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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 
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6. 防疫建置機制 

2. 服務對象健康管理 7. 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 

3. 疫苗接種情形 8. 醫療照護執行情形 

4. 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
訓練 

9. 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
理及監測 

5. 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  10. 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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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道疾病之感染管制措施            

(以諾羅病毒為例) 

機構內群聚之處理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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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研判 

 蒐集疫情基本資料 

• 時間、地點、發病人數、症狀 …… 

 散發性？聚集性？ 
 

病例定義 

 胃腸道症狀 

• 有無發燒、嘔吐、腹瀉 

• 糞便常規、培養 

處理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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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假說 
 指標個案 

 感染源推論 

 流行曲線 

 潛伏期 

 傳染途徑 
 

採取防治作為 
 阻斷傳染途徑，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 治療、隔離、消毒、衛教、預防投藥…等 

處理流程 -2 



www.themegallery.com 

 收案定義的改變 

 新的感管人員的加入 

 新的監測區域及族群 

 引進新的實驗室試驗 

 病患培養及檢測的頻率改變 

 引進新的醫療措施 

造成假群突發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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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感染病例繪製流行曲線圖及地理位

置圖 (人、時、地) 

統計檢定 

設立收集病例標準或定義 

確定感染群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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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流行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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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地理分布圖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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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地理分布圖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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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流行前期及流行期 

 流行前期之選取 (人為選定) 

• 流行期之前六個月 

• 季節性之考量 

 

採用卡方檢定或Fisher's exact test判定兩
個時期的感染率在統計學上之差異 

統計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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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 

1月 7至12月 合計 

手術部位感染 a b a+b 

無手術部位感染 c d c+d 

合計 a+c b+d a+b+c+d 

• χ2                 N(ad-bc)2 

            = ---------------------------------------- 

                           (a+b)(c+d)(a+c)(b+d) 
 

• Yate’s correction   
 

      N(ad-bc-N/2)2 

=---------------------------------------- 

    (a+b)(c+d)(a+c)(b+d) 

• χ 2>3.84, p<0.05 
• 期望值 5 ：Fisher ex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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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統計上之差異（p<0.05） 

感染個案 非感染個案數 

流行期(7月) 3 101 

流行前期(1-6月) 2 688 

χ 2>3.84, p<0.05 Fisher’s ex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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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包括所有群突發病例 

病例定義應力求寬廣 

 對某些已確定之事務例外 

應涵蓋人、時、地之陳述 

定義以臨床表現為準 

設立收集病例標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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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致病微生物特性(毒性)作進一步認識 

致病微生物儲存源 

易感宿主 

傳染途徑 

確認感染個案及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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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來源：消毒劑、藥品、飲用水 

帶菌者：醫護人員 

交互感染：因工作人員疏忽將致病微生物由某

一病患身上帶到其他病患上 

胃腸道感染：屬接觸傳播，以直接、間接接觸

嘔吐、糞便導致之感染 

傳染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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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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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假說 

 列出可能之因果關係、傳染途徑及菌種
儲存源 

進行微生物的證實 

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 

 個案對照研究 

 前瞻性追蹤研究 

建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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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之病例數目視情況而定，若個案組之病
例數太少(少於10個)，則至少應選取2至4倍數
目之病患做為對照組。 

對照組之病患應與個案組病患同為流行期中之
住院病患，不可選用不同時段之病患作為對照
組。 

一般個案對照研究兩組病患須儘量在各種條件
下配合(match)，如此才能進行比較。 

個案對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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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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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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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初步的感染管制措施 

 洗手 

 隔離技術 

 加強無菌技術 

修訂相關的感染管制措施，阻斷群突發。 

實施感染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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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103536@edah.org.tw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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