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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念 

雖然目前 H1N1 新型流感(新流感)疫情為全球大流行的狀況，但感染

新流感後的症狀尚屬溫和，主要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流鼻水或鼻塞、

頭痛、寒顫、全身酸痛和疲勞等，少數人會有腹瀉或嘔吐。其嚴重程度與

季節性流感相當，故因應措施無須比照「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不過，依據現有資訊顯示，懷孕婦女及慢性病患如感染新流感，有較高的

可能併發重症，需要特別注意及早就醫。 

新流感病毒的傳播主要是經由染病者咳嗽或打噴嚏而擴散感染予其他

人，另由於病毒可短暫存活於非吸水性(nonporous)的環境表面，故病毒也

可藉由手沾染新流感病毒再接觸口、鼻或眼睛而感染。因此，個人基本的

防疫措施包括：  

1.維持手部清潔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洗手時用肥皂和水清洗至少 20 秒，尤其咳嗽或

打噴嚏後更應立即洗手，使用含酒精洗手劑也有效一定效果。另應儘量

不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狀時應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泌物時，應立即

更換並丟進垃圾桶。 

․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若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

代替。 

․ 如有呼吸道症狀，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距離。 

․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泌物時，要立即澈底清潔雙手。 

3.生病時在家休養 

流感患者在症狀開始後，除就醫外，應儘量在家中休息至症狀緩解

後 24 小時以上。患者應避免搭乘航機、船舶等交通工具，以避免將病毒

傳染給其他人。 



 

特殊考量 

流感患者如經醫師研判可在家療養，家人或其他同住者應負責照料，

並協助病患處理飲食、洗衣及其他必要的生活維持事項。雖然與流感病患

同室生活的感染風險無法降為 0，但只要照料者瞭解基本的感染防護措

施，這項風險可減至最低。 

1.病人如何保護旁人？ 

流感病患在症狀緩解後 24 小時內，可能將病毒傳染給旁人，所以要特

別注意以下事項： 

♦ 勤洗手可降低感染他人的風險。 

♦ 注意咳嗽禮節與呼吸道衛生 

♦ 避免外出。有必要外出時(如就醫)，如果可以忍受，應戴上外科口罩。 

2.家人如何幫助病人？ 

♦ 最好讓病人居住於單獨的房間；如家中有二間以上浴室，可讓病人單獨

使用一間。 

♦ 病患使用過的餐具用水、清潔劑澈底清洗即可。 

♦ 病患的衣物可照一般程序清洗。 

♦ 病患使用過的面紙可置於垃圾袋中，與其他家庭垃圾一起丟棄；為方便

病人丟棄使用過的面紙，可放置一垃圾袋在病患床邊。 

♦ 除非就醫，儘量讓病人在家中休養，需外出辦理的事務儘量由家人代

勞。 

♦ 為病人準備足量的外科口罩。 

♦ 注意病患的心理需求，可讓病患藉由電視、廣播、報紙或網路排遣居家

療養的時間，並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關懷。 

3.家人如何減低感染風險？ 

♦ 儘量由同一成員照料病患，且照顧者不應為流感併發症高風險群。 

♦ 其他同住者如未曾罹患新流感，或並非主要負責照料病患者，在可傳染

期結束前，避免進入患者房間。 



 

♦ 如不可避免要與家中的病患面對面密切接觸，可配戴平面或外科口罩，

但請注意避免重複使用口罩，且脫除口罩後要洗手。 

♦ 病患及家人均應保持勤洗手之衛生習慣。 

♦ 家中保持良好的通風。 

♦ 家中適當消毒：可能受呼吸道分泌物污染的表面，如病人房間內，可執

行消毒；為便於消毒，病人房間內陳設宜儘量簡單，移除不必要的物品。 

♦ 同住者隨時注意自身健康狀況，如有不適立即就醫。 

 

家戶中消毒的方法 

(1)使用政府核可的消毒藥品。 

(2)室內環境表面消毒可使用500 ppm（每10 L水加含氯漂白水約100 

mL），可用保特瓶(容量 0.6、1.5 及 5 L)或免洗湯匙(一平匙約 20 

mL)作為稀釋時之度量工具。泡製漂白水時，請注意保護口鼻、

眼睛及雙手，並以棍棒攪拌以利混合均勻。 

(3)室內環境表面打掃乾淨後，以稀釋後漂白水溶液充分擦拭或洗

刷，)消毒時配戴口罩、手套。 

(4)除地面及其他水平表面外，特別加強病人常碰觸的表面，如床舖

之扶手、床緣、床邊的桌子、電視遙控器、電話、洗手間設備的

表面(門把、扶手、便器、通風口等)。 

(5)除非有明顯的髒污，天花板、牆壁、窗簾等無須特別處理。 

(6)大範圍的環境與空氣消毒沒有必要。 

(7)消毒藥品請妥善收藏，防兒童誤食，若皮膚或眼睛不慎沾染漂白

水，請用大量清水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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