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核人員：

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感管指標 感管指標說明 審查結果

1.基本資

料

1.系統平台建置機構基本資料、住民名冊、服

務人員名冊。

□符合

□不符合

2.專責人

員

2.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包含專責人力及專任人力

，應符合「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

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4條第2項之資

格。

□符合

□不符合

3.定期更

新系統
3.每月5日前更新前一個月異動資料。

□符合

□不符合

1.1 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

及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

檢查且有紀錄，並有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報告

或B型肝炎疫苗施打紀錄。(無新進人員、身心

障礙住宿式機構不適用糞便及B型肝炎抗原抗體

檢查報告或B型肝炎疫苗施打紀錄)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一次胸部X光檢查，

對檢查異常者有追蹤措施，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1.3有限制罹患皮膚、腸胃道或呼吸道傳染病員

工從事照護或準備飲食之規範。

□符合

□不符合

2.1 服務對象入住前應配合傳染病防治政策執

行，如：胸部X光、免費一次結核病快速分子檢

測及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

蟲）檢查且有紀錄。(無新入住住民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2 服務對象每年接受一次胸部X光檢查，並由

醫師判讀，對檢查異常者有追蹤措施，並有紀

錄。

□符合

□不符合

1.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包含專責人力及專任人力，應符合「長期照護矯正機

關（構）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4條第2項之資格。

2.感染管制專責人員須規劃及執行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業務，如：服務對

象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疫苗接種、工作人員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機構內洗手設施及進行手部衛

生稽核、衛材及器械之清潔消毒或滅菌及管理、防護裝備物資、隔離空間

之使用、照護人員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正確性、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

性、感染事件分析、群聚感染事件處理及紀錄等。

3.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參考範例格式訂定113年度感染管制年度計畫。

4.次年度起除完成上述應達成項目外，每年參考範例格式完成撰寫感染管

制年終成果報告。

1.感染管制專責人力係指平時除本職

業務外，兼辦感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專任人力係指全職負責執行機構內感

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2.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執行感染管

制業務之情形，包含：班表、工作進

度表及日誌、感染管制年度計畫、感

染管制年終成果報告及感染管制相關

業務之紀錄。

3.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不定期進行

查核。

2.服務對象

健康管理

彰化縣住宿機構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查核表

指標二

1.工作人員

健康管理

指標一

配合主管機

關填報系統

資料

1.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資訊系統」或「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

合平台」建置機構基本資料、住民名冊、服務人員(含感染管制專責人力)

名冊。

2.感染管制專責人員資格應符合「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行感

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4條第2項之資格者：專責人員應由編制內全職

人員擔任，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學、護理、公共衛生、復健及其他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畢業，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或具一年以上感染管制工

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非屬前款所列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曾接受至

少二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一年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三)改制前高級職業學校護理或護理助產科畢業，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

染管制課程，並具六個月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四)高級中等學校或改制前高級職業學校非屬前款所列科別畢業，曾接受

至少三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二年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3.每月5日前更新系統機構相關資訊，以達資料正確性。

1. 機構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

資訊系統」或「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

訊整合平台」建置機構基本資料、住

民名冊、服務人員名冊(含感染管制專

責人力)。

2.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長照機

構暨長照人員管理資訊系統」或「全

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檢閱

審核：檢核機構登打資料之完整性、

正確性，及資料之更新維護頻率，如

系統機構基本資料、住民名冊、服務

人員名冊(含感染管制專責人力)。

感染管制專

責/專任人

力設置及執

行情形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1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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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感管指標 感管指標說明 審查結果

3.1 宣導及鼓勵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配合國家

政策接種各類公費疫苗。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2製作符合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名冊，並記

錄接種情形，未接種者應註明原因。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3 配合國家政策施打公費疫苗，施打率達指

定比率。(逐年公告各類公費疫苗須達之施打

率)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1 定期清潔、消毒機構內外環境清潔通風設

備，保持乾淨無異味，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4.2 工作人員能正確配置漂白水濃度。(例如

500ppm、1000ppm)

□符合

□不符合

4.3 機構內具防蚊設備或措施，如紗窗、紗

門、捕蚊燈、滅蚊劑等防蚊措施。

□符合

□不符合

5.1有洗手設施和洗手用品，並且工作人員能正

確執行洗手步驟包括洗手時機。

□符合

□不符合

5.2有宣導和落實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

禮節。

□符合

□不符合

5.3訂定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明顯處，提供訪

客手部衛生所需設施（乾洗手或濕洗手），請

訪客探訪前洗手，必要時戴口罩，且有訪客紀

錄。

□符合

□不符合

5.4 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

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上網登錄通報，每週

一中午12點前完成。

□符合

□不符合

5.5 非拋棄式衛材及器械應經清潔、消毒或滅

菌且在有效期限內，感染性垃圾桶應加蓋並定

期清理。

□符合

□不符合

5.6防護裝備物資（如：口罩、手套、隔離衣

等）應有至少一週之儲備量，定期檢視有效期

限並有紀錄，且儲放於乾淨通風且避免潮濕之

場所。

□符合

□不符合

1.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包含專責人力及專任人力，應符合「長期照護矯正機

關（構）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4條第2項之資格。

2.感染管制專責人員須規劃及執行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業務，如：服務對

象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疫苗接種、工作人員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機構內洗手設施及進行手部衛

生稽核、衛材及器械之清潔消毒或滅菌及管理、防護裝備物資、隔離空間

之使用、照護人員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正確性、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

性、感染事件分析、群聚感染事件處理及紀錄等。

3.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參考範例格式訂定113年度感染管制年度計畫。

4.次年度起除完成上述應達成項目外，每年參考範例格式完成撰寫感染管

制年終成果報告。

1.感染管制專責人力係指平時除本職

業務外，兼辦感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專任人力係指全職負責執行機構內感

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2.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執行感染管

制業務之情形，包含：班表、工作進

度表及日誌、感染管制年度計畫、感

染管制年終成果報告及感染管制相關

業務之紀錄。

3.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不定期進行

查核。

5.防疫機制

之建置

指標二

3.疫苗接種

情形

4.環境清潔

及病媒防治

感染管制專

責/專任人

力設置及執

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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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感管指標 感管指標說明 審查結果

6.1 設有隔離空間且明顯規範使用對象，供新

進住民或疑似感染者暫留或入住，並有使用紀

錄。

□符合

□不符合

6.2 隔離空間具獨立通風及衛浴設備。

□有獨立通風

□有衛浴設備

□不適用

6.3 隔離空間及位置符合感染管制原則。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6.4 訂有呼吸道、腸胃道、皮膚性感染等傳染

病之隔離措施標準作業流程及服務對象轉換之

消毒流程，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隔離照

護。

□符合

□不符合

7.醫療照護

執行情形

7.1訂有抽痰、傷口換藥、更換管路等侵入性照

護技術之標準作業流程，且護理人員能正確執

行。(無執行侵入性照護技術，本項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1 針對服務對象進行感染監測及分析，且有

紀錄。

□符合

□不符合

8.2 訂有皮膚傳染病（至少包括疥瘡）、呼吸

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等疑似

感染個案及群聚感染事件處理流程紀錄，並確

實執行，包括通知相關人員或單位、安排照護

之工作人員、使用防護裝備、與他人區隔、安

排個案就醫、疑似感染區域（含動線）清潔消

毒等。

□符合

□不符合

8.3服務對象如轉出或從其他醫療照護機構轉入

，應有轉介紀錄。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1 依機構特性訂定並執行感染管制計畫且每

年應至少檢視更新一次。

□符合

□不符合

9.2定期稽核工作人員執行手部衛生之正確性及

遵從性；如有缺失，應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符合

□不符合

9.3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性；如有缺

失，應有檢討及改善措施。(無執行侵入性照護

技術，本項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4定期稽核照護人員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正確

性；如有缺失，應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符合

□不符合

1.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包含專責人力及專任人力，應符合「長期照護矯正機

關（構）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4條第2項之資格。

2.感染管制專責人員須規劃及執行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業務，如：服務對

象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及追蹤、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疫苗接種、工作人員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機構內洗手設施及進行手部衛

生稽核、衛材及器械之清潔消毒或滅菌及管理、防護裝備物資、隔離空間

之使用、照護人員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正確性、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

性、感染事件分析、群聚感染事件處理及紀錄等。

3.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參考範例格式訂定113年度感染管制年度計畫。

4.次年度起除完成上述應達成項目外，每年參考範例格式完成撰寫感染管

制年終成果報告。

1.感染管制專責人力係指平時除本職

業務外，兼辦感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專任人力係指全職負責執行機構內感

染管制相關業務者。

2.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執行感染管

制業務之情形，包含：班表、工作進

度表及日誌、感染管制年度計畫、感

染管制年終成果報告及感染管制相關

業務之紀錄。

3.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不定期進行

查核。

9.感染管制

品質改善

指標二

6.隔離空間

設置及使用

8.服務對象

感染預防、

處理及監測

感染管制專

責/專任人

力設置及執

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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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感管指標 感管指標說明 審查結果

1.1新進工作人員應於到職後1個月內接受至少4

小時感染管制課程。

□符合

□不符合

1.3管理階層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6小時之

感染管制課程(其中應包括中階或高階4小時)。

□符合

□不符合

1.4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10小時中

階或高階感染管制課程(其中應包括中階或高階

6小時)。

□符合

□不符合

1.5間接工作人員應接受之感染管制課程，得不

受課程階層之限制，惟仍需符合上述課程時數

規定。

□符合

□不符合

2.在職工作人員及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感染管制

教育訓練達100%。

□符合

□不符合

3.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參考範例格式訂定114年

度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年度計畫。

□符合

□不符合

1.與醫院感染管制服務合約文件。

2.機構須提供醫院有關機構感染管制現況分析

及服務需求。

3.自訂感染管制年度目標(可參考112年老人福

利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身心障礙

服務機構感染管制查核項目)並達成。

4.取得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1.2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

制課程。

□符合

□不符合

指標三

住宿式機構

工作人員感

染管制教育

訓練

1.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之課程類型及其相關主

題」課程分為3種課程階層，各類工作人員應接受之課程規定如下，且均

須包含個人防護裝備相關訓練課程至少1小時：

(1)新進工作人員應於到職後1個月內，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課程。

(2)在職工作人員(以當年度10月31日仍在職者認計)每年應接受至少4小時

感染管制課程。

(3)管理階層每年應接受至少6小時之感染管制課程(其中應包括中階或高

階4小時)。

(4)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10小時之感染管制課程(其中應包括

中階或高階6小時)。

(5)以上各類人員，當年度於查核前所完訓之時數均可列計。

2. 在職工作人員及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達100%。

3. 在職工作人員係指住宿機構自行聘用、兼職(任)、外包及報備支援之

人力，包括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人員、生活服務員、教

保員、住宿機構聘用看護工、清潔人員、長期一線服務固定志工、行政人

員、司機、廚工、洗衣工、清潔人員等。

4.兼職(任)人員之年資，係兼職(任)機構之年資。

5.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參考範例格式訂定次一年度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年度

計畫。

6.次一年度起除完成上述應達成項目外，參考範例格式完成撰寫每年度感

染管制教育訓練年終成果報告。

1.檢閱人員參與相關課程之項目、內

容及紀錄。

2.當年度新進工作人員之定義為當年1

月1日(含)後到職滿 1 個月者，到職

未滿1個月者不適用；新進人員於到職

後1個月內完成至少4小時課程，可列

入當年度在職人員至少4小時之時數計

算。

3. 機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所辦理之實

體課程、機構外實體、線上及數位學

習課程均可認計，機構可參考「長期

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年度計畫

建議」判定課程階層。

4. 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及長期照

顧專業人員各階訓練感染管制課程之

課程時數亦可認計。

5. 計算公式：

(1) 在職工作人員教育訓練完成比率%

＝(完成教育訓練之在職工作人員數/

工作人員總數)*100%。

(2)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教育訓練完成

比率%＝(完成教育訓練之感染管制專

責人員數/感染管制專責人員總

數)*100%。

工作人員感

染管制教育

訓練

指標四

醫院與機構

訂有感染管

制服務合約

並提升感染

管制品質

機構應達成事項

1.與醫院訂有感染管制服務合約。

2.機構須提供醫院有關機構感染管制現況分析及服務需求。

3.自訂感染管制年度目標(可參考112年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及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感染管制查核項目)並達成。

4.提升室內空氣品質，取得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達成事項1

□達成事項2

□達成事項3

□達成事項4

□本項免評

依機構應達成指標之事項進行個別評

核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或詢問。

2.檢閱機構與特約醫療院所訂定之合

約。

3.提供醫院感染管制現況分析及服務

需求、自訂感染管制年度目標並達成

之資料。

4.取得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標章。

5.詢問醫院主責感染管制師與機構共

同執行感染管制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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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編號
指標名稱 指標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感管指標 感管指標說明 審查結果

1.1人員分工及職責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1.2照顧資源盤點：照顧人力、可用床數，或可

轉介安置床數，機構個人防護裝備存量。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1.3訂定應變協助方案啟動時機與作業流程

(如：通報作業、工作人員管理與人力調度、機

構住民安置與健康管理、風險區域劃分及出入

動線規劃、服務調整與活動管理、訪客管理、

環境清潔消毒、防疫相關物資管理等)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2.1傳染性疾病種類選1種進行演習，避免每次

演習相同疾病，應依據模擬之疫情規模（須包

含疑似病例送醫流程、機構發生確定病例1人、

及機構發生大規模確定病例）規劃撰寫演習腳

本。如新興傳染性疾病(如：新冠肺炎等)、呼

吸道傳染性疾病(如：流感、麻疹等)、腸胃道

傳染性疾病(如：諾羅病毒等)及皮膚傳染性疾

病(如：疥瘡等)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2.2演習腳本應依機構訂定之應變計畫作業流程

撰寫，內容建議包括應變小組權責分工、通報

作業、工作人員管理與人力調度、機構住民安

置（就地安置、部分清空、全部清空）與健康

管理、風險區域劃分及出入動線規劃、服務調

整與活動管理、訪客管理、環境清潔消毒及防

疫物資相關管理等。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2.3演習紀錄及照片備存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2.4演習須由主管機關及外聘感染管制專家擔任

演習講評者並經評核通過。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指標六

機構感染管

制專責/專

任人力取得

感染管制專

業人員資格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取得經本部疾病管制署認可之專業學會甄審符合照護機

構感染管制人員（如：感染管制管理師等）資格。

1.獎勵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須為編制

內全職人員。

2.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之照護機構

感染管制人員（如：感染管制管理師

等）證書，且其證書在有效期間內。

3.每名符合獎勵條件之人員，於全程

計畫期間僅限獎勵 1 次。

人力取得感

染管制專業

人員資格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共______名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評

受查機構人員簽名：                                                           機構章：

新興傳染病

疫情或群聚

事件發生之

應變計畫

1.參考範例格式訂有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計畫，計

畫應每年檢視至少1次並視需要更新，內容須包括：

(1) 明訂人員之職責與分工。

(2) 資源盤點：包括盤點機構照顧人力、盤點機構可用床數，或其他可提

供機構住民轉介安置之床數、規劃集中收住場所、盤點機構個人防護裝備

存量等。

(3) 訂定應變協助方案啟動時機與作業流程，包括但不限下列項目：通報

作業、工作人員管理與人力調度、機構住民安置與健康管理、風險區域劃

分及出入動線規劃、服務調整與活動管理、訪客管理、環境清潔消毒、防

疫相關物資管理等。

2.參考範例格式每次安排辦理至少1次桌上或實地演習：桌上演習可每年

辦理；實地演習採隔年度方式辦理(如112年申請獎勵，下次最早申請為

114年)。

(1) 自下列傳染性疾病種類選1種進行演習，避免每次演習相同疾病，應

依據模擬之疫情規模（須包含疑似病例送醫流程、機構發生確定病例1

人、及機構發生大規模確定病例）規劃撰寫演習腳本。如新興傳染性疾病

(如：新冠肺炎等)、呼吸道傳染性疾病(如：流感、麻疹等)、腸胃道傳染

性疾病(如：諾羅病毒等)及皮膚傳染性疾病(如：疥瘡等)。

(2) 演習腳本應依機構訂定之應變計畫作業流程撰寫，內容建議包括應變

小組權責分工、通報作業、工作人員管理與人力調度、機構住民安置（就

地安置、部分清空、全部清空）與健康管理、風險區域劃分及出入動線規

劃、服務調整與活動管理、訪客管理、環境清潔消毒及防疫物資相關管理

等。

(3) 演習須留存演習紀錄及照片備查。

(4) 桌上或實地演習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及外聘感染管

制專家至少1人至機構擔任演習評核者並經評核通過。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或詢問。

2.訂有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事

件發生之應變計畫。

3.當年度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

事件發生之演習計畫及紀錄。

4.依據演習結果修正應變計畫，應包

含「改善事項」、「建議事項」及

「綜合意見」之參採修正情形。

指標五

訂有新興傳

染病疫情或

群聚感染事

件發生之應

變計畫，並

辦理演習。

□桌上演習

□實地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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