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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第一學期 9月份  主題：新型冠狀病毒 

一、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  

A: 1.這是 2019 年底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的一個新的冠狀病毒，最初是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接獲報告，中國當局在湖北省武漢市發現 40

多人感染一種新的病毒，這病毒是一種之前沒有鑑定出來過的冠狀病毒，所以暫時

將之命名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2.此病毒疫情隨後迅速在中國其他省市與世界各地擴散，並證實可有效人傳人。 

二、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途徑、潛伏期與可傳染期為何？ 
A：1.目前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完整傳播途徑，尚未完全瞭解。目前從確診個案之流病調查

與實驗室檢測得知，藉由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

無呼吸道防護下長時間與確診病人處於 2 公尺內之密閉空間裡，將增加人傳人之感

染風險。另外，有部分動物的冠狀病毒會讓動物出現腹瀉症狀，可在糞便當中找到

病毒，可能藉此造成病毒傳播。 

 

2.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告，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至發病之潛伏期為 1 至 14 天（多數為 5

至 6 天）。若曾前往流行地區或曾接觸疑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之病人，目前仍維持需

健康監測 14 天。 

 

3.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訊，確診病人發病前 2 天即可能具傳染力。另外，確診病人發

病後呼吸道病毒持續排出期間仍無法正確得知，唯依國內經驗與國際文獻得知，確

診病人上呼吸道檢體可持續檢測病毒核酸陽性平均達兩週以上，且下呼吸道檢體檢

出病毒的時間可能更久。 

 

三、造成的影響: 
1. 患者多發燒、四肢無力，呼吸道症狀以乾咳為主，有些人可能出現呼吸困難。嚴重時

可能進展至嚴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或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等。依據目前的流行

病學資訊，患者大多數能康復，但也有死亡病例，死亡個案多具有潛在病史，如糖尿

病、慢性肝病、腎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等。 

2.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全球已有 2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報告逾 2030 萬名確診個

案，逾 74 萬多名患者死亡。 

 

四、預防方式? 
目前未有疫苗可用來預防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避免直接接觸到疑似個案帶有病毒

之分泌物與預防其飛沫傳染。 

相關預防措施包含： 

1. 關注並配合中央疫情中心最新公告防疫政策。 

2. 維持手部衛生習慣（尤其飯前與如廁後）、手部不清潔時不觸碰眼口鼻。 

3.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並維持社交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或佩戴口罩。 

4. 搭乘交通工具遵守佩戴口罩與相關防疫措施。 

5. 減少探病與非緊急醫療需求而前往醫院。 

6.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遵守相關規範。 

7. 身體不適時請停止上班上課，先留在家中觀察、休息，需要時請主動聯繫衛生單位就醫

時請說明旅遊史、接觸史、職業以及周遭家人同事等是否有群聚需求。 

五、注意事項: 

1.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或有身體不適，請確實佩戴外科口罩，儘速就醫。就醫時，並

應主動告知醫師接觸史、旅遊史、居住史、職業暴露、以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

症狀。 

2. 生病期間應於家中休養，並佩戴外科口罩、避免外出。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

即更換並內摺丟進垃圾桶。 

宣導海報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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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第一學期 9月份 主 題 2：口腔保健 
 

口腔保健，最重要的是要從小建立良好的潔牙習慣，保持口腔的乾凈及健康，健康的牙

齒不只讓人覺得神采奕奕，同時也可以讓我們進食與說話時都能自在無礙，良好的口腔保健，

對我們整體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定期口腔檢查 

   一般而言，至少每半年定期口腔檢查較為恰當；但年幼孩童的乳齒或高蛀牙風險族群，

則每三個月進行一次較佳。  

2. 健康均衡飲食 

   均衡的攝取各種營養素、減少吃甜食頻率、建立良好飲食習慣，可有效預防蛀牙的發生。  

★正確的刷牙方法  

 位置：刷牙除了刷牙齒外，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牙齦溝。在牙齦與牙齒交接的地方有

一道約為 0.1－0.2 公分溝槽，稱為「牙齦溝」。細菌、食物殘渣容易卡在裡面，引起細菌

的生長，所以盡量刷到「牙齒與牙肉之間的縫隙」。 

 力道：有些人對於牙齒清潔較為注重，總以為”大力就會乾淨“，長期刷牙過度用力，導

致牙齒磨蝕，不但牙齒沒刷乾淨，還會造成敏感性牙齒及牙齦問題。 

 角度：將刷毛與牙齒保持 45 度，牙刷輕輕壓向牙齒，讓側邊的刷毛也能接觸牙齒。 

 工具：選用軟毛小牙刷，太硬的牙刷容易傷害牙齦與牙齒。 

 順序：刷牙要有固定的次序，才不會漏刷，牙齒的外面、裡面及咬合面也都要刷到。 

3. 正確使用氟化物  

   目前常用的氟化物，包括含氟牙膏、含氟漱口水、氟錠、局部塗氟等，藉此達到讓脫鈣

的齒質（琺瑯質）再鈣化的功效。一般而言，自開始長牙以後，可由牙醫師視年齡及蛀

牙嚴重的程度，每三個月到半年施行局部塗氟一次。 

4. 注意事項 

1. 吃完東西立刻刷牙  

儘可能在吃東西後 2－3 分鐘之內刷牙，減少形成牙菌斑的機會。刷牙的時候不要一個勁

地埋頭苦刷，最好對著鏡子，直視正在刷的區域，並且依循一個方向，例如由左到右、

由外到內來刷，而且上下排牙齒要分開刷，確保不會漏了哪顆牙沒刷到。 

2. 刷牙之後使用牙線  

要徹底清潔牙齒，光刷牙是不夠的，還得加上使用牙線，才能把藏在齒縫間的食物殘渣

清掉，也把牙菌斑清乾淨。 

3. 減少攝取甜食  

少吃甜食、糖分高及容易黏牙的食物，就少提供口腔細菌養分，形成牙菌斑，當然蛀牙

的機會就會降低。也要少喝碳酸飲料，避免碳酸侵蝕牙齒的琺瑯質。 

4. 刷牙要刷 3 分鐘 

一般人刷牙平均只有 1.38 分鐘，實際上，刷牙時間應維持在 3 分鐘左右，口腔及牙齒上

的細菌才能得到充分清除。 

5. 睡前刷牙後不再進食 

睡眠時人的口腔唾液分泌量最少，口腔的自潔作用差，如果刷牙後睡前再吃東西，那刷就

沒有意義啦。 

6. 對牙齒有益的食物 

(1). 奶酪 

含有豐富的鈣質，能有效強化牙齒和骨骼。乳製品（如乾酪和牛奶）還含有酪蛋白，

有助於穩定和修補琺瑯質。 

(2). 綠色葉菜 

菠菜等綠葉蔬菜都含有豐富的纖維，對牙齒非常有益。進食後需要大量咀嚼才能分

解這些蔬菜，並能令你產生更多唾液，可清理和沖洗你的牙齒，同時中和酸性。 

(3). 鮭魚 

這種魚類富含 Ω-3 脂肪酸，也能為你提供大量維生素 D，有助於促進人體對鈣的吸

收，有效保護和鞏固牙齒。 

(4). 綠茶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綠茶對人體有很多好處，因為它富含可殺菌抗病的強大抗氧化

劑，能有效防止牙菌斑黏在牙齒上，進而保護牙齒健康。一般而言，各種茶內都含

有氟化物，可防止蛀牙和鞏固琺瑯質。 

 

 

資料來源：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