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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床場景

病人狀況

1. 35歲黃女士，曾接受兩劑moderna疫苗
2. 懷孕39周至醫院待產，PCR=12確診新冠病毒

瞭解病人的主要問題

1. 擔心將新冠病毒傳給胎兒，造成胎兒感染?

2. 確診新冠病毒後是否能母乳哺餵?

尊重病人的治療意願

1. 胎兒出生後是否能接受任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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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景知識
病人族群及疾病

[疾病] Covid-19 (+) in pregenant paients

✔ 特性
1. 懷孕女性確診新冠病毒其表現症狀

與一般受感染成人相同
2. 建議無症狀/輕微症狀懷孕女性在家

自主隔離; 若有較為嚴重症況或出現
呼吸道併發症及需住院接受治療

✔ 治療

透過SDM，需考慮產婦狀況的嚴重程度、潛在風險因
素、胎齡、潛在的產婦益處

1. 一般症狀緩解(acetaminophen 2g/天)

2. 抗病毒藥物/單株抗體治療
(目前在COVID-19 的藥物無孕婦相關離床試驗)

Remdesivir /Tocili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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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背景知識
病人族群及疾病

[疾病] Covid-19 (+) in pregenant paients_brearstfeeding

✔ 特性
1. 目前無證據顯示covid-19會透過母乳傳播。
2. 可以進行母乳餵養，若暫時分居之母嬰，應由母親擠乳汁後，由健康的護理人員

將母乳喂給新生兒。

B
a

c
k
g

ro
u

n
d

 K
n

o
w

le
d

g
e



6
背景知識
病人族群及疾病

[治療] newborn/ pediatric

COVID-19 (+) treatment

特性
1. 兒童與新生兒在COVID-19的治療

目前無大型臨床試驗，基本是根
據症狀給予治療用藥

2. 可能導致MIS-C發生，因此需更加
密切注意感染

✔ 治療
1. 一般症狀緩解
2. 中重症用藥
Dexamethasone

Remdesivir/ Tocili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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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
IC

O
 的

質
與

量
根據臨床問題形成 PICO

PICO 1 PICO 2

P 新生兒感染covid-19 新生兒

I Antiviral / 單株抗體COVID-19藥物治療 母體確診新冠病毒垂直感染胎兒

C 保守治療/症狀緩解藥物 NA

O
好處:症狀緩解/ 住院率/ MIS-C發生率
壞處:藥物副作用/ 不良反應/ 併發症

感染因子風險分析
母嬰血液垂直感染
新生兒確診數/ 存活率

類型 治療型問題 病因型問題

選擇此 PICO 原因
✔ 這是病人最關心
✔ 最可能面對的問題
✔ 最關乎病人的生活品質



8
關鍵字
清楚描述我們所選的 PICO

中文關鍵字 英文關鍵字 同義字 / MeSH / Emtree

P 新生兒

Infant, Newborn

SARS-CoV-2

offspring

neonate

Infant, Newborn

Offspring

neonate

Pregnancy Outcome / epidemiology*

SARS-CoV-2*

I 母體確診新冠病毒垂直感染胎兒
COVID-19 (+)

Vertical Transmission 

COVID-19 / diagnosis

COVID-19 / transmission*

COVID-19 Nucleic Acid Testing

Transmission, Vertical*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Vertical*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Infectious*

C NA NA NA

O
感染因子風險:

母嬰血液垂直感染
新生兒確診數 PCR陽性/ 存活率

Vertical Transmission 

Survival

Newborn COVID-19 cases

PCR(+)

Pregnancy Outcome*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Infectious / diagnosis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Infectious / virology*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Pediatrics / statistics & numerical data

Transmission, Vertical*

COVID-19 Nucleic Acid Testing* / methods

Positive Reactions

先以『P』AND『I』做搜尋，並利用 OR 增加搜尋廣度，
再依據結果適當加入『C』和『O』近一步搜尋。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9 檢索策略及資料庫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搜尋資料庫：
「二級資料庫」Cochrane ➔
「一級資料庫」Embase、PubMed、華藝線上圖書館

限制研究類型（治療/預防型問題）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Maj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限制有全文可閱讀、限制年份

最符合我們的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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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Database Cochrane Library 
使用檢索功能提升搜尋效率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使用Limit功能
鎖定『Review、Trials』之文章

限定『2017-2022』文章

COVID-19 Vertical Transmission

AND Newborn

輸入關鍵字
『COVID-19 Vertical Transmission 

AND Newborn』

0 9



11
Primary Database Pubmed
使用檢索功能提升搜尋效率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限定適當文章類型
『M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限定適當搜尋範圍
限定『5年』內之文章
限定『Full text』有全文可供評讀
限定『Humans』 species

✔ 輸入關鍵字、同義字、MeSH

✔ 適當使用布林邏輯『AND』、『OR』
✔ 適當使用截切字元＊

COVID-19 AND Vertical 

Transmission* AND Newborn 



12
Primary Database Embase
使用檢索功能提升搜尋效率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使用 PICO Search 輸入關鍵字
✔使用預設搜尋exp.

✔利用內建的 Synonyms 系統擴大搜尋範圍
✔適當使用布林邏輯『AND』『OR』, Truncation*

限定適當文章類型
『M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s』、『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限定適當搜尋範圍
限定『2017-2022』之文章

Newborn 

COVID-19 AND Vertical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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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Database 華藝線上圖書館
使用檢索功能提升搜尋效率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限定語言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限定適當搜尋範圍
年代『2017-2022』之文章

✔輸入關鍵字、同義字
✔適當使用布林邏輯『AND』、『OR

』

母嬰垂直感染 AND 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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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9 5

0 SR 9 RCT 0 SR 1 RCT

0 SR 9 RCT 0 SR 1 RCT

Secondary Database Primary Database

輸入『P』、『I』及醫學主題詞和適當同義詞，並搭配各資料庫限定或filter之功能

選擇『Systematic Review』、 『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之文章

選擇『5年內』、 『有全文』之文章

選擇『符合臨床問題』之文章，並排除『重複文章』

194

9 SR 3 RCT

3 SR 0 RCT

89

6 SR 3 RCT

2 SR1 RCT

搜尋流程綜覽

最後收納 2 SR 0 RCT



15 各資料庫收納文獻結果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來源 標題 年份

SARS-CoV-2 positivity in offspring and timing of mother-

to-child transmission: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2022]

2022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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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收納文獻
挑選文獻的歷程與理由，與能否回答臨床提問。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SARS-CoV-2 positivity in offspring and timing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2022]

我們的 PICO相符合
評比

M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P Newborn/ offspring ●

I Vertical Transmission ●

C NA ●

O
COVID-19 PCR(+)

Vertical Transmission 

Newborn Survival
●



17
比較收納文獻
挑選文獻的歷程與理由，與能否回答臨床提問。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2021]
我們的 PICO 評比

M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

P Newborn/ offspring Newborn/ offspring ●

I Pregnancy positive / Vertical Transmission Vertical Transmission ●

C NA NA ●

O
pontaneous preterm birth

labour induction; modes of delivery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dmission

COVID-19 PCR(+)

Vertical Transmission 

Newborn Survival
●



18
收納文獻比較總整理
選出可以回答臨床提問的最佳文獻

文
獻

搜
尋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收納文章 M P I C O

SARS-CoV-2 positivity in offspring and 

timing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2022]

● ● ● ● ●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aternal and perina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2021]

● ● ● ● ●

這篇文獻「納入的理由」
• 最符合臨床問題
• 發表年份較新
• 最佳的研究設計(SR- cohort)

• 有全文可供評讀



19 嚴格評讀之文獻及評讀工具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我們的文獻評讀工具是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2018) 

Systematic Review Checklist



Validity 
Did the review address a clearly focused question?

此篇系統性文獻回顧是否問了一個清楚、明確的問題? 20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此篇研究

P Newborn/ offspring

I Vertical Transmission 

C NA

O
COVID-19 PCR(+)

Vertical Transmission 

Newborn Survival

✔作者清楚地說明了
PICO，因此評讀
結果為Yes。

• YES

• NO

• UNCLEAR



Did the authors look for the right type of papers?

作者是否收納適當的研究類型？21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Validity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Do you think all the important, relevant studies 

were included?

所有重要且相關的研究都被納入? 22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優點
✔ 作者盡可能搜尋了各種一級和二級資料庫：
✔ 作者更進一步搜尋相關文章的出處。
✔ 沒有語言限制與否並無說明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Did the review’s authors do enough to assess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是否有評估收納研究文獻的品質？23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Did the review’s authors do enough to assess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是否有評估收納研究文獻的品質？24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If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 have been combined, 

was it reasonable to do so?

作者是否有把各個研究的結果合併起來？這樣的合併是合理的嗎？25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 採用 random-effects model進行
✔ 過度的臨床或統計異質性敘述性描述性方法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If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 have been combined, 

was it reasonable to do so?

作者是否有把各個研究的結果合併起來？這樣的合併是合理的嗎？26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 本篇採用 random-effects model進行 meta-analysis 是不合理的（異質
性> 25%）。

• YES

• NO

• UNCLEAR



Validity If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 have been combined, 

was it reasonable to do so?

作者是否有把各個研究的結果合併起來？這樣的合併是合理的嗎？27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 本篇採用 random-effects model進行 meta-analysis 是有些不合理的（
異質性> 25%）。

• YES

• NO

• UNCLEAR



What are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e review?

這篇回顧呈現了什麼結果？

28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How precise are the results?

結果精準嗎？

Importance

• YES

• NO

• UNCLEAR



29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結果：有多少新生兒確診

母體感染COVID-19後生產，有1.8% 的新生兒RT-PCR陽性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2% to 2.5%

140 studies of the 14 271 babies



30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結果：確診新生兒的結果

(outcome of SARS-CoV-2 positive babies)



31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結果：確診新生兒的結果-計算生存率

(outcome of SARS-CoV-2 positive babies)

足月生產生存率 205/217*100%=94.47%



32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

結果：新生兒確診的相關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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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

研究
結果

Severe covid-19

OR=2.36

95%Cl [1.28-4.36]

結論
母體嚴重感染COVID-19使新生兒確診的風險是一般人
的2.36倍

結果：新生兒確診的相關風險分析



34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

結果：母嬰血液傳染

研究
結果

產後感染和產前感染相比OR=4.99；95%Cl

[1.24,20.13]

結論 新生兒產後感染的風險是產前的4.99倍

研究
結果

第三孕期和第一二孕期相比OR=0.29；95%Cl [0.08-

1.10]

結論 第三孕期感染的風險是第一二孕期的0.29倍



35

嚴
格

的
文

獻
評

讀
Importance結果：哺乳傳染

研究
結果

哺乳和不哺乳相比OR=0.74；95%Cl [0.34-1.62]

結論 COVID-19經由哺乳傳染的風險與不哺乳相比是0.74倍



Can the results be applied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此研究是否可應用到你的病患？39

證
據

之
臨

床
應

用
Practice

✔ PICO 相符
✔ 產前母親確診
✔ 新生兒有早期接觸病
毒的風險

✔ 探討母親疾病嚴重度

• YES

• NO

• UNCLEAR



Were all important outcomes considered?

是否所有重要的臨床結果都被考量到？40

• YES

• NO

• UNCLEAR

Practice
證

據
之

臨
床

應
用

✔結果：

新生兒確診數

新生兒確診存活率

感染風險因子(母親疾病嚴重程度、產前產後、哺乳)

✔無評估：新生兒是否可能有後遺症



41

有7%的小於一歲的孩子確診
COVID-19後會發展為重症
症狀如：發燒、咳嗽、拉肚子

Cui X, Zhao Z, Zhang T, Guo W, Guo W, Zheng J, Zhang J, 

Dong C, Na R, Zheng L, Li W, Liu Z, Ma J, Wang J, He S, Xu 

Y, Si P, Shen Y, Cai C.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 J Med Virol. 2021 Feb;93(2):1057-1069. doi: 

10.1002/jmv.26398. Epub 2020 Sep 28. PMID: 32761898; 

PMCID: PMC7436402.

其他文章補充
[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



孕期 哺乳 母親疾病嚴重度

評估 第三孕期 考慮哺乳 輕微，但傳染力高

風險
嬰兒存活
率高

不影響感染風險 嬰兒感染風險低

Are the benefits worth the harms and costs?

這些好處隨之而來的傷害和花費是否值得？42

Practice

• YES

• NO

• UNCLEAR

證
據

之
臨

床
應

用

成本效益

風險利益

病人觀點

病人在意：小孩是否會因母親確診而有確診風險；哺乳是否會增加小孩確診風險



Are the benefits worth the harms and costs?

這些好處隨之而來的傷害和花費是否值得？43

Practice
證

據
之

臨
床

應
用

• YES

• NO

• UNCLEAR

PICU日額 5000台幣/日

抗病毒藥物Remdesivir 療程5~10天，新生兒可以使用，副作用
未知，健保給付

小孩症狀 有7%的小於一歲的孩子確診COVID-19後
會發展為重症，症狀有發燒、咳嗽、拉肚
子



VIP45 綜整評讀結果
S

u
m

m
a

ry

SR 問題 評讀結果

有
效
性

1 清楚明確的問題？ ●YES ○NO ○UNCLEAR

2 收納適當的研究類型？ ●YES ○NO ○UNCLEAR

3 包含所有重要、相關的研究？ ●YES ○NO ○UNCLEAR

4 評估收納研究的品質？ ●YES ○NO ○UNCLEAR

5 是否合併？合併的合理性？ ○YES ○NO ●UNCLEAR

重
要
性

6 適當的呈現結果？ ●YES ○NO ○UNCLEAR

7 結果精準嗎？ ○YES ○NO ●UNCLEAR

應
用
性

8 應用到臨床情境？ ●YES ○NO ○UNCLEAR

9 所有重要的臨床結果都被考量到？ ●YES ○NO ○UNCLEAR

10 好處是否值得其帶來的傷害和花費？ ○YES ○NO ●UNCLEAR



由證據到給病人的建議回覆

黃女士您好，關於您孕期確診是否會傳
染給孩子，我們已充分了解您的擔憂，
為您查找文獻資料庫。
目前的研究顯示，有1.8%的孩子出生後
感染COVID-19，其中，是產後感染的風
險會大於產前感染。所以，經由血液傳
染給孩子的機會是比較低的。孩子出生
後，我們盡早隔離，孩子的確診機率就
會降低許多。
另外，哺乳是可以的，COVID19不會經
由哺乳傳染，所以您還是可以親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