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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開始，上至
教育部、學校等行政單位，下至教師
家長乃至學生自己都開始注意防疫相
關的措施和行為，包括戴口罩、勤洗
手、注意消毒和不共食等行為。

這些措施及大部分的和過去在中
小學及幼兒園宣導的自我照顧、防護
等有相當大的部分重複。

從這些結果推論，COVID-19的防
疫措施和腸病毒是重複且共通的，只
是在過往因為沒有足夠讓眾人恐懼的
疫情去組織防疫指揮中心去控制腸病
毒也沒有確切的遵守防疫方式。

防疫措施比較

在2020年的COVID-19疫情期間，新聞中有關腸病毒的疫情消息驟減。

另外也從官方數據中看出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腸病毒的染疫人數明顯下降，
因此我們推論對於COVID-19的防疫措施也能夠有效的防範腸病毒的危害。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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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開始，上至教
育部、學校等行政單位，下至教師家長
乃至學生自己都開始注意防疫相關的措
施和行為，包括戴口罩、勤洗手、注意
消毒和不共食等行為。本研究將其措施
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並分析其成功或失敗
原因：
【一】初期：疫情剛開始爆發由中國武
漢傳出，後蔓延至鄰近地區。此時的國
際態度較為樂觀且消極，再加上中國官
方的保證便更加鬆懈；然國內對於SARS
的經驗與對中國官方的不信任致使我國
較早採取邊境管制、防疫宣導等措施，
進而成功控制第一波的疫情。
【二】控制期：初期的成功為我國爭取
到充足的時間去建立應對法規，這使得
我國可以利用法律成立指揮中心並有效
管制口罩、酒精，同時每天定期的記者
會也確實令民眾安心。此時我國相對國
際面對疫情樂觀且配合度高。
【三】穩定期：我國在這一階段中不但
確診數少且社會狀況良好，大多民眾依
然展現高的防疫措施配合度；此階段大
約維持了27週。
【四】浮動期：自2020年10月起，由於
長時間的疫情穩定使得民眾對於防疫措
施的配合度下降，再加上指揮中心對防
疫的鬆綁，防疫力道的下降明顯反映在
上圖數據中，確診個案的上升；此階段
後國內疫情開始升溫，但並沒有引起媒
體與民眾關注。
【五】近期：2021年4月20日爆發華航機
師群聚感染，隨之而來的數週裡國內本
土案例激增，防疫等級提升到三級；此
階段在本研究截稿為止並未結束，後續
資料有待補充。

防疫措施回顧

經歷這次尚未結束的疫情，我們
發現在這次疫情中許多的防疫措施是
在過去包含腸病毒在內，如流感等常
見的流行病、傳染病相重複的，只是
過去並沒有特別的受到重視，而是因
這這次疫情的關係才被放大檢視。

若是這樣的防疫意識可以維持，
就算這次COVID-19的疫情結束，就算
到未來相信也可以避免許多流行病的
疫情發生。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