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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感染性物質



依據:2017-2018年版

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

感染性物質定義:

為了運輸的目地，所以將感染性物質定義
『為以確知帶有病源體，或合理帶有病源體的物質』
病原體是指 包括細菌、病毒、立克次氏菌、寄生蟲、黴菌等為生物及其

他可以導致人類或動物生病的物質，如變性蛋白(prion)。此定義除了少

數特殊的例外(詳述於後)，適用於所有的檢體。



檢體包裝注意事項



包裝者要 安全:

包裝時

個人防護裝備

環境

包裝容器 安全且正確
 檢體容器要標示

病人姓名、採檢日期及條碼

 要 防水
防 滲漏
正確標示危害程度
正確保存條件(溫度)

確保檢體
正確+安全



包裝者安全
等級項目 初級屏障及安全設備

生物安全第一等（BSL-1）
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已
知不會造成人類疾病之感染
性生物材料。

1. 初級屏障：不需要。
2. 個人防護裝備：實驗衣及手套，眼部及面部
防護裝備視需要配戴。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
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造
成人類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
料。

1. 使用生物安全櫃或其他物理性防護裝置，進
行病原體操作可能產生之噴濺或氣膠。
2. 個人防護裝備：實驗衣及手套，眼部及面部
防護裝備視需要配戴。

依據: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包裝者安全
等級
項目

初級屏障及安全設備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
實驗室
：主要使用於操作造成人類
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之感染
性生物材料。

1. 使用生物安全櫃進行病原體之所有操作。
2. 個人防護裝備：防護衣及手套，眼部、面部及呼
吸防護裝備視需要配戴

生物安全第四等級(BSL-4)
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造
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
苗或治療方法之感染性生物
材料。

初級屏障：
所有操作於第III級生物安全櫃，或是第II級生物安
全櫃加上連身式正壓防護衣。



包裝容器
容器:

感染性物質須使用三層包裝

第一層容器必須貼上標籤包裝須防水、防漏。

第二層容器包裝需防水、防漏。

第三層容器需為有蓋之硬殼容器。



包裝容器安全
第一層容器
(主容器)

防水+防滲漏
標示:
姓名、
採檢日期、
條碼

第二層容器-防水防漏
第三層包裝
(外層包裝)



危險物品分九類
依據其危害分類及組成分類
配屬適當的聯合國編碼以及正式運輸名稱
＊正式運輸名稱是用來清楚辨識內容的危險物質

感染性物質為6.2類



感染性物質依其可能危害程度分2類

或



包裝容器安全



 定義:

運輸過程中，當人或動物暴露到此類感染性物質時，這些物質會導致

人或動物產生永久性的失能或殘疾、引發具有生命威脅或致死的疾病

A類感染性物質定義-

聯合國編碼:

1.影響人類 的感染性物質:編碼為UN2814

2.僅影響動物的感染性物質:編碼為UN2900

註1:UN2814的正式運輸名稱「會影響人類的感染性物質」
(INFECTIOUS SUBSTANCE,AFFECTING HUMANS)

註2:UN2900的正式運輸名稱「僅影響動物的感染性物質」
(INFECTIOUS SUBSTANCE,AFFECTING AMIMAL ONLY)



A類感染性物質包裝-

遵從P620包裝指示運送

第一層與第二容器包覆足以吸收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第一層(主容器)或第二層容器能承受95kPa壓差及-40 ℃至55 ℃溫差，

而不洩漏

通過9m落地測試、7kg穿刺強度測試。



A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記與標示
標記
托運者的姓名和地址
收件者的姓名和地址
負責人姓名和電話
適當的運輸名稱與聯合國編碼

UN2814
聯合國包裝規格標示
標示
感染性物質標示

包裝方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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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不符合A類感性物質即是B類感染性物質

聯合國編碼: UN3373

註:UN3373的正式運輸名稱B類生物物質
(BIOLOGICAL SUBSTANCE,CATEGORYB)

B類感染性物質定義-



B類感染性物質 UN3373

遵從P650
包裝指示運送

第一層與第二容器包覆足以吸收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第一層(主容器)或第二層容器能承受95kPa壓差及-40 ℃至55 ℃溫差，

而不洩漏

通過1.2m落地測試



B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記與標示
標記
托運者的姓名和地址
收件者的姓名和地址
負責人姓名和電話
適當的運輸名稱與聯合國編碼

UN3373
聯合國包裝規格標示
標示
感染性物質標示

包裝方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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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溫度

常見須常溫保存的檢體種類

檢體溫度 檢體種類 疾病

常溫

菌株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侵襲性 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淋病、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隱球菌症、
CRE抗藥基因檢測、
VISA/VRSA 抗藥性、
Candida auris

全血

鼠疫、傷寒、副傷寒、
侵襲性 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類鼻疽、鉤端螺旋體病、
布氏桿菌病

腦脊髓液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侵襲性 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鉤端螺旋體病、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萊姆病



檢體保存條件-
檢體罐(盒)須附有溫度指示片



檢體運輸注意事項



感染性檢體運輸之規定之依據

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

鐵路運送規則

郵政處理規則地37條



運輸安全

統一標示提醒運送人員注意

運送箱內有檢體外溢或滲漏之除污標準作業
程序



運送箱內有檢體外溢或滲漏之
除污標準作業程序
1. 戴手套，穿著防護衣，必要時需進行臉部及眼睛的防護。

2. 使用布或紙巾覆蓋並吸收溢出物。

3. 在覆蓋的布或紙巾上及其周邊緊鄰的區域傾倒適當的消毒劑(5%的漂白水適用
於大多數的情況，但若是在飛機上發生溢出事件時，則應使用四級銨類的消
毒劑)。

4. 使用消毒劑時，應從溢出區域之外緣開始，然後再朝向中心進行處理。

5. 三十分鐘後可將所處理的物質清除。若有破碎的玻璃或其他尖銳物，應使用畚

箕或硬紙板收集起來，放進防穿刺的容器中等待丟棄。

6. 清潔並消毒溢出區域，若有需要可重複步驟2到步驟5。

7. 把被污染的材料丟到防滲漏、防穿刺之廢棄物處理容器中。

8. 在成功消毒後，通知主管部門目前溢出區域之除污工作已經完成。



A類感染性物質運輸
檢附文件

空運提單

–貨品經由空運時須檢附的文件

– 由託運人或運輸承攬業者填寫

危險物品貨主申告書



空運提單



危險物品貨主申告書-



危險物品貨主申告書-



A類感染性物質-
依照P620包裝

運輸方式 陸路運輸 空運運輸-以客機 空運運輸-以貨機
運輸限制 無最大容量限制 每個包裝件內涵物上限為

50mL或50g 不得隨身攜帶
每個包裝件內涵物上
限為4L或4Kg 



B類感染性物質
依照聯合國P650包裝指示，
進行三層包裝

運輸方式 陸路運輸
空運運輸

運輸限制 無最大容量
限制

主容器不應超1L，若運輸液態物質，
主容器不應超過1L，外包裝內涵物不應超過4L。
若內裝為肢體、軀體或器官等固態物質 ，不受外包裝
4Kg限制。



包裝運輸



感染性物質包裝與運輸

人人安全

提供收件單位

好的檢體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