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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 

 

吳文超＊、蔡威士、曾淑慧 

 

摘要 

2013 年 12 月，於西非幾內亞發現伊波拉病毒感染首例，隨後疫情快速擴及

鄰近非洲國家，到了 2014 年 7 月，疫情蔓延更為嚴峻。疾病管制署對於國際伊

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持續關注，並展開因應可能經境外移入疑似個案之各項整備

工作。在實驗室生物安全方面，於同年 9 月公布「處理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

感染病人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並請各縣市衛生局督導轄區醫

療院所檢驗部門之整備狀況，於 10 月回報區域級以上醫院檢驗部門因應伊波拉

病毒感染病人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現況。當 2014 年 10 月不幸傳出西班

牙 1 名護士及美國 2 名護士，因照顧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而遭感染之意外，促

使各國對於照護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人員防護措施，進行通盤檢討及修正。

疾病管制署也依據國際最新指引進行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修訂，並要求國內依

法可執行伊波拉病毒感染檢驗之單位，辦理實驗室意外事故及感染意外之應變

演練。顯示疾病管制署在因應國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已

積極完成國內備戰準備，在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安全防護下，提供疫病檢驗之

堅強後盾。 

 

關鍵字：伊波拉病毒感染；檢驗；實驗室生物安全 

 

 

 

 

 

 

2015 年 6 月 23 日 第 31 卷 第 12 期 
 原著文章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  投稿日期：2015 年 03 月 11 日 

通訊作者：吳文超＊                         接受日期：2015 年 04 月 23 日 

E-mail：wcwu@cdc.gov.tw                 DOI：10.6524/EB.20150623.31(12).00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疫情報導  287 
 

mailto:wcwu@cdc.gov.tw


│原著文章│ 

前言 

2013 年 12 月在西非幾內亞發現伊波拉病毒感染首例，隔年 3 月在幾內亞及

賴比瑞亞爆發疫情，5 月在獅子山共和國也傳出疫情，到了 7 月在幾內亞、獅子

山及賴比瑞亞等國之病例數急遽上升，疫情蔓延越顯嚴峻[1]。疾病管制署（以

下簡稱疾管署）對於國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持續關注，並展開因應可能經境

外移入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個案之各項整備工作。在實驗室生物安全方面，於

2014 年 7 月參考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及加拿大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PHA）[3]相關指

引，訂定我國 「處理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出血熱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

生物安全規定」；於 8 月另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4]、美國 CDC[5]及新加坡衛生部[6]相關指引，訂定醫療機構處理疑似伊波拉病

毒感染病人進行常規檢驗項目（如生化學、血液學或其他支持或治療病人檢驗）

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行政指導；於 9 月將指引與行政指導整併成「處理伊波拉病

毒（Ebola Virus）感染病人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為確保國內

因應收治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醫療院所檢驗部門，已依前開指引完成相

關檢驗工作之安全防護措施，疾管署於 2014 年 9 月請各縣市衛生局督導轄區醫

療院所檢驗部門之整備狀況，並於 10 月回報區域級以上醫院檢驗部門因應伊波

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現況。惟 10 月份不幸傳出西班牙 1

名護士及美國 2 名護士，因照顧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而遭感染之意外，促使各國

對於照護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人員防護措施，再做檢討及修正。疾管署於 12

月再參考 WHO[7]、美國 CDC[8,9]及加拿大 PHA[10]等最新指引及規範，進行前

開指引之修訂 [11]。並要求國內依法可執行伊波拉病毒感染檢驗之單位，應辦

理實驗室意外事故及感染意外之應變演練。顯示疾管署在因應國際伊波拉病毒

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已積極完成備戰作業。 

 

伊波拉病毒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 

對於伊波拉病毒檢驗，主要是以病毒分離及鑑定，以及分子生物學檢驗為

主。由於病毒分離及鑑定之操作危害風險極高，應於生物安全第 4 等級（biosafety 

level 4, BSL-4）實驗室進行，目前國內只有一個單位可以執行這項檢驗工作。

BSL-4 實驗室一般有兩種設計類型，包括防護衣型實驗室（suit laboratory）及安

全櫃型實驗室（cabinet laboratory）。國內 BSL-4 實驗室採後者之設計，所以使用

第三級（Class III）生物安全櫃（biosafety cabinet, BSC），實驗室工作人員應穿著

正面無接縫或類似設計之實驗袍、手套、呼吸防護具(如 N95 或同等級以上之呼

吸防護具)、眼睛保護裝備或面罩。離心機置放於 Class III BSC 內。待離心物應

置於密閉容器內，並於 Class III BSC 內開啟容器。限制使用針頭、注射器和其

他尖銳物，以免工作人員發生穿刺感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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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分離及鑑定之生物安全防護等級要求頗高，考量對於疑似伊波拉病毒

感染病人檢驗之量能及時效，將先進行分子生物學檢驗。在進行分子生物學檢

驗前之檢體去活化（inactivation），仍應於生物安全第 3 等級（biosafety level 3, 

BSL-3）實驗室進行。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戴雙層手套、N95 口罩、拋棄式防護面

罩，以及穿著拋棄式防水性（fluid resistant）連身型防護衣及防水長筒鞋套。已

完成去活化之檢體，經適當檢體去活化確認機制後，可移至生物安全第 2 等級

（biosafety level 2, BSL-2）實驗室進行後續操作。 

 

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臨床檢驗（例如生化學、血液學、其他支持或治療

病人之檢驗等）之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 

一般臨床檢驗項目，並不適合事先進行檢體之去活化，這將影響到檢驗結果

之正確性。考量對於進行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臨床檢驗之工作人員安全，應

避免非必要之臨床檢驗。由於分子生物學檢驗快速，可在初步獲知是否排除為伊

波拉病毒感染後，再進行相關檢驗。 

進行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常規檢驗（包括生化、血液及尿液等檢驗項

目），可考量於病人隔離房或其內部隔離設施進行，使用定點照護檢驗（point-of-care）

設備或密閉式全自動分析儀器進行相關檢驗，並做好人員感染管制措施。 

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體應使用密閉容器直接送至實驗室，由專人簽收，

不可使用自動傳送系統運送檢體，以免檢體包裝疏失，造成傳送系統管道之汙染。

所有常規檢驗應視進行之檢驗項目及危害風險，落實標準防護措施、接觸傳播防

護措施及飛沫傳播隔離措施等，以避免發生實驗室感染意外。 

應指派經過訓練且經驗豐富之檢驗人員負責檢驗工作，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戴

雙層手套、N95 口罩、拋棄式防護面罩，以及穿著拋棄式防水性連身型防護衣及

防水長筒鞋套。 

於臨床實驗室進行病人檢體操作時，應穿著適當人員防護裝備及使用物理防

護裝置，以保護實驗工作人員之手鼻、眼睛及皮膚接觸病人檢體。包括使用 Class II 

BSC 或防噴濺擋板進行操作，如 Class II BSC 或防噴濺擋板無法使用時，應確保工

作人員防護之有效性。 

進行常規檢驗所使用之儀器設備，以 500 ppm 含氯之消毒劑(如市售之 5%含氯

漂白水稀釋100倍)進行消毒或根據原廠儀器操作手冊之消毒規定，進行相關清潔、

消毒及除汙。 

 

檢體廢棄、儲存及意外處置 

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體檢驗產出之所有廢棄物，丟棄前應以高壓蒸氣

滅菌、焚燒或化學消毒進行除汙處理。對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陽性檢體，

如有保存需要，應以密封、防漏容器，適當標示及上鎖，置於高度保全區域實驗

室。對於進出該區域之人員、儲存材料設備、設施通道等，有效管制及監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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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相關存取紀錄。檢驗操作過程發生溢出意外，工作人員應視發生溢出位置

及範圍，決定是否立即處理。如發生在實驗室 BSC 外設施內之檢體翻灑，人員

應儘速離開發生溢出之區域並立即通報實驗室管理者。工作人員至少 30 分鐘再

進入實驗室，以利氣膠之沉降及排除。在清理過程，張貼人員禁止進入之標示。

處理人員必須穿著適當防護衣及呼吸防護裝備，遵照以下溢出清理程序：  

(1)戴上手套、穿著實驗袍及口罩。  

(2)進入發生溢出之區域。  

(3)以布料或紙巾覆蓋溢出物。  

(4)倒入適當消毒劑於紙巾上以及周圍區域(一般使用 5%漂白水溶液)。 

(5)以同心圓方向將消毒劑從溢出物外圍往中心方向倒入。  

(6)等待消毒劑作用約 30 分鐘至 1 小時，再進行溢出物之清除。若含有玻璃碎片

或尖銳物，則以畚箕或硬紙板將溢出物收集到防穿刺容器中再丟棄)。 

(7)其餘感染性物質放置於密封塑膠袋，以利處理。 

(8)清潔並消毒溢出區域。 

  任何暴露於溢出物之人員應進行醫療諮詢，事故應記錄並保存。 

有鑑於美國醫護人員可能因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疏忽，造成感染伊波拉

病毒。故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接受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脫教育訓練，並確認能正確及

熟練穿脫個人防護裝備。確認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著，不可有皮膚暴露的情況。穿

脫個人防護裝備時，宜由通過個人防護裝備穿脫訓練之同袍，協助監督穿脫個人

防護裝備流程之正確性。運送該病毒檢體及病原體應遵照「感染性生物材料或臨

床檢體運輸包裝規定」之 A 類感染性物質（P620）三層包裝規定[12]辦理。有關伊

波拉病毒檢驗，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由收治疑似

病人之醫療機構，通知疾管署所在之區管制中心到院收取檢體，再由該區管制中

心送至疾管署昆陽辦公室檢體單一窗口，進行後續檢驗及轉檢作業。 

 

結語 

我國自 2003 年 12 月發生實驗室感染 SARS 事件後，疾管署致力於國內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之建構。對於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實驗室生物安全技術

指引以及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工作，已逐步建置完成及運行。因此，在因應國

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作為，能夠很快速完成及更新實驗室

安全指引，同時也積極查核及掌握整備狀況，以及完成相關應變演練，以期杜

絕實驗室感染意外之發生。相信在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安全防護下，對於伊波

拉病毒感染威脅，提供疫病檢驗之堅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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