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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 

發佈日期：2013.11.20 

適用對象：長照機構  

撰稿人：機構投稿  

撰稿專家：外部感控專家改寫、TPR 工作小組潤稿  

 

護理之家感染肺結核事件 

提醒 

對於新入住機構的住民對於新入住機構的住民對於新入住機構的住民對於新入住機構的住民，，，，工作人員應有偵測疑似傳染病的警覺性工作人員應有偵測疑似傳染病的警覺性工作人員應有偵測疑似傳染病的警覺性工作人員應有偵測疑似傳染病的警覺性，，，，避避避避

免延誤診斷免延誤診斷免延誤診斷免延誤診斷、、、、治療而傳染給其他住民治療而傳染給其他住民治療而傳染給其他住民治療而傳染給其他住民。。。。 

 

案例描述 

2月 1日陳先生從 A機構辦理入住護理之家，當班護理師觀察到陳先生有咳

嗽症狀，測量體溫為 38.2℃，查看病歷摘要胸部 X光報告：右上肺葉纖維化病灶

及雙側下肺葉有浸潤性變化，依據家屬表示 A機構醫師臆測病人為肺炎已開立抗

生素服用治療 7天，故當班護理師僅將此訊息進行交班並告知醫師，隨即對陳先

生做環境介紹，並帶至密閉未開窗的 2人病房休息，未安排其他檢查及任何感管

防護措施。 

2月8日陳先生服用抗生素已達一週，發燒及咳嗽症狀仍未改善轉知家屬建議

就醫，，，，但家屬自行到診所取7天份藥物給陳先生服用，護理師將此訊息交班醫師，

醫師同意服用3天觀察，2月11日後陳姓住民仍有發燒、咳嗽症狀，經醫師評估後

轉送鄰近醫院急診室就醫，診斷為：雙側下肺葉肺炎浸潤需住院治療。急診醫師

聽診右側肺部有囉音存在，評估後留取3套痰液檢查，2月14日結核個案管理師接

獲檢驗科報告，2套痰液抗酸性染色報告為陽性，通知主治醫師、家屬及護理之

家，個案為開放性肺結核，立即轉入隔離病房隔離治療，進行傳染病通報並建議

護理之家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疫調作業，2月16日檢查結果與陳先生同病房的林先

生胸部X光報告為雙上肺部浸潤疑似肺結核，留取3套痰液檢查，2月19日檢驗室

通報2套痰液抗酸性染色報告為陽性，經查林先生病歷；居住護理之家達5年多且

每年均有胸部X光檢查無活動性肺病灶且無臨床症狀，評估疑似發生肺結核感染

群聚事件，負責人立即通報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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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法 

一一一一、、、、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1.訂定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手冊內容，包含新住民入住時傳染病評估作業流程，與

群聚應變計畫，住民的隔離原則及未經防護意外暴露之篩檢流程，且至少每年

定期對工作人員舉辨一場肺結核教育訓練。 

2.訂定每年住民胸部 X光檢查作業流程，若住民年度胸部 X 光檢查出現浸潤、結

節或出現連續咳嗽大於 5 天者，建議應安排留取 3 套痰液檢查或至胸腔內科門

診追蹤，以排除感染肺結核之可能性。 

3.在人員管理面：對新任用工作人員及在職員工訂定每年胸部 X 光檢查作業流

程，並建立工作人員與住民咳嗽監測機制。 

4.對於機構內經胸部 X 光檢查、斷層掃描檢查或痰液檢查後，判定為疑似或確診

肺結核住民，應對未採防護措施的工作人員及密切接觸之住民進行造冊列管追

蹤。 

二二二二、、、、    建立環境的管制建立環境的管制建立環境的管制建立環境的管制 

1.建立機構內病房通風機制與定期環境清消作業規範（含漂白水搭配紫消燈使

用）。 

2.規劃簡易的隔離室，符合單人房型，具有窗戶可開窗自然通風措施。 

3.對隔離觀察的住民應有活動限制關閉房門，若要離開隔離室應戴外科口罩。 

4.應訂有住民疑似肺結核轉出就醫作業流程（含陪同工作人員戴 N95防護與並打

開救護車的車窗，空調系統不可循環）。 

三三三三、、、、    建立呼吸道防護措施建立呼吸道防護措施建立呼吸道防護措施建立呼吸道防護措施 

1.對住民應安排肺結核衛教，教導咳嗽衛生禮節與正確戴外科口罩法。 

2.對疑似為開放性肺結核住民有 1公尺內近距離照護工作人員，應戴 N95口罩防

護。 

3.工作人員與住民落實標準防護措施：洗手 5時機與正確洗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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