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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Omicron變異株

 疫苗常見問答

 居家照護

 中重症警示症狀

 視訊診療、藥物治療

 快篩、隔離、防疫照顧假

 確診者復健、長新冠

 居家辦公健康指南



Omicron



Omicron免疫逃脫、突破性感染比例較高

資料來源：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Omicron重症率較低

資料來源：https://doi.org/10.1101/2022.01.11.22269045

Delta Omicron

有症狀住院

使用呼吸器

加護病房

死亡



但Omicron在幼童、青少年重症率較高

資料來源：美國CDC



我（的小孩）需要打疫苗嗎？

天底下沒有保證、絕對……

我們只能盡可能衡量利弊風險

弊＜利



未接種疫苗確診率2.3倍、死亡率10倍

接種

未接種

確診率

死亡率

資料來源：美國CDC



不同廠牌皆可降低被感染及重症機率

確診率

死亡率

未接種

嬌生（腺病毒）
輝瑞BNT（mRNA）
莫德納（mRNA）

資料來源：美國CDC

AZ（腺病毒）
高端（蛋白質）
Novavax（蛋白質）



接種追加劑可再降低被感染及重症風險

確診率

死亡率

未接種
接種（無追加劑）
接種（有追加劑）

資料來源：美國CDC



各年齡層確診、住院及死亡率

死亡率

80+歲：未接種VS接種

50-64歲：未接種VS接種

確診

住院

死亡

資料來源：美國CDC



重症高風險：未打疫苗、高齡、慢性病



 保護力：減少被感染機率、降低重症風險

 副作用：

• 常見：局部痠痛、疲倦、頭痛、發燒等

• 極罕見（<1/10,000）：

AZ：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格林-巴利症候群

輝瑞BNT/莫德納：心肌炎、心包膜炎

 ACIP兒童疫苗接種建議（6/27更新）：

• 2劑基礎劑間隔4-8週以上，以同廠牌為原則

• 6-11歲：莫德納；5-11歲：輝瑞BNT

• 6個月-5歲：莫德納

COVID-19疫苗



15 資料來源：C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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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



18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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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期間以1人1室，獨立衛浴為原則。

 照護前準備：

• 生活：盥洗、餐食、3C電子用品

• 清潔：75%酒精乾洗手液、垃圾袋

• 醫療：口罩、體溫計、血氧機、慢性病藥物、

退燒/止痛/止咳等症狀緩解藥物

 環境清潔：

• 加強清消：門把、電燈開關等手部頻繁接觸區域

• 1:50漂白水（一般）；1:10漂白水（浴廁）

確診者居家照護

SpO2≥95%



 成人：

• 喘或呼吸困難

• 持續胸痛、胸悶

• 意識不清

• 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發青

• 無發燒（體溫<38℃）情形下，心跳>100 次/分鐘

• 無法進食、喝水或服藥

• 過去 24 小時無尿或尿量顯著減少

警示症狀

*視訊診療：電話連繫衛生所或醫療院所提前預約
*自行就醫：勿搭大眾運輸、報到時主動告知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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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症狀
 兒童：

呼吸困難 皮膚斑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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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機轉：阻止病毒在體內複製增生
（發病5日內使用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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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各吃1片，1片3顆藥（2N+1R）

 不可磨粉或泡水服用、漏吃8小時內可補吃

 腎功能不佳者須調整劑量

 副作用：味覺異常（5.6%）、腹瀉（3.1%）

 需特別注意藥物交互作用，請告知醫師完整用藥史

倍拉維Paxlovid抗病毒藥物



倍拉維Paxlovid藥物交互作用多

也不適合與清冠一號等中草藥併用



長新冠（COVID-19急性感染後徵候群）

定義：感染新冠肺炎3個月後，仍有無法以其他診斷解

釋、持續至少2個月、影響日常生活功能的症狀。



疲倦

頭痛 腦霧

喘

咳嗽

關節
痠痛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95565-8



資料來源：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COVID-19）診療の手引き



COVID-19確診者康復期復健
 循序漸進有氧運動

• 散步、快走、慢跑等

• 可從每天20分鐘、30-40%最大心率開始

 腹式呼吸：每天3次，每次10-15回

資料來源：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COVID-19）診療の手引き



腹式呼吸

 吸氣時，橫膈膜往下、肺部完全充氣、腹部鼓起

 吐氣時，橫膈膜往上、完全排出肺部空氣、腹部內縮



COVID-19確診者康復期復健
 軀幹伸展及下肢肌力訓練：

資料來源：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COVID-19）診療の手引き



COVID-19康復者整合門診

資料來源：衛服部疾管署



超過7天解隔後仍快篩陽性？

 可能為體內病毒殘骸，理論上傳染風險低

可傳染期

病毒量

快篩陽性閾值

PCR陽性閾值

感染天數







病毒才是敵人，勿貼標籤、汙名化患者



防疫基本功：口罩、勤洗手、社交距離



定期環境清消無法取代個人勤洗手
 加強洗手時機（建議隨身攜帶小罐乾洗手液）：

• 碰觸多人共用之物件／設備前、後。例如門把、

電梯按鈕、公用電腦／文具／機台／手工具。

• 咳嗽、噴嚏後

• 戴脫口罩前、後

• 用餐或備餐前、後

• 上廁所前、後

• 手部碰觸眼／口／鼻前、後

• 清理髒汙、清運垃圾後

43





居家隔離／辦公10招，常保身心健康

區分工作及休息

良好辦公人因環境

定時休息

定期運動

均衡飲食

選擇非3C休閒活動

維持人際社交

規律日照

口罩、洗手、距離

多信任、少控制





隧道盡頭就是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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