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3 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聯絡人：陳欣欣
電　話：04-37061357
電子郵件：e-3248@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3948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0039481A00_ATTCH1.pdf、0039481A00_ATTCH2.PDF、

0039481A00_ATTCH3.pdf)

主旨：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

稱指揮中心)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並自

本(112)年3月20日起適用，相關防治措施調整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21日臺教綜(五)字第1120029225號函

辦理。

二、基於COVID-19疾病嚴重度下降，現行確診者99%以上為輕症

或無症狀個案，指揮中心經綜合評估疾病流行趨勢及國內

醫療量能，並參考各國防治政策調整及諮詢專家後，修訂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如下，自本年3月20日

(以採檢日為準)起實施：

(一)臨床條件：發燒(≧ 38℃)或有呼吸道症狀後14日(含)

內，出現肺炎需氧氣治療或其他併發症，因而住院(含急

診待床)或死亡者。

(二)檢驗條件：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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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臨床檢體(如鼻咽或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

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２、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３、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陽性(醫事人員執行抗

原快篩)。

(三)通報定義：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四)疾病分類：確定病例為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三、配合病例定義修訂，相關防治作為同步自本年3月20日起

(以確診者採檢日為準)調整。為利防治措施順利推動，將

提供7天緩衝期(3月20日至3月26日)，供採檢日於本年3月

19日以前之民眾及相關單位於政策調整後7日內進行通報等

相關防治作為及行政作業。(例：民眾於3月20日持3月19日

家用快篩陽性證明視訊或現場就診，如醫病雙方均同意3月

19日快篩結果且醫師評估為確診個案，仍適用舊版病例定

義及相關防治措施)。自3月20日起，相關防治措施調整說

明如下：

(一)符合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隔

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間因治療COVID-19

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支應。

(二)符合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隔

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間因治療COVID-19

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支應。

(三)未符合病例定義之篩檢陽性民眾不強制隔離，建議「自

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

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用)已達10天(無需採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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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康管理指引修正如附件，將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

訊網，該指引係建議性質，不具法律效果。

(四)廢止「自主防疫指引」，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

於入境/接觸後不需進行7天自主防疫。

(五)廢止「民眾快篩陽性後應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評估、通

報等相關流程」及「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

引及應注意事項」。

四、有關民眾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適用假別一事，基於相關研

究顯示，SARS-CoV-2可傳染期平均為5天，爰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參酌疾病特性，給予民眾相對應之適用假別。

五、檢附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函文及自主健康管理指引(如附

件)。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
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台北美國學校、國立
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副本：本署各組室(含附件)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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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葉曉文
電話：02-7736-6161
電子信箱：weny@mail.moe.gov.tw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綜(五)字第11200292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函文影本、自主健康管理指引 (A09000000E_1120029225_senddoc1_Attach1.

PDF、A09000000E_1120029225_senddoc1_Attach2.pdf)

主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

揮中心)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並自本

(112)年3月20日起適用，相關防治措施調整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指揮中心本年3月16日肺中指字第1123700039號函副本

(附件)辦理。

二、基於COVID-19疾病嚴重度下降，現行確診者99%以上為輕症

或無症狀個案，指揮中心經綜合評估疾病流行趨勢及國內

醫療量能，並參考各國防治政策調整及諮詢專家後，修訂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如下，自本年3月20日

(以採檢日為準)起實施：

(一)臨床條件：發燒(≧ 38℃)或有呼吸道症狀後14日(含)

內，出現肺炎需氧氣治療或其他併發症，因而住院(含急

診待床)或死亡者。

(二)檢驗條件：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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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臨床檢體(如鼻咽或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

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２、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３、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陽性(醫事人員執行抗

原快篩)。

(三)通報定義：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四)疾病分類：確定病例為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三、配合病例定義修訂，相關防治作為同步自本年3月20日起

(以確診者採檢日為準)調整。為利防治措施順利推動，將

提供7天緩衝期(3月20日至3月26日)，供採檢日於本年3月

19日以前之民眾及相關單位於政策調整後7日內進行通報等

相關防治作為及行政作業。(例：民眾於3月20日持3月19日

家用快篩陽性證明視訊或現場就診，如醫病雙方均同意3月

19日快篩結果且醫師評估為確診個案，仍適用舊版病例定

義及相關防治措施)。自3月20日起，相關防治措施調整說

明如下：

(一)符合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隔

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間因治療COVID-19

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支應。

(二)確診者不會收到簡訊通知，亦不需於健康存摺或

「COVID-19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統」(BBS系統)回報個人

以及接觸者資訊。另自3月27日零時起，所有由BBS系統

發送之簡訊，其連結將失效。

(三)未符合病例定義之篩檢陽性民眾不強制隔離，建議「自

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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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用)已達10天(無需採檢)。

自主健康管理指引修正如附件，將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

訊網，該指引係建議性質，不具法律效果。

(四)廢止「自主防疫指引」，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

於入境/接觸後不需進行7天自主防疫。

(五)廢止「民眾快篩陽性後應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評估、通

報等相關流程」及「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

引及應注意事項」。

四、有關民眾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適用假別一事，基於相關研

究顯示，SARS-CoV-2可傳染期平均為5天，爰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參酌疾病特性，給予民眾相對應之適用假別。

正本：本部各單位、部屬機關(構)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副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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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
地址：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聯絡人：林宜平
聯絡電話：(02)23959825#3795
傳真：(02)23925627
電子信箱：ping10@cd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肺中指字第112370003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附件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

及解除隔離治療條件、附件3-隔離治療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附件4-自主健康
管理指引、附件5-切結書、附件6-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 (11237000392-1.pdf、
11237000392-2.pdf、11237000392-3.pdf、11237000392-4.pdf、11237000392-
5.pdf、11237000392-6.pdf)

主旨：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並自本(112)年3月

20日起適用，相關防治措施調整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基於COVID-19疾病嚴重度下降，現行確診者99%以上為輕症

或無症狀個案，經綜合評估疾病流行趨勢及國內醫療量

能，並參考各國防治政策調整及諮詢專家後，修訂「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如下(如附件1)，自本年3月20

日(以採檢日為準)起實施：

(一)臨床條件：發燒(≧ 38℃)或有呼吸道症狀後14日(含)

內，出現肺炎需氧氣治療或其他併發症，因而住院(含急

診待床)或死亡者。

(二)檢驗條件：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１、臨床檢體(如鼻咽或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

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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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３、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陽性(醫事人員執行抗

原快篩)。

(三)通報定義：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四)疾病分類：確定病例為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二、配合病例定義修訂，相關防治作為同步自本年3月20日起

(以確診者採檢日為準)調整。為利防治措施順利推動，將

提供7天緩衝期(3月20日至3月26日)，供採檢日於本年3月

19日以前之民眾及相關單位於政策調整後7日內進行通報等

相關防治作為及行政作業。(例：民眾於3月20日持3月19日

家用快篩陽性證明視訊或現場就診，如醫病雙方均同意3月

19日快篩結果且醫師評估為確診個案，仍適用舊版病例定

義及相關防治措施)。自3月20日起，相關防治措施調整說

明如下：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療條

件」調整如附件2。符合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

方主管機關開立隔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

間因治療COVID-19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

稱疾管署)支應(新版隔離治療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調

整如附件3)。

(二)確診者不會收到簡訊通知，亦不需於健康存摺或

「COVID-19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統」(BBS系統)回報個人

以及接觸者資訊。「確診個案管理系統」(MBBS系統)於

本年3月26日前可查詢及修改採檢日為3月19日以前確診

個案之資訊，自3月27日起僅保留查詢舊案功能。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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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零時起，所有由BBS系統發送之簡訊，其連結將

失效。

(三)有關確診者之隔離/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開立一事，貴局

可維持現行透過維護傳染病通報系統(NIDRS)「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併發症)通報單」之「收治隔離題組」後由

系統自動開立，或由地方主管機關手動開立。為掌握確

診者臨床症狀及病程發展，請貴局督導轄內收治確診者

之醫院於通報時，應一併上傳病歷摘要並每週定期維護

個案通報單「病患動向」及「個案是否死亡」題組至個

案出院或死亡。

(四)未符合病例定義之篩檢陽性民眾不強制隔離，建議「自

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

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用)已達10天(無需採檢)。

自主健康管理指引修正如附件4，將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

訊網，該指引係建議性質，不具法律效果。

(五)廢止「自主防疫指引」，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

於入境/接觸後不需進行7天自主防疫。

(六)廢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處所隔離通知書及提審

權利告知」。

(七)廢止「COVID-19受管制對象足跡資料調取作業」(電子圍

籬3.0)。

(八)廢止「民眾快篩陽性後應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評估、通

報等相關流程」及「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

引及應注意事項」。

(九)取消給付遠距門診「快篩陽性評估及通報費」(健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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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E5209C)每案新臺幣500元。該項費用之申報應自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之次月一日起六個月內為

之，爰本年3月20日前之此項費用，應於本年10月前完成

申報。

(十)倘民眾對於採檢日為本年3月19日以前之確診者隔離通知

書或「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系統」補發之指定處所隔

離通知書等電子版處分書之內容有所疑義時(如：基本資

料錯誤或隔離起迄日與實際隔離狀況不符等)，請貴局於

確認個案身分後，依其所持就醫採檢文件(如檢驗報告

等)或切結書(格式如附件5)及下列原則處理：

１、本年3月26日(含)前，可透過修改MBBS系統資訊，由自

動發送/補發確診者隔離通知書，或由貴局手動開

立。

２、自本年3月27日零時起，停止採檢日為3月19日以前確

診民眾之電子隔離通知書自動開立/補發功能，請貴局

依民眾所持相關事證，手動開立/補發確診者隔離通知

書，不需逐案詢問本中心。

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併發症)個案通報及送驗方式說明如

下：

(一)自本年3月20日起，關閉「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19檢驗

結果」之通報機制，一律回歸以NIDRS網站登錄或運用醫

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EMR)等方式通報，通報疾病選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併發症)」項目 (如附件6)，並

務必完整正確填寫「病患動向」、「個案是否死亡」、

「主要症狀」、「通報時檢驗資料」及「是否肺炎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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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等欄位資料，據以進行個案自動研判。有關「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項目(舊版病例定義)，NIDRS將

於本年3月27日零時起不提供新增個案通報單功能，屆時

該疾病項目僅保留查詢及修改通報資料。

(二)基於國際間多以PCR結果作為確定病例研判之最終依據，

通報個案如於相同採檢日，同時登錄抗原快篩為陽性、

PCR為陰性時，將以PCR檢驗結果認定，NIDRS將自動研判

為「不符合疾病分類(陰性)」之自動研判邏輯。經系統

自動研判為確定病例後，如研判條件異動(例如修改臨床

條件或檢驗條件資料)，系統不會再自動改判為非確定病

例，請通報醫院通知所轄地方主管機關，依改判作業流

程辦理。如已開立處分書，則請開立之地方主管機關協

助撤銷處分。

(三)有關醫療院所執行公費核酸及抗原檢驗所須之送驗、報

告登錄、費用申報等作業，維持現行透過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VPN上傳及申報作業流程至本年4月30日，

自本年5月1日起請至疾管署NIDRS及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

操作。

四、符合病例定義之民眾如於採檢日14天內曾有通報紀錄且經

研判為確診者，原則視為同一病程，惟如經醫師評估符合

修訂後病例定義，則依照現行通報作業流程進行通報。如

民眾仍處於前一次通報之隔離期限之內，則由所轄之地方

主管機關撤銷原處分書，並依實際隔離情形另開立隔離通

知書。

五、有關民眾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適用假別一事，基於相關研

99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 頁，共 6 頁

究顯示，SARS-CoV-2可傳染期平均為5天，爰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參酌疾病特性，給予民眾相對應之適用假別。

正本：地方政府衛生局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部、勞動部、交通部、外交部、國防部、內政部、經

濟部、法務部、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衛生福利部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考選部、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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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 

自主健康管理指引 

112.03.20實施 

一、 適用對象及期間: 

(一) 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之 SARS-CoV-2 篩檢

陽性民眾：自發病日或採檢日(無症狀者適用)起，進行自主健康

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

已達 10天(無需採檢)。 

(二) 非以呼吸道檢體快篩或 PCR 檢驗結果解除隔離治療之確診者：

自解除隔離日起，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

測陰性或距解除隔離日已達 10天(無需採檢)。 

二、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 如您為 65歲以上長者、孕產婦、或有慢性病、免疫力低下或免

疫不全病史等具重症風險因子者(註)，請於快篩陽性後儘速就醫。

如經醫師評估符合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建議適用對象，

請遵照醫囑按時服藥。 

(二) 有症狀時，建議在家中休息，並儘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三) 外出時請全程正確佩戴口罩，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之場所。 

(四) 請勿與他人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聚餐、聚會、公眾

集會或其他相類似的活動。 

(五) 請隨時注意自身健康狀況。若出現下列警示症狀時，請立即撥

打 119 就醫，或由同住親友接送(雙方全程佩戴口罩)或自行前

往(如步行、自行駕/騎車)等方式，請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無發燒(體溫<38℃)之情形下，心跳>100次/分鐘。 

2、 喘或呼吸困難(呼吸速率>30次/分鐘，或血氧監測≦94%)。 

3、 持續胸痛或胸悶。 

4、 意識不清。 

5、 皮膚、嘴唇或指甲床發青。 

6、 無法進食、喝水或服藥。 



7、 過去 24小時無尿或尿量顯著減少。 

8、 收縮壓<90mmHg。 

(六) 如須前往醫療院所陪病、探病、就醫或檢查，請遵守當時公布

之醫療應變措施或感染管制措施。 

三、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請維持手部衛生，例如用肥皂或其他清潔用品勤洗手。 

(二) 注意儘量不要用手觸摸眼睛、鼻子及嘴巴，手部接觸到呼吸

道分泌物時，請用肥皂澈底洗手。 

(三) 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內摺丟進垃圾桶。 

(四) 如需心理諮詢服務，可撥打 24小時免付費 1925安心專線。 

(五) 同戶同住者日常生活請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佩戴口

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

好衛生習慣。於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避免與其

共食。 

備註： 

  有關重症風險因子係參照疾病管制署「新型冠狀病毒 (SARS-

CoV-2)感染臨床處置指引」（下稱處置指引），如有調整將以最新公布

之處置指引為準(網址：https://gov.tw/rjQ)。 

https://gov.tw/r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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