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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應變醫院-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檢核表 

 

一、 前言 

 為期「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應變醫院-傳染病緊急應變計

畫更臻完備，以應疫情來襲時能順利運作、降低衝擊，爰以本

署政策為主，輔以國外文獻資料(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s in 

Infection Control Epidemiology, Mass Casually Plan Checklist, 

Hospital Pandemic Influenza Planning Checklists)編撰本檢核表，

另提供演習評核表供應變醫院參考，惟應變醫院仍應依實際狀

況增刪，並藉由演習提升相關人員應變能力，驗證及完善計

畫，並建立應變醫院自我評核、應變能力。 

 

二、 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 檢核表 

（一） 檢核標準 

1. 計畫內容與檢核項目之描述內容完全符合者為「完全符

合」，尚未規劃或提出具體方案者為「無規劃」，介於兩者之

間者為「部分符合」。 

2. 檢核項目之下的次檢核內容，如已含括請予勾選，尚無含括

則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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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核表 

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一、 基本部分 

封面/標題頁、製訂及修訂日、目錄等。 

 
 
 

 
 
 

 
 
 

二、 計畫背景 

1. 前言：簡述撰擬應變計畫之緣由、摘要等。 

2. 範疇：明確規範計畫撰擬之傳染病種類。 

 
 

 

 
 

 

 
 

 

三、 依據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X 條、XX 辦法等，應變醫院之

權利及應盡之責任。 

 
 

 
 

 
 

四、 目標 

必須具體、可行、可量化、可測量，醫院須清楚訂

定提供 XX 個新型流感或其他傳染病病人的住院醫

療，提供 XX 床位、XX 醫療設備及人力等。 

 
 

 
 

 
 

五、 內容 

5-1 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範例如附件一）： 

將目前醫院行政/醫療/其他相關單位納入醫院緊急應

變組織架構（ICS）架構中，規劃實際運作方案，並

建立任務職責表。其架構應包含五大部門－指揮中

心、執行部門、計畫部門、勤務部門、財務/行政部

門。並儘可能建立任務職責表（Job Action Sheet, 

JAS，如附件二）或表單(check list)以順暢工作執

行。 

 指揮中心:包含指揮官、發言人、安全官、聯

絡官及醫療/技術專家組成之應變委員會(應

包含院內及外聘之不同專業人事)等。 

 執行部門：執行應變計畫中實際執行之各項

工作，以維持醫院運作、聯繫所需資源、提

供醫療衛生服務、設備場地之運作維護、安

全管理等。 

 計畫部門：綜研所有傳染病事件相關資訊，

籌備定期會議、掌握狀況、進行分析統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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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規劃執行方案，另擬妥行動計畫(Incident 

Action Plan)並提供指揮中心及四大部門主管

執行。 

 勤務部門：包含勤務組、任務支援組等。 

 財務/行政部門：包含人事、採購、會計及申

訴賠償等。 

 
 
 
 
 
 
 
 
 
 
 
 
 
 
 
 

 
 

 

 

 

 

 

 

 

 

 

 

 

 

 

 

 

 

 
 
 
 
 
 
 
 
 
 
 
 
 
 
 

5-2 應變規劃與監測 

 （1）醫院傳染病事件發生之危機因應策略/計畫     

 規劃病人突然大量湧現 (surge)病人分類及

處置。  

 規劃院內感染危機因應及處置。 

 醫院已將新興傳染病如新型流感或 COVID--

19 應變計畫與醫院整體的災難應變計畫整

合。 

 對於新興傳染病如新型流感或 COVID--19，

已指派跨部門組成的計畫委員會準備具體的

計畫/評估方案。 

確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因應流感大流行”及

其他相關應變計畫已仔細研讀，供規劃過程

的參考。 

  區域。 

  縣市。 

  其他醫院。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及疾病管制署的疫情分

期，醫院的應變層級也有不同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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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準備計畫已經確認好主要/次要負責人。 

    主要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次要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確認中央、地方等衛生行政相關應變計畫資

料取得之聯繫人員/方式。（請填入姓名、職稱

及聯絡方式）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X 區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在管理及感控部門，可獲得相關的應變計畫    

或是技術說明等文件(其他可得到資料處，包

括內部網站網址)請列舉： 

   （本院） 

      ╴╴╴╴╴╴╴╴╴╴╴╴╴╴╴╴╴╴ 

   （其他） 

   ╴╴╴╴╴╴╴╴╴╴╴╴╴╴╴╴╴╴ 

 在社區層級，計畫中還包含了地方和區域間 

  應變團體、其他醫院和其他健康照護機構的 

合作策略。（例如人員、材料和其他資源分

配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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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2）規劃適當的監控及偵查醫院內病人和醫療人

員的應變計畫執行情形。 

在一般流感季節中，為了監控新型流感，會 

   針對類流感症狀的病人實施監測、檢驗和評

估。 

   症狀監測應包含急診部、門診和工作人員的

健康狀況。醫院的感控部門必須蒐集相關的

資訊，並且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陳報。 

即時資訊之獲得及應變：當鄰近國家、國內

或是當地有報導指出傳染病疫情時，需更新

相關的資訊及作業準則。醫院必須立即對於

此資訊，反應在院內的委員會及應變計畫

中。 

建立監控和通報流程，以監控院內病人、病

人家屬、志工、外包人員和醫療人員的季節

性類流感症狀數目。（例如，每週或每天出現

類流感症狀的病人或員工數量。） 

建立管理傳染病病人之流程，他們可能是急

診或門診病人，或經由醫師轉介至醫院。這

套標準流程應包含，檢查病例、疾病診斷、

進行感控評估、疾病治療和感控通報程序。 

另依不同傳染病之分期，規劃適宜之病人處

理流程。 

建立訊息管道以蒐集國內其他健康照護機

構，對傳染病病人和員工之規劃。這些其他

醫療機構的狀況，可做應變醫院進行規劃時

之參考。 

（3）感染控制第一線應變人員，應一天 24 小時、       

     一週七天都可以聯絡到（感控人員不足應規劃   

     其替代方案）且傳染病事件發生時，應有管理 

     階層的主管人員同時被通知，才能啟動應變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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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4）計畫中需對隔離區（含隔離病房）、除污

區、清潔區或緩衝區之位置及數量，以及疏

散規則（包括動線及分區）清楚標示。 

（5）建立疫苗施打和抗病毒用藥計畫。 

瞭解並且將疾病管制署在傳染病流行期間建

議使用疫苗及抗病毒藥物的取得、使用、施

打整合到醫院相關的應變計畫中。 

醫院對疫苗和抗病毒藥劑使用方案應配合衛     

生主管機關政策。 

確立安全準則，並制定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藥

物的使用計畫。 

配合政策，規劃病人/醫院員工接受流感疫苗

的施打、預防性或治療性抗病毒藥。 

疫苗施打和抗病毒用藥的考慮要點： 

如何分配有限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對於接受預防性或治療性抗病毒藥物後，會

出現副作用的病人。 

 

 

 

 

 
  

 
 

 

 

 

  

 

 
 

 

 

 

 

 
 

 

 
 

5-3 啟動應變措施 

（1）明定應變計畫在什麼情況下啟動應變。（啟

動狀況需以原則概括） 

（2）明定應變計畫之啟動由誰來執行。 

（3）明定通知及啟動方式。 

（4）清楚界定啟動階段。（例如：警戒、待命、       

啟動、解散？） 

（5）明定分階段分流收治新興/重大傳染病病人。 

負壓隔離病房收治。 

特定病房或特定樓層收治。 

特定比率急性一般病床分區收治。 

特定建築全棟收治。 



25 
 

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5-4 人力動員與職務指派 

（1）緊急應變架構中之角色及任務，建立任務職 

     責表等關鍵性任務清單並清楚指明各任務由 

     誰來指派、如何通知、召回、集合地點：  

應變委員會成員應包含以下的領域。（檢查

並將委員會的成員的姓名、職稱及聯絡方

式，依下列個人領域分類後列表） 

行政人員。 

醫療人員。(例如內科、小兒科、傳染病、急

重症) 

護理部門。 

人力資源。 

呼吸治療。 

影像醫學部。 

員工教育訓練。 

工程和維修。 

環境衛生。（含環境除污消毒） 

安全與保全人員。 

營養部門。 

藥劑部門。 

資訊部門。 

採購部門。 

研究部門。 

相關專家顧問。(例如醫學倫理、精神/行為健

康) 

其他的成員。(例如：志工、社區、法醫、太

平間等） 

（2）規劃職務代理人/人力代理等方案。 

（3）規劃志工等人員進駐方案。 

（4）建立緊急事件發生時的人員配置計畫，以確      

立最小人員需求，並將醫院基本運作中，緊      

急和非必要服務排出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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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當醫院出現人力危機，可利用志願性的非院

內人員，協助相關工作。 

人員配置計畫中，包含訓練非院內志願人

員，提供認證並給予識別證。 

人員配置計畫中，包含醫院員工的訓練和支

援緊急服務的配置。 

人員配置計畫中，包含有應變策略，來應付

員工在長時間工作時，對預定工作造成的衝

擊。 

安排負責評估及協助員工日常情況需求的人

員。（請填入主要負責人和次要負責人的姓

名、職稱及聯絡方式） 

       主要負責人╴╴╴╴╴╴╴╴╴╴╴╴╴ 

                （姓名）（職稱）（聯絡方式） 

       次要負責人╴╴╴╴╴╴╴╴╴╴╴╴╴ 

          （姓名） （職稱）（聯絡方式） 

建立機制，來支持因家庭、個人事務或其他

阻礙而無法上班的員工。 

人員配置計畫中應與地方和醫療網區合作，

在人力危機時，對健康照護人員短缺做相互

支援及協助。 

 
 
 
 
 
 
 
 
 
 
 

 
 
 
 
 
 
 
 
 
 
 

 
 
 
 
 
 
 
 
 
 
 

5-5 物資與資源掌控 

（1）醫療機構內傳染病應變之相關資源儲存狀

態： 

現有感染症相關重要醫療設備：呼吸器。

（成人/小孩/新生兒）；抽痰設備。 

防護設備。(面罩、各種口罩、護目鏡、手

套、防護衣等）。 

醫療設備及相關耗材的供應。（需列在附件

中） 

生物檢驗室的等級（Biosafety Level) 

檢體安全運送的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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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洗手消毒相關設備。 

 （2）儲存相關藥品，並建立手冊及表單方便管

理。 

估計在約八週的流行期和八週的流行後期

中，照護病人所需的基本儀器耗材（例如，

靜脈注射幫浦、呼吸器、藥品、診斷用化驗

原料），和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口罩、面

罩、手術衣、手套和手部衛生清潔產品）的

數量。 

與其他團體建立共同分享儲存物資的協定。 

建立優先順序之分配策略，以應付病人儀器

裝備（例如，呼吸器）、藥品（例如，抗病毒

和抗細菌治療用藥）和其他資源不足的情

況。 

制定計畫來確定相關補給品所需量/來源是否

短缺。（例如，靜脈內注射液和個人防護裝

備、可使用正常及替代性管道來取得的所有

必需物資） 

建立替代性採購醫療設備、藥品和承包商服

務（例如，洗衣房、清潔公司、餐廳包商

等）的清單。 

維持院內緊急實驗室運作的能力，對於需要

外送的檢驗，將其排出優先順序。 

即時回報有關醫院狀況和可用資源的訊息給

公共衛生和支援合作醫院的詢問。 

 
 
 
 
 
 
 

 
 
 
 
 
 
 

 
 
 
 
 
 
 

5-6 教育訓練及演習 

（1）有指定人員負責教育訓練（例如：訂定並舉

辦課程確認人員的出席。）（請填入姓名、職

稱及聯絡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2）規劃相關人員持續的教育與訓練且課程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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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含即時傳染病疫情新知及防治措施。另確定

病人及家屬了解有關傳染病疫情的基本預防

控制的資訊。 

利用遠距教學（網際網路）及地方上的流感

/COVID-19 訓練課程來協助教育訓練的進

行。 

  確立臨床或非臨床員工的適當閱讀資料及教 

     材。 

  醫院員工的教育訓練包含傳染病預防及控制  

     之個人措施。一般教育訓練應包含：標準預 

     防措施訓練、呼吸防護措施、咳嗽及呼吸道  

     衛生禮節等。 

教育訓練應包含醫院應變計畫中的相關員工

政策及當實施計畫時因運作變動的應變措

施。 

建立計畫來促進員工對於課程的學習動機， 

     例如：頒發證書或當種子教師等。 

建立傳染病疫情醫院政策相關（例如，探 

     病時間）的宣導資料（如小冊子、佈告），並

對病人及家屬解釋取得其認同。這些適當的

語言文字閱讀教材（例如：替外籍看護工準

備不同語言的教材），在疾病流行其間須有計

畫性的向醫院病人及探病者宣傳。 

（3）規劃相關的基本技術及事件應變流程演習。 

   利用桌上演練或其他技術演練來驗證計畫。 

     預定演練日期 (               ) 

  一次大規模實地演習來測試計畫。  

     預定演練日期 (               ) 

  定期更新計畫，包含聯絡方式的更新和由演 

      習中所得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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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符合 

部份

符合 

無規

劃 
檢核項目 

 
 
 
 
 
 
 
 
 
 
 
 
 
 
 
 
 
 
 
 
 
 
 
 
 
 
 
 
 
 
 
 

 
 
 
 
 
 
 
 
 
 
 
 
 
 
 
 
 
 
 
 
 
 
 
 
 
 
 
 
 
 
 
 

 
 
 
 
 
 
 
 
 
 
 
 
 
 
 
 
 
 
 
 
 
 
 
 
 
 
 
 
 
 
 
 

5-7 病人照護計畫(含病人轉運送) 

（1）建立傳染病疫情期間病人分類和住院的規劃 

在特定地點（如檢傷區）將病人做分類，將

疑似流感病人區分出來。此地點需與其他一

般門診、急診的分類評估區域分開（依照感

控原則實行）。 

指派經訓練過的醫護人員，擔負初步檢傷的

工作。 

以告示牌來引導疑似流感/傳染病病人進入

適當的治療/檢傷區域（流程中需使用適當的

語言文字閱讀教材）。 

對於疑似病人，如果需要住院，必須要有適

當的住院流程及動線規劃。 

協調地方緊急醫療服務系統（電話：    ）

對於疑似流感/傳染病病人的運送。 

追蹤病人的入/出院狀況。 

（2）建立計畫，滿足在大流行中受影響的特定病

人族群的需求。（例如，兒童醫院或專科醫

院，應該將服務拓展至其他族群。）需考慮

的族群 

兒童及其家庭成員。 

老人及其照護者。 

年輕人。 

慢性病人。（例如，糖尿病/腎衰竭需定期做

血液透析等） 

精神障礙者。 

懷孕婦女。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其他（請具體說明）_______________ 

    考慮的議題 

可聯繫的其他醫院。 

對特殊儀器、醫療裝置和藥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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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運輸系統。 

精神心理健康諮詢。 

對社會服務的需求。 

翻譯服務。 

醫學倫理對醫療照護行為造成的影響。 

（3）訂定因應急速湧現大量(surge)傳染病人之清

空計畫。 

病人收治空間擴增，含營運降載以及因應分

階段分流收治所需之病人出/轉院需求規劃。  

醫療照護人力調度、召回及人員安置。 

物資調度與儲備(含人員住宿及飲食供應)。 

病人轉送的運輸工具、醫療紀錄與病歷的移

轉。 

（4）計畫中有針對病人的住院、轉院及出院，訂

定詳細的規劃。 

可以快速對送達之病人給予標示、檢傷、登  

記、初步診視並且安排後續的住院場所。 

以現有床位為基準，適度調整醫院住院及出

院準則和流程，隨時掌握可收住院的空床，

必要時取消其他非緊急的住院。 

與其他醫院及長期照護機構簽訂同意書，使

非流感/傳染病病人能適當持續接受時續治

療，必要時可協請衛生局協助。 

確定醫院可增加床位，並告知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及其醫療網區。 

適當的增加病床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空間及

治療流感/傳染病病人時所需的儀器藥品之空

間（例如呼吸器、氧氣、抗病毒藥物等） 

建立一套標準流程，停止新入院病人並將其

轉介至其他醫療院所。 

建立一套標準流程，限制醫院的探病者或是

陪病家屬。（包含與病人家屬溝通有關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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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屬探訪的規定） 

規劃收治區，可立即有電源、照明及資訊設

備等，以立即啟動。 

暫留區可進行病人留置、隔離及必要的醫療

處置，並有流量管制措施規劃。 

規劃安全機制，因應需暫時保管之病人個人 

       物品。 

建立後勤機制，以應付當醫院於大流行收 

       治病人時，仍可運送且維持所需的補給品、 

       儀器裝置和基本需求。 

（5）往生者的照護。 

建立計畫來管理太平間增加的需求，處理往

生病人。 

規劃院內一處區域，充當臨時的停屍處。 

建立與地方殯葬業者的支援與協調機制。 

估算預計往生人數以提供足夠的屍袋。 

有擴充停屍空間的規劃。 

 
 
 
 
  
  

 
 
 
 

 
 

 
 
 
 
 
 

5-8 通訊與聯絡 

（1）規劃替代方案/設施，以備預設通訊設備故

障。 

（2）建立中央/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及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區之溝通機制。 

（3）啟動過程中，內部通知/通報之規劃。 

 
 
 
 
 
 
 
 
 

 
 
 
 
 
 
 
 
 

 
 
 
 
 
 
 
 
 

5-9 感染控制 

  疾病流行時，適當執行醫院病人的感控計畫 

（1）健康照護人員在面對疑似病人時，遵守最低

標準防護和飛沫預防。（例如，近距離接觸時

戴適當的口罩） 

（2）建立機制，以通知醫院員工，如何採用適度

的感控評估措施、保持安全距離和個人防護

裝備。 

（3）處理病人呼吸道問題的工作人員，需使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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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防護器材。（例如，N95 或其他適合的更高

防護層級口罩） 

（4）全院實行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及自主健康

監測，限制病人訪客。 

（5）建立計畫將確認或疑似流感/傳染病人安置於

醫院指定區域。 

（6）規劃污染區/感染症病人之專門出入口。 

（7）指定專人更新或修正感控建議並加以實行，    

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發布最新感染控制措施。  

（8）必要時，有特別固定的場所/設施或是移動式

的設備來進行除污。 

 
 
 
 
 
 
 
 
 
 
 
 
 
 
 
 

 
 
 
 
 
 
 
 
 
 
 
 
 
 
 
 

 
 
 
 
 
 
 
 
 
 
 
 
 
 
 

5-10 警戒管制 

（1）規劃全面管制進出機制（含人員及車輛的通 

    行）。 

醫院保全人員應強制執行醫院出入管控程 

     序。 

（2）全面管制後，規劃如何與管制線外的人聯

絡。 

促進保全人員對非本院健康照護人員和志工  

的辨識。當傳染病疫情發生時，使這些人員

能順暢的進出醫院。 

建立計畫使病人能有秩序的流暢的進入醫 

       院。 

（3）建立管理內部之交通（工作人員及病人）動 

     線。 

（4）建立外部的交通（包括進與出）管制機制： 

 救護車輛。 

 載運器材設備的車輛。（包含垃圾車及高 

感染性廢棄物運載） 

 特殊的工作人員或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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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溝通(含媒體/家屬溝通與公眾訊息發布) 

  （1）在疾病流行期間，公共衛生部門的相關聯絡

人（請填入姓名、職稱及聯絡方式） 

      地方衛生主管部門聯絡人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X 區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中央衛生部門聯絡人 

      ╴╴╴╴╴╴╴╴╴╴╴╴╴╴╴╴╴╴╴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2）指派適當的人員代表醫院發言 

     醫院發言人： 

     主要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次要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公共關係（含媒體）聯絡人 

    主要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次要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建立與媒體及大眾溝通的機制。 

 確立通訊的形式和方法（網路、記者會、

報紙等），且應適用於視障、聽障、其他障

礙人士或語言能力受限者。（如外籍看護/傭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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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與其他健康照護機構之通訊名單，以

得到相關資訊並準備適當的措施。機構可

能包括：其他醫院、長期照護機構、療養

院、地方醫院緊急醫療服務系統、診所、

相關社區組織。 

建立在傳染病流行期中，提供與其他醫院

討論相關地方性計畫的溝通管道或場所。

（例如視訊、電話會議等） 

（3）規劃社區及醫院內部工作人員(社工、志工

等)溝通機制。 

訂定與醫院員工、志工的溝通計畫。在員

工恐懼、焦慮前，先計畫好應變的方式與

溝通方法。 

建立內部溝通的責任分派，請這些員工關

心並回報疫病流行對醫院造成的衝擊情

況。（請填入主要負責人和次要負責人的姓

名、職稱及聯絡方式） 

      主要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次要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開明且適當的病假政策，為出現不同症狀

的醫院員工訂出需求，這個政策應包含以

下要點： 

在工作中出現相關症狀員工之處理。 

鼓勵生病的員工（指一般的流感）留在

家裡直到大流行疫情和緩。 

協助在家或是在其他醫院照顧生病家屬

之醫院員工。 

支持當學校或托兒所關門時，需留在家

裡照顧小孩的員工。 

教育員工或志工，當出現流感/上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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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時自行篩檢，並利用電話向上呈

報。 

在傳染病流行期提供員工們身心健康上的

建議。 

追蹤接受年度流感疫苗注射員工。（以適

當系統追蹤每年的疫苗注射，有助於紀錄

並追蹤流感疫苗在員工間的施打情形） 

在傳染病流行期，規劃併發症風險增加人

員的管理計畫（例如，懷孕婦女、免疫功

能低下之員工、年紀大於 65 歲的員工

等），計畫中應包含將他們安置在行政部

門、轉換他們的工作區域或其他適合的應

變措施。 

（4）對於病人的家屬親人，規劃適當的接待方

式，並處理情緒問題。 

（5）規劃媒體活動地點，以避開急診、指揮中 

     心、家屬等候區，免於受到干擾。 

 
 
 
 

 
 
 
 

 
 
 

5-12 復原 

規劃傳染病事件結束後，適當的復原機制。 

 文件記錄整理。 

 會計財物。 

 倉儲盤點與採購。 

 紀錄保全。 

 環境污染清理。 

 廢棄物處理。 

 設備及設施的歸建。 

 人員歸建。 

 
 
 
 
 

 
 
 
 
 

 
 
 
 

六、 附件 

  計畫相關之資料可以附件方式呈現，以因應政策/ 

  技術更新時可即時抽換，不致影響主體計畫。 

通訊設備的使用說明。 

防護衣穿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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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藥物/抗生素、疫苗。 

消毒水之泡製。 

採檢、通報網頁等。 

病房清空。 

疫病篩檢之啟動。 

醫療設備及相關耗材供應名單。 

隔離場所等之配套措施及因應。 

名詞解釋（如：流感、新型流感、COVID-

19、隔離場所等）、縮寫 

各種內部說明文件或是其他機構發行的參

考技術文件、地圖、通訊錄（需注意個人

隱私權之保護）、重要資訊網頁等。 

 

（三） 參考資料: 

1. 「因應流感大流行作戰計畫」，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7 年 12

月。 

2. US CDC. Hospital Pandemic Influenza Planning Checklist. June,2007. 

3. Department of Venterans Affairs. 2005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Guidebook. 2005. 

4.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 For State, Local, 

And Tribal Public Health Directors. October 2, 2007. 

5. PIC Biorerrorism Working Group. April 2002 interim Bioterrorism 

Readiness Planning Suggestions. April, 2002. 

6. Comprehensive Hospital Preparedness Checklis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USCDC, 2020. 

7. Developing a hospital preparedness checklist to assess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EMHJ Vol. 27 No.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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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說明： 

1. 指揮中心： 

(1) 指揮官：組織並領導整體組織架構，負責計畫啟動時各項重要決策。 

(2) 發言人：擔任醫院對外（家屬、訪客及媒體）統一發布訊息之管道。 

(3) 安全官：確認員工、病人及訪客的安全，並建立相關處理程序以監控危

害情況，並有權禁止任何可能造成危害之行為。 

指揮官 

發言人 安全官 

聯絡官 
應變委員會 
（由院內或外聘不同專業
領域之醫療/技術專家） 

執行部 計畫部 勤務部 財務/行政部 

待命組 

醫療照護組 狀況分析組 

設施運作組 文件紀錄組 

資源控管組 

安全控制組

管 

歸建組 

任務支援組

管 

勤務組 

採購組 

 

 

申訴/賠償組 

人事組 

會計組 

 

 

 

 

 

 

 

 

 

 

 

 

 



38 
 

(4) 聯絡官：擔任醫院和其他外部單位（其他醫院、消防局、警察局、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等）之聯繫管道。 

(5) 醫療/技術專家之應變委員會：應含括院內及院外不同專業領域之專家，

提供指揮官或各執行部門部長專業建議，以利運作順利。 

2. 執行部門： 

(1) 待命組：規劃適當的空間存放緊急計畫啟動時所需的相關資源(例如:食

物、衛生用品、油料、醫療設備等)，並負責管理及配合各部門之需求，

進行分配。 

(2) 醫療照護組：負責計畫啟動時執行所有相關之醫療服務（急診、門診、

住/轉院、心理照護等）。 

(3) 設施運作組：管理及維護醫院基礎設施，包含：水電、空調、醫療用氣

體、衛生設備、訊息傳送設備等。 

(4) 安全控制組：管制醫院內部及外部人員（病人、家屬、訪客及員工）出

入、交通環境（交通動線、運輸車輛、維持群眾秩序等），並尋求警政機

關等協助維護醫院安全等。 

3. 計畫部門： 

(1) 資源控管組：聯繫相關單位於傳染病事件發生時調度運輸工具、人力、

藥品、物資等，確認其足夠之供應量及存放於待命組規劃之空間，並建

立資源使用情形清單。 

(2) 狀況分析組: 蒐集、分析傳染病事件之資訊，並預測未來情勢可能之發

展。 

(3) 文件紀錄組: 保存傳染病事件發生過程之文件，確保文件正確性及完整

性，並提供副本給需要單位，最後保存紀錄以作為法律、分析或歷史記

載所需。 

(4) 歸建組：針對所有人員及資源，訂定復原計畫。 

4. 勤務部門：支援計畫中各部門所需之人力及物力（清理環境、食衣住行相關

的部門）。 

5. 財務/行政部門：負責人事、會計、出納、採購、申/投訴、保險理賠或撫卹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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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任務職責表 

 

○○部門任務職責表 

 任務：  

訂定時間： 撰寫者： 

部門層級：  

職別：  負責人： 

直屬上級：  

主要工作項目： 

一、短期(0-2 hours): 

二、中期(2-12 hours): 

三、長期（>12 hours）: 

四、復原期: 

 

用到的相關計畫與工具或表單：  

 

 

備註： 

醫院規劃緊急應變架構時，應將各部門/組負責之工作詳列製表，其目的為傳染

病事件發生時，當指揮官下令即刻編組，各部門/組可立即依任務表動員，於最

短時間啟動計畫，且不因人員異動而影響整體組織架構及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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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演習評核表 

1.門診部演習評核表 

演習日期： 

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入口管制(填寫醫院感控/檢疫相關表單)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診間工作人員配戴外科口罩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診間流量管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病史詢問      

  旅遊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接觸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群聚現象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給"有急性呼吸道症狀病人"戴外科口罩 實際操作 □    □    □ □ 

診間其他病人之安排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照會系統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內部通報感控中心及主管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病人轉歸 (本院疑似病人的收治是在何

處，由哪個動線)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收治病房準備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警衛協助清空路線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動線規劃(含病人及醫療人員)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防護用具順利取得 實際操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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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家屬解釋(限制訪客及自主健康管理)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符合病歷定義之確定感染新型病人通報

(含各項表單及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環境清消(須符合感控原則)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垃圾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污衣(用污衣袋盛裝)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員工健康監測(造冊，異常狀況時通報之

部門)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綜合建議：＿＿＿＿＿＿＿＿＿＿＿＿＿＿＿＿＿＿＿＿＿＿＿＿＿＿＿＿＿＿＿

＿ 評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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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診部演習評核表 

演習日期： 

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訂定檢傷分類區的啟動要點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一、檢傷分類區       

檢傷分類區的健康照護工作人員的防護

裝備（依照病人狀況及接觸形式而定） 

(請演習各項防護裝備) 

實地操作 □    □    □ □ 

病史詢問       

  旅遊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接觸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群聚現象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給”有急性呼吸道症狀病人”戴外科口罩 實際操作 □    □    □ □ 

病人轉歸       

  聯絡收治病房準備 實際操作 □    □    □ □ 

  聯絡警衛協助清空路線 實際操作 □    □    □ □ 

  動線規劃(含病人及醫療人員) 實際操作 □    □    □ □ 

洗手  實際操作 □    □    □ □ 

環境清消(依感控原則)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二、病人收治       

隔離病房清空作業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隔離病房設施檢點(包含負壓監測及查檢

表)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防護用具順利取得 實際操作 □    □    □ □ 

健康照護工作人員的防護裝備（依照病

人狀況及接觸形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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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手部衛生 實際操作 □    □    □ □ 

  穿隔離衣 實際操作 □    □    □ □ 

  戴手套 實際操作 □    □    □ □ 

  外科口罩 實際操作 □    □    □ □ 

  高效過濾口罩 實際操作 □    □    □ □ 

  護目裝備 實際操作 □    □    □ □ 

通報     

  內部通報感控中心及主管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符合病歷定義之確定感染新型病人通

報(含各項表單及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符合病歷定義之確定感染新型病人的

採檢(含血清及咽喉拭子)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檢體雙層包裝 實際操作 □    □    □ □ 

環境清消須符合感控原則)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垃圾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污衣(污衣袋盛裝)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病人轉歸 (本院收治病房是哪，由哪個

通道)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收治病房準備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警衛協助清空路線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動線規劃(含病人及醫療人員)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員工健康監測(造冊，異常狀況時通報之

部門)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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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建議：＿＿＿＿＿＿＿＿＿＿＿＿＿＿＿＿＿＿＿＿＿＿＿＿＿＿＿＿＿＿＿ 

評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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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負壓隔離病房演習評核表 

演習日期： 

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病房健康照護工作人員佩帶外科口罩 實際操作 □    □    □ □ 

病史詢問      

  旅遊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接觸史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群聚現象的詢問 實際操作 □    □    □ □ 

”急性呼吸道症狀病人”戴外科口罩 實際操作 □    □    □ □ 

”急性呼吸道症狀病人”之安置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照會系統       

  內部通報感控中心及主管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隔離病房清空作業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隔離病房設施檢點(若為負壓隔離病

房，包含檢測負壓值及查檢表)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防護用具順利取得 實際操作 □    □    □ □ 

符合病歷定義之確定感染新型病人通報

(含各項表單及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符合病歷定義之確定感染新型病人的

採檢(含血清及咽喉拭子)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檢體雙層包裝 實際操作 □    □    □ □ 

環境清消須符合感控原則)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垃圾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污衣(污衣袋盛裝)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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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病人轉歸 (本院隔離病房在哪，由哪個

通道)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隔離病房準備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聯絡警衛協助清空路線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動線規劃(含病人及醫療人員)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其他病人安排、員工健康監測(造冊，異

常狀況時通報之部門)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綜合建議：＿＿＿＿＿＿＿＿＿＿＿＿＿＿＿＿＿＿＿＿＿＿＿＿＿＿＿＿＿＿＿ 

評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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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醫院營運降載/分階段分流收治作業演習評核表 

演習日期： 

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啟動醫院緊急應變計畫(System)    

啟動緊急應變指揮系統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監測病床收治狀況、即時病床調度及

24 小時病床調度窗口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指派外部聯繫窗口並聯繫轄屬縣市衛

生局協助清空作業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建置院內資訊發布/聯繫管道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定期會議應變/管控/溝通執行狀況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收治場所(Space)    

盤點醫院隔離病床(含負壓)、一般急

性病床及加護病床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隔離病房設施檢/點(若為負壓隔離病

房，包含檢測負壓值及查檢表)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分階段分流收治作業(地點)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辦理收治病人轉/出院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視情況，取消/延遲/非緊急入院、治療

和檢查(醫療降載)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收治/出入動線規劃(含病人、醫療人

員、清潔人員及廢棄物)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空間規劃，含污染、緩衝及清潔區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人員(Staff)    

盤點醫事及其他人力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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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人力召回及妥適配置固定人力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人員分艙分流機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不足人力之備援、調度機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不足人力請求啟動支援人力機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病人收治動線、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口罩密合度等人員教育訓練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員工健康監測及篩檢(造冊，異常狀況

時通報之部門)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人員心理及壓力調適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設備(Strcture)    

盤點醫療資源如放射科檢查、檢驗

科、手術室、透析室及運輸設備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盤點醫療/防疫物資如氧氣、呼吸器、

藥物、個人防護裝備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防疫醫療/物資/耗材管理，包括庫存、

流向(使用)、入倉及使用原則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防疫醫療/物資/耗材、設備採購備援機

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醫療/防疫物資、設備請求支援機制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設備維護及清消（如救護車、病床）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環境清消流程及廢棄物處理流程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訪客的管理 
□口述 

□實際操作 
□    □    □ □ 



31 
 

項目 演練形式 

評核結果 

優良  尚可  需改善 本演習不適用 

綜合建議：＿＿＿＿＿＿＿＿＿＿＿＿＿＿＿＿＿＿＿＿＿＿＿＿＿＿＿＿＿＿＿ 

評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