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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 流鼻水 肌肉痠痛 

腹瀉 嗅味覺喪失 頭痛、噁心嘔吐 

一、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2019 年 12 月起源於中國武漢爆發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

炎，衛生福利部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訂為第五類法定傳染病，2020 年 2 月世界衛生組織將此

新型冠狀病毒稱之為 COVID-19，因國內 COVID-19 疾病

嚴重度下降，國內疫情穩定，至 2023 年 5 月 1 日起由第

五類傳染病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 

二、傳染途徑  

(一)飛沫傳染：藉由咳嗽、打噴嚏、唱歌、說話等方式吸入   

   人體。 

(二)接觸傳染: 經由碰觸到有病毒表面之物品，藉由觸摸眼 

   睛、鼻子或口腔等黏膜方式進入人體。 

三、常見症狀 

兒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症狀較輕微，類似感冒症狀。 

  

 

   

 

 

咳嗽、喉嚨痛 



 

四、治療方式 

  目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方式主要為給予抗病毒

藥物及支持性療法，如：給予退燒止痛藥物、點滴補充、

提供氧氣維持氧合充足等。 

五、常見症狀照護注意事項 

(一)發燒照護 

1.即將發燒的時候，常會先四肢冰冷與發抖，這時候可先給 

  予保暖；全身發熱或流汗時再減少衣物與保持室溫涼爽， 

  也可給予溫水擦拭身體。 

2.補充適量水分與電解質，給予流質易消化食物，如：布 

  丁、優格、蒸蛋等。 

(二)咳嗽、呼吸喘照護 

1.採取舒適臥位，可抬高床頭。 

2.觀察有無呼吸喘情形如：哭鬧不安、鼻翼煽動、胸肋凹等 

 情形。 

3.如口鼻分泌物多，可適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4.觀察嘴唇是否有發紺情形，四肢是否有冰冷情形。 

 

 



 

(三)噁心、嘔吐、腹瀉照護 

1.調整飲食及水分補充： 

(1)年紀較大的兒童，可攝取五穀類、澱粉（白稀飯、白吐 

  司、白饅頭）米湯及去皮雞胸肉等。 

(2)餵食母乳的兒童，可繼續哺餵母乳，不需要暫停。 

(3)避免吃含糖量高及高脂肪的食物，腹瀉情況較穩定後恢 

  復正常飲食。 

(4)許多市售運動飲料因含糖量高、滲透壓高及鈉含量低， 

  易影響兒童腎臟代謝負擔，建議可使用市售專用電解質 

  液補充水份。 

2.如有嘔吐情形，可適當清除口鼻分泌物並維持身體清潔。 

3.餵食前後、換尿布後需注意手部清潔。 

4.觀察大便情形，大便後以溫水輕輕清洗臀部，勿用濕紙巾 

 擦拭，之後保持乾燥，避免病童紅臀。如果已發生紅 

  臀，可依醫師處方給予藥膏塗抹。   

5.勤換尿布，建議以溫水清洗臀部。 

6.如痊癒後 2-6 週出現有發燒、腸胃道症狀〈噁心、嘔吐、  

  腹瀉〉、皮膚粘膜症狀（皮疹、非化膿性結膜炎）、心血 

  管系統（心肌功能異常、冠狀動脈瘤），須考慮為兒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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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發炎症候群（MIS-C），應立即至醫院做後續治療。 

六、預防方法 

(一) 避免病毒傳播 

1.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避免感染及病毒傳播。  

2.出入公共場合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需配戴口罩。 

3.避免出入人潮密集的集會活動。 

4.加強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使用肥皂和水，或使用酒 

精)，避免接觸傳染。 

  

 

(二) 保持環境清潔 

    市售含氯漂白水為 5%-6%，一般的環境，如家具、房

間、廚房，消毒可以用 1：50 的稀釋漂白水(1,000 

ppm)，浴室或馬桶表面則應使用 1：10 的稀釋漂白水

(5,000 ppm)消毒，並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 

漂白水泡製 市售漂白水+自來水 

1000PPM 

(環境消毒) 

  

5000PPM 

(浴室/馬痛消毒) 

 



(三)接種疫苗：滿 6 個月後接種 COVID-19 疫苗可提升自 

   我免疫保護力，降低感染後住院、重症及死亡之風險。 

七、需緊急就醫情況 

1.哭泣時沒有眼淚、尿量大幅減少 

2.抽搐、手腳麻痺、感覺異常 

3.嘴唇、手指、腳趾發黑 

4.持續嘔吐及腹瀉 

5.呼吸喘或有胸凹現象 

6.意識不清、持續昏睡（如：身體乾軟、觸碰無反應） 

八、結論 

  多數感染的兒童為輕症，如有精神、活力不好、食慾不

佳、嘔吐、腹瀉、脫水的症狀，呼吸困難、意識不清等情

況發生，需要儘快就醫。平時佩戴口罩、正確方式勤洗手

等良好的衛生習慣，鼓勵接種疫苗以降低重症發生機率，

做好居家環境的清潔與消毒，維持營養以提升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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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喜歡這份衛教單張嗎?請拿起您的手機掃條碼完

成滿意度，給我們回饋及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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