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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學傳染病流行病學教授西浦博（Hiroshi Nishiura）團隊推論:

有一半以上的個案是來自於無症狀傳播



名詞解釋

• 無症狀感染者

• “無症狀期”傳播



台灣本土資料：可能有無症狀期傳播嗎？

資料來源：彰化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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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發病 傳染

症狀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感染到症狀出現的時間間隔

發病世代間隔 (Serial interval): 感染者與被感染者的症狀開始日之間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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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浦博教授團隊的研究資料

資料來源：西浦博論文重製



西浦博教授團隊的研究結果與推論

• 估計出的世代間隔平均約為3.4天(中位數2.6天)

• 因此推論有相當比例的傳播發生在症狀潛伏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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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背後假設

• 假設一:

– 此26對病例平均而言之潛伏期與目前文獻一致

• 假設二:

– 推估出來的平均3.4天世代間隔能代表所有的傳播

→ 可能合理

→ 尚待討論

發病世代間隔可能會受到防疫措施等影響

隔離檢疫 截斷世代間隔較長的事件



結論

• 無症狀傳播的確可能發生

• 但無症狀傳播的影響力多大，則有待進一步評估

• 一旦疫情來臨，我們需要快速建立本土流行病學參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