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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族群與時間

•自1/15~2/26，所有新確診的COVID-19個案，以及疫調所
發現確診個案之近距離接觸者

• 1043位接觸者，其中12位進一步檢驗確診(其中三位是無
症狀感染者)

•臨床發病率：有症狀的發病個案/全部接觸者

• 9/1043 = 0.9% (95% 信賴區間 0.5-1.7%)



接觸者的發病率分析：接觸的類型

發病個案數目
(其中無症狀者)

接觸者數目
臨床發病率*

(95% 信賴區間)

家戶成員 7 (2) 36 13.9% (4.7–29.5%)

非同住家人 5 (1) 47 6.5% (1.4–17.9%)

醫療同仁 0 301 0% (0–1.2%)

其他** 0 659 0% (0–0.6%)

**包括朋友，同事，機場與飛機上接觸等

同住與非同住之家人發病風險最高

截至2/26為止之所有指標個案的接觸者：1043名

*依照WHO定義，臨床發病率只納入有症狀的發病個案

Cheng et al., medRxiv 2020



接觸者的發病率分析：接觸者的年齡

發病個案數目
(其中無症狀者)

接觸者數目
臨床發病率*

(95% CI)

0–19 1 (1) 70 0% (0–5.1%)

20–39 3 (1) 462 0.4% (0.1–1.6%)

40–59 5 (1) 348 1.1% (0.3–2.9%)

≥ 60 3 (0) 82 3.6% (0.8–10.3%)

年紀大者臨床發病率風險最高

截至2/26為止之所有指標個案的接觸者：1043名

*依照WHO定義，臨床發病率只納入有症狀的發病個案

Cheng et al., medRxiv 2020



接觸者的發病率分析：接觸的時間點

發病個案數目
(其中無症狀者)

接觸者數目
臨床發病率*

(95% CI)

≦ 3 days 11 (3) 299 2.7% (1.2–5.2%).

4–5 days 1 (0) 74 1.4% (0–7.3%)

6–7 days 0 (0) 84 0% (0–4.3%)

8–9 days 0 (0) 383 0% (0–0.1%)

> 9 days 0 (0) 155 0% (0–2.4%)

在指標個案症狀出現後，愈早期發生接觸，發病率愈高

*依照WHO定義，臨床發病率只納入有症狀的發病個案
Cheng et al., medRxiv 2020



症狀出現的早期傳播力最高，之後隨時間遞減

黑線：不同接觸時間點的臨床發病率

Cheng et al., medRxiv 2020

研究發現與國外之病毒學研究
結果一致 (Zou et al., NEJM 2020) 

(Wolfel et al., medRxiv 2020)

症狀出現之前的傳染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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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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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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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vs. SARS 的傳播力隨時間變化趨勢

Lipsitch et al., Science 2003

COVID-19 SARS

SARS在患者症狀出現第5天之後，才開始有明顯的傳播力，所以利用症狀
(例如發燒)篩檢跟隔離病患會有很明顯的成效
但是COVID-19在症狀早期(甚至可能在症狀出現前)就有高傳播力，所以單
純靠症狀篩檢的效果可能有限，需要更廣泛的防治手段

Cheng et al., medRxiv 2020



結論
• 台灣接觸者追蹤研究，發現COVID-19傳播力的時間變化趨勢，是
在症狀出現早期最高，而後隨時間遞減。此發現與國外病毒學研
究一致，也與先前的流行病學觀察吻合。

• 接觸者調查，應從指標個案症狀出現日之前即開始調查(香港，
WHO)



結論
• COVID-19的傳播時間趨勢與SARS非常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防治
思考策略
• 因COVID-19早期之症狀多半輕微且不明顯，且可能有症狀前期之傳播。
僅僅聚焦在有發燒感冒症狀的人，可能容易出現漏洞。

• 隨著疫情升溫，應考慮近距離接觸都要戴口罩，尤其是室內

• 全面性的社會距離拉大(social distancing)

• COVID-19的實際可傳播期間可能主要在症狀出現7-10天內，目前
的輕症病患住院期間都遠高於此。未來如果出現大量病患時，可
考慮在症狀出現兩週後，將輕症病患從負壓病房轉至一般病房，
減低醫療系統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