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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全球 COVID-19疫情，我國迅速啟動應變機制，立即提升邊境檢疫與入境

管制措施。隨著國際疫情持續擴大，每日自港埠後送有症狀就醫人數不斷增加，

然經醫療端診療評估採檢後，實際需住院人數比例並不高。為減少社區醫療負荷及

增加採檢量能，高雄國際機場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成立採檢站，針對有旅遊史及

有疑似症狀之入境旅客執行現場採檢作業後讓其返家等待檢驗報告。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由南部 6大醫學中心共組防疫團隊，落實邊境檢疫作為，

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就地採檢條件進行作業，期間醫護人員支援計

153 人次，共採檢入境旅客 129 人次。隨著全球疫情持續嚴峻，出入境班次逐漸

減少。而自 3 月 19 日起入境一律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政策實施後，入境航班及

旅客數更大幅下降，有症狀需採檢人數亦隨之降低。考量需求及人力運用，高雄

國際機場採檢站故於 3 月 22 日起暫停作業，共設立 26 天，未來仍將依疫情調整

作業模式評估啟用，提升邊境檢疫及採檢量能。 

     

關鍵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就地採檢 

 

前言 

我國自 2003 年 SARS 疫情起，於國際港埠設置紅外線熱影像儀，用以主動

篩檢入境發燒旅客。檢疫人員藉由健康評估，判斷其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必要時於

邊境進行檢體採集。對於有疑似新興傳染病或第一、五類法定傳染病症狀，且流行

病學史符合病例定義並有緊急狀況之入境旅客，得後送合約醫院診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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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我國即迅速啟動邊境檢疫

措施。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病管制署）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即

對自中國武漢直航班機啟動登機檢疫，針對有疑似症狀旅客後送合約醫院進行評

估採檢[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稱指揮中心）依國

際疫情發展及風險評估結果，滾動調整後送就醫及採檢條件。隨著疫情持續升溫及

警示地區／國家別的陸續增加，每日自港埠後送有症狀就醫人數亦不斷上升。

高雄國際機場於 2020 年 2 月期間後送就醫共計 119 人次，單日後送就醫人數最高

曾達 20 人次，一度造成合約醫院負荷過量，然經評估後此類旅客多數不需住院，

採檢後便讓其返家進行居家檢疫等待檢驗結果。面對此類呼吸道傳染病，醫療端仍

必須以高規格防護作業照護每一位疑似個案。鑒於大部分後送旅客為入境前 14 日

曾有症狀但未有發燒或呼吸急促等之輕症個案，多因採檢需求後送至醫院而非

急需就醫之重症，經評估後為免耗費醫療端大量人力負荷及作業時間，故於高雄

國際機場設置就地採檢站，藉以分流輕症個案，以保全社區醫療量能[3]。 

 

歷程 

一、硬體建置及醫護人力支援 

COVID-19 可透過近距離飛沫與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等方式傳播

[4]。機場就地採檢站設置為針對有疑似症狀但非急需就醫之輕症入境旅客，於

入境完成通關後現場採集鼻咽或咽喉擦拭液送驗，便讓其先行返家於住家或

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2020 年 4 月 3 日起至集中檢疫所）等待檢驗結果。

如檢出陽性，則立即由地方衛生單位協助就醫進行隔離診治。 

就地採檢站環境選定基本須具備良好通風、檢疫動線流暢等條件。邀請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高屏區陳垚生指揮官，會同高雄航空站等相關單位，歷經

多次不同場域實地會勘評估及討論，於 2020 年 2 月 24 日擇定地點，規劃

建置半開放的帳棚型空間作為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在當時因已有實際運作

的桃園國際機場之經驗及醫院端戶外採檢站設備可供參考下，高雄國際機場

迅速於 2 月 25 日完成硬體架設，共分成 3 個區域：旅客等候區、採檢區及

卸裝區，在旁另設有一可上鎖之組合屋作為物資儲備室。整個採檢區域用品

（包含桌椅等）及防疫物資儲備基於感控原則考量，以最少而夠用、只進不出

為前提規劃設置。 

許多軟硬體也因應採檢站作業所需而特別設置安裝，包含用水、照明及

電話線路等。為符合感控措施，在現場佈置水線架設一腳踏式出水洗手台供

採檢作業使用。另為便於聯絡也加裝一電話機，作為即時聯繫使用。 

硬體設備完成後，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隨即於 2 月 26 日啟動採檢分流

作業，人員主要由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協助徵調醫護人力支援採檢作業，由南部

6 大醫學中心輪流進駐，高雄榮民總醫院主責並擔任協調窗口，聯合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長庚醫院、義大醫院、成大醫院及奇美醫院攜手共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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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配合高雄國際機場入境航班時間，每日分為早晚 2 班制（08:30–16:30

及 15:30–23:30），每班次由 1 名醫師、2 名護理師組成採檢團隊，依指揮中心

公告採檢條件進行現場作業。 

二、執行過程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啟用前，即訂定「高雄國際機場國際航廈就地採檢

作業原則」，使支援之醫護團隊有所依循。且因支援人員每日並不相同，疾病

管制署排定有專人於每班別對支援之醫護人員進行勤前訓練、環境介紹、流程

及清消原則等說明。 

採檢站軟硬體架設完備後，2 月 26 日開始依指揮中心公布之後送就醫及

採檢條件進行分流。符合採檢條件之輕症旅客，於發燒篩檢站先由疾病管制署

檢疫人員進行完整健康評估、疫調及衛教說明後，再由專人帶領旅客完成入境

通關程序。通關動線安排以最少接觸及最短停留為原則，且和一般旅客之行進

動線作分流區隔（圖一），引導至戶外採檢站後，檢疫人員與等候區護理人員

進行旅客及 Barcode 清冊確認核對，再由醫護人員引導至採檢區進行檢體採集

作業。採檢區配置及旅客動線（圖二）。 

檢疫人員須著適當防護裝備，包含髮帽、N95 口罩、面罩、手套、全身式

防護衣（或防水隔離衣）及鞋套等[5,6]進行採檢作業，採集後檢體會暫存於

現場攜帶型冰桶內，每 2 個小時由檢疫人員與醫護人員雙方共同進行檢體

核對點收後再移置專用冰箱，並於隔日統一送驗。 

圖一、旅客入境通關動線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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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清消及物資整備 

現場檢疫及採檢過程均須落實感控措施，以保障醫護人員及旅客安全。

採檢站牆面張貼個人防護裝備標準穿脫流程海報作為指引，每完成一位旅客

採檢，即須進行桌椅清消並更換防護裝備，才得進行下位旅客採檢作業。現場

環境除每次採檢後之簡易清消外，另律定至少每 4 小時需以 1,000ppm 之漂白

水進行帳棚內地板及牆面清消，漂白水每班別（8 小時）更新泡製[7]。 

每日防護裝備因採檢站作業而需求大增，疾病管制署每日排訂專人依

物資盤點表進行用物補充及耗用量記錄，以掌握各項物資耗用情形以即時

補充調度。也因採檢作業每日產生大量生物醫療廢棄物，故和合格業者簽定

醫療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並於現場放置大型廢棄物儲存桶暫存，再由業者

定期清除處理。 

四、成果及階段性任務 

於疫情發展之初，高雄國際機場單日入境旅客量於 1 月中來到高峰 10,627

人次，每日入境航班平均約 60 架次。在當時無就地採檢站期間，由高雄國際

機場後送就醫旅客人數單日曾高達 20 人次，隨著疫情日益嚴峻及眼見社區

醫療體系負荷不斷增加，隨即啟動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以增加採檢量能，緩解

醫療端壓力。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作業自 2 月 26 日啟用至 3 月 22 日共計 26 天，依循

指揮中心發布之就地採檢條件進行作業，醫護人員支援 153 人次，期間共採檢

入境旅客 129 人次。高雄國際機場往來航班主要以亞洲區域國家為主，就地

採檢站作業期間採檢旅客來自國家以日本為最多（61 人次），其次為馬來西亞

19 人次、新加坡 16 人次、泰國 12 人次、菲律賓 12 人次、越南 6 人次及韓國

3 人次（圖三）。被採檢旅客主要症狀多為輕微咳嗽、流鼻水等上呼吸道症狀，

現場採檢後即讓旅客返家等待檢驗結果。高雄國際機場執行就地採檢期間未

檢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個案。 

圖二、就地採檢站配置及旅客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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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疫情持續延燒，出入境班次逐漸減少，自 3 月 19 日起擴大限制

所有外籍人士入境，啟動入境者不分國人或外籍人士一律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

[8]，故入境航班及旅客數隨即大幅下降（圖四）。高雄國際機場由原先每日

平均 60 架次，至 3 月 21 日甚至降為單日僅有 1 架次。 

採檢站每日需徵調 6 位醫護人員執行就地採檢作業，因應航班及入境

旅客數減少，為免耗用醫護人力及考量成本效益，經與主責醫院陳垚生指揮官

討論評估後，決定於 3 月 23 日起暫停高雄國際機場就地採檢措施，有症狀

旅客調整由機場後送至合約醫院診察機制運作。 

 

討論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啟動前已制定有「高雄國際機場國際航廈就地採檢作業

原則」，然因應疫情同時部分醫療院所已成立有戶外篩檢及採檢區之經驗，故運作

之初，仍持續透過與醫護人員進行交流，教學相長，適時修訂機場之就地採檢作業

流程。戶外以帳篷式設備做為臨時檢疫處所，其搭設及拆除雖迅速且便利，但考量

圖三、高雄國際機場 2020/2/26–2020/3/22 就地採檢旅客數來自國家別 

圖四、高雄國際機場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航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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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年均會遇有颱風及梅雨季節，若設置地點處戶外或迎風面，簡易帳棚就實際

面無法為長遠之規劃。目前高雄國際機場雖已暫停採檢站運作，未來依入境航班及

旅客數量將適時啟動，屆時也將適當調整硬體設施，朝長久實用性之固定式建物來

執行作業。 

    新興傳染病陸續出現定然成為各國必須面對的威脅與挑戰，當新興傳染病於

境外發生，在港埠第一線即時啟動檢疫防治作為，對疾病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及應變整備，可有效防止或降低社區傳播風險，如旅客分流及就地採檢即是此次

邊境檢疫的迅速應變機制之一。 

    當面臨全球重大疫情迅速爆發時，社區醫療應是處理重症或高傳染風險病患

之場域，也可預期當下定也已承載相當大的負荷。若同時因防疫之故，各入境港埠

不分輕重症均將疑似個案後送至醫院診治或採檢時，反因而耗損了醫療端之量能，

包含人力及物資等。鑒於現行有旅遊史之入境旅客多為輕症個案，為保全醫療

資源，確保社區防疫量能，未來在面對不同的大規模疫情時，不管是未知呼吸道

感染疾病或其他新興傳染病等，持續滾動調整因應措施，如視必要時在社區或港埠

前線設有一檢疫或採檢機制，在疫情嚴峻下可適時分流個案，避免大量病患同時

湧入加重醫療負荷[9]，本次就地採檢站的設置可作為未來面對重大疫情的因應

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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