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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週增減幅度

受影響國家/地區數：194
確診病例數：195,692,862 (+551,346 /day)▲
死亡數：4,195,877 (+8,526 /day)▲
CFR：2.1% ━

截至7/28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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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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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疫情結論：
• 全球疫情回升，我國周遭國家上週病例數仍繼續增加；Delta變異株之流行持續擴大，邊境管制仍不宜
放鬆。

全球▲7%

西太平洋▲31%
非洲▼7%

重點國家近1週增減幅度：

-日本：+53% -泰國：+38%
-韓國：+8% -印尼：-13%
-菲律賓：+23% -美國：+60%
-新加坡：+46% -加拿大：+32%
-馬來西亞：+24% -越南：+82%

報告年週



境內疫情結論：
• 全國疫情維持低度流行，各縣市偶有零星感染源不明待釐清個案及年輕族群數尚未下降，防治工作仍
不能放鬆。

• 本週疫情警戒調降為二級，加強落實相關防疫指引，密切監測後續效應

 疫情維持低度流行，近一週全國新增本土病例數(132例)
較前一週(115例)上升15%；新增本土病例以雙北為多
(73%)，目前仍有零星感染源待釐清個案及群聚事件，
顯示社區存有隱性傳播鏈，須留意疫情警戒降級後，人
流回升及民眾社交活動增加對疫情之影響

 感染者以青壯年族群為主，上週20-39歲佔47%，40-
59歲佔35%，該族群為現階段防治重點，病例數上升可
能為近期加強篩檢等作為所影響

 數學模式推估，維持現今管制強度狀況下，疫情曲線可
維持緩慢下降趨勢，未來一週每日發病新增可能維持
30-50例以下。

累計病例：15, 619例(+142例, 較上週減少5%)

本土感染：14,306例

境外移入： 1,260例

死亡病例：787例(+9例, 較上週減少64%)

國內疫情概況

全國COVID-19確定個案發病趨勢

統計截至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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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治1-「疫調輔助平臺」7/26上線

熱區地圖確診軌跡 實聯制查詢

目的
因應降級解封及協助精準疫調，以資
訊科技協助地方政府便捷其疫調工作

適用對象

嚴格限制提供各地方政府有權進行疫
調之人員登入使用

個資保護

簡訊實聯制僅能調28日內資料

詳實記載帳號使用人員、使用時間及
內容，日後並將開放使用紀錄查詢

圖形化及動
態方式提供
查詢確診者
活動軌跡，
地方政府可
跨區調閱

提供可能群
聚之足跡分
布、潛在感
染源及確診
者足跡分析，
以觀察熱區

整合簡訊實
聯制資料，
提供一線人
員以電話或
場所代碼查
詢疫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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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遵守通案原則

 除飲食外，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50人，室外100人
【超過上限，得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出入口管制、人流管控降載及動線規劃

 實聯制、維持社交距離、體溫量測及加強環境

清消、員工人員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社區防治2-降二級之防疫規範

依修正之防疫措施公告執行

 應遵守各項防疫措施、公告及指引

 違反強制規定依法裁罰

7 / 2 7 起 至 8 / 9 全國調降為二級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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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1-疫苗預約情形

預約接種期程至7/29 12:00時截止

截至7月28日22時，已預約率為74.26%

接種期間:7/30-8/6

7/27-29開放預約接種

1983/12/31(含)以前出生民眾

因颱風影響取消預約(宜蘭縣、
基隆市)

第三輪已收過簡訊未完成預約者

總計發送133.5萬筆簡訊。

7/27重啟平臺意願登記

7/27 14:00起重新開放18歲以上意
願登記民眾，截至7月28日22時，
累計登記人數共909.7萬人

新增列入高端疫苗選項，提供20歲
以上民眾選擇，截至7月28日22時，

61.8萬人登記高端疫苗

 開放民眾調整意願

惟優先處理7/19 12:00前已意願登記者，
再接續處理



疫苗接種2-提升涵蓋率

7

疫苗接種劑次人口比:
31.96 (劑/每百人)

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30.64%

疫苗施打執行率
已配撥821萬7,270劑

已使用699萬4,746劑，施打率85.1%

至8/6將屆效3批Moderna疫苗剩餘約3.5
萬劑，各縣市均已安排可於屆效前用畢

提高鼓勵醫療院所提供民眾

免費接種之獎勵措施

族群及接種對象* 預估人數(萬)
完成第1劑

接種人次(萬)
接種率

醫事人員 59.6 55.0 92.3%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21.1 19.5 92.3%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 11.2 9.0 80.1%

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國者 0.26 0.2 75.7%

機構、社福照顧系統之人員及
其受照顧者與洗腎患者

59.7 38.8 65.1%

孕婦 18 4.1 22.6%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 104.6 76.2 72.9%

可能增加感染及

疾病嚴重風險之疾病風險族群
372.9 35.7 9.6%

總計 647.4 238.5 36.8%

不含尚未造冊對象之醫事機構中非醫事相關人員、自費接種者及5/3-5/26期間開放接種之第1至第3順位人員之同住家人

年齡別接種對象(依戶籍地) 預估人數(萬)
完成第1劑

接種人次(萬)
接種率

75歲以上長者 150.4 101.9 67.74

65-74歲 252.1 191 75.79

50-64歲 531.5 214.7 40.40

總計 934.0 507.6 54.3%

統計至7/28 21:00



持續工作重點

• 密切監控降為二級警戒後之後續效應

• 持續加強邊境嚴管並監測變異株病毒

• 加強年輕族群之防治作為

• 持續提升疫苗接種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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