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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原則
• 原則 (非強制) 。
• 無完美方案。

尊重臨床裁量、病人意願及靈活運用。

• 民眾說明 (以唐氏症篩檢為例)
• 病情惡化快速，一旦有變化就再評估。及時、就地評估。

- 各種場景: 院外 vs. 院內, 自行 vs. 醫師, 原醫師 vs. 專任專責醫師, 
診所 vs. 專責醫院, 急診 vs. 非急診; 
- 軟體及聯絡方式

• 症狀不一定等於嚴重度。
• 住院不等於就不會死亡。

• 流程隨疫情、量能，滾動式調整。
• 網絡系統 (床位、種類、急診量能) + 人力+ 全天候。



執行方式
• 病人(自填):基本資料、週數、產檢點及醫師

警戒症狀、一般症狀但需醫師處置者、重症高危險因子，
(高、中、低風險及建議)

• 醫師評估: 就病人自填項及醫師發現優先評估 再加上檢查，並
依再評估後風險建議收治地點

• 溝通及取得同意
-醫院: 醫師開立住院單; 
-加強版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居家照護: 公衛體系

• 後續追蹤 (原醫師 vs. 專責醫師 vs. 公衛)



警示症狀
• 意識變化
• 靜止下心跳仍過速 (>120 BPM)
• 呼吸困難、急促、喘鳴聲、發紺
• 持續胸痛/胸悶、咳血
• 下肢異常壓痛及明顯腫脹
• 嚴重脫水、少尿、營養不良
• 皮膚非創傷性多處瘀斑
• 高燒≧39℃且超過48小時
• 嚴重的其他症狀



一般症狀
症狀種類 發生率

喉嚨痛 52%

咳嗽 51%

發燒 27%

鼻塞、流鼻水 27%

頭痛 10%

肌肉痛 5%

腸胃症狀 1%

味覺異常 1%

無症狀 40%



COVID-19 重症高風險因子
• 未完成至少兩劑疫苗接種
• 年齡≧35歲
• 肥胖: BMI≧30、體重≧80公斤
• 糖尿病
• 心血管疾病
• 肺疾 (間質性肺病、氣喘、氣管擴張、慢性阻塞肺病、結核病)
• 吸菸 (含已戒菸者)
• 慢性肝病 (肝硬化、非酒精性脂肪炎病、肝炎)
• 慢性腎病
• 癌症
• 失能 (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腦性麻痺、先天缺陷發展或學習障礙、脊髓損傷)
• 精神疾病、(情緒障礙、精神分裂症)、失智症
• 影響免疫功能之疾病

(HIV感染、先天性免疫不全、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使用類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劑)



住院適應症
COVID-19 中重症
• 肺炎
• 血氧降低
• 敗血症
• 休克

• 高危險徵象



產科或其他住院適應症

• 懷孕第36周起。

• 高危險妊娠: 如胎兒生長遲緩、胎盤功能
異常、早產、多胞胎、胎動減少…等。

• 其他: 如需接受外科手術…等。



專責病房

• 加護病房

• 一般專責 vs. 婦產科專責



加強版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
• 收治無症狀、輕症確診者。

• 孕婦收治建議條件:
- 懷孕未滿36週。
- 不必住院又不符居家照護條件者。

• 例外情形：不符居家照護條件之無症狀/輕症確診者，如本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要求希望居家照護，經醫療人員評估後，得採取居家照護。

• 以2人一室收治，不限家人、同住或同行者；如房型允許(如家庭房)，
可同室收治2人以上，且以家人、同住或同行者為限。



居家照護 (7+7)
• 對象：無症狀或輕症等不須住院或加強監護的確診者。

• 居家照護規定：
- 本土個案: 一人一室（單獨房間含衛浴）為原則，同為確診者得多人
一室。若每次浴廁使用後，均能適當清消，則可於無獨立衛浴房間隔離。

• 同住的未確診者，原則上不超過四人，需於其他房間居隔。

• 確診者進行照護期間，輔以雙向簡訊進行追蹤關懷。
地方政府會成立「 COVID - 19 個案關懷服務中心」，來進行健康評估、
定期關懷及發送快篩試劑，必要時提供遠距醫療服務，及後送就醫事宜。





孕產婦後送條件及快速通道
• 務必密切觀察自身症狀變化，若出現：

意識變化，靜止下心跳仍過速 (>120 BPM)，呼吸困難、急促、喘鳴聲、發紺，持續胸痛/胸悶、咳
血，下肢異常壓痛及明顯腫脹，嚴重脫水、少尿、營養不良，皮膚非創傷性多處瘀斑，高燒≧39℃
且超過48小時，嚴重的其他症狀。

• 新的緊急狀況
產兆、緊急高危險妊娠情況
可能需立即外科手術
其他科別需急診情況

• 請立即通知所在地衛生局或撥打119就醫，以119救護車為原則或指示之防疫計程車、
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如步行、自行駕/騎車)等方式為輔，儘速就醫。
-各院急診、孕產婦綠色通道。

• 若進一步檢查評估、加強監護對病患較有利時或不適合原地照護的情況。

- 視其情況後送醫院、加強版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



視訊門診
• 各醫療機構
原醫師 vs. 新專責醫師

• 提供醫療服務及諮詢
居家確診者(公務預算)
居隔、居檢、不敢/不想/不必來院 (健保)





戶外門診、婦產科專責門診

• 對象: 需到院檢查或處置但不需急診的
居家照護、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甚至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自我健康
監測、自主應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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