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者  的  話
本期內容共有 4 篇原著、一篇綜論、兩篇專欄、一篇新知

及一篇讀者園地。第一篇原著是由台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提出

分析使用安全針具是否能有效減低院內針扎率，安全針具的推

動已行之有年，希望能藉此降低針扎比率，避免醫療人員暴露

於具感染性的體液或血液，是醫療機構感染控制極重要的一

環，此研究建議，除卻單純推動安全針具使用外，應合併積極

的實務操作性教育訓練，才能實際有效降低扎傷事件的發生。

第二篇原著為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提出利用運用生物螢光

反應檢測法來評估醫院環境清潔是否落實降低照護環境中的微

生物，藉以減少醫療照顧相關感染之發生，此種稽核方式可以

有效即時的回饋臨床單位並加以討論改善清潔方式；第三篇則

為彰化基督教醫院探討抽痰設備清潔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相

關性，以上兩篇原著均著重於探討加強醫療環境及設備的清潔

是否能夠增進醫療機構的感染控制。現今感染控制均著重於組

合式照護策略，而醫療環境及設備的確可能是當中重要且便於

改善的一環，惟須注意的是，後續的研究須著重於評估環境中

偵測到的微生物和臨床上致病的病原菌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及因

果關係，才能更確立此一論點。最後一篇原著由台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提出使用感染管制圖來監測分析院內金黃色葡萄球

菌血流感染，是一種合併使用多種的感染管制措施的監測方

法，值得一讀。

綜論則為林口長庚醫院科同仁所撰寫，主要針對近來在兒

童族群逐漸興起的抗藥性黴漿菌肺炎，從流行病學、診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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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臨床症狀及抗生素使用建議作一簡單的回顧，希望醫療人

員在閱讀完此篇後，可以對此一疾病有一定程度的認知，進而

減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以期降低台灣肺炎黴漿菌日益增加

的抗藥性。

專欄部分，第一篇為國衛院劉家齊等介紹類病毒顆粒平台

技術對人用病毒疫苗發展之影響，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構築類

病毒顆粒之載體，除了能因應新興流行的病毒基因資訊發展候

選疫苗，也可以提升疫苗誘發的免疫反應並避免傳統製備病毒

時的風險。第二篇則為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林晉玄等分享 

2019 年致病性黴菌研討會所得的新知，目前致病性黴菌依然

為是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病原菌之一，如何防治黴菌感染一直

是一個重要的的議題，此篇文章針對黴菌感染之診斷治療以及

抗藥性監測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新知部分，我們介紹了探討長時間使用氯己定消毒是否會

增加抗藥性的問題，中央靜脈導管相關血行感染一直是院內感

染中一項重要議題，目前最新的研究及準則均建議使用氯己定

類消毒液，然則，在使用更新更有效的抗菌類藥物時，監測後

續可能產生的抗藥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而此研究的結果顯示，

使用氯己定類消毒液，目前並無偵測到葡萄球菌產生抗藥性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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