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台灣直到目前已經有七百多萬人
感染新冠肺炎，雖然僅有0.43%的病人
會進展到中重症，但值得關注的是不
管是輕症或是重症，新冠肺炎相關的
症狀都有可能持續存在超過 4 週而進入
所謂「長新冠期」。依據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援引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定 義， 新
冠肺炎病人感染 SARS-CoV-2病毒三個
月後，仍有無法以其他診斷解釋，持續
至少兩個月，且通常對日常生活或身體
活動功能造成影響的症狀，俗稱為「長
新冠」。長新冠所帶來身體的不適現
象，廣泛的出現在心臟、呼吸、神經、
消化，以及皮膚和肌肉關節各個身體系
統；常見症狀包含：容易疲勞或疲倦、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認知功能障礙、
肌肉和身體疼痛、皮疹、心悸、腹瀉…
等，這些病毒後綜合症通常會對患者日
常生活產生影響。因此，當確診者經歷
新冠肺炎急性期治療超過 4 週後仍感到
身體不適時，建議先至 COVID-19康復
者整合門診接受身心評估，依據其嚴重
程度、社會及家庭支持功能高低，來評

估患者是否適合在家疾病療養或需住院
治療，才能幫助病人早日重拾正常生
活。

二、長新冠定義

對於新冠肺炎感染後的長期症狀，
不同組織與機構在定義或名稱上有些
微差異，例如美國疾病預防及管制中
心（ CDC）定義初次感染後4週或4週
以上，仍持續有新出現、復發或持續性
的症狀，綜稱為「後 COVID症狀（Post-

COVID Conditions）」； 英國國家醫療服
務體系（NHS）則將此類病人統稱為「長
期 COVID（ Long COVID）」，即國內常
用的「長新冠」名詞來源，其中症狀
持續超過感染後4週者稱為「症狀持續
存 在 的 COVID（ Ongoing symptomatic 

COVID）」，若超過12週且無法解釋為
其他疾病所致者，則稱為「後 COVID

症候群（ Post-COVID Syndrome）」；世
界衛生組織（WHO）以德菲法（Delphi）
調查國際專家共識，於2021年10月6

日公布，將因罹患新冠肺炎產生的長期
影響稱為─「 COVID-19急性感染後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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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群（ Post COVID-19 Condition）」，定
義為確診或疑似感染 SARS-CoV-2病毒
3個月後，仍有無法以其他診斷解釋且
持續至少2個月的症狀，並通常對日常
生活或身體活動功能造成影響。

三、致病機轉

為何會發展成長新冠，目前原因
可歸因下面三點：（1）因新冠病毒引發
的病理生理學變化、（2）急性感染引起
的免疫系統失調和發炎性傷害、（3）重
症病程產生之後遺症。然而第三點不只
會發生在重症病人身上，輕症的病人也
可能會發生，主要是在隔離期間或解除
隔離後出現的全身衰弱、肌肉無力、容
易呼吸困難的狀況，可能與病人缺乏活
動、營養狀況差有關。

四、常見症狀

（一）疲累：雖然目前沒有證據表明
使用特定藥物治療，或是特定食
物可以改善 COVID-19感染相關
的疲勞，但鼓勵染疫康復者能充
分休息、良好的睡眠以降低疲勞
感受，並依據疲累程度，給予漸
進式的肺復原計畫，在可以耐受
的情況下緩慢進行，如果無法耐
受進展或在活動後出現症狀惡化
或不適，可尋求醫師或復健師評
估。

（二）呼吸困難：可以利用呼吸自覺量
表（ Modified Borg Scale） 來 評
估症狀是否加劇，或是觀察是否
有額外氧氣需求，是否影響血氧
飽和度來評估 。

（三）認知功能、腦霧：除了可憑日常
感受，也可以透過失智症篩檢量
表了解，可由親友協助測驗並計
算錯誤題數。答錯0-2題表示心
智功能完整，3-4題則可能有輕
度障礙，5-7題則得留意可能有
中度障礙，8-10題則可能有重度
障礙。

（四）心理健康：可以利用簡式心理量
表進行測試，回想各題於近一周
包含當日的感受、苦惱程度。總
分若為 6分以下為身心狀況適應
良好，6-9分為輕度情緒困擾，
10-14分為中度，15分或以上則
為重度。

五、新冠長期症狀的治療和康復

新冠肺炎治療除了藥物及支持性
療法，復健在病程中扮演著重要的一
環。適當的復健治療在新冠肺炎疾病治
療中的角色至少包含以下三點：1.對於
輕症病患來說，可維持運動能力和日常
活動能力。2.對原本就有肺部疾病或是
痰液較多的病患來說，可幫助痰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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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促進有效呼吸。3.對於重症病患來
說，可減少長期臥床的併發症，預防在
加護病房長時間住院帶來的衰弱。而英
國國家衛生與護理研究所（ NICE）提
出的「長新冠」治療方案為：染疫康
復者應定期至胸腔科門診追蹤肺部功
能，並透過各項簡易量表評估自己是否
需要復健，及早介入有助提升生活品
質、降低未來長期醫療需求、甚至促進
整體生存率及身心健康。

六、結論

大多數患者至少經歷過一種急性
後遺症的症狀，但經定期追蹤後可能會
有所改善。預防長新冠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避免感染新冠肺炎，接種疫苗、正確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避免人
多場所等做法，都能降低感染新冠肺
炎風險。為幫助新冠肺炎（ COVID-19）
染疫康復者能儘早回復正常生活，中央
健康保險署和衛生福利部各司署自 110

年12月起共同推動「 COVID-19染疫康
復者門住診整合醫療計畫」，讓確診解
除隔離後6個月內之康復者，如有新冠
肺炎衍生之不適症狀，可經由各參與醫
院個案管理師協助掛號診療。一旦長新
冠症狀轉趨嚴重，或在康復後有新發生
之症狀，仍應盡早就醫，尋求專業醫療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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