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觀察─命名(1) 

 

    新冠病毒是 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漢出現首個已知病例、12 月 8 日首個病例

前往醫院就診、12 月 31 日由武漢市疾控中心向傳媒證實並向公眾發佈。2020

年 1 月 3 日，專家檢測出確認該病毒為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1 月 13 日，泰

國、日本等其他地區開始陸續發現了由中國輸出的個案。新冠病毒除在湖北武

漢市爆發大流行外，二個多月來亦快速擴散至大陸其他省份及世界 30 多國。

2020 年 1 月 13 日，世界衛生組織暫時將病毒命名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同日將此種病毒引發的病症

稱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由於此新型病毒傳播來源尚未找到、傳播途

徑及播散程度尚不明確，且目前尚無有效藥物可以醫治(主要用支持療法)，且

與 SARS 類似能快速的傳播及導致部份病例不明原因的重症肺炎致死。再加上封

城、遊輪旅客、要求民眾戴口罩、限制人員流動等管制措施，已嚴重干擾了民

眾過完年的返鄉復工、上班上學、商業交易、出行聚會等日常生活。由於疫情

仍在持續，透過不斷的新聞報導放大，難免引發民眾對疫情後續發展的擔憂。 

 

  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鏡。由疫情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人性的百態，

有善的一面，當然也有惡的一面！當一地發生疫情，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友好

的或原本並不友好的，有的個人、團體或國家，基於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人

道立場，調動自己的資源加以協助，或至少口頭支持加油；但也有在袖手旁觀

的、幸災樂禍的、講風涼話的、趁機發災難財的甚至也有落井下石的，這其中

當然也包括原來號稱是友好的朋友。這應了一句老話：「疾風知勁草、擺盪見

忠臣」，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到了危難時「患難見真情」，誰是真正的朋友誰

是潛在的敵人，一下子全都原型畢露！ 

 

    雖然新冠疫情仍在持續發展尚未落幕，我們冷靜的觀察實際上出現的社會

現象，深入加以分析後，亦可發現不少值得學習和深思之處，首先來談談命

名。 

 

  在中文方面，初期由於肺炎病例原因不明，所以中國大陸媒體通常採用

「不明原因肺炎」、「新冠肺炎」、「新型肺炎」等稱呼。而台、港、澳大部

分媒體和部分歐美媒體中文網則稱為「武漢肺炎」或「武肺」。2020 年 1 月

30 日，世衛組織暫時命名為「2019-nCoV 急性呼吸疾病」（英語：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正式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簡稱 COVID-

19）。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選擇這一名稱是為了避免將此病毒與地

域、動物或個人有所關聯，消除歧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A1%9B%E7%94%9F%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nCoV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91%98%E4%BC%9A


     

  請特別注意世衛組織在病毒命名時特別強調是刻意避免與地域、動物或個

人有所關聯，目的是消除歧視，這是一種進步和尊重，不像以前我們會把疾病

稱為「日本腦炎」、「德國麻疹」、「西班牙流感」，因為病毒本來就與國家

名稱無關，首發國的民眾只是最先受害罷了。以西班牙流感來說，後來證實其

實是來自美國，只是西班牙背了黑鍋而已。其實這種命名的做法已推動多時，

如愛滋病毒、Ｂ肝病毒、疱疹病毒、諾羅病毒、登革熱病毒、伊波拉病毒……

等都是，早就不再以地域、國家……為名，因為他們只是最早期的「受害

者」，造成問題的原因是病毒！ 

     

  此病毒由世衛組織正式命名後，全世界之後的報導絕大部分都已跟著改用

此正式名稱。但是仍有少數地區對此病毒的稱呼不願改變，由此我們就可以很

明白的看出使用者背後擺脫不了的心態和成見，同時也可幫助我們評估報導的

內容是否客觀和其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