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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點

!COVID-19疫情下降，併發症數仍多

變異株以JN.1及KP.3為多

!腸病毒疫情下降，仍處流行期

社區流行以克沙奇A型為主

!新增一起百日咳家庭群聚

!新增登革熱、屈公病境外移入病例

累計病例數高於近五年同期



SARS-CoV-2 Variants：Omicron 變異株檢出趨勢

WHO現行VOIs

EG.5

BA.2.86
JN.1

WHO現行VUMs

KP.2
KP.3
JN.1.7
JN.1.18

WHO曾列為VOIs/VUMs

BA.2.75
DV.7
XBB.1.5
XBB.1.16
XBB.1.9.1
XBB.1.9.2
XBB.2.3
XBB其他亞型

其他

重組變異株

國內重點監測

XDV.1

LB.1

3Updated: 2024/7/30

本土病例 境外移入

近四週監測變異株占比：

◆ 本土病例：JN.1、KP.3各占24%為多，LB.1 占21%、KP.2占17%、XDV.1 占12%。

◆ 境外移入：KP.3 占28% 為多，JN.1占22%、LB.1 占21%、KP.2占15%、XDV.1 占10%。



2023年3/20起全國COVID-19病毒感染(U07.1)門急診就診人次

4ICD-10-CM代碼U071 ：確認COVID-19病毒感染Updated: 2024/7/23



Updated: 2024/7/30

COVID-19併發症本土病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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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7/22
併發症新增病例數

7/23-7/29
併發症新增病例數

773 584

65歲以上長者占79%，
且併發症及死亡個案多具慢性病史

自新冠XBB疫苗開打以來，本土通報確診病例及
死亡個案中未接種XBB疫苗者均占91%(含)以上



全球COVID-19陽性率及陽性樣本數

全球COVID-19死亡數

全球疫情概況

全球新冠疫情數據自2023/3/11起，改以每週統計WHO資料來源為主，臺灣、香港、澳門病例數另計。 Updated: 2024/7/29

全球COVID-19陽性率及陽性樣本數

來源 : WHO

新
增
死
亡
數

陽
性
率

陽
性
樣
本
數

12.4%
全球陽性率(第28週:7/8-7/14)

7,084,102
死亡數(2020/1-2024/7/29)

國際疫情概況：

• 全球陽性率持續上升，歐洲、美洲及
西太平洋區上升，非洲區持平，東南
亞及東地中海區則上下波動。

• 於6月下旬，全球主要流行變異株KP.3、
JN.1 、 KP.2 占 比 分 別 為 40.3% 、
30.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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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4/7/30

來源 : 厚生勞動省 7/26 、US CDC COVID-19趨勢、US CDC COVID-

19變異株趨勢、CIDRAP 7/20

⚫ 日本自今年5月中旬起，病例數
連續11週上升，定醫第29週
(7/15-7/21) 報 告 病 例 數 達
67,000 餘例，每定醫點平均
13.62例，以佐賀、鹿兒島、宮
崎縣為高。

⚫ 美國自5月中旬以來陽性率及急
診就診率持續上升，以KP.3為主
要流行變異株，其中變異株
KP.3.1.1占比呈上升趨勢。

⚫ 歐洲區近期陽性率上升；希臘及
比利時近期病例數呈上升趨勢。

亞/美/歐洲疫情

美國

陽性率(%) 變異株趨勢變化

陽性率(%)

歐洲區

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1280143.pdf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variant-proportions
https://www.cidrap.umn.edu/covid-19/us-covid-19-activity-continues-rise-steadily


2023-2024年社區合約實驗室腸病毒分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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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週
社區以克沙奇A型
為主



2023-2024年腸病毒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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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8



2019-2024年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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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新增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病例

⚫ 2024年累計4例重症(克沙奇A2型及克沙奇A10型各2例)，均出院，其中3例未滿1歲；
2023年同期8例，累計11例重症，其中1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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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腸病毒疫情

資料來源：中國疾控中心、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新加坡衛生部、韓國疾管廳、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泰國衛生部

國家
疫情趨勢

2024年
備註

※近一個月病例數與往年相比
截止點 報告數(死亡數)

韓國 上升，處高點 7/20 門診就診千分比:56.8 高於近4年同期

泰國 上升，處高點 7/24 30,927(1) 高於去年同期

新加坡 上升 7/20 日平均病例數:41 高於近4年同期

日本 處高點 7/21 定醫平均報告:11.72 高於近4年同期

香港 略降 7/20 急診就診千分比:1.4 低於去年同期

中國 下降 7/21 795,817(0) 低於去年同期

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26/44/601/495.html
https://www.moh.gov.sg/docs/librariesprovider5/default-document-library/weekly-infectious-disease-bulletin-ew-29.pdf?sfvrsn=12db4ba0_0
https://www.phwr.org/journal/archives_Supple_View.html?eid=U3VwcGxlX251bT04Nw==
https://www.niid.go.jp/niid/ja/data.html
http://doe.moph.go.th/surdata/506wk/y67/d71_28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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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急診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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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3例，為一起北部家庭群聚

➢指標個案為北部10多歲男性，未接種百日咳相關疫苗，6月上旬起出現咳嗽症狀，後續咳嗽加劇伴隨吸

入性哮聲及呼吸中止情形，7月中旬因症狀未改善就醫檢驗通報，7/23確診；案父及案姐有咳嗽症狀，

於7/29確診

⚫今年累計16例，其中11例為4起家庭群聚關聯個案，病例數高於2020-23年同期，惟低於2019年同期；

3個月(含)以下嬰兒計5例(占31%)

百日咳：新增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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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4年百日咳病例數統計(截至7/29)

Updated: 2024/07/30

2019-2024年百日咳確定病例發病趨勢

發病年 同期 累計

2019 23 32

2020 4 5

2021 0 0

2022 0 2

2023 0 0

2024 16 16



登革熱：新增12例

⚫ 境外移入：新增12例，感染國家分別為印尼(5例)、越南(3例)、

菲律賓(2例)、印度及馬爾地夫(各1例)；2024年累計155例，

87%自東南亞國家移入

⚫ 本土病例：無新增本土、重症及死亡病例；2024年累計166例

(入夏後累計2例)

通報週

病
例
數(

人)

2024年全國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通報趨勢

2015-2024年同期確定病例數

發病年 本土 境外 總計

2015 458 138 596

2016 376 175 551

2017 3 152 155

2018 7 130 137

2019 65 283 348

2020 14 57 71

2021 0 5 5

2022 0 17 17

2023 883 84 967

2024 166 155 321

15Updated: 2024/7/30



16

資料來源：印尼、idengue、新加坡環境局、斯里蘭卡、WPRO、泰國衛生部

趨勢

國家

疫情趨勢
※近3週

2024年

備註
※累計數與往年相比

截止點 報告數(死亡數)

印尼 上升 2024/7/6 154,082 (916) 高於近5年同期

柬埔寨 上升 2024/7/6 7,058 (24) 低於去年同期

寮國 上升，處高點 2024/7/13 6,653 (0) 低於去年同期

泰國 上升，處高點 2024/7/13 37,645 (4) 高於近4年同期

斯里蘭卡 上升 2024/6/29 30,912 (3) 低於去年同期

馬來西亞 上下波動 2024/7/29 85,867 (49) 高於近5年同期

越南 持平 2024/7/20 39,940 (8) 低於近5年同期

新加坡 下降 2024/7/29 10,449 (13) 高於去年同期

國際登革熱疫情

Updated: 2024/7/30

https://p2pm.kemkes.go.id/publikasi/infografis/info-kasus-dbd-sampai-minggu-ke-27-tahun-2024
https://idengue.mysa.gov.my/
https://www.nea.gov.sg/dengue-zika/dengue/dengue-cases
https://www.epid.gov.lk/epid/public/storage/post/pdfs/en_66a087ce95622_Vol_51_no_27-english.pdf
https://cdn.who.int/media/docs/default-source/wpro---documents/emergency/surveillance/dengue/dengue-20240725.pdf?sfvrsn=fc80101d_142
http://doe.moph.go.th/surdata/506wk/y67/d66_2867.pdf


屈公病：新增1例

Updated: 2024/07/30 17

⚫ 新增1例境外移入：南部20多歲菲律賓籍女性，7/27發病，同日自機場入境時因發燒攔檢，登革熱

NS1快篩陰性，7/28確診，感染國家為菲律賓

⚫ 2024年累計6例：均境外移入，感染國家分別菲律賓(3)、印尼、印度、馬來西亞(各1)；高於近5年

同期

發病年 本土 境外 累計

2020 0 3 3

2021 0 1 1

2022 0 0 0

2023 0 5 5

2024 0 6 6

確定病例數同期比較(截至7/29)2020-2024年屈公病確定病例趨勢圖
(本土及境外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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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腦炎：新增1例

發病年

全年確定

病例數

(死亡數)

同期確定

病例數

(死亡數)

2020 21(0) 21(0)

2021 28(1) 20(1)

2022 19(2) 17(2)

2023 26(1) 21(1)

2024 18(2) 18(2)

⚫ 新增1例：居住南投縣，50多歲男性，7/14陸續出現發燒、出現意識障礙、譫妄、意識不清等症狀，

7/17入住加護病房，7/28死亡，7/29研判確診；接觸者無疑似症狀，住家附近有鴿舍及水稻田等

高風險場域

⚫ 今年累計18例(2例死亡)，與2022年相當，惟略低於2020-2021年及2023年，個案年齡以60歲以

上占72%、居住地以中南部占83%為多；病例高峰通常出現在6至7月

2020-2024年日本腦炎確定病例趨勢



水痘門急診就診人次及水痘併發症病例趨勢

2023年-2024年第30週水痘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2023年-2024年第30週水痘併發症確定病例趨勢



未來一週預測

處流行期，疫情持平
腸病毒

COVID-19
處流行期，疫情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