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者  的  話
2 0 1 9  年  1 2  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震驚發現了首例 

COVID-19 病例，同時 2020 年 3 月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肺炎 

COVID-19 為定位為「全球大流行」。從 2019 到 2022 年面對

三年疫情持續不斷肆虐及病毒超級變異，相信這已是一場人類

瘟疫大肆虐的生物交戰。當然感染管制工作無可避免不僅在我

們平時生活上，在醫院防疫、長期照護更面臨重要的角色。

本期內容共原著一篇、綜論一篇、專欄二篇、國內外新知

兩篇及讀者園地三篇，內容可謂相當豐富與精彩。在原著部

份，我們知道愛滋病毒感染在年齡層上已逐漸降低，面臨這樣

的難題有研究指出教育計劃確實可以有效減少青少年危險行

為，而本研究正是探討提供青少年對愛滋疾病的認知、態度和

行為來改善減少 HIV 發生，可提供在學校愛滋疾病教學方向

的參考。

第一篇綜論為精神科急性病房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感染管

制作為，說明精神科病人在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下，病房單位

如何以領導管理來規劃防疫作為以避免群聚發生。在專欄部

份，因為我們知道有關研發 COVID-19 治療藥物、疫苗在任何

一個新興傳染病是非常重要的利器。而本篇為透過新冠病毒感

染敘利亞倉鼠之病毒複製病理變化與細胞激素反應研究，在

診斷治療上真的是非常值得拜讀的一篇文章。特稿部份則是

由多位專家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線上致病性黴菌研討會 (2021 

Symposium of Medical Mycology) 紀實。透過作者的整理，讀

者可以懶人包方式快速流覽宛如現場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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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則是呼應目前最重要新冠疫苗的普及推行，然

而在青少年究竟打與不打 (主要是受心肌心包膜炎影響)，群眾

心理上一直有著某種層度的疑慮。因此透過最新的青少年施打 

mRNA COVID-19 疫苗與心肌心包膜炎認識，想必能為讀者稍

解疑惑。而另一篇新知說明伊維菌素在預防和治療 COVID 19 

上有其效果，但也告知讀者，對於促進任何臨床治療的準確結

論，必須有判斷一份研究品質好壞的能力乃至關重要。最後讀

者園地部份，從醫院的緊急隔離、治療到長照的照護與安寧

照護，相信對抗 COVID-19 病毒肆虐、一起守護家園已是我們

醫療人員一肩擔負起的重要使命，但終究 COVID-19 病人也會

到原來的社區及機構生活。因此，我們特邀相關醫療人員來心

路回顧分享 COVID-19 疫情期間長照機構收治新冠肺炎住民心

路、安寧病房陪病者確診事件經驗分享，是值得大家閱覽的小

品集。

相信本期一系列的內容必帶給讀者無論是臨床實務上重要

助益，也一起溫暖回顧 COVID-19 疫情期間大家的點點滴滴。

再一次感謝此期所有作者提供寶貴的資料與經驗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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