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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 年的 SARS 讓台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其中的衝擊與傷痛，讓在醫療機構服務的我們用生命去學習許多寶貴的防疫經

驗。反觀 17 年後的今天，COVID-19 的來襲，經過多年來的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及醫院重視感染管制措施的努力，在面對此波疫情，我們已

有所準備，筆者以身為一位醫院感染管制護理師的角色，淺談這些日子以來的所見所聞所做，期望能將此經驗分享給更多仍在第一線服務

的醫療人員，更進一步了解醫院感染管制的重要性。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感染管制師  台灣

Experiences of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tioners in dealing with COVID-19 in 
a hospital in Taiwan

Shu-Hui Lin1　Chun-Yu Lin1　Hsiao-Yun Chang2*　Ching-Tzu Hung1

[Abstract] Taiwan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e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3. That shock and sorrow experience enabled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learn many precious infectious preventions at the cost of some of their colleagues' lives. Evaluation mechanism on hospital infection 

inspection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efforts to evaluate the infection control have been strengthen in the past 17 years. Hospitals and their staff 

are now ready to deal with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 as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tioners in a hospital, woul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involvement in the COVID-19 control. It is hoped that such sharing could inspire more frontline medical personnel to be aware of the 

necess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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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致病原因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冠狀病毒 2 型（SARS-CoV-2）。此波疫情不

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侵襲全世界 200

多個國家，從 2019 年 12 月截至 2020 年 4 月底，

COVID-19 全球確診數已達 300 多萬人，全球死亡人

數 20 多萬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在全球疫情持續嚴峻，反觀台灣截至 4 月 26 日，

確診數 429 人，分別為 343 例境外移入，55 例本

土病例及 31 例敦睦艦隊（台灣疾病管制署統計，

2020）。面對此波疫情，我們也可以從新聞媒體中

感受到許多國家對於台灣的防疫政策深感認同與讚

揚，然而台灣如何在此波疫情中可以免於兵荒馬亂

甚而荒腔走板，筆者以身為一位醫院感染管制護理

師的角色與觀點，分享自己在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

服務的經驗與感受，在面對此波 COVID-19 疫情的

我們，是如何發揮小小螺絲釘的角色與關鍵，維護

著醫院同仁與病人的安全，共同對抗這場人類與新

冠病毒的戰役，更期望疫情可以儘快落幕，讓每一

個人都能儘早回歸正常的生活，繼續延續人類歷史

的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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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2003 年台灣經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所帶來的衝擊與

傷痛，在那場戰役後，我們學習到許多寶貴的防疫經

驗，為了保障病人安全及預防醫院內的感染，台灣的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在 2004 年 11 月 3 日訂定了醫療

（事）機構傳染病感染管制及預防接種措施查核辦法

（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04），要求各醫療

（事）機構，應依規定執行感染管制各項措施，其中

有多項重要的措施對於我們這次的防疫工作影響甚

深，包括各醫療（事）機構需設立感染管制專責單

位、且需由院長或副院長擔任召集人；需有合格且足

夠的感染管制醫護人員負責推行感染管制作業；需

有充足且適當的洗手設備，增加醫療人員洗手的意願

與便利性；規範醫療（事）機構需有防範感染相關防

護裝備之安全存量。疾病管制署也積極推動傳染病

防治法的修正，加強院內感染控制之相關規範，並於

2007 年 7 月傳染病防治法修正條文公布後，依據該

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訂醫療機構執行感染

控制措施查核辦法，明文規定醫療機構應執行之感

染控制措施及主管機關執行查核之標準，於 2008 年

1 月份公告實施，2008 年度起得由疾病管制署聘請相

關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擔任查核委員，每家醫療機構

遴派感染症專科醫師及感染管制師背景之查核委員

進行實地查核且每年舉行一次（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2008）；筆者身為感染管制護理師，有幸參

與衛生主管機關所規畫及研擬之各項查核工作，一起

見證了台灣一步一腳印，落實各項務實的防疫工作。

查核的主要目的為希望藉由感控專家，提供醫院感染

控制作業之相關建議，協助落實院內感染監測、傳染

病通報與隔離治療及院內感染控制預防措施等工作，

希望及早警覺院內感染事件之發生，達成有效防範於

未然之效果，提升醫院感染控制品質及執行效率，保

障病人就醫安全，並提供醫院同仁安全的工作環境。

由此可知，台灣在經歷 SARS 過後，對感染控制及防

疫上的重視與努力，兢兢業業，這也證明了此波新冠

病毒疫情來襲，各醫療院所可以保持高度警戒甚至為

媒體所說的超前佈署。

3　政府疫情指揮中心政策

　　台灣疾病管制署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密切觀

察此疾病的疫情訊息，2020 年 1 月 5 日召開「因應

中國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專家諮詢會議」，完備因應

策略及作為，1 月 7 日為因應疫情進展，已將武漢市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一級，1 月 15 日起將此

波新型冠狀病毒定義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列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1 月 20 日宣布成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

源與人力，全力守護台灣防疫安全，確保人民健康，

並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接著進

行一連串的防疫作為，包括：每日公佈確診個案人數、

屬境外移入或本土個案、隨時調整世界各國的旅遊警

示、提醒加強個人衛生如洗手、避免用手觸摸眼口鼻、

出入醫療院所全程佩戴口罩、口罩需求合理配置、 口

罩販售實名制、宣導社交距離重要性，自指揮中心成

立以來，每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消息與政策，疾

管署網站訊息公告至今已達 300 多則新聞稿，讓民眾

充分了解疫情資訊。此外衛福部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醫療機構輔導作業」，了解各醫療院所收治確診或

疑似個案之感染管制情形、防疫專責病房設置情形、

負壓隔離病房之設備與安全性及各醫療院所的應變及

分艙分流計畫等，為未來可能擴大的疫情預作準備與

規劃。這些種種的佈署與作為，都可以讓民眾及第一

線的醫護人員更加安心。

4　醫院感染管制策略

　　筆者所服務的醫院，面對此次 COVID-19 的來

襲，感染管制中心在 2019 年 12 月底即密切注意疫

情動態，很快的在 2020 年 1 月 6 日召開小組會議及

同日下午召開院方層級緊急會議，討論可能的疫情

及各項因應措施，院方快速地成立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應變小組，由院長擔任總指揮官充分授權，

每日定時召開二次院級會議，完全掌握疫情資訊與

動態，而在整個組織架構中，分為醫療照護組、護

理照護組、感染管制組及醫事行政組，分別由 4 位

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各組發揮所長且快速動員。院

方高度重視工作人員的各項防護裝備，所以每日彙

整及匯報所有防疫物資之安全存量，為了讓大家免

於物資缺乏的恐懼，院方儘全力將安全存量升級到

3 個月或甚至更久，著實令人感到信心及安全感。

醫院重視每一位工作人員、病人及家屬的手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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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的出入口，全天皆安排有專人主動為每一位

進出的人員執行消毒性洗手。

　　為了儲備醫院有更多應付疫情的量能及使用人

力的安排，院方進行各項防疫策略及分艙分流計畫，

詳細內容如表 1，身為感染管制師的筆者，對於此

次的疫情，相當震撼有感，也由衷的佩服院方高層

的敏感度及行動力。然而擔任感管中心防疫小組成

員的我們，責無旁貸，盡心盡力處於備戰的狀態，

所有感染管制師在主任的領導下，每天提供全球最

新疫情資訊、確診及疑似個案通報就醫情形於全院

應變小組報告，參與各項感染管制措施制定與決策

及稽核，深怕做的不夠完善，讓病毒有機可乘，進

而危害了醫院工作人員及病人的安全，我們善盡職

責，為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默默付出及把關，希望將

任何可能發生的危害降到最低，這是我們對這份工

作的自我要求與期許。筆者的主任經常勉勵大家要

有「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心態，充分發揮自我

專業的價值感，才不會重蹈 17 年前 SARS 的悲劇。

5　感染管制師的角色

　　1984 年起台灣開始推行院內感染管制工作，訓

練感染管制護理師、醫師、及醫檢師成為種子教師，

逐漸推廣醫院院內感染管制並在醫院成立感染管制

委員會。此後感染管制在政策引導下日益發展，醫院

必須接受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感染管制查核作業，其中

一項條文中明定醫院應設立感染管制單位，聘有合格

且足夠之感染管制人力負責業務推行，若總床數 500

床以上的醫院，每 300 床應有專任感染管制護理人員

1 人以上，此項次才能達到符合；若每 250 床就聘有

專任感染管制護理人員 1 人以上，此項次就能達到優

良（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5），此外社團

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辦理感染管制師甄試資格審

核及證照考試。在感染管制護理師領域，除了具有

中華民國護理師或護士證書外，且同時需有實務訓

練 160-480 小時並領有證明者，才能符合甄試資格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2020），其要求門

檻相對比較高，目的也是希望有意願真正從事感染

管制工作之夥伴加入，因為這份工作是具有責任性

及挑戰性。筆者有幸，服務於 1600多床的醫學中心，

我們擁有 9 位專任感染管制護理師共同為醫院各項

感染管制措施盡一份心力。

　　感染管制師是預防院內感染的重要監控者，我

們有責任也有義務、教育及提醒所有的醫療工作人

員學會保護好自己、才能照顧好病人，所以在繁忙

的防疫期間，每天有非常多不同的資訊在流竄，為

了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可以掌握最重要的訊息，

且能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最大的效能，我們改變以往

模式，非以懶人包，推行了「大忙人包」，就是希

望讓醫院工作人員面對疫情，輕忽、不重視都可能

會導致嚴重後果，應謹慎參閱。隨時可在院內網站

首頁得到資訊，並提供同仁能在短時間（2 分鐘）

內快速複習及掌握正確的訊息，詳細內容如表 2，

隨時因應疫情的變化，每天公告最新消息，讓醫院

工作的同仁，免於恐懼，感染管制中心更貼心製作

「個人防疫小提醒」，提醒工作人員，隨時注意個

人衛生及安全。

　　筆者所服務的醫院，每年都會定期辦理 2 場新

興傳染病疫情演練，藉此增加工作人員的防疫經驗。

表 1　防疫策略及分艙分流

策略 執行點

訪客與探病限制 大門入口處

防疫措施（全面戴口罩、梅花

座、洗手）

全院

TOCC 詢問 
TOCC: 旅 遊 史 (Travel)、 職

業 史 (Occupation)、 接 觸 史

(Contact) 及群聚史 (Cluster)

大門入口處、車道入口處、急

診檢傷、門診診間、住院病房

領藥得來速、建立病人分流、

連續處方籤設計戶外領藥區

戶外車道

專責檢疫觀察病房 設定紅區範圍，有專用電梯及

管制出入口

分艙分流措施 各科固定班別人員、避免跳組

照顧；禁止護理站內轉床；禁

止各科部病床流用

表 2　大忙人包

重要措施 重點提醒

門戶管制 1. 篩檢 TOCC。
2. 醫院出入管制時間。

3. 陪病、探病原則，採實名制登錄。

病例通報條件 疾管署公告通報定義作為勾稽表。

員工自主健康管理 依每位員工所在工作地點，知悉疑似個案送

急診之動線。

個人防護裝備 依每位員工工作內容，知悉防護裝備正確使

用。

員工檢疫原則 有旅遊史或有接觸史之員工請勿上班，保護

自身及他人安全。

員工自主健康管理 1. 每天量測體溫 2 次並登入系統。

2. 有發燒或任何不適，報告主管，就醫不上

班，直到症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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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波疫情中，我們確實感受到平日演練的重要

性，尤其在病人輸送部分，醫護同仁確實依循防疫動

線輸送病人至負壓隔離病房，嚴守標準作業流程；此

外，尚有保安警衛人員協助建立封鎖線，工務人員協

助控管電梯，環保人員負責消毒電梯及病人周邊可

能被污染的環境，大家各司其職，目的就是要避免

工作人員及環境遭受污染，而感染管制師的角色就

是在每個環節裡扮演重要的監督者。另外，工作人

員的個人防護裝備穿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每位

需要去照顧疑似或確診 COVID-19 的工作人員（包

括清潔人員），必須接受感染管制師的防護裝備穿

脫考核，通過後才能進入隔離病房，確保工作人員

能執行自我保護。醫院裡除了每一床皆備有乾洗手

設備，負壓隔離病房及防疫專責病房裡每個開關門

的節點皆設有乾式洗手液，隨時便利人員洗手。感

染管制師每月實地稽核工作人員洗手遵從率與正確

率，將洗手行為落實在照顧病人上，若單位每季遵

從率低於 95%，主管必須到感染管制委員會進行改

善方案報告。

　　醫院感染管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避免院內

感染，筆者所服務的醫院，非常重視這個部分，首先

我們開立戶外的返台關懷門診，所有無急性感染症狀

者皆到戶外門診就醫，避免進入院內，對所有已住院

的病人每日進行咳嗽、嗅味覺、腹瀉監測，每位病人

入院前至少需有一張胸部 X 光攝影報告，確保住院

中無任何疑似病人或期望能早期發現疑似病人，避免

院內感染的發生。另外，針對已收治於負壓隔離病房

的病人，優化治療處置過程，採集中照護，提供非接

觸式監控設備，可 24 小時隨時監測病人的體溫，並

以平板電腦簽屬同意書，以影音方式存檔，取代傳統

病人紙本簽署，完整建立無紙化的簽署管理程序，減

少醫護人員的暴露，落實環境清潔標準作業及指導病

人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每項感染管制措施都是為了

防範院內感染的發生。

　　在這場戰役中，感染管制師除了為醫院、工作

人員、病人安全把關外，我們也是醫院與衛生單位

的主要聯絡窗口，每天提報院內所有通報個案相關

資料及疑似或確診病人每日住院追蹤情形上傳衛生

單位，接受衛生單位轉介收治個案或接觸者採檢，

協助外籍個案通報後之隔離問題處理與聯繫。此外，

通報個案檢體包裝及送驗等工作，皆為感染管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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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之一。這段防疫期間，天還沒亮，我們已來

到工作崗位，返家時已是滿空星辰相伴，但所有的

付出與努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醫院工作人

員及病人得到安全的照顧，這就是感染管制師的重

要職責與價值所在。

　　現在美國及歐洲各國疫情仍處於嚴峻狀態，每

天看著罹病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心中絲毫不敢怠懈，

但此波疫情裡，筆者深深感觸，中央主管機關所訂

定的感染管制查核是重要的方向、醫院主管對感染

管制的重視、感染管制師的專業培訓及足夠的人力

配置，都是重要的關鍵因素。感謝這段時間與我們

一起作戰的主管，他們是我們最強大的後盾，隨時提

供指導及資源，感謝感染管制中心主任，帶領全體感

染管制師一起努力，共同為醫院工作人員及病人安全

把關，相信疫情總有一天會結束，但過程中大家留下

的經驗及成果，都將會是未來最好的傳承與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