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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於 2019 年 12 月起在國內擴至全球爆發，全球感染人數超過 150 萬例，死亡人數超過 9 萬，澳門輸入個案及本

地個案達至 45 宗。體弱及老齡長期病患是易感人群。對於照顧體弱及長期病患的老人院舍，預防輸入和感染控制工作十分重要。本文以

澳門一間護養院—黑沙環明暉護養院為例，通過回顧自 2020 年 1 月初起，該院在這次疫情下多項抗疫工作，希望能向同業分享本院的工

作經驗，並為更多的社區護理工作者提供參考。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感染控制　護養院

Preven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in Macao: experience from the  
MengFai nurs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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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has now spread to a global outbreak from China since December 2019, more than 1.5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infected 

and more than 90000 have di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45 cases diagnosed in Macau. The elderly, especially with long-term diseases is the 

most susceptible population. Thus,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very important in nursing hom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periences from 

Mengfai nursing home in COVID pandemic since January 2020, to shar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with other nursing staff working 

i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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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 2019 年 12 月以來，內地湖北省武漢市陸續

發現多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病例（簡稱新冠肺

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命名為 COVID-19。隨著疫情蔓延，內地

各省市、港澳臺地區及境外國家亦相繼出現輸入性

或本地病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釋義新冠肺炎主要經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臨床

症狀為發熱、乏力、乾咳，重症患者會出現呼吸困

難等，老年人及有慢性基礎疾病者為易感人群並預

後較差；防控關鍵措施是對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

無症狀感染者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

市民要養成良好個人習慣，正確佩戴口罩、勤洗

手、勿聚集，目前，國內外有關機構正在積極研發

相關疫苗（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2020a）。WHO 於 2020 年 4 月 10 日發佈全球感染

新冠肺炎已超過 150 萬例，死亡人數高達 9.2 萬多

人（WHO, 2020a），此病毒正在全球肆虐，為全人

類的共同敵人。本文主要回顧澳門一護養院舍：黑

沙環明暉護養院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由 2020 年 1 月初

起，針對感染控制實施的多項抗疫工作以預防院內

的人員感染的分點敘述，並為更多社區護理工作者

提供防疫工作之參考。

1.1　新冠肺炎在澳門的流行情況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於 2020 年 1 月 5 日 提 昇 對

COVID-19 的預警級別至第 III 級 ( 較重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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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確診第一宗 COVID-19 為一名武漢旅客，其後

至 2 月 4 日期間，相繼出現共 10 宗確診個案；至 3

月 14 日，本澳曾 40 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由於海

外居民及外傭相繼回澳，由 3 月 15 日起至 4 月 8 日，

共有確診輸入病例 35 宗，全澳累積 45 宗確診個案，

且主要為輸入性病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2020）。

1.2 　老人及基礎疾病患者是新冠肺炎的高風險人群

　　WHO 認為對於 COVID-19，老齡和基礎性疾病

會加劇嚴重感染的風險（WHO, 2020b）。在最新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中得到調

查結果，確診病例 44,672 例中，50 歲以上的人群佔

53.6%；病例中患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士，當中比例

最高的基礎性疾病有高血壓 12.8%、糖尿病 5.3%、

心血管疾病 4.2%、呼吸道傳染病 2.4%、癌症 0.5%

等；在死亡病例中，大多數為 60 歲及以上且患有上

述基礎病個案，在≥ 80 歲年齡組的粗病死率最高為

14.8%（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

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2020）。因此年老體弱、慢

性病患者等群體屬於高危人群，尤其對於護理群居生

活的體弱、自理能力缺乏、長期病患的護老院舍必須

嚴格控制院內的感染控制工作，如一旦院內出現感染

個案，伴隨存在潛伏期內病毒的傳播可能，有機會引

致群體感染（員工及院友），甚至導致死亡。

2　澳門老人院舍現況

　　現時，澳門安老服務院舍共 21 間，分別為 17

間護理安老院 / 安老院，部分受社會工作局資助，

其對象為 60 歲以上，健康欠佳、自理不足及乏人照

顧的澳門居民；有 4 間屬社會工作局資助的護養院，

服務對象為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自理能力嚴重受

損，依賴他人提供緊密照顧的澳門居民。兩類院舍

向符合資格本地居民提供約 2,015 個床位，設有 24

小時住宿服務，以個案管理的模式提供長期住宿、

起居照顧、健康護理、文娛和社交活動、以及社會

工作服務等（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18）。

　　以澳門明愛（由上世紀 50 年代起逐漸向澳門市民

提供多類不同的教育、社會、醫療等服務的社會機構）

轄下一間護養院舍：黑沙環明暉護養院（下稱本院）

為例。本院由 2007 年投入服務至今，同時受澳門社

會工作局監管，主要設有 24 小時住宿服務及為初期

失智症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中心（下稱日護）。 

　　全院共有 178 張床位，員工人數 140 名，包括

來自內地僱員 91 名。截至 2020 年 3 月 28 日，在接

受住宿照顧服務的人士（以下簡稱院友）有 162 名，

年齡介乎 39 歲至 102 歲，大部分院友部分或完全依

賴於他人照顧；日護中心於 2016 年投入服務至今，

現有服務使用者有 38 名，年齡平均 75 歲，本院提

供現實導向、記憶和自理能力訓練、懷緬、家居評

估及家屬支援等服務，服務時間為每天 08:00-18:30

（澳門明愛，2020）。

3　本院防治新冠肺炎舉措

　　本院住宿院友及員工人數較多，日常往來內地

與本澳的員工約 70 位，每日來訪者也不少於 50 人，

出入人數會增加院內新冠肺炎感染機會。因此在本

院主管與明愛總署的緊密聯繫下，根據本院的實際

情況，不斷更新各項防疫措施，致力減少院友及員

工感染風險。

3.1　新冠肺炎爆發應變機制的應用

　　本院住宿服務主要分為兩層，分別設置 15 及 14

間房間，房間類型有 8 人、6 人、4 人、2 人及單人

房，每張床位的間隔及空間比例符合衛生局及社工局

要求。由於大部分院友長期臥床，在本院的感染控制

工作主要針對員工及家屬，因此暫不對病房陳設作出

改動。如當院內出現新冠肺炎的爆發，本院會按照已

制定的內部傳染病爆發應變機制指引程序，按病情爆

發程度對院友房間或樓層作出重新分配，規劃隔離區

域、停止日間護理服務、要求員工穿備防護裝備、停

止來院探訪等一系列之感染控制舉措。

3.2　環境方面的清潔消毒

　　本院日常嚴格遵守社工局及衛生局制定的「社

會住宿設施傳染病預防指引」進行所有房間、日常

物品及公共環境衛生清潔。在 2020 年 1 月初，清潔

部主管指令員工加強清潔及正確使用漂白水，必須

按照指示正確調配不同比例的漂白水（1:100/1:10）

進行不同類型物體的消毒（澳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傳染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2006）。對於本次疫情，

本院增加大堂每天使用 1:100 漂白水抹地次數，由

每天 1 次增加至每天 2 次；加強清潔部員工重視所

有門把的 1:100 漂白水清潔以及水渠位加水保持濕

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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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有 13 名院友是氣切病患，在此段期間，為

加強感染控制工作，經過本院評估進行中央冷氣機頭

的消毒及每週隔層網的清洗是須維持的，因此如常要

求外判公司來院進行。為加強大堂出入人員的鞋底消

毒，在 2020 年 4 月初，本院為進一步地做好感染控

制工作，於大堂門口前後增設兩張地毯，一張為每小

時噴灑 1:100 的漂白水為進入人員消毒鞋底，另一張

為吸取鞋底多餘漂白水份的乾爽地毯。

3.3　減少院內感染的防疫措施

3.3.1　嚴格控制交叉感染

　　自 1 月 22 日起，院舍為減少人流聚集，除限制

院友私下外出外，停止一切社區組織來院探訪活動、

外借場地、員工培訓等措施。在 1 月 26 日，本院發

佈有關本次疫情的「個人衛生要求」通告，要求全

院員工及來訪家屬佩戴口罩、每次進出大堂需要測

量體溫，如自感不適及體溫在 37.5 攝氏度或以上不

得工作及來訪；在電梯內張貼及在院友住宿樓層的

公共廣播電視系統播放衛生局發出之正確洗手及佩

戴口罩之宣傳影片及海報。在 1 月底至 2 月期間，

所有需到醫院複診的院友，如非醫生要求親自到院，

均由員工代診取藥，以降低外出受到感染的機會。

　　自 1 月 26 日出現第五宗本地確診個案後，社工

局呼籲各社會設施嚴格執行各項政府發出的防疫措

施包括控制家屬探訪時間。本院隨著疫情發展，多

次調整探訪時間，於 2 月 3 日再次發佈公告修改探

訪時間為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每次探訪時間限制

於 15 分鐘內，員工控制同一時間內不得超過 2 組家

屬以控制來訪人群聚集，而不方便下床的院友，員

工協助家屬進行視像通話或拍照發給家屬以緩解其

擔憂心情。在院舍大門入口處，嚴格要求保安做好

來訪者實名登記、體溫測量、詢問出入境情況等以

降低院友感染風險。

　　雖然醫療物資短缺且難購置，本院仍嚴格要求

醫護員工按照所有指引操作，不會因為防護設備短

缺而限制使用，要求員工嚴格遵照每護理一個院友

使用一對手套的原則，所有護理操作按時進行。在員

工使用口罩上，護理部員工日常均需與院友密切接觸

（沐浴、洗傷口、清洗氣切套管、更換尿片等等），      

本院必須避免員工及院友的交叉感染，又需配合口

罩合理分配，暫時做法是每日向護理部員工派發 2

個口罩以備其有需要更換，其餘部門員工每天限制

派發 1 個。隨著口罩的不斷消耗並難於採購，不排

除繼續有口罩重新分配之做法。

3.3.2 調整各部門工作人手比例

　　因應疫情不斷發展，明愛總署為響應減少人群

聚集和減少傳染病傳播的風險參照政府的舉措，豁

免不需輪值的員工於 1 月 30 日至 1 月 31 日，2 月 2

日 2 月 20 日，共 20 天工作日留家工作，各部門以

維持基本服務基礎分配人手，主要安排如下：每天

1 位主管輪流在院當值，協調特殊事件處理；護理

部提供恆常 24 小時護理照顧，員工每天按當值時間

段照常工作，醫生一週在本院工作 2 至 3 天維持有

限度的醫療診治；社工部每天安排 2 位員工工作以

維持家屬來院探訪。豁免工作期間，本院減少約 40

位員工（大部分是不需輪值的本地僱員）到院舍工

作，以減少院內人群聚集及員工外出之感染風險。

3.3.3　減少內地僱員工感染風險

　　社工局於 2 月 2 日呼籲所有社會服務設施應盡

最大能力配合有需要往返珠海的外僱留澳住宿安排，

維持必要的基本服務（社會工作局，2020c）。本院

共有內地僱員91名，每日來往內地的員工約有70名。

院舍主管得到澳門明總署的批准並向社工局通報，從

2020 年 2 月 3 日起安排內地僱員工於四樓留宿，設

置男女區及隔離區（為有呼吸道症狀的員工作隔離之

用），要求員工嚴格執行每張床墊之間擺放必須有 1

米距離。院舍為鼓勵留宿員工減少外出的次數，向留

宿員工提供保暖被及每日三餐之食物供應，並立即購

買空氣淨化機、抽濕機、放置紫外線消毒儀器等設備，

員工也需自覺地每日進行環境衛生、空氣消毒，不工

作期間堅持佩戴口罩。 於兩週內，全院共有 86 名內地

員工留澳不再進出關口，其餘 5 名員工包括 4 名懷孕

待產及 1 名照顧家庭原因需留在內地。

4　反思

4.1　提升醫療物資管理工作

　　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本澳醫療物資供應不

足，而本院日常儲備的防疫物資缺乏護目鏡，當疫

情下認為需要為護理人員配給使用時，已難於採購；   

在 1 月至 3 月中，醫療物資在主管的嚴格管理及分

配下，發現用量支出數目較平時支出數量要少，即

說明平日在沒有嚴格控制下，員工使用醫療物品不

受限制，例如口罩可隨意更換、非護理操作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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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不受限制、補充消毒液體時易造成浪費等 ，以

上問題提醒我們雖然處於較為安穩的工作環境，但

也時刻提醒我們病毒是無處不在，必須防備於未然，

因此提升醫療物資管理工作，避免造成不必要浪費。

同時本院對防疫物資的儲備種類及數量重新訂立及

作好統計，盡力作出購置。 

4.2　時刻保持員工標準防護認識

　　在 3 月 6 日的國務院新聞辦就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救治進展情況發佈會上公佈湖北省有超過 3000 名

醫護人員被感染，其中 40% 是在醫院感染，國務院

副秘書長丁向陽表示疫情初期是大家對病毒的認識

還不足，防控知識缺乏導致，而在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的情況後，由於各項措施在不斷加強和到位，有效控

制醫院的院內感染。全國支援湖北武漢的 4 萬多名

醫務人員，從統計的情況看，到目前沒有感染的報告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2020）。

　　面對醫護人員的感染數字，不得不提醒所有員

工時刻謹記做好日常護理標準防護工作的重要性，

特別是個人手部清潔、穿 / 脫防護裝備的正確操作

必須完全掌握，清晰其原則。現每年醫護員工都需

要作正確洗手操作、穿 / 脫防護裝備之考核，但日

常需要再增加培訓次數，加強前線員工之感染控制

知識，提醒所有員工真正戰場上是不會有給你可改

正的機會。

4.3　考量外地僱傭留澳基本條件

　　由於突如其來的疫情，必須保證有足夠人手維

持 24 小時運作，因此禮堂及日間護理中心成為內

地僱員留宿的地方，是情非得已的做法，且到 4 月

初，政府仍未放寬對內地僱員的通關措施，不用留

宿的日子還是遙遙無期。長時間的集體群居的感染

控制工作、飲食習慣的改變、思鄉心情，會否影響

員工身心健康從而影響工作質量？這是我們都需要

考量的問題。對於面積小的澳門，但有 19 萬非本

地僱員的澳門來說（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事務局，

2020），控制疫情於社區爆發是對政府及企業一個

大考，但我們也要想方設法去維持員工最基本需要，

因此認真考量為員工提供最基本的住宿環境及注重

員工心理舒緩工作是必要的。

5　總結

　　踏入 2020 年，全球遇上這次新冠肺炎的侵襲，

澳門特區市民在新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各

項果斷防疫舉措之下無需搶購醫療物資、食物及生

活用品，齊心配合防疫工作，而本院也能在衛生局

的指引下採取了各項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加強環境

的清潔消毒、工作人員的重新分配、院友外出流程

的新安排、嚴格控制醫療物資的發放，限制來訪者

的探訪時間等，有效地降低院內人員感染的風險，

本院日常工作並能正常運作。

　　疫情仍未結束，本院需總結前段時間所作措施

之成效，不斷配合疫情發展，全力做好感染控制工

作，穩定護理質量。即使這次疫情結束，就全球氣

候的變化，地球不斷被破壞及受污染，我們對於下

一個疫情何時襲擊不得而知，繼 13 年前的非典型肺

炎爆發之後，這又是一次新考驗，是改變歷史的新

記載，也是可促使我們日後做得更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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