
其他國家 合計

檢驗確
診人數

66337 12914 6762 86013

死亡人
數
(%)

2727
(4.1%)

108
(0.8%)

106
(1.6%)

2941
(3.4%)

康復人
數
(%)

28993
(44%)

10286
(80%)

503
(7%)

29782
(36%)

(資料來源: WHO 截止至2/29) 8



康復

非致命性
肺炎

急性呼吸
窘迫症(ARDS)

死亡

27.2%

72.8% 4.6%

95.4% 59.5% 40.5%

輕微呼吸道
症狀

中國 COVID-19 病程進展數量模式

模式推估期望死亡人數 實際死亡人數

韓國 23.95 20

鑽石公主號 10.51 6

香港 1.18 2

依據中國大陸資料Guan et al. NEJM (2020)

模式驗證

P=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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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新冠病毒科學疑問

模式推估期
望死亡人數

實際死亡人
數

全中國 1070.92 2870

依據中國大陸資料Guan et al. NEJM (2020)

通報確診數

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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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9
61歲男
白牌計程車司機
1/27 發病
中部

1/11

個案1
55歲女台商
自武漢返台
1/11 發病
1/20抵台
南部

台灣40位疫情病例: 發病時序: 家戶聚集

1/20

個案3
50+歲男台商
1/20發病
1/21抵台
高雄個案

1/22

個案4
50+歲女
1/13-15 武漢
1/16-24 歐洲
1/22發病
1/25抵台
機場檢疫時告知

1/23

個案2
50+歲女遊客
1/21抵台
1/23發病

1/25

個案5
50+歲女台商
彰化個案

1/25 發病

個案6
個案7

70+歲女遊客
武漢籍
1/22抵台
1/25發病

1/26

個案10
40+歲男台商
自武漢返台
1/26 發病
初次就診
診為感冒
中部

1/27

個案9
40+歲女
1/27 發病
中部

個案14
50+歲男
1/21 經香港轉機
至義大利
2/1自香港轉機返台
1/26發病
北部

個案17
20+歲男
自香港轉機
1/27發病
北部

個案15
50+歲女
自香港轉機
1/28發病北部

1/31

個案8
50+歲男
彰化個案

2/1

個案13
20+歲女
自武漢返台
1/21 武漢經
深圳返台
2/1發病
北部

個案16
40+歲女
自澳門返台
2/1發病
南部c

2/3

個案12
40+歲男台商
1/17 武漢至遼寧
2/2 自大連返台

2/3 發病
北部

個案11
50+歲男台商
首批包機
2/3 檢疫
發現發燒

1/28

個案22
30+歲男
1/28發燒咳嗽
19例之外甥女婿
中部

個案24
60+歲女
無出國史
1/23發病, 北部

2/5

個案23
61歲女
2/17發病
19例之妹妹
中部

個案25
20歲女
第24例外孫女
北部

個案28
50+歲男
27例之兒子
2/21發病
北部

1/29

個案29
40+歲男
27例之小兒子
*疑為家族感染源
1/29 發病
北部

: 家戶聚集
: 院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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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40位疫情病例: 發病時序

1.台灣疾病管制署
2.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19新型冠狀病毒臺灣疫情#確診病例
3.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36/4299961

有去過中國大陸: 12 位
沒去過中國大陸: 28 位
共6個家戶聚集, 1院內感染

: 家戶聚集
: 院內感染

2/16

個案20
50+歲男
無症狀
確診日2/16
19例之弟弟
中部

2/21

個案26
40+歲女
24例之小女兒
無症狀
確診日2/21
北部

個案18
20+歲男
自香港轉機
無症狀
確診日2/9
北部

2/9

個案21
80+歲女
2/6 流鼻水症狀
19例之母親
中部

2/6

個案27
80+歲男
無出國史
2/6 發病
北部

個案30
70歲女
27例之太太
2/6 發病
北部

2/25

個案31
11歲男
27例之孫子
無症狀

北部

個案32
30+歲女
27例之看護
輕微咳嗽
北部

2/24

個案33
30+歲男
2/25 有症狀
曾赴日本旅遊

個案34
50+歲女
2/21 有症狀
北部

2/18

2/19

個案36
30+歲女
2/18 有症狀
案34的接觸者
醫院醫護人員
北部

個案35
50+歲女
2/19 有症狀
案34的接觸者
醫院醫護人員
北部

2/20

個案39
60+歲女
2/20 有症狀
曾赴杜拜埃及
旅遊
北部

個案37
20+歲女
2/25 有症狀
案34的接觸者
醫院醫護人員
北部

個案38
60+歲女
2/25 有症狀
案34的接觸者

醫院醫護人員
北部

3/1

個案40
70+ 歲女
曾為鑽石公主號陽性確診
個案
於26日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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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如何避免爆發社區流行?

社區感染 醫院感染

家戶感染

境外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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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防疫策略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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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邊境管理 (Border Quarantine & Isolation)
(1) 隔離
(2) 檢疫

2. 減害計畫 (Mitigation Plan)
(1) 族群措施

- 停班/停課
- 減少大型集會

(2) 個人防護
- 戴口罩、勤洗手

(3) 環境防護
- 清潔、消毒、通風

15

COVID-19 國際及國內防疫措施



在流行結束機率為90%
R0 ≦ 1.5 需要封鎖至少5公里

R0 ≦ 1.6 需要封鎖至少10公里

R0 ≦ 1.7 需要封鎖至少15公里

5

10

Ferguson, Neil M., et al. “Strategies for containing an emerging influenza pandemic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437.7056 (2005): 209-214.

流
行
結
控
制
程
度
%

流
行
控
制
程
度
%

策略1: 設置封鎖線 策略2: 設置封鎖線+社交距離

在流行結束機率為90%

R0 ≦ 1.7 需要停班停課

R0 ≦ 1.8 需要居家檢疫

R0 ≦ 1.9 需要班停課+居家檢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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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防治措施成效經驗



隔離與檢疫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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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義大
利第二波流行

第二波流行曲線

部分隔離及檢疫

延遲第二傳染波:
以便未感染提前部署進行
減害計劃並提升個人保護

全面隔離及檢疫:
阻斷第二傳染波

隔離: 90%



『古芬蘭式社交』-減低傳染接觸
(Conventional Social Distancing with Finnish 

Contact)

芬蘭人-
“距離就是禮貌”，排隊至少隔1米

18
https://kknews.cc/world/4n35bb3.html

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



流行病學推估
1月20日22人可能染病入境

經兩波流行再產生為

76名初始染病個案

韓國群聚新冠肺炎爆發

2000人集會

第一波染病個案推估(2/5~2/12)
231名被感染個案(病例再生數6.0)

第二波染病個案推估(2/13~2/20)
578名被感染個案(病例再生數2.5)

(群聚傳播速率: 19%/day)

產生809個
陽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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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活動之新冠肺炎防疫策略

1.減少集會人數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00 80 60 40 0潛
在

傳
播

人
數

人數控管 (1200人)+

防治措施(發燒篩檢、接觸史隔離、戴口罩及洗手)百分比

3.可疑接觸史
集中隔離區

2.發燒篩檢
4.古芬蘭式社
交距離

5.戴口罩、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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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感染風險 低感染風險

社會距離感染風險推估

警戒半徑感染半徑 21

感染者 可感染個案



大型聚會活動及遊行

活動暴露時間
疾病傳播機率

潛在感染人數 人群密度

新增感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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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聚會活動及遊行介入策略

1. 發燒篩檢
2. 接觸史調查
3. 加大接觸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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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聚會活動及遊行傳播風險評估

0

0.5

1

1.5

2

2.5

3

100 80 60 ˋ40 0

病
例
再
生
數

增加人群距離+

防治措施(發燒篩檢、接觸史隔離、戴口罩及洗手)百分比
24

1300受感染

200萬人聚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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