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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構造 

蛋白質衣殼(形狀不一定相同) 

外套膜(並非所有病毒都有) 

核酸 



螺旋型病毒 正二十面體型病毒 複合型病毒 



病毒如何複製? 
 



https://trulyjuly.wordpress.com/2020/03/25/coronavirus-a-virus-is-not-a-living-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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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強大宿主——蝙蝠 

壽命 基因修復 新陳代謝抑制病毒 群居及分布 

病毒需靠宿主才能繁殖與存活 



病毒的強大宿主——蝙蝠 

長壽 基因修復 新陳代謝抑制病毒 群居及分布 

 

對於部分恆溫動物來說，體積越大，壽命越長  [ 
 

 

Ex: 小老鼠平均壽命4歲，貓14歲，狗16歲，馬28歲，大象70歲，藍鯨85歲 

心跳代謝與生長速度 
掠食者 

心跳300下／分鐘 心跳2下／分鐘 

*蝙蝠的平均壽命約 30-40年 



病毒的強大宿主——蝙蝠 

長壽 新陳代謝抑制病毒 群居及分布 基因修復 

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研究院王林發教授說： 

 「我們不是在說蝙蝠從來不會生病，或是從來不會被感染。我們說的是，它們比較會處理
傳染病毒這件事。」 

蝙蝠是唯一會飛行的哺乳類，擁有非常快速的新陳代謝，為了因應新陳代謝
造成頻繁的細胞替換，演化出比其他哺乳類更強大的基因修復能力 
 

直接攻擊 提早預警 

破壞細胞內的病毒 RNA 及尚未完成的病毒蛋白、
抑制病毒複製， 並殺死體內已被感染的細胞 

活化其他免疫細胞 

干擾素 「干擾素基因刺激蛋白-干擾素」（IFNs）是一種免疫物質 



病毒的強大宿主——蝙蝠 

長壽 基因修復 群居及分布 新陳代謝抑制病毒 

飛行                               
 

蝙蝠 人類 

體溫 40°C 37°C~40°C 

體溫高(長期發燒體) 

篩選機制 
抑制、消滅 

創造、活化 強大 

需要能量 



病毒的強大宿主——蝙蝠 

長壽 基因修復 新陳代謝抑制病毒 群居及分布 

蝙蝠全球分布範圍 

       蝙蝠屬於群居動物起分布
廣，大多在山洞洞穴中休息，
而大量的蝙蝠及身上的病毒廣
泛擴散且互相傳染，加強了各
式RNA的重組及異變。 



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 
(一)2002－SARS 
 
  SARS源頭來自廣東，由蝙蝠傳給中間
宿主果子狸，再接觸到人類身上，主要症
狀為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難、肌肉痠
痛等，近距離傳染，主要透過親密接觸傳
染，淺伏期２至７天。在台灣共有346名確
診病例，造成73人死亡；而在全球，則是
有8,096名病例、774人死亡。當時因為天
氣變熱以及民眾的防疫隔離等，疫情才漸
趨穩定。 

 



冠狀病毒 

(二)2012－MERS中東呼吸系統症候群 
 
  首次發現在中東地區爆發，後來主要流
行於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伊
朗等中東地區和東亞的韓國，而病毒來源為
駱駝。主要症狀為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
難、腎衰竭等。世界衞生組織獲得全球通報
684件MERS確診個案，其中204宗死亡，而
死亡率約為3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3%8F%E5%9C%B0%E9%98%BF%E6%8B%89%E4%B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81%AF%E5%90%88%E5%A4%A7%E5%85%A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冠狀病毒 
(三)2019－新型冠狀病毒 
    又稱武漢肺炎，大部份調查指出蝙蝠或穿山甲是其中一個病毒媒介，但是否有其他
中間宿主媒介仍是未知，主要症狀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難等，目前台灣確診人
數已達445，中國大陸疫情更是嚴重，且這波疫情已蔓延到全球，成為世界關注的議
題。目前統計，全球武漢肺炎病患的死亡率為5.48%，而未來還是無可預知的變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D%99%E8%9D%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F%E5%B1%B1%E7%9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9%96%93%E5%AE%BF%E4%B8%BB


冠狀病毒 
SARS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MERS 
中東呼吸系統症候群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年代 2002 2012 2019 

流行地區 主要為中國及北美 中東地區 全球 

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 
直接或間接接觸病人及其
分泌物 

飛沫傳染 
直接或間接接觸病人及其
分泌物 

飛沫傳染 
直接或間接接觸病人及其
分泌物 

潛伏期 2-7天 2-14天 7-14天 

致死率 9.5% 30% 5.48% 

症狀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
難、肌肉痠痛等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
難、腎衰竭等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困
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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