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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科技大學防疫小組工作第 131次會議 

疫情監控與通報組(林口本部)一級工作會議報告 112.2.21 

壹、 疫情指揮中心2月20日疫情通報 

一、疫情報告 

 

二、COVID-19 七日平均確診數及臺灣 COVID-19 疫情每日統計圖 

三、 國內即時疫情（2023/2/14-2/20）：境外移入 1,969、本土群聚案 113,621、死亡 407。 

四、 指揮中心 2/13公布，2022/1/1至 2023/2/19累計本土病例 985萬 7057案，輕症與無症狀比例為

99.52%。中重症達 47,020例，其中 16,703人屬於重症不幸病歿。 

貳、 國內疫情及防疫政策 

一、指揮中心及國內防疫相關新聞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20表示，經評估國內外疫情趨勢及國內醫療與公衛量能，自 3/1起停止

提供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家用抗原快篩試劑，民眾如有快篩試劑需求，可至各通路(如

藥局或有販售快篩試劑之超商/零售通路)自行購買。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20 表示，為常規監測我國新冠病毒(SARS-CoV-2)血清抗體陽性率變動

情形，已請衛生福利部指定「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下稱血液基金會)」配合辦理「新冠

病毒血清抗體監視系統」作業，血液基金會將針對今(112)年 1-6月期間捐血者之血液留樣檢體隨

機抽樣約 7,000件，並將無從識別特定捐血人資料與 0.5c.c.血液檢體，提供疾管署檢測新冠病毒

抗體與分析資料。期以該監視系統瞭解我國社區中 COVID-19感染情形與變動趨勢，作為制定我

國 COVID-19防治政策重要依據。 

(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20公布，COVID-19疫情連 17天下降。根據最新定序結果，國內個案

續以 BA.2.75 株為大宗，BA.5 時代將落幕，BQ.1 倍增竄起，是否取代 BA.2.75 待觀察。國內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持續，新增 1萬 1808例本土個案，較上週一（13日）下

降 4.8%；BA.2.75 株連續 4 週穩坐本土病例主流株之位，羅一鈞表示，BA.5 株時代即將進入尾

聲，BQ.1株占比倍增竄起，後續須觀察是否可能逐漸增加，取代 BA.2.75株；BQ.1株占比上升，

反映的是春節連假出國旅遊民眾，從歐美、日韓染疫帶回。 

(四) 2/20開始，民眾在室內也可以不用戴口罩，但國外旅客抵台後 0+7，雖然不用隔離，但要 7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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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防疫、免快篩、免隔離、免看疫苗證明，不過外出室內卻得戴口罩，管制措施沒留意恐怕挨罰。 

(五) 交通部 2/20表示，進入公共運輸場站的付費區就要佩戴口罩，但車站大廳等屬於自主決定範圍。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從 20 日起，放寬室內佩戴口罩規定，但公共運輸及場站仍須全程

佩戴口罩。交通部在指揮中心記者會中表示，民眾進入公共運輸場站付費區或管制區就須佩戴口

罩，搭乘高鐵、台鐵、纜車、捷運、公車、遊覽車及計程車等，也是都在需要佩戴口罩的範圍之

內。若像是車站大廳、捷運連通道的商店街等，屬於非付費區，因此不在強制佩戴口罩的範圍內，

但是若人潮聚集，無法保持安全距離時，建議民眾戴上口罩。 

(六) 疫情日漸趨緩，室內口罩令 2/20開始，僅特定場所強制戴口罩，其他場合則由民眾自行決定是否

佩戴，共分成「要求全程佩戴」、「建議佩戴」及「民眾自主決定」3層次。整理如下： 

1. 口罩令鬆綁後，強制戴口罩的場所包括：醫療機構、醫事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榮譽國民之家、兒童及少年服務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以及公共運輸及特定運具。如果有

飲食、拍照、不適合戴口罩進行的檢查、治療、活動，可以不戴。 

2. 「建議」戴口罩的情況有哪些？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年長者或免疫低下者外出時、人潮聚集

且無法保持適當距離或通風不良之場合、與年長者或免疫低下者（尤其是未完整接種疫苗者）密

切接觸時。 

3. 口罩鬆綁後，學校有各級學校健康中心、校車、幼兒園專用車、校園接駁車等比照指定場所（醫

療照護機構、公共運輸）之規定，需要戴口罩，不過考量學校教學需求，和師生溝通後，學校得

自行決定特殊性場域的口罩配戴措施。 

4. 電梯如果遇到較多人搭乘，符合「人潮聚集且無法保持適當距離或通風不良場合」需要配戴口罩。 

5. 百貨公司週年慶、演唱會等，需要強制戴口罩嗎？除了疫情指揮中心條列需要配戴口罩的場所，

其他場域由民眾自主決定。但，如果百貨公司、演唱會主辦單位要求民眾戴口罩，建議民眾需配

合執行，百貨公司和主辦單位也有權禁止不戴口罩民眾入場或採取其他措施。 

6. 餐廳是否可以強制客人到共用區時需戴口罩或一次性手套？口罩令雖鬆綁，但各場所可「自訂規

範」，如餐廳規定到共用區夾菜、取醬料需要戴口罩，如果民眾不予配合，可拒絕客人用餐。 

7. 除了規定的室內場所，其餘室內空間可以戴口罩嗎？除了強制配戴的場所，其餘由民眾自主決定

是否需要配戴口罩，如果民眾仍有疑慮，當然可以繼續配戴口罩。 

(七) 網傳有媒體報導，「政府接下來擬要求每一位民眾至少打 1劑新冠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17表示，有媒體報導「政府接下來擬要求每一位民眾至少打 1劑新冠疫苗」一事，指揮中心澄

清，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絕無強制要求民眾施打疫苗。 

(八) 隨著新冠疫情趨緩，指揮官王必勝 2/16 表示，疫情記者會會調整，朝向一週開一次，下週會宣

布。室內戴口罩即將鬆綁，媒體問到何時新冠可以降為第四類傳染病，指揮官王必勝表示，改到

第四類應該是最後的措施，主要還是要先處理確診者隔離方式調整和通報定義改變，如輕症免隔

離，有可能三月上路。 

(九) 目前確診者適用「5+n」，「n」可以是 0~5日，意味者確診者隔離完 5日，若快篩陰性「n」就會

歸零。確診隔離滿 5天後，無論快篩陰陽都可短暫外出，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也可以上

班，也可以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但應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

對象之場所，禁止聚餐、聚會等近距離或群聚型活動，並遵守現行醫療應變措施。但若快篩陰

性者，只要隔離期滿後，就可以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3729&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658&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TagID=378430&utm_source=setn.com&utm_medium=dictionary&utm_campaign=wor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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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苗相關統計數據及新聞  

(一) 疫苗截至 2/19COVID-19 疫苗接種 6690.6萬人次，COVID-19 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第 1 劑94%、

第 2 劑 89%、追加劑接種率 76.3%、第二次追加劑接種率 23%。截至 2/8，施打疫苗後，疑似產

生嚴重不良反應者有 10789人（AZ4368人次、Moderna3189人次、高端 410人次、BNT2684次、

Novavax19人次、Moderna雙價 BA.1 66人次、Moderna雙價 BA.4/5  53人次），疑似接種後死

亡 1612人(AZ 852人、Moderna539人、高端 64人、BNT140人、Novavax4人、Moderna雙價 13

人)。 

(二) 醫學期刊 JAMA Network Open的最新研究指出，患者在感染新冠肺炎後的 90天內，糖尿病發病

的風險相較未染疫有明顯增高趨勢。該項研究分析了約 2萬 4000名 2020年至 2022年間曾因染

疫於美國洛杉磯醫學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治療的新冠患者，而數據顯示，患

者在染疫前未曾確診糖尿病，但在感染新冠肺炎後的 90 天內首次確診糖尿病的機率相較感染前

增加了 58%。 

 

參、 校園防疫資訊 

一、林口校區受影響教職員生：112年 2/6-2/12確診個案數 15人（皆為輕症或無症狀）。 

二、嘉義校區受影響教職員生：112年 2/6-2/12確診個案數 7人（皆為輕症或無症狀）。 

三、校內防疫政策 

(一) 教育部於 2/10召開線上說明會，指示因考量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各級學校開學前(開學日自 2月
13日至 2月 20日間)歷經春節連續假期及寒假，並於開學後接續 228和平紀念日 4天連續假期，
為觀察學生健康狀況及進行校園環境整備工作，3/6 前仍維持現行之校園防疫政策，因此本週校
園防疫工作依前週模式進行，未做變更。防疫公告已於 2/10 通知全校。2/10 教育部防疫會議重
點： 

1. 校園於 3/6起，配合中央指揮中心政策，放寬學校室內戴口罩規定，師生可自主決定是否戴口罩 

2. 校園內之健康中心、接駁車，仍應配戴口罩 

3. 如考量教學特殊需求或特殊場域，而要求師生戴口罩，須事先與師生充分溝通，溝通程序需完備
(一定要有溝通之過程)。 

4. 未來教育部將不再配送防疫物資，也不要求回報數量，學校自主管理剩餘物資，但須注意效期。 

5. 防疫所需經費(如消毒…)，112年度仍可於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支出 

6. 下週教育部將大幅修改防疫指引，內容將朝向簡化、正常化，屆時會告知學校是否仍需設防疫宿
舍專區。  

7. 班上有同學確診，依照確診之隔離 5+N處理，其他班級同學，不要求戴口罩，由學生依自己狀況
自主決定。 

8. 確診者仍需進行校安通報，直到 COVID-19 降級為止。 

(二) 3/6後之主要防疫規定包括： 

1. 室內場所是否戴口罩，由學生依個人狀況，自主決定。 

2. 校內之健康中心及校園接駁車須比照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公共運輸）之規定，仍「應戴口
罩」。 

3. 考量學校教學需求，經與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
採取要求佩戴口罩措施。 

4. 其他防疫措施（如是否撤銷防疫宿舍、清潔、飲食等….）待教育部修正「校園防疫指引」後一併
公告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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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防疫專責小組 2/10公告 

(三) 教育部尚未針對 3/6 校園室內免戴口罩政策公告相關指引，續待教育部通知後，進行校內防疫

措施調整。 

(四) 本週日間部開學，各班需在 2/24前完成各班使用教室之環境消毒，請導師協助督導。 

肆、 國外疫情重要事件新聞 

一、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有關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厚生勞動省正考慮將原本的

「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名稱改為「冠狀病毒傳染病 2019」。根據日本傳染病法，此傳染病

「相當於第 2類」，日本政府採取勸染疫者要住院、限制就業等措施，也決定 5/8起把 COVID-

19的分類等級調降為等同季節性流感的等級「5類」，因此考慮不再用「新型」的字眼，醫療將

改為平時的體制。病原體名稱考慮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 2型」（SARS-CoV-

2）。 

二、 中國：日前中國大陸無預警放棄「清零」政策的後果導致新冠感染者數量急速攀升，醫療資源

也供不應求，大批人員死亡，《紐約時報》直指學術團隊估計已有上 100 萬至 150 萬人死亡，

但截至（2023）年 2 月 9 日中國官方公開的死亡人數只有 83,1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