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追溯：

2019年12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發現數例不明原因的
肺炎，之後迅速於中國其他省市及世界各地擴散，並
證實可有效人傳人。

中國官方公佈其病原體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之後世
界衛生組織(WHO)統一稱為：

『新冠肺炎』- 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病毒特性：

 該病毒具高突變性，因此製作疫苗不易。

 怕高溫、酒精、消毒水(如 : 漂白水&次氯酸水)。

 易適應不同宿主，包括 : 蝙蝠、豬、牛、狗、
貓、雪貂…等。



直接接觸傳染：

 與感染者在一公尺內近距離接觸。

 經由感染者噴出含病毒的飛沫(如 : 咳嗽、交談或唱歌
等…)，使病毒再直接接觸到他人的眼、口、鼻造成傳
染。



間接接觸傳染：

接觸感染者噴出含病毒的飛沫，掉落在一公尺內周遭物
品的表面。

他人手部觸碰到物品，再摸眼、口、鼻。

汙染的手部再碰觸其他物品(如 : 門把、扶手) ，而使病
毒擴散至更大範圍。

其他可能傳染途徑 : 糞口傳染、動物接觸。
*吸入確診者二手菸，亦可能經由空氣傳染



*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止，所有確診個案中約 83%為無併發症之輕症或無症狀感染，
11%為肺炎，嚴重肺炎約 6%，死亡率約 1%。





有疑似症狀，或與確診者發病前14天內有以下條
件之一：
有旅遊史。
為高風險職業，或疑似與確診者相同的活動範圍。
與確診者同住、共食，或在無防護下面對面接觸15分鐘

以上。
家人或親友有疑似症狀。
有密切接觸。(如 : 同室上課同學、同事座位距離

3公尺內)
*就醫時請務必告知過去14天之旅遊史、職業及接觸史











 外出時必配戴口罩以阻絕飛沫。

 配戴時，有色面朝外，鼻樑條朝上
置於鼻部，輕壓鼻樑條使口罩貼合
臉型。*若為白色，則鼻樑條凸出面朝外

注意事項 : 

*口罩需與臉、鼻密合，並完整罩住口鼻。

*配戴及摘除口罩前，都必須將雙手徹底清洗乾淨，以確保個
人衛生。

*口罩應存放在通風乾燥之處，避免擠壓，若有髒汗、異味、
破損、潮濕等狀況，應立即更換。



適合居家環境、食器＆皮膚消毒。

酒精有效消毒濃度為70~78%，95％
的酒精會將細菌表面的蛋白質迅速凝
固，無法消毒。

注意事項：

*先將酒精噴在抹布、紙巾上再擦拭消毒，效果會較好。

*用於食器消毒時，需待酒精揮發後用水沖洗後再使用。

*酒精應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下使用，不要大規模噴灑，以
免燒傷或釀成火警。

*避免使用在金屬、羊毛、尼龍、絲綢類的材質上。
*酒精不是對所有病毒都有效，對於無外套膜，
如 : 腸病毒、輪狀病毒、諾羅病毒的消毒效果
不佳。



 冠狀病毒會附著在日常生活物品上，
停留3～6小時後才會失去活性，洗
手消毒和戴口罩同樣重要，不可輕
忽！

 手部未清洗消毒前，切勿碰觸眼睛、
鼻子、嘴巴，避免接觸感染。

 肥皂洗手至少20秒，無法立即洗手，
可使用含酒精的消毒液或乾洗手代
替。



適合居家環境清潔。*不可用於清潔食器

使用於環境消毒時，將一般市售漂白
水以100倍稀釋。

注意事項：

*漂白水會對皮膚、黏膜、呼吸道產生刺激，需小心使
用。

*漂白水不可與其他清潔劑混用，以免產生有毒氣體或
降低殺菌效果。

*經過稀釋的漂白水，遇到陽光照射或存放太久會讓殺
菌效果降低，建議24小時內使用完畢。

*環境消毒 : 指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如 : 門把、樓
梯扶手、窗戶把手、電燈按鈕、桌椅表面、電話話
筒、電腦鍵盤及滑鼠...等。



適合居家環境及食器清潔。
*不可用在皮膚上

注意事項：

*次氯酸水不可用於清潔皮膚。

*應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下使用，擦拭後停留數分鐘再以
清水擦拭。

*若是清潔食器，縱使濃度較低，使用次氯酸水後也要
用清水洗淨後再使用。

*避免使用於金屬上，裝置的瓶罐請包上不透光的黑色
塑膠袋避光。

次氯酸水使用教學

殺
菌

手機/鍵盤
滑鼠/耳機 門把/鑰匙 廁所/馬桶

拖地/廚房

注
意
事
項

避免陽光，在
不透明容器內

不要囤積，時
間越長，濃度
會隨著時間降
低

貼上標籤並置
放孩童不可拿
取處，以免誤
食

*可消毒的金屬材質

不鏽鋼 銅/鋁 鐵



可自行購買95%酒精，以酒：水＝4：1進行調配
*酒精濃度介於70%~78%就有效，不是一定需要稀釋到剛好75%才能使用





固定地點或容器
放置耳溫槍、口罩
及清潔消毒用品。

衛浴
用香皂或洗手乳清洗
雙手，並遵守洗手七
式。

卧室
維持卧室清潔，勤開
窗並定時消毒。

門口
減少外出活動、出門
戴口罩。

用餐
均衡飲食、維持營養
健康。

客廳
維持運動習慣、適
度休息。



適量、適度的運動，讓身體
保持在良好健康狀態，提高
身體防護力＆免疫力。

運動時維持室內空氣流通，出
汗即時擦乾、適時補充水份，
避免著涼&脫水。



測量體溫，評估身體狀況！ 備妥足夠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



步 行

與路上行人盡量保持
1.5~2公尺之間距離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騎 車

騎乘前先消毒 & 擦拭

開 車

避開尖峰時段，出發
前提早消毒車內空間



計 程 車

戴口罩、開窗通風
車內盡量避免交談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搭 公 車

戴口罩、注意手部消毒
，且盡量避免交談

捷 運、火 車、高 鐵

戴口罩、盡量避免
交談及碰觸車內設施



每日定期消毒

大廳、樓梯、會議室、
電梯、走道、廁所、
茶水間、門把、水龍
頭…等公共區域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設備消毒

滑鼠、鍵盤、辦公相關
用品及電腦、電話&影
印機…等設備按鈕

工具區分

各區域使用的清潔用具
要分開，避免混合使用



進入辦公環境前先量
體溫，若超過37.5度
即回家休息觀察，若
必要請撥打 1922安
排至大醫院看診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多走樓梯，若需搭乘
電梯，避免直接碰觸
電梯按鈕，也不要交
談

維持辦公室內清潔及
通風，建議每日可開
窗30分鐘，讓室內空
氣流通

37.5°C 



辦公室必配戴口罩，
與人之間固定保持
1.5~2公尺社交距離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話機每日以75%酒精
清潔消毒2~4次

公文電子化，紙本文
件盡量改採以電子方
式傳送＆簽核



進入會議室前必配戴
口罩，並洗手消毒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人員之間固定保持
1.5~2公尺社交距離

若可以，會議盡量採
以線上視訊／語音會
議進行

+



盡量從家中料理攜帶
飯盒，建議食物營養
均衡並以清淡為主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避免同時多人進食，
將用餐時間錯開，口
罩只有進食時才脫下

用餐時不分食、不交
談



食材採購或供膳人員

戴上手套，避免用手
直接接觸生鮮食材，
工作完成脫下後，應
即刻清洗雙手及手套
消毒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清潔人員

工作時配戴一次性手
套，脫下後也應即刻
清洗雙手消毒

保全人員

詳實登記外來者通訊
及體溫…等資料，如
有異常即進行通報

+ + +



脫下口罩後向外反摺，
放置於密封袋丟棄至
有蓋垃圾桶，穿脫口
罩前後都要洗手消毒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外出回來的隨身小物，
使用消毒濕巾或75%
酒精擦拭消毒，完成
後洗手消毒

返家後反脫換下外出
服，直接至浴室洗手，
若可以就一併洗頭、
洗澡*換下的衣物不要抖搖

++ +



脫下口罩後向外反摺，放置
於密封袋丟棄至有蓋垃圾桶，
穿脫口罩前後都要洗手消毒

每日至少兩次，使用75%酒精
或含氯消毒水消毒垃圾桶



避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並避開擁擠人潮,若出現
COVID-19相關症狀，
請撥打1922安排就醫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就近前往固定醫院看診 配合相關詢問，主動
並誠實告知相關旅遊
史、居住史、接觸史



需配戴口罩 備妥足夠的外出所需的口罩、

酒精、乾洗手…等防疫用品。

與人保持1.5~2公尺
社交距離

避免於大賣場…等公
共場所長時間停留

2M





和未接種疫苗者相比
接種疫苗可減少罹病、重症
或死亡風險。



完整接種2週 後

開始產生保護力！



因每種疫苗臨床試驗的方法
& 評估指標的的不同，並不
建議直接比較。



讓醫護人員、防疫相關人員
優先接種，有助疫情控制。



當大部份的人都完成疫苗接
種後，可大幅降低疫情傳播。





啟動
校園防疫工作

1
成
立
校
內
防
疫
小
組

2
參
照
中
央
疫
情
指
揮
，
擬
定
學
校
防
疫
應
變
計
畫
。

3
調
查
教
職
員
工
及
學
生
旅
遊
史
及
接
觸
史
。

4
清
點
校
內
防
疫
物
資
。

5
擬
定
緊
急
應
變
通
知
及
宣
導
事
項
。

1
公
告
緊
急
應
變
通
知
及
宣
導
事
項
。

2
建
立
教
職
員
工
及
學
生
旅
遊
史
及
接
觸
史
名
冊
並
追
蹤
。

3
律
定
並
建
立
教
職
員
工
代
理
名
冊
。

4
補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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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防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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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並
建
立
領
用
登
記
制
度
。

5
擬
定
多
元
防
疫
及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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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6
執
行
開
學
前
各
項
防
疫
工
作
並
執
行
校
園
消
毒
。

7
擬
定
學
校
防
疫
措
施
說
明
通
知
單
，
於
開
學
前
公
告
於
學
校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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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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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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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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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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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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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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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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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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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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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衛
室
旁
帳
篷)

。

1.定期召開學校防疫小組會議，檢
討與修正學校防疫措施。
2.參照中央疫情指導執行或調整學
校防疫措施。
3.校園每天執行消毒。
4.持續進行防疫措施宣導與衛教。

1.依規定進行通報(校安中心)。
2.召開校園危機處理會議。
3.進行校園及班級教室消毒。
4.依停課標準執行班級停課或全校
停課。

1.宜在家多休養。
2.身體復原後隔天回學校上班上課，
並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3.人事室每天電話關心教職同仁身
體狀況。
4.導師每天電話關心學生身體狀況，
並告知學習進度。

1.教職員工及學生依每天生活作息
時間表及課表實施當天作息。
2.人事室每天掌握教職同仁出勤狀
況及身體狀況(含體溫紀錄表)。
3.導師每天掌握學生出勤狀況及身
體狀況(含體溫紀錄表)
4.每天執行個人器物消毒工作。

校 園 危 機 事 件

一 般 生 病

上 班 、 上 課

防 疫 小 組 運 作

教職員工及學生
每日實施自主健

康管理。

開學前 開學後

進校園門口全體
教職員工及學生
測量紅外線體溫。

上班、上學

1.每天早、晚在家中自主測
量體溫。(早上量完體溫，
沒發燒或沒生病再出門)
2.若身體不舒服或耳溫 ≧ 
38℃應到醫療院所看診。
3.落實生病不上班上課。

在家裡

在家裡身體不
舒服或耳溫≧ 
38℃應就醫

就醫
看診 非確診為個案

確
診
為
個
案

校園內

身體不舒服或
紅外線體溫 ≧ 
37.5℃

否

1.立即戴上口罩。
2.立即至健康中心
報到，並測量耳溫。

是

身體不舒服或
耳溫≧ 38 ℃

否

是

1.通知家長帶回
就醫。
2.安置於輔導室
旁，提供心理支
持直到離校。

經護理師判斷疑似
病例時，負責通報
當地衛生單位或撥
打1922協助!

上班上課期間，
若感到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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