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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春節防疫作為

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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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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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一)疫情監測

(二)桃園案例

(三)本市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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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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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年週Updated: 2021/1/24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國際疫情

西太平洋

東南亞

非洲
東地中海

截至1/24 24:00

受影響國家/地區數：193 

確診病例數：99,122,018 (+593,841/day)↓

死亡數：2,134,685 (+14,199 /day)↑ 

CFR：2.2% – *紅字表示近1週新增數

歐洲

美洲 全球疫情近2週新增確診數下降，惟死亡數續創新高

 美洲新增確診數下降，惟仍嚴峻

 歐洲、非洲達高峰趨緩

 西太平洋區、東地中海上升

全球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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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疫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網站(更新日期:110-01-24)

國內疫情

889
累積確診

7
累積死亡

787
解除隔離

779例境外、71例本土、36例敦睦遠訓支隊、2例
航空器感染及1例不明、另1例(案530)移除為空號

臺中市疫情

79
累積確診

0
累積死亡

74
解除隔離

本市79例(71例境外、5例本土、3例敦睦
遠訓支隊)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2)：

澳洲、新加坡

各國風險等級

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12)：
紐西蘭、澳門、帛琉、斐濟、汶萊、
寮國、諾魯、東帝汶、模里西斯、
越南、馬紹爾群島、柬埔寨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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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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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醫院群聚案件摘要

• 1/8-1/25總計15位本土確診個案，其

中7位醫院工作人員、7位家屬、1位出

院病患。

• 案838-839、852、856、863~865、

868~870、881、882、885、889、

890接觸者採檢情形

截至1/24止採檢情形

醫院接觸者已採518人，512人採
檢陰性、6名陽性(案852、856、863、

868、869、881)

社區接觸者已採151名，136人採
檢陰性、7名陽性(案839、864、865、

870、882、885、890)，8名檢驗中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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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本次群聚案件疫情指揮中心防治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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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擴大回溯醫院相關接觸者居家隔離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1/6-1/19期間
1. 出院病患及其同住者。

2. 陪病者及其同住者。

3. 案889就醫時之相關接觸者，即日起全
數列入居家隔離至出院後14天，若已
完成14天居家隔離者，將安排採檢，
並持續進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另，未
完成14天居家隔離者，將持續完成居
家隔離後，再安排採檢。

為使醫療院所提高警覺，健保雲端提示
增列自1月6日起曾至部桃門急診就醫病
人及工作人員，列入自主健康管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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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檢疫民眾緊急醫療線上諮詢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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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桃園地區確診個案活動地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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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案例 桃園地區確診個案活動地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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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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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盧市長召開緊急防疫會議提前部署

台中防疫再升級

本市因應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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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防疫因應作為本市因應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但下列情形可依「開放民眾自費檢驗

COVID-19申請規定」採檢陰性後探視重

病/奔喪：

居家隔離/檢疫第1天(含)以後
且無症狀者。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無症狀者。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檢康管理者，
於管理期間，勿至醫院陪病

仍須實地探視(病)，請務必配合：

採實聯制登記，並主動告知北部旅遊
史、職業史、接觸史及是否群聚。

落實健康監測，限制有發燒 (額溫
≥37.5度、耳溫≥38度)或呼吸道症狀者
進入醫院，並攜帶健保卡以利查詢



確保醫院完成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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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整備 醫院無預警查核

採檢醫院超前訪查

預計於1/28前完成本市17家採檢收治醫院無預警查核

預計於2/25前完成本市全數65家醫院無預警查核

截至：110年1月21日

於109/11開始訪查

 本市17家採檢醫院實地查核

 查核重點：

隔離措施、動線規劃、防疫物資儲備、

大規模感染事件應變

於110/1/18起聘請感控專家再次訪查

 已訪查本市9家採檢收治醫院

 查核重點：
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門禁管制

加強社區監測對象通報採檢、陪探病管理

本市因應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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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就醫

24小時專人協助轉介就醫

24小時衛生局

專線專人服務

適當交通工具指派接送

轉介就醫達

2,027人次
新冠相關症狀

其他急迫性就依需求

聯繫
醫療院所、民政、警政、消防

各單位

119救護車

有疑似症狀就醫

民間救護車

有疑似症狀就醫後
返回檢疫地點

防疫計程車

•非疑似症狀就醫
•社會緊急需求外出
•短期商務人士自費採檢

資料統計截至：2021.1.24

本市因應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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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醫療

指定通訊醫療院所

 29 家醫院

 30 家衛生所

 280 家診所

總計339家

資料統計截至：2021.1.24

共轉介213件
(132件醫院、81件診所)

本市因應作為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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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
秋冬防疫專案

目的

全球疫情持續上升，我國境外移入個案

亦隨之增加，加上民眾於防疫新生活之

持續落實度未盡理想，為能妥善因應國

內在秋冬時期面臨流感流行和COVID-19

疫情之雙重負擔，爰擬以本專案強化邊

境檢疫與社區管理，並提升對COVID-19

疑似個案之偵測以利及早應處

109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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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應佩戴口罩公告

一.民眾進入高感染傳播
風險場域應佩戴口罩；
未佩戴口罩，經場域
人員勸導不聽者，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
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3000-15,000元以下
罰鍰

二.於高感染傳播風險場
域內有飲食需求者，
得於與不特定對象保
持社交距離或適當阻
隔設備之情形下，於
飲食期間暫時取下口
罩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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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場域防疫公告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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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自英國、南非、史瓦帝尼入境檢疫規定

1. 入境後送集中檢疫場所14天

2. 入境及檢疫期滿前進行採檢

3. 航空公司機組員須居家檢疫14天，

入境及檢疫期滿前進行採檢。

時間 英 國: 12月23日零時起
南非、史瓦帝尼: 1 月14日零時起

配合
事項

對象 14天有英國、南非或史瓦帝尼旅遊史者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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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開放集中檢疫所供國人使用

時間 自1月15日零時起

•檢附登機前3日內檢驗報告

•自行搭防疫車輛前往集中檢疫所
入住

•提供檢疫居所證明

以集中檢疫或防疫旅宿為原則
(若選擇居家檢疫者，則須1人1戶且經切結)

配合
事項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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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嚴懲居家檢疫違規個案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神岡區居家檢疫個案自大陸返台，經

查獲1/21-1/23共7次違反居家檢疫規

定離開住所。

 衛生局重罰100萬元，並於1/24強制

送集中檢疫所安置。

 個案不得 請領防疫 補償 （每 日1,000

元），另要自付集中檢疫費用（每日

3,000元）。

 請民政局及各區公所每日關懷時，確

實告知居家檢疫個案，檢疫期間應遵

守規定不外出，以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重罰!!絕不寬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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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辦理集會活動前務必嚴格執行風險評估

1. 應依循指揮中心公布之 「COVID-19(武漢
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妥為評估該
活動舉辦之必要性及相關風險程度

2. 若決定舉辦，應訂定完整防疫應變計畫，落
實防疫相關準備及措施。

3. 若無法於活動前嚴格執行完整風險評估，並
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指揮中心強烈建
議取消或延後舉辦。

4. 國際COVID-19疫情仍相當嚴峻，病毒自境
外進入國內導致本土感染的風險升高，民眾
應持續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進入具有不易
保持社交距離，或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
的高風險場域，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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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辦理集會活動前

風險

評估

參加者

資訊
參加者

間距離

參加者

位置
空間通

風換氣

持續

時間

手部衛生
戴口罩

防疫應變計畫

1. 應變機制規劃

2. 防疫宣導規劃

3. 防疫措施及防護用品準備

4.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

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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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因應作為桃園案例疫情監測

全市所有醫院查核

計程車防疫、非法旅宿稽查

人潮聚集熱點消毒

強化8大場所戴口罩、勤洗手、
量體溫，有症狀速就醫

首創學測防疫應變中心

春節防疫提前部署

傳統市場、大型賣場、各大宮
廟、交通場站等易聚集人潮場
所提升消毒次數

台中防疫再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