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即時掌握，防疫滴水不漏

自2020年2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疫情日趨嚴峻，我國保持高度警

覺，持續超前部署，在2020年2月16日啟用「旅

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電子化系統（以下

簡稱入境檢疫系統）」，同時將入境檢疫系統

資訊連結至民政系統，這項整合服務不僅加速

旅客通關速度，大幅提升檢疫效能。

在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無論是航空公司櫃

檯，或在飛機機艙、機場入境大廳，旅

客都能夠看到「入境檢疫系統－簡單4步驟」告
示，其中包含「掃描、輸入資料、接收簡訊、出

示手機」等4步驟。

「掃描」是指只要旅客持有國內電信業者手機

號碼，在航空公司櫃檯報到時，便可先用手機

入境檢疫系統有效連結
文／蘇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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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入境檢疫系統QR-Code，之後進入「入境

檢疫系統」網站，讓旅客於國外候機時，可先

於線上輸入健康資料與基本聯絡資訊，航班

抵台後，旅客可開啟手機，接收入境檢疫系統

藉由手機簡訊自動發送的健康申報憑證，入境

時只要出示這則手機簡訊，簡訊顯示一切正

常，即可快速通關，如果旅客來不及在航空公

司櫃台掃描QR-Code，也可在航班抵台後進行 

QR-Code掃描與線上填報，透過這項便民服

務，旅客可充分感受到入境檢疫系統在入境時

所帶來的便捷與高效率。

當入境旅客收到健康申報憑證的簡訊時，會出

現一組條碼，機場檢疫人員將檢視該條碼，若

為綠色標示，便代表可以放行，當旅客填寫資

料，自承有發燒、咳嗽等症狀，條碼標示就會呈

現紅色，當下機場檢疫人員就會引導旅客進行

其他檢疫作業，避免疾病進一步擴散。

幕後英雄不眠不休

電子化系統迅速到位

入境檢疫系統在2020年1月底開始籌畫、建置，到

2020年2月16日便正式啟用，迄今入境旅客中已達7

成旅客使用這套系統，其中99%的使用者順利接收

到簡訊，並出示簡訊快速地入境通關，節省了許

多時間，而這背後有許多幕後英雄不眠不休努力，

才能在短短時間展現如此成績，其中衛生福利部

資訊處（以下簡稱資訊處）團隊更是重要推手。

談起當初建置這套入境檢疫系統的時空背景，資

訊處處長龐一鳴記憶猶新，他回憶道，在2020年

1月農曆年假期間，已有一些自中港澳入境的民

眾陸續接受居家檢疫，但此時民眾的居家檢疫資

料在填寫上有些疏漏、錯誤，一旦資料不完備，

各地村里長、村里總幹事就無法順利追蹤居家檢

疫民眾，此時所有人的壓力都十分沉重，擔心造

成防疫漏洞，因此在2020年1月29日，也就是農

曆年假的最後一天，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便邀集衛

生福利部資訊處等單位進行電子化系統相關的

會議與討論。

當時，龐一鳴並不了解為什麼村里長、村里幹事

會顯得如此急迫、擔憂，當他檢視整體資訊流通

過程，才發現問題所在。他發現，過去旅客入境

臺灣或其他國家，若需要填寫各式入境表單，皆

以手寫為主，而這種做法主要會造成三個問題：

第一，一個人的手寫字跡可能遭到誤認、曲解，

而打字的人若解讀錯誤，就會造成資料出錯；第

二，由於要進行大量資料的打字及登錄，而需投

入十分龐大的人力，甚至許多行政主管也必須加

入打字行列，可能導致無暇執行其他重要事務；

第三，旅客入境、完成資料填寫後，資料還需要

經過登錄、打字再彙整至民政系統，整個流程需

要花費數天時間，而防疫工作講求效率，這種做

法便顯得緩不濟急。

此外，由於每個人填寫資料的習慣、格式不一，

常導致電腦當機，更讓情況如雪上加霜，以衛

生福利部總機電話為例，有些人習慣填寫（02）

8590-6666，有的人則習慣寫02-8590-6666，當格

式不同，電腦運作便可能受到阻礙，或者有民眾

為孩子填寫手機資料時，可能在電話資料後面

加註「（爸爸）」或「（媽媽）」等資訊，也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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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電腦運作，不僅如此，有的民眾家裡有三、五

組電話號碼，當所有電話號碼放在電腦表格同一

格，也會影響系統判讀，在時間、經費有限的情

況下，這些問題讓系統建置增添許多挑戰。

龐一鳴分析上述問題後表示，整體入境檢疫

資料的彙整、整合與資訊傳送方式，尚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因此便整理出一套電子化資訊管

理流程架構，期待透過電子化流程節省更多人

力、時間，同時也讓資料更正確，當流程架構完

成，獲得行政院支持，資訊處團隊便與民間企

業攜手，迅速進行系統建置。

「理論上，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建置電子化系統

減輕人力負擔，但過程中也是有些辛苦之處。」

龐一鳴表示，建構入境檢疫系統主要目標是將

資料處理系統化，並有效地將民政系統、入境

檢疫系統的資訊進行串聯，各項警示條件也逐

一納入。由於全世界購買機票皆採實名制，因

此便可做為資料稽核依據，入境遊客只要掃

QR-Code，便能登錄、輸入資料，再經過驗證、

比對機票資訊，確認聯絡電話無誤後，各項資

料就會馬上傳送至民政系統，各地村里長、村

里幹事便能根據這份資料追蹤需要居家檢疫的

民眾，並定期打電話給予關心。

Line Bot、雙向簡訊上線

關懷心意不間斷

在這場防疫作戰中，村里長、村里幹事等第一線

關懷人員與防疫人員必須密切合作，追蹤居家檢

疫與居家隔離民眾的健康變化，初期以電話關

心、書面登錄為主，與入境檢疫系統的建置開發

同時間（2月中旬），資訊處也在民政系統上建

立了「防疫追蹤系統」，供第一線關懷人員掌握

每日所需關懷居家檢疫對象的基本資料與健康狀

態，並於2020年4月陸續加入聊天機器人「疫止神

通」LINE Bot、「雙向簡訊」通報機制等管道協

助追蹤關懷，減輕第一線關懷人員的作業負擔。

以「疫止神通」LINE Bot來說，當民眾需要居家

檢疫，可以在接獲簡訊通知時點選連結，將「疫

止神通」Line帳號加為好友，在輸入相關認證資

訊後便完成驗證，往後就能每日進行自主健康

通報，並取得防疫相關訊息。截至4月7日，已有

9,843位民眾透過此系統主動回報個人健康狀況。

除了「疫止神通」LINE Bot，自4月5日起，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也針對居家檢疫、居家

隔離的民眾定時發送雙向簡訊，民眾透過簡訊

就可回報自己的健康狀況，無論是LINE Bot或

雙向簡訊回報，所有民眾的自主健康通報內容

都會整合至「防疫追蹤系統」，第一線關懷人員

便能即時掌握、瞭解民眾的健康狀況。

透過「疫止神通」LINE Bot，進行居家檢疫的民眾就
能自行回報健康狀況，讓第一線關懷人員即時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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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民眾對於「疫止神通」Line Bot訊息或簡訊

訊息「已讀不回」或「不讀不回」，村里長、村

里幹事等第一線負責進行關懷的民政人員就會

親自關心，由此可知，這些自主回報模式並不

會完全取代民政人員的親自關懷，即使是無症

狀民眾，也會不定時收到民政人員的關懷與慰

問。龐一鳴指出，過去第一線關懷人員對居家

檢疫、居家隔離民眾進行人工關懷，常需要耗

費大量時間、人力，而「疫止神通」Line Bot、

雙向簡訊等互動模式不僅讓民眾自主回報時間

更具彈性，也讓追蹤工作更具效率。

整體而言，入境檢疫系統、「疫止神通」Line 

Bot與雙向簡訊模式皆對民眾、防疫團隊與決策

者產生很大助益，對民眾而言，相關程序更為

便捷、省時，時間彈性也增加，對第一線關懷

人員來說，不僅更能精確掌握資訊，時間、人力

也節省不少。至於電子化系統所整合的龐大數

據，也可以製作成視覺化圖表，提供更宏觀的

資訊，作為長官決策時的參考依據，協助進行

更精準的決策與判斷。

盼望相忍為國　攜手度過疫情危機

同時，龐一鳴也非常感謝宏達電（HTC DeepQ）、

LINE等民間企業、中華電信及衛生福利部承包

廠商的鼎力相助，他表示，沒有這些企業的協

助，系統無法在如此短的時間就建置完成、順

利上線。同時他也盼望，在疫情緊繃時期，民眾

可以「相忍為國」，盡量配合各項防疫措施，與

防疫團隊攜手度過疫情危機。

特別誌謝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處長　龐一鳴

❶ 掃描 QRCode 進入入境檢疫系統

❷ 填寫資料並送出

❸ 接收健康憑證需有臺灣手機門號

❹ 出示手機簡訊加速入境

★ 無手機者可與同行者 ( 需同居住地 )
  共同線上填寫，或索取紙本填寫

簡單 4步驟，加速入境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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