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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隔離治療 
91年8月1日研訂 

102 年 4 月 22 日第 4 次修訂 
105 年 6 月更新 

壹、前言 
結核病目前已有很好的藥物治療，只要按時服藥，大部分的

病人皆可痊癒，但有部分具傳染性之結核病人，可能因不願意配

合治療且未做好個人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傳染給其他人，造成公

共衛生的危害。 
為防止上述情形，「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規範對

於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

施行隔離治療。 
依法隔離治療係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病人自由之

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的散播，屬於行政處分的一種，醫院不能代

表公權力作出處分，只能藉建議單表達專業的意見，主管機關應

依法謹慎評估，並執行相關處分，以避免衍生後續訴願或行政訴

訟等爭議。故對於原本即已配合醫療之病人，不應循此方式安排

病人住院。 

隔離治療為法律賦予各級主管機關之權利，為一項嚴重限制

人民自由的行政處分，所以主管機關應善用該項權利，輔助個案

管理成效，但在採取隔離治療處分之前，應先嘗試運用各種方式

進行溝通，或依法處以罰鍰，確實無效後，才考慮以隔離治療之

手段處理。執行過程中均須符合正當程序，依照相關流程及規定

辦理，以確保民眾權益並維持行政品質。 
 

貳、法令依據 
一、「本法」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將全國劃分為

若干區，並指定醫療機構設傳染病隔離病房。經指定之醫療

機構對於主管機關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者，不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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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法」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如下： 
(一). 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

療。 
(二). 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

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三). 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

措施處置。 
主管機關對傳染病病人施行隔離治療時應於強制隔離

治療之次日起三日內作成隔離治療通知書，送達本人或其家

屬，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第一項各款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施行隔離治療者，其

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三、「本法」第四十五條 

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通知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

隔離治療時，應依指示於隔離病房內接受治療，不得任意離

開；如有不服指示情形，醫療機構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通知

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受隔離治療者，應提供必要之治療並

隨時評估；經治療、評估結果，認為無繼續隔離治療之必要

時，應即解除其隔離治療之處置，並自解除之次日起三日內

作成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隔離

治療機構。 
地方主管機關於前項隔離治療期間超過三十日者，應至

遲每隔三十日另請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重新鑑定有無繼續隔

離之必要。 
四、「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未經指定為隔離治療機構之醫療機構，發現各類應隔離

治療之傳染病病人，應配合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所為處置，依醫療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進行轉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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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五、「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支應之各

類傳染病病人施行隔離治療之費用，指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核付之醫療費用及隔離治療機構之膳

食費。 
負擔家計之傳染病病人，因隔離治療致影響其家計者，

主管機關得協調社會福利等有關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等

相關法令予以救助。 
 

叁、隔離適用對象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和結核病分屬第二、三類法定傳染病，

依據「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

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疾病管制局於

96 年 8 月 8 日署授疾字第 0960000720 號函，就「必要時」進

行函釋(附件 10-1) 。主管機關經評估個案符合痰抹片或培養檢

查結果為陽性，且就醫或服藥順從性差；或痰抹片或培養檢查

結果為陽性，且拒絕適當防護等有傳染他人之虞者，即可依「本

法」施以隔離治療處置。 
另對於部分痰液檢查結果雖已轉為陰性之個案，如經主管

機關評估認為仍有傳染他人之虞者，仍可依「本法」施以隔離

治療處置。 
 
肆、作業流程(附件 10-2) 

一、隔離治療前評估 
一般來說，可能經由以下二種途徑發現病人符合隔離治療條

件。 
(一). 由公共衛生端發現 

衛生所公共衛生人員如於執行社區個案訪視管理

過程中，發現病人痰抹片或培養結果仍為陽性，且就醫

或服藥順從性差或拒絕適當防護，經公共衛生人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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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方法給予衛教，充分進行溝通，且已依法處以罰

鍰，各項措施均確實無效後，即可通報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由主管機關評估後逕行

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 
(二). 由醫療端發現 

醫師於診療過程如初步判定結核病人有傳染他人

之虞，且不願配合醫療或執行個人保護措施，醫師即可

填寫「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附件 10-3)，註明

建議隔離之理由，並交由主管機關進行評估。 

 

主管機關於自行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

前，或接獲醫療院所開立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

時，應進行下列審查及評估： 

(一). 病人之各項檢查結果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確有傳染他人之虞。如無相關檢查結果，應要求醫院檢

齊資料。 
(二). 病人是否不願配合醫療或執行個人保護措施。 
(三). 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之醫院是否為「傳

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附件 10-4)。 

主管機關如經評估確實符合上述三項要件，即應開立

「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附件 10-5)，並依法定程序

通知病人住院接受隔離治療。 

如評估病人未同時符合上述第一、二項條件，主管機關

應要求醫院補齊資料或駁回其建議並回復原開立建議書之

醫院及醫師。 

如病人同時符合上述第一、二項條件，但開立「法定傳

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之醫院非「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應

變醫院」時，主管機關應主動連繫「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及

應變醫院」，進行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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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隔離治療判定通知 
主管機關經完成評估並對病人施以隔離治療時，應於隔

離治療之次日起三日內作成「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

書」，以密件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且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應給予病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惟如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

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此外，依據「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

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

地方法院聲請提審。因此，主管機關在進行隔離治療通知時

，應同時告知被隔離治療病人其提審權利。(附件) 

如病人或家屬拒絕領取「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

或居住地及戶籍地無人可代收，可依「行政程序法」第七十

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所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

人時，得將文書付予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

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

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

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另依第七十四

條，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做送達

通知書二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

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另如病人經通知後仍拒絕住院隔離治療，主管機關可採

用或併用下列兩種方式處理： 
（一）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傳染病病人經主管

機關通知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時，應依指

示於隔離病房內接受治療，不得任意離開；如有不服指

示情形，醫療機構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警察機關協

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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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違反主管

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為

之處置。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住院隔離治療期間 

經主管機關評估判定需施以隔離治療者，均應符合有傳

染他人之虞之條件，故應隔離於負壓隔離病房；少數痰液檢

查結果已呈陰性，但主管機關評估仍判定須隔離治療者，應

以一般病房隔離為原則，惟主管機關得徵詢 2 位(含)以上「結

核病諮詢小組委員」之書面意見，決定是否須繼續隔離於負

壓隔離病房。 
主管機關於病人受隔離治療期間，應提供必要之治療並

隨時評估，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如有必要，則依本法施行

細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負擔家計之傳染病病人，因隔離治

療致影響其家計者，主管機關得協調社會福利等有關主管機

關依社會救助法等相關法令予以救助。 
隔離治療期間，病人應遵守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事項，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內接受治療，不得任意離開，隔

離治療機構亦不得允許受隔離治療者請假外出；如病人逃離

指定隔離治療機構，由於病人尚未解除隔離治療，其行政處

分仍具有效力，指定隔離治療機構除應立即向機構所轄之地

方主管機關通報(如為其他轄區之個案，亦應通報個案管理

單位之主管機關)，另應向轄區派出所備案。主管機關於接

獲醫院通報後，除應通報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外，應主動聯

絡個案家屬，並至個案家中或可能出沒的地區確認個案行蹤

，俾利於病人尋獲後逕行辦理移送作業。主管機關不可因此

而逕行辦理解除隔離；指定隔離機構亦不可逕行辦理出院。 
如病人因特殊原因確須請假，隔離治療機構應協助轉知

個案管理單位之主管機關，由該主管機關評估是否解除隔離

治療。 
另如病人在原指定醫院隔離治療一段期間後，因客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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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需要轉至其它指定醫院繼續接受隔離治療時，應由主管機

關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並敘明轉院至「…醫

院」，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轉出及轉入之隔離治療機

構及機構所轄之地方主管機關。毋須再開立「法定傳染病解

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四、隔離治療超過三十日 

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隔離治療期間超過 30
日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至遲每隔 30 日另請二位以上專科醫

師重新鑑定有無繼續隔離治療之必要，並將鑑定結果填寫

「重新鑑定隔離治療單」(附件 10-6)。重新鑑定結果，如認

為有繼續隔離治療必要時，應重新告知提審權利；如認為無

繼續隔離治療必要時，應即解除其隔離治療之處置，並自解

除之次日起 3 日內作成「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

書」，以密件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重新鑑定應避免委託任職於病人隔離治療醫院之醫師

辦理，惟如考量各縣市專科醫師人數不足，可以邀請跨轄區

專科醫師協助辦理。 
五、解除隔離治療 

依據「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受

隔離治療者，應提供必要之治療並隨時評估；經治療、評估

結果，認為無繼續隔離治療必要時，應即解除其隔離治療之

處置，並自解除之次日起 3 日內作成「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

治療通知書」(附件 10-7)，以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隔

離治療機構。 
 

伍、分工 
一、醫療機構： 
（一）發現傳染性結核病病人且評估需公權力協助進行隔離治療

時，填寫「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通報主關機關，

並配合提供資料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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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為非指定隔離治療機構之醫療機構，發現應隔離治療之

傳染病病人，應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及醫療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配合主管機關進行轉診事宜。如為指定隔離治

療機構之醫院，應配合主管機關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不

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三）於病人隔離治療期間，應提供適當醫療服務，並隨時評估

個案是否符合解除隔離之條件，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四）於病人隔離治療期間，應確實執行醫院感染控制，以保護

醫院工作人員及其他病人；如隔離之病人有不服指示之情

形，應隨時聯繫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衛生所： 
（一）發現所轄社區內有不配合治療之傳染性結核病人，有危害

公共衛生之虞，且經衛教勸導或依「本法」第七十條處以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仍無法改善者，

則應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並填寫「法定傳染

病隔離治療建議單」，列舉病人不合作事證，通報轄隸之

縣市主管機關進行隔離治療之評估。 
（二）與指定隔離治療醫院保持連繫，掌握遭隔離治療病人之隔

離狀況，做好病人返回社區治療之準備。 
三、縣市衛生局： 
（一）隔離治療處置之判定與解除、提審權利告知、辦理隔離治

療超過 30 日者之重新鑑定程序及「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

通知書」、「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等相關書表

之送達。 
（二）協調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收治病人，並安排、連繫隔離治療

移送車輛及隨行人員。 
（三）隔離治療移送相關經費之預算編列。 
（四）對於不配合行政處置之個案，依法逕行行政處分。 
（五）與相關單位(如社會局、警察局)合作，協助處理隔離治療

個案於隔離期間發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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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掌握轄內住院隔離治療個案之狀況，於每月 10 日前填寫

「縣市隔離治療月報表」（附件 10-8），送轄隸之疾病管制

署各區管制中心進行彙整。 
（七）每年 1 月初提報外單位協助隔離治療有功人員名單予疾病

管制署。 
四、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一）必要時，協助縣市衛生局進行個案隔離治療期間之狀況處

理。 
（二）必要時，協助衛生局連繫跨縣市或跨分局轄區之移送隔離

治療案件。 
（三）督導轄內縣市衛生局依法辦理各項隔離治療之行政作業，

俾符合相關法定程序。 
（四）彙整轄內縣市衛生局填寫之「縣市隔離治療月報表」，並

於每月 20 日前送疾病管制署慢性組。 
（五）每年彙整轄區縣市衛生局提報之外單位協助隔離治療有功

人員名單予疾病管制署慢性組。 
 

陸、費用 
依據「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法定傳染病病人經主管

機關施行隔離治療者，其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之；「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中央主管機關支應之各類傳染病

病人施行隔離治療之費用，指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核付之醫療費用及隔離治療機構之膳食費。 
除上述費用之外，如有因施行隔離治療所致相關費用，本

於個案管理權責，應由各縣市自行編列預算處理。 
 
柒、訴願及行政訴訟 

經主管機關施以隔離治療處分之病人或其利害關係人，如

對該項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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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為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

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年者，不得提起。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如對訴願決定結果不服者，得於決定

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