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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2025 年CDC第 13 週疾病管制署依傳染病防治法發布國內外疫情資訊

及相關警示，敬請下載(更新日期：2025 年 04 月 02 日)並公告週知！ 

附件：國內外重要疫情-每日疫情監測、每週疫情公告、登革熱週報、腸病

毒疫情、每週疫情監測速訊。 

※ 請至院內感管資訊搜尋 

 

      疫情加強宣導 

請各部門加強疫情宣導： 

為因應國內 COVID-19 及流感及諾羅病毒疫情有呈現嚴峻狀態，醫療院所

屬於高風險機構，為保障病人、家屬及訪客，院內員工安全，預防疫病在

院內發生傳播造成群聚感染，請各單位加強並落實以下相關感管措施： 

 

同仁請注意：義大醫院 9 號醫療電梯，除運送傳染性病人或大體外，請盡

量勿隨意搭乘。另外仍有發現同仁喜歡穿著藍色醫療工作服回家及

回宿舍，請同仁自愛遵守感管原則(不管衣服髒與否) 。 

 

1. 請醫療同仁落實配戴一般外科口罩及手部衛生。 

2. 單位落實通報 COVID-19 確診個案(含括住院病人/陪伴家屬/醫療同仁)。 

3. 單位如已有超過 2 位(含 2 人)A 或 B 型流感，除告知單位主管外，單位主管轉知感

染管制科，單位加強環境清消。 

4. 各部門嚴格執行並落實同仁體溫管理、手部衛生、配戴外科口罩(除吃飯外)，加強

公共空間（如多功能會議室、更衣室、化妝室及醫師休息室．．．等）環境清潔消

毒； 

5. 同仁若有類上呼吸症狀或疑似 COVID-19 症狀及腹瀉症狀，儘速就醫；避免傳染

病群聚感染風險。 

6. 病人及陪病者有疑似上呼吸道感染者，除確定正確配戴口罩外，加強手部衛生，再

評估就醫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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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今年百日咳疫情為六年同期新高，新增1起百日咳家庭群聚事件，

提醒家長應按時帶孩童接種疫苗，同時呼籲民眾提高警覺，如有疑似症狀，

應儘速就醫                                        (2025/04/01) 

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今(1)日公布我國上週新增 2 例百日咳確定病例，為南部一起家

庭群聚案件，均為 3 月 20 日確診之 2 個月大女嬰同住家人。該名女嬰 3 月初出現咳嗽

症狀，後續因症狀未改善且伴隨嘔吐及哮喘等情形，多次就醫，於 3 月中旬懷疑為百日

咳收治住院，經通報採檢後於 3 月 20 日確診，經治療改善已於 3 月 23 日出院，同住

家人 7 名，其中案母及案曾祖母採檢後於 3 月 28 日研判確診為此次新增個案，其餘 5

名已進行評估投藥。本群聚目前共匡列接觸者 99 人(含此次 2 名新增個案)，預計監測

至 4 月 22 日。 

 

依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國內今(2025)年累計 11 例百日咳確定病例(含 4 起家庭群聚)，

均本土病例，病例數為六年(2020 年以來)同期最高，2020 年至 2024 年同期百日咳病

例數分別為 4、0、0、0、2 例。每年累計病例數介於 0 至 34 例，以 3 個月(含)以下嬰

兒(占 27%)為多，其次為 13-19 歲(占 24%)。 

 

疾管署指出，國際疫情部分，鄰近國家自去(2024)年起百日咳疫情上升且嚴峻，其中，

日本今年以來病例數快速上升，累計報告超過 3,500 例，為 2018 年以來最高；中國今

年 1-2 月累計 9,900 餘例，較去年 1-2 月同期為低，去年報告達 49 萬餘例，為 2023

年 14 倍，並於 5 月達疫情高峰；越南近期於東南部多地區持續報告病例並發生死亡案

例，該國去年報告 1,000 餘例，較 2023 年增加 21 倍以上；韓國今年報告已逾 3,500

例，為去年冬季疫情延續迄今，近期已趨緩，單週不超過 100 例，去年累計逾 47,000

例，於 7 月達高峰單月報告逾 1 萬例病例；美國今年迄今報告 6,600 餘例，該國去年報

告超過 3.5 萬例，為 2023 年 5 倍。 

 

疾管署提醒，由於百日咳初期症狀與感冒類似，民眾可能因忽略症狀延遲就醫，傳染給

家中嬰幼兒或其他接觸者，引發群聚感染，籲請民眾應提高警覺，有疑似症狀(陣發性

嚴重咳嗽、呼吸有哮喘聲、咳嗽後臉潮紅或發紫及咳嗽後嘔吐等)應及時就醫與診斷，

維護自身及家人健康。接種疫苗為預防百日咳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國提供嬰幼兒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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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滿 2、4、6、18 個月，以及滿 5 歲至入小學前各接種一劑百日咳相關疫苗，提醒家

中有嬰幼兒的民眾，務必按時攜至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完成接種，以獲得足夠保護力。另

由於近年國內百日咳病例多為尚未完整接種疫苗之 3 個月以內嬰幼兒，建議女性每次懷

孕自費接種 1 劑減量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Tdap 疫苗)，並建議於懷孕

第 28-36 週接種，以使母親抗體傳遞給嬰兒的接種效益最大化，進而保護胎兒及剛出生

嬰兒，另由於家庭群聚中感染源多為照顧者或同住者，建議嬰兒照顧者可自費接種一劑

Tdap 疫苗。 

 

疾管署呼籲，家長或家中較大的兒童務必注意咳嗽禮節及呼吸道衛生，外出返家接觸嬰

幼兒前，應先更衣洗手，並避免帶嬰幼兒出入醫院、人潮擁擠或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以降低感染風險。如發現自身或家人出現疑似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按醫師指

示確實完成治療，以免造成傳染。 

 

新冠併發重症及死亡風險仍持續，自 4 月 8 日起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及

免疫不全者等對象接種第 2 劑 JN.1 COVID-19 疫苗，提升免疫保護力 

                                                           (2025/04/01) 

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今(1)日表示，新冠病毒傳播風險仍持續，且疫苗保護力會隨時

間遞減，為保護感染新冠後易發生重症和死亡之高風險族群，自今(2025)年 4月 8日起，

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及免疫不全等對象接種第 2 劑 JN.1 COVID-19 疫苗，與前 1 劑間

隔至少 6 個月(180 天)，其中已接種第 1 劑至今年 4 月底陸續符合接種第 2 劑之 65 歲

以上長者約 53 萬人，呼籲符合接種資格民眾踴躍接種，以提升免疫保護力，降低重症

和死亡發生風險，減少疾病威脅。 

 

疾管署說明，符合第 2 劑接種對象如下，請符合資格民眾儘速安排接種： 

一、65 歲以上長者。 

二、55-64 歲原住民。 

三、出生滿 6 個月以上且有免疫不全以及免疫力低下患者，包括：目前正進行或 1 年內

曾接受免疫抑制治療之癌症患者、器官移植患者/幹細胞移植患者、中度/嚴重先天性免

疫不全患者、洗腎患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患者、目前正使用高度免疫抑制藥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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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6 個月內接受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者以及其他經醫師評估有免疫不全或免疫力

低下者。 

疾管署統計，JN.1 COVID-19 疫苗截至 3 月 31 日已累計接種 205.5 萬人，全國接種率

8.65%，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已累計接種 81.5 萬人，接種率 17.95%。國內新冠併發重

症本土及死亡個案有 9 成以上皆未接種 JN.1 COVID-19 疫苗，呼籲民眾不要因曾感染

過新冠、曾接種先前新冠疫苗，而輕忽新冠疾病侵襲威脅。目前提供之 Moderna 及

Novavax 兩種廠牌均安全且有效對抗目前流行變異株，其中 Novavax JN.1 COVID-19

疫苗全國庫存尚有約 6.6 萬劑，效期只至這週(至今年 4 月 5 日)，如為滿 12 歲以上民

眾可從兩種廠牌擇一接種，而滿 6 個月以上至 11 歲兒童依核准適應症僅限接種

Moderna JN.1 疫苗。 

 

疾管署再次呼籲，家中如有 65 歲以上長輩第三類對象，請鼓勵他們前往接種第 2 劑 JN.1 

COVID-19 疫苗，具接種需求民眾亦請儘快接種以提升保護力，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之

健康。接種院所資訊可至疾管署官網「新冠疫苗/肺炎鏈球菌疫苗專區」

(http://at.cdc.gov.tw/gB4j1t)或至各縣市官網查詢。 

 

清明連假民眾如至野外山區，請慎防毒蛇咬傷，如被毒蛇咬傷應速就醫注

射抗蛇毒血清治療                                   (2025/04/01)  

疾病管制署今(1)日表示，每年約有近千名民眾遭毒蛇咬傷，被毒蛇咬傷症狀輕者出現局

部腫脹疼痛，重者可造成呼吸障礙、瀰漫性出血、敗血症、不可逆之腎功能衰竭、截肢

等，甚至死亡。及時使用抗蛇毒血清可有效中止或逆轉蛇咬傷之毒性作用，治癒率高，

甚至降低死亡率等。因此，抗蛇毒血清仍是目前臨床毒蛇咬傷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並被

列於「世界衛生組織基本藥物清單」中。 

 

疾管署說明。國內較常見的毒蛇分別為出血性毒的龜殼花、赤尾鮐(俗稱赤尾青竹絲)與

百步蛇；神經性毒的飯匙倩(俗稱眼鏡蛇)與雨傘節，以及兼具出血和神經毒的鎖鏈蛇。

疾管署為我國唯一產製且持有抗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藥證者，供應 4 種抗蛇毒血清；

其中 2 種為雙價型血清(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血清、抗飯匙倩及雨傘節蛇毒血清)，另 

2 種則為單價型血清(抗百步蛇毒血清、抗鎖鏈蛇毒血清)，每年儲備約 3870 劑。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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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平均耗用量約 2,660 劑，近 3 年(2022-2024)每年平均供應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

血清約 2457 劑、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約 784 劑、抗百步蛇毒血清約 107 劑、抗

鎖鏈蛇毒血清約 36 劑。 

 

由健保資料庫分析，平均每年使用人數為 979 人，其中，以使用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

血清凍晶注射劑 811 人(佔 82.9％)最多，其次為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

110 人(佔 11.3％)，其他抗蛇毒血清 56 人(佔 5.8％)，推估毒蛇咬傷比例依序為龜殼花

及赤尾鮐、飯匙倩及雨傘節、百步蛇、鎖鏈蛇。根據文獻調查，過去抗蛇毒血清製劑未

普遍上市供應前，被毒蛇咬傷者，死亡率達 6%；因抗蛇毒血清的種類完整與充足的供

給，使臺灣因毒蛇咬傷而死亡的人數大幅下降(死亡率降至 0.18%)。 

 

疾管署指出，清明連續假期即將到來，特別提醒民眾如至野外或山區掃墓、賞花、登山、

郊遊時，應做好自我保護，穿著長袖衣物及包鞋，進入樹叢及草堆，要打草驚蛇，勿翻

動中空林木或石塊，並避免在夜間、日出及雨過天晴等蛇類易出沒的時段及地方逗留，

以免遭毒蛇咬傷。 

 

疾管署提醒，民眾如不慎被毒蛇咬傷請保持鎮定，牢記「五要五不」，五要：要視為毒

蛇咬傷處理、要記毒蛇外觀特徵、要脫飾品，避免肢體腫脹、要包紮傷口上緣，減緩毒

液擴散、要保持冷靜並儘速就醫；五不：不割開傷口，避免感染、不用嘴吸出毒液，避

免感染、不冰敷，避免組織壞死、不飲酒或刺激性飲料，避免加速毒液作用、不延誤就

醫，耽誤治療時機。國內目前有 195 家醫療院所儲備抗蛇毒血清供民眾救急，由於抗蛇

毒血清為醫師處方用藥，如有使用需求可先透過「抗蛇毒血清儲備點查詢」

(https://gov.tw/yPR)，瞭解鄰近醫療院所抗蛇毒血清的儲備情形，切勿購買來路不明

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