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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救護服務人員載運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病人 

防護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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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29日初版 

一、前言： 

緊急醫療救護服務在國家基礎建設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然

而，不同於一般的醫療(事)機構能在可控制的環境下提供照護，緊急

醫療救護服務人員大多在病人病史不明確以及侷限的空間中的情況

下，執行到院前的緊急救護。因此於常規執行業務時，應遵循感染控

制標準防護措施，包含：救護車及設備清消、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

使用符合規定的個人防護裝備，並視情形所需採取傳播途徑別（接

觸、飛沫、空氣）防護措施，以防範感染的發生與擴散，保障自身及

他人的安全。 

緊急醫療救護服務人員於載運疑似或確認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

病毒(MERS-CoV)感染症病人時，應依循標準防護措施、飛沫傳染、

接觸傳染及空氣傳染防護措施之原則，採行適當的防護措施。 

指引目的在提供相關感染管制原則做為業務執行時之參考依

據，然各單位因裝備配置規格不一，實務執行所遇狀況各異，因此對

於指引的運用，仍需依實際之可行性與適用性，修訂內化為適合單位

所需之作業程序。 

二、感染控制措施： 

1.個人防護裝備與措施： 

1-1. 考量車艙內為較密閉之空間，且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MERS-CoV)病毒傳播特性仍然未明的情況下，為保障緊急醫

療救護服務人員的健康，現階段建議在運送過程中應戴上高效

過濾口罩(N95或相當等級(含)以上口罩)；若預期過程中有接

觸或噴濺到病人分泌物之風險，可視身體可能暴露之範圍及業

務執行現況，使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裝備。 

1-2.落實手部衛生，並確實於卸除裝備後立即執行手部衛生。 

2.載運病人時： 

2-1.請病人配戴外科口罩；如有困難，請病人咳嗽時應以衛生紙覆

蓋其口鼻。 

2-2.救護車內病人留置區域，應儘可能保持通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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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應於抵達前通知收治之醫療機構病人狀況，提醒採取適當的防

護措施。 

3.救護車清消： 

3-1.運送病人下車後，應於戶外且非人員出入頻繁之區域執行救護

車內清消工作。在清消前應先打開車門及車窗，讓車內空氣流

通。車內清消完成後，車體外部只需依一般程序清潔即可。 

3-2.於進行清消工作時應戴拋棄式手套、外科口罩及隔離衣，假若

預期會有噴濺情形發生，可使用防護面罩（faceshield）或護

目裝備搭配口罩保護眼睛、口、鼻等部位；並於卸除防護裝備

後立即洗手。勿清洗及重複使用拋棄式手套。廢棄物應裝入不

易破損及防漏的塑膠袋，綁緊後清運。 

3-3.執行清消工作時，應先以清潔劑或肥皂和清水移除髒污與有機

物質，再使用濕抹布及合適的消毒劑執行有效的環境清消。但

是，當有小範圍（＜10ml）的血液或有機物質時，應先以低濃

度（500ppm）的漂白水覆蓋在其表面進行去污作用，若血液或

有機物質的範圍大於 10ml 以上，則需以高濃度（5000ppm）的

漂白水進行去污，再以清潔劑或肥皂和清水移除髒污與有機物

質，並接續使用濕抹布及合適的消毒劑執行有效的環境清消。

應注意避免採用會產生霧狀物、懸浮物與灰塵散播的方法清

潔。 

3-4.執行救護車內清消工作時，使用合適的消毒劑執行有效的環境

管理，例如濃度為 60-80% 酒精或是濃度為 500ppm 漂白水

等；使用者可依方便性、儀器設備適用性等因素選擇。 

3-5.需要重複使用的病人照護儀器或設備，應依廠商建議方式處

理；若儀器或設備必須被送到其他地點處理，應裝入有『生物

危害』標誌的韌性塑膠袋(Biohazard bag)，密封並清楚標示應

採取之清潔消毒或滅菌方式後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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