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新冠肺炎~防疫管制措施     2022/05/07 

國內疫情升溫，為了強化防疫量能及韌性，指揮中心今日也宣佈了

多項最新防疫措施指引，希望減輕醫療體系負擔，未來醫療量能會

投放在中重症的患者上，輕症或無症狀者可能得「自己照顧自己」。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密切接觸者匡列以同住親友為原則，

解除隔離條件也修正放寬，非中重症患者改為 7天後解隔，居家照

護者距發病日或採檢日 7天後，無需採檢直接解隔。主要就是為了

讓輕症者減少醫療時間，避免消耗醫療量能，讓醫療體系專注在治

療中重症患者上。 

 

 



 

 

 

 

 

 

 

 

 

 

 

 

 

 

 

 

 

 

 

 

 

 



電子圍籬今起全面退場？錯！不想被罰 100 萬快看懶人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接下來將著重照顧好確診者、
輕重症分流，因此自今(5/8)零時起，密切接觸者匡列改以同
住親友為原則，同班同學和同辦公室或同工作場域密切接觸
同事採自主應變，居家隔離者的電子圍籬管制也同步取消。 
另輕症確診的解除隔離條件也自今起放寬，無論是輕症居家
照護，或在醫院、加強版集中檢疫所、加強版防疫旅館，原
本要距發病日或採檢日滿 10 天後自動解隔，現在改為滿 7 天
自動解隔，並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 
針對密切接觸者匡列、取消電子圍籬適用對象、輕症者解隔
條件等新規定，《蘋果新聞網》整理 5 個須特別注意的 QA，
好讓讀者可以很快清楚瞭解。 
 
Q1：新制上路後，同班同學或職場密切接觸的同事確診，我
不再需要居家隔離？ 
A：是的，從今起，僅同住親友、大學生同住室友才會被匡列
為密切接觸者須居隔 3+4，「確診個案要自主回報」最多可以
填 10 位同住家人，可依地方需求調增。 
 
Q2：之前被匡列密切接觸者，正在執行居隔 3+4 的同班同學
或同事，可否適用新制？ 
A：可以，因密切接觸者傳染他人風險有限，自今起，舊案同
步適用新制，可直接解隔。 
 
Q3：我在 5/7 採檢確診輕症，可否適用新制、居家照護滿 7
天自動解隔？ 
A：不行，得採舊制、滿 10 天才自動解隔。指揮中心說明，
與密切接觸者傳染風險相比，確診者感染他人的機率仍較
高，因此密切接觸者即起可依新制解隔，確診者則須檢驗陽
性日從今算起才適用新規定。 
 
Q4：電子圍籬是全面取消嗎？ 
A：沒有，只有密切接觸者居隔的電子圍籬取消，輕症在家照
護者和居家檢疫者仍受電子圍籬管制，若違規外出，將依照
「傳染病防治法」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規定，居隔者擅自外出或有其他違規情節，可處
20 萬至 100 萬元罰鍰。 
 
Q5：居家隔離期間若快篩陽性，該怎辦？ 
A：1.不可外出，使用「健康益友」APP 或聯繋所轄衛生局安 
 
 



排，透過遠距醫療或視訊方式由醫師確認快篩結果進行評
估且 通報。 

2.後續由地方政府衛生局依「確診個案收治分流原則」，請 
 個案於住家或其他指定處所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治療。 
3.民眾或評估醫師對於快篩陽性結果如未有共識或有疑義， 
 仍可通知衛生局安排 PCR 採檢。 
 
兒童若有這 3 項特點「100%確診了」醫師：該考慮限制社交 
 
1.高燒+接觸確診者+家用快篩陽性= 100% PCR 陽性 
2.高燒+ 家用快篩陽性= 接近 100 % PCR 陽性 
3.兒童病人常有高燒症狀，體溫燒到超過 40度以上不算少見， 
 通常 48-72 小時內會退燒，發燒超過 48 小時後，即使沒有完全 
 退燒，最高溫度逐漸降低，發燒間隔逐漸拉長。 
4.突然熱痙攣發作的孩子，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 
5.尚未遇到真正中重症兒童病例，但遇到一些因為高燒、嘔 
 吐無法進食和服藥的輕症兒童，不一定需要住院，但需要輸 
 液治療。 
6.台中地區一般常規醫療沒有明顯的醫療排擠效應，但兒童 
 急診三級檢傷候診時間拉長，一、二級檢傷不受影響；四、 
 五級檢傷，如有輕微症狀加上家用快篩陽性、到急診欲採檢 
 PCR 病人候診時間將最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