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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大綱

• COVID-19國際疫情及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 症狀前及無症狀COVID-19流行病學探討

• 台灣地區COVID-19流行傳播剖析

• COVID-19精準解封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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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國際疫情及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全球 COVID-19疾病現況

4

~2/29 ~3/31 ~4/26 ~5/10 ~5/16

檢驗
確診
人數

86,013 784,314 2,911,209 4,178,154 4,640,339

死亡
人數

(致死率)

2,941 
(3.4%)

37,638 
(4.8%)

203,412
(7.0%)

283,374
(6.8%)

308,829
(6.7%)

康復
人數

(康復率)

29,782 
(36%)

165,288 
(21%)

825,886
(28%)

1,490,444
(36%)

1,766,95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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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階段
(佛系防疫)

20

無限期關閉全英國的酒
吧、餐廳、劇院、電影
院、體育館等公共場所

英國疫情逐漸趨緩

1812 16

倫敦西區
劇院關閉

全國封城
三周

1623

• 症狀者居家隔離7天
• 僅檢測重症患者
• 禁止學校安排學生出國旅行

停課
取消考試

全國封城延長
至少三周

1.01

3月 4月 5月

封鎖延長至6/1
宣布三階段解封

I: 建築、製造業復工
戶外活動解禁

II: 6月1日重新開放小學、商店與餐廳

III: 7月 開放旅館業與其他公共場所



俄羅斯疫情逐漸趨緩

20

禁止
中國人入境

2月

5月

11

全國封城

3月

18

禁止
非本國人入境

23

關閉學校

R0=1.2

莫斯科

持續封鎖至
五月底

全國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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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3/21 3/28 4/4 4/11 4/18 4/25 5/2 5/9 5/15

R
0

巴西疫情尚未控制

4月3月

20

巴西
關閉陸地邊界

5月
10

巴西宣布解除學
校、商店的封鎖

措施

R0=1.50

109

聖保羅州政府決
定全州隔離措施
延長至31日

17

巴西衛生部長力推社
交距離遭總統拔官

Social Distancing: 40% 

= 𝟏 −
𝟏.𝟓

𝟐.𝟓

R0=2.50



韓國疫情再度小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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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Fatal Incidence Case within One Week)

(1) 感染率
(2)重症照護量能

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七天內死亡確診個案數

確診時間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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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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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內致死發生率: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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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內致死發生率:德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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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流行國家: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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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內致死發生率:伊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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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各國:七天內致死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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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前及無症狀COVID-19流行病學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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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感染力
暴露
感染

COVID-19感染與疾病時間軸

可感染宿主
病毒潛伏增值期
(Latent Period)

可感染期
(Infectious Period)

病毒清除感染時間軸

可感染宿主
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產生臨床徵狀 康復/死亡罹病症狀時間軸

可感染宿主
病毒潛伏增值期
(Latent Period)

可感染期
(Infectious Period)

病毒清除感染時間軸

COVID-19—症狀發生之前就具有可以感染給他人的能力了

SARS—症狀發生之後的一段時間才開始具有傳染力

3天3天

可感染宿主
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產生臨床徵狀 康復/死亡罹病症狀時間軸

檢 測



紐約州流行曲線推估不同症狀個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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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
人
數 系列1

系列2

觀察通報人數

預測通報人數

推估個案總計 (5/16): 17,803

症狀個案 (Symptomatic) 

8,190 (46%)

症狀前期個案 (Presymptomatic) 

7,697 (43%)

無症狀個案 (Asymptomatic) 

1,916 (11%)

可感染宿主 接觸

症狀前個案

無症狀個案

症狀個案

康復

康復

5天 4天

7天

**一半感染力



10.6%

48.9%

40.4%

症狀前期個案
(Pre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無症狀個案
(A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症狀個案
(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新冠肺炎不同傳播模式個案比例

Science 368 (6491), eabb



日本武漢撤僑班機之無症狀比例

有症狀
7 人

症狀前期/無症狀
5人

感染
12人

未感染

發燒篩檢及症狀調查+
RT-PCR

Nishiura, Hiroshi, et al, medRxiv, 2020.

565 人

無症狀比例 5/12= 41.6% 



鑽石公主號無症狀比例(2/20) 

21

JP Official briefing 02.21. Kenji, et. al. (2020, Euro Surveill., Vol.25,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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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 COVID-19 流行曲線

個案數

累積個案數

無症狀比例:     17.9%

症狀前期
(215)

無症狀
(113)

症狀個案
(306)

症狀前期比例: 33.9%

無症狀前期/症狀前期
51.7%



美國華盛頓州-長照機構

有典型症狀

有非典型症狀

症狀前期

無症狀

RT-PCR 複製次數
病毒
量高

病毒
量低

症狀類型

典型症狀 咳嗽、發燒、呼吸急促

非典型症狀 鼻塞、肌肉痠痛、頭暈、頭痛、腹瀉、噁心

無症狀 -

3月

1

工作人員確
診，

2/26-28有工作
紀錄

2

1住民確診

8

6名住民確診
(2無症狀)

13
76住民全面篩檢

病毒量與症狀

確診前14天
是否有症狀

確診後7天內
是否出現症狀

• 無症狀/症狀前期比例：
27/48 = 56.25% (確診檢驗時)

• 無症狀比例：
3/48 = 6.25% (確診檢驗後7天)



檢驗工具隨時間之偵測能力

症狀日

支氣管肺泡灌
洗/痰液PCR

糞便PCR
鼻咽拭子PCR

呼吸道分
離病毒

IgG抗體

IgM抗體

症狀發生後症狀發生前

可
偵
測
機
率
上
升

比較RT-PCR及IgG, IgM ELISA隨時間演進的檢驗偵測能力

偵測抗體

PCR-很可能陽性 PCR-很可能陰性不太可能偵測

Sethuraman N, Jeremiah SS, Ryo A. Interpreting Diagnostic Tests for SARS-CoV-2. JAMA. 



美國COVID-19累積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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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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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病爆發後之天數

實施大量檢測

未實施大量檢測

累積發生率面積差異

無症狀+症狀前期59%

Schneider et al., NEJM, 2020

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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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COVID-19 流行傳播剖析



臺灣COVID-19播機率實證

接觸率
Contact

傳播機率
Transmission

傳染期間
Infectious period

人對人傳染
病例再生數

R0

居家隔離
7940人

本土個案
55人

0.007

至4/10為止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人數

2月中中部白牌司機家庭群聚

接觸者
570人

本土個案
4人

0.007

2月底北部父子群聚

接觸者
580人

本土個案
4人

0.007

4月初社區保全群聚

接觸者
204人

本土個案
1人

0.005



臺灣二月中中部疫情調查

接觸率：26天接觸570人每日接觸率 = 22

傳播機率：接觸570人中產生4個本土個案 0.007

臺灣COVID-19病例再生數範例

接觸率
Contact

傳播機率
Transmission

傳染期
Infectious 

period

人對人傳染
病例再生數

R0

<1

0.77 =    22/天  0.007        5天



國內外感染流行控制的比較

接觸率
Contact

傳播機率
Transmission

傳染期間
Infectious 

period

人對人傳染
病例再生數

R0

0.77 =        20/天  0.007  5天臺灣
<1

2.0 =       30/天  0.0134  5天國外
>1

社交距離效益 個人防護效益

1 −
20

30
× 100%

=34%

1 −
0.007

0.0134
× 100%

=48%

戴口罩

+

勤洗手
隔離 減少出入

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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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精準解封防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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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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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7 3/14 3/21 3/28 4/4 4/11 4/18 4/25 5/2

R
0

各洲疫情趨勢

歐洲
(R0=0.9)

澳洲
(R0=0.3)

疫情尚未控制 疫情趨緩

0

1

2

3

02/08 02/15 02/22 02/29 03/07 03/14 03/21 03/28 04/04 04/11 04/18 04/25 05/02

R
0

0

1

2

3

3/7 3/14 3/21 3/28 4/4 4/11 4/18 4/25 5/2

R
0

亞洲
(R0=1.1)

非洲
(R0=1.3)

0

1

2

3

4

2/29 3/7 3/14 3/21 3/28 4/4 4/11 4/18 4/25 5/2

R
0

北美洲
(R0=0.99

)

0

1

2

3

3/14 3/21 3/28 4/4 4/11 4/18 4/25 5/2

R
0

南美洲
(R0=1.5)



臺灣抗新冠防疫措施

針對入境無症狀個案
--杜絕無症狀及症狀前個案的進一步傳播

針對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症狀前個案轉變成症狀個案
--杜絕無症狀及症狀前個案的進一步傳播



全球抗體檢測及陽性比例

已開始執行檢測國家(大規模)

• 德國全國大規模檢測 (4月初~)
• 中國武漢1.1萬人 (4/14~)
• 美國紐約每日2000人 (4/20~) 
• 義大利倫巴底每日2萬人 (4/23~)
• 俄國莫斯科所有居民每日20萬人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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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 5.9%
(12/202)

28 1323 15

5月4月

紐約州 13.9%
紐約市 21.2%

(3000人)

西班牙6.0% (全國6萬人採樣)
馬德里11.3%

澳洲向中國購買抗體檢測試劑
但準確率差

初

加州 2.5-4.2%
(史丹佛研究

3300人)

底

韓國對國民進行
抗體檢查

6月

初

日本東京、大阪跟
宮城三地對一萬人
進行抗體檢測

德國岡格爾特
小鎮15%

5

莫斯科對所有居民做免費抗體檢
測，預計月底每日完成20萬次

16

荷蘭 3%
(7500人)

預計執行檢測國家

• 韓國 (五月底)
• 日本東京、大阪跟宮城三地 (六月起)
• 加拿大 (已購買)
• 英國(公共衛生部已批准)

11

日內瓦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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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血清檢驗抗體統合分析

9篇研究

6 研究文章
(ELISA or CMIA/CLIA assays)

3 公司內部測試

檢測
敏感度

(95% CI)
特異度

(95% CI)

IgG
85% 

(73-93%)
99% 

(98-100%) 

IgM
82% 

(75-88%) 
98% 

(92-100%) 

IgG+IgM
85% 

(74-94%)
99% 

(98-100%)

總樣本數
2943

Caini et al. medRxiv (May 8, 2020)



哪些人需要進行抗體/抗原檢測

- 邊境入境者

- 旅行往返之商務人士

- 及其他難達社交距離控制職業族群



澳洲推社交距離手機程式

COVIDSafe app

 可使用假名登記
 須提供手機電話號
碼、年齡和所在郵政
編號

 同意讓程式記錄行
蹤，萬一確診時向當
局披露資料

保證數據只供防疫

以新加坡追蹤軟件
為藍本

1.5 m

利用藍芽無線訊息「電子握
手」並以加密方式記下該次接

觸

衞生部草擬《生化保安法》
資料只供防疫人員參考，用戶本人、
聯邦政府官員及執法人員都不會取得
中央伺服器資料，「就算法庭頒令，
為調查罪案，都不能取得數據」

1.5 m

若當中有武漢肺炎患者
緊密接觸超過十五分鐘

會發警告通知

紀錄就會在用戶手機內
保留21天後刪除

目標40%人口下載

4/26上線推出後16小時
下載量逼近200萬人次
超過全國7%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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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疫情趨緩-逐步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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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斯省
重啟三海灘

1 229

西澳省
重啟學校

11

維多利亞省
放寬社交距離限制

26

推出
追蹤系統

昆士蘭省
放寬禁足令

兩周以來單日
確診新高(26例)
肉品加工廠群聚

維多利亞省
採分段返校

新南威爾斯省
開放一周一天到校上課

新南威爾斯省
放寬禁足令和非必要

活動措施禁令

15

新南威爾斯省
准許咖啡廳、餐廳、遊戲場所
與戶外游泳池恢復部分營運

放寬聚會人數

16

南澳清零

單日新增確診
11例

肉廠及麥當勞
爆集體感染

5月4月

下載量只占全澳
約1500萬手機用
戶總量的38%



數位接觸者調查
(Digital Contact Tracing)

0.67 =      10/天  0.0134      5天
R0 接觸率 傳播機率 傳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