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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點

!COVID-19疫情略降，處相對高點

!新增1例新生兒腸病毒併發重症病例
感染伊科病毒11型

!新增3例瘧疾病例，均自非洲國家移入



2024-2025年全國COVID-19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Updated: 2025/06/17

ICD-10-CM代碼U07.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註：2024/9/1(第36週)起修訂名稱為「新冠併發重症」並調整病例定義註：2024/9/1(第36週)起修訂名稱為「新冠併發重症」並調整病例定義

就診人次
較前一週略降

6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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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併發重症病例趨勢

Updated: 2025/06/17

2024年9/1起新冠併發重症確定病例發病趨勢

⚫ 近7日(6/10-6/16)新增144例本土病例：年齡介於未滿10歲至90歲以上，88.2%未接種JN.1疫苗

➢今年累計本土病例874例，65歲以上長者占77.0%，具潛在病史者占85.9%，未接種JN.1疫苗者

占88.2%

⚫ 近7日(6/10-6/16)新增38例本土病例死亡：年齡介於20多歲至90歲以上，73.7%未接種JN.1疫苗

➢今年累計本土病例死亡144例，65歲以上長者占82.6%，具潛在病史者占88.2%，未接種JN.1疫

苗者占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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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 Variants：Omicron 變異株檢出趨勢

註：近期變異株檢出件數較少，各變異株占比波動較大，須謹慎解讀相關數據

Updated: 2025/06/17

本土病例 境外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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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週監測變異株占比：

◆ 本土病例：NB.1.8.1 占68%為多，XEC 占11%、LP.8.1 占8%、其他占8%、KP.3.1.1 占5%

◆ 境外移入：NB.1.8.1 占59%為多，XEC 占13%、其他占11%、LP.8.1 占9%、JN.1 占7%、KP.3.3 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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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COVID-19陽性率及陽性樣本數全球COVID-19疫情概況

全球新冠疫情數據自2024/9/16起，以WHO資料來源為主 來源 : WHO

3.19%
全球陽性率

死亡數

國際疫情概況：

• 全球陽性率近期呈上升趨勢，除非

洲以外，各區陽性率顯著增加。

• 全球流行變異株以LP.8.1占比最高

(27%)，惟NB.1.8.1占比(21%)上

升並逐漸與LP.8.1接近。

7,096,650
(2020/1-2025/5/25)

全球COVID-19死亡數

新
增
死
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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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實驗室腸病毒分子生物學檢出情形

註：腸病毒陽性件數以「分子生物學」結果為主；腸病毒檢出率公式為(該週腸病毒陽性件數/該週合約實驗室總收件數)*100%

近四週檢出伊科病毒11型為多
其次為克沙奇A6型、克沙奇A2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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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5年腸病毒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圖

Updated: 2025/06/17

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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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新增1例感染伊科病毒11型新生兒

Updated: 2025/06/17

⚫ 南部新生兒，出生後第3天陸續出現發燒、呼吸窘迫、休克、血小板下降、多重器官衰竭等新生兒敗

血症徵候，經通報檢驗後確認為伊科病毒11型感染併發重症，目前於加護病房治療中

⚫ 新增2例感染伊科病毒11型重症死亡：6/10公布之南部新生兒，均於5月下旬發病

⚫ 2025年累計7例重症病例(含5例死亡)，分別感染伊科病毒11型6例及克沙奇B5型1例，其中5例為新

生兒感染伊科病毒11型(4例死亡)；今年重症病例數已高於2020年至2024年同期(介於0-6例)

9



瘧疾：新增3例境外移入病例

⚫年齡介於40多歲至50多歲本國籍男性，4月下旬至5月下旬期間分別具貝南、

肯亞旅遊史，5月底至6月初發病，6月中就醫，經診斷3人均為惡性瘧重症個案

⚫今年累計11例病例，均境外移入：年齡介於20至60多歲，感染國家以非洲為多，

分別為肯亞3例、獅子山及索羅門群島各2例、坦尚尼亞、馬達加斯加、貝南及

中非多國各1例，其中10例感染惡性瘧，1例感染間日瘧，今年累計病例數為近

19年(2007-2025年)同期(0例-11例)最高

⚫近19年(2007-2025年)累計198例，皆為境外移入病例，年齡以20歲至50歲為

主(占73.7%)，感染地區以非洲為多，檢出病原體以惡性瘧為主，其次為間日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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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5/06/17

資料來源：WHO 6/1、outbreaknewstoday、outbreaknewstoday、 印度、韓國

全球瘧疾疫情持續-近95%病例分布於非洲

非洲

➢衣索比亞：疫情嚴峻，第15週(4/7-13)報告115,716例病例及1例死亡，今

年累計逾187萬例病例及75例死亡

➢納米比亞：去年底爆發疫情，今年累計逾66,000例病例及91例死亡

➢波札那：去年10月爆發疫情，迄今累計逾1,000例病例及8例死亡

亞洲

➢印度：今年累計逾4萬3,000例病例，高於去年同期3萬8,000餘例

➢韓國：今年累計150例，略低於去年同期16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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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81648/OEW22-260501062025.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outbreaknewstoday.substack.com/p/malaria-cases-rise-by-more-than-6700
https://outbreaknewstoday.substack.com/p/botswana-reports-increase-in-malaria
https://ncvbdc.mohfw.gov.in/WriteReadData/l892s/90527899581749625639.pdf
https://dportal.kdca.go.kr/pot/is/rginEDW.do


未來一週預測

COVID-19
疫情緩降，仍處相對高點

社區腸病毒以伊科病毒11型為主
新生兒重症發生風險上升

伊科病毒11型
腸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