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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緊急應變計畫之注意事項

• 瞭解相關法規法規面

• 依實驗室執行任務訂定

• 切合實際狀況實際面

• 依排程進行教育訓練

• 進行個人評核、演練

• 全員參與
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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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疾病管制署規範

 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BSL3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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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病病人檢體運送意外
之通報及處置規定

壹、法源依據
1.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

法」第十五條(97.1)
2. 行政院衛生疾病管制局「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

病病人檢體運送意外之溢出物處理原則」。
(98.5)

貳、目的
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病病人檢體因運
送意外發生外溢情事，危及週遭民眾安全，特制
定本項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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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步驟

一、當事人自覺發生（或發現工作同仁發生）疑似實驗室

感染事件，請依溢出物處理步驟處理：

（一）處理人員戴上口罩及手套、穿著防護衣，必要時須進行

臉部及眼部防護。

（二）使用抹布（或紙巾）覆蓋並吸收溢出物

（三）朝抹布（或紙巾）倒入適量5%漂白水，並覆蓋溢出物
周圍區域。（從溢出區域之周圍開始，向溢出物中心傾

倒消毒劑）

（四）俟30分鐘後，清除所有溢出物質。如含有碎玻璃或尖銳

物，則應使用簡易清掃器具處理，將其置於防刺穿收集

容器中。

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病病人檢體運送意

外之溢出物處理原則

20倍稀釋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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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溢出區域再次進行清消。必要時可重複第二至第四步
驟。

（六）將所有溢出物質置入防滲漏之廢棄物處理容器中。

（七）回報主管部門溢出物污染區域之除污工作已經完成。

肆、其他

各單位應設置生物安全委員會，單位於完成事件調查及
處置後，應向衛生局提報事件調查處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病病人檢體運送
意外之溢出物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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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等級說明、通報
規定及處理

意外等級 說明 通報規定 處理

第一級
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
護設備內（例如在操
作實驗時，具高感染
性檢體翻灑於生物安
全櫃中），不致對人
員生命造成立即性危
害。

應向實驗室主管報
告並書面記錄。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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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等級說明、通報
規定及處理

意外等級 說明 通報規定 處理

第二級

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
護設備外之其他區域
（例如拿取高感染性
檢體，不慎掉落實驗
室地板，造成濺灑），
對人員生命及實驗室
內部環境有危害及污
染之虞。

應向實驗室主管報
告並書面記錄。如
有人員感染或傳染
之虞，設置單位應
向中央主管機關報
告。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
必要時，可請求相關主
管機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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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等級說明、通報
規定及處理

意外等級 說明 通報規定 處理

第三級

意外發生且已擴散到
實驗室以外區域（例
如強震造成生物安全
第三等級實驗室負壓
失效，且感染性生物
材料翻灑於實驗室地
板），對人員生命及
實驗室週遭社區民眾
及環境有嚴重危害及
污染之虞。

應向實驗室主管報
告並書面記錄。設
置單位應立即向中
央主管機關報告。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統籌指揮相關主管機
關配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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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疾病管制局規範

 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依實驗室執行任務訂定

 切合實際狀況

 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BSL3實務演練

13



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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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意外事件-演練項目

 生物安全- 感染性物質潑灑演練

 化學安全- 有機溶劑潑灑演練

 消防安全- 逃生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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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

 生物危害物質相關知識

 通報程序之認知

 應變設備放置地點及使用緊急應變措施之熟練

 防護器具之使用與除污認知

 指揮系統之熟練

 外部支援之配合

 疏散程序及緊急應變狀況之模擬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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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目的/原則

 為了有效保護人員的安全與健康，除需加
強意外災害之預防外，擬訂實驗室緊急應
變措施
 針對BSL3實驗室中可能引起意外災變與應變

準備，期於災害發生時能有完整應變能力，
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

 並且定期舉辦演習，以熟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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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警示系統及
通報規定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應變人員安全防護基準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措施

 災害區域清消整治及善後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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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BSL3 實驗室相關
所有人員，包括:管理人員、研究人員、
工程維修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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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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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總指揮官：意外發生時作為對外應變之總指
揮人

 生物安全諮詢官：協助指導緊急應變行動

 現場指揮官: (實驗室PI或主管) 
 除污人員 (工作人員)：發生意外之單位

 意外調查小組：任務：協助現場作意外事故
調查

 除污小組：協助現場作專業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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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意外事件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應當由對
所涉及微生物特性、使用設備及實驗步
驟最為熟悉之人員為之。

 應就所使用的生物物質特性，以及如何
接觸或使用二方面作綜合的風險評量。

22



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RG3感染性生物材料資料

 RG3 PSDS ( Pathogen safety data sheet )
 存放數量盤點

 存放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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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演習計劃

 所有具BSL3 Lab操作資格之人員，應每年
參加年度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緊急應
變計劃之演練，至少1次為實地演練。

 BSL3實驗室人員應定期接受大規模實驗室
生物安全意外發生時之教育訓練。

 演習後，應立即由主辦部門會同參與演習
之督導人員（包括生物安全官）召開演習
過程評核檢討會，以彙總相關意見作為緊
急應變及演習缺失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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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緊急應變相關物資、設備、及位置
 口罩及其他防護設備

 急救箱

 滅火器

 消防水帶

 消毒液：1% Terralin (有效期限：泡製後一個月內，
依照試劑標示於消毒液瓶身)，在進入BSL3實驗室操
作實驗時，要確認其效期，並將消毒液放置在實驗
時容易拿取之區域，再進行實驗操作。

 緊急應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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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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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等級說明

 第一級：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護設備內（例如
在操作實驗時，具高感染性檢體翻灑於生物安
全櫃中），不致對人員生命造成立即性危害。

 第二級：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護設備外之其他
區域（例如拿取高感染性檢體，不慎掉落實驗
室地板，造成濺灑），對人員生命及實驗室內
部環境有危害及污染之虞。

 第三級：意外發生且已擴散到實驗室以外區域
（例如強震造成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負壓
失效，且感染性生物材料翻灑於實驗室地板），
對人員生命及實驗室週遭社區民眾及環境有嚴
重危害及污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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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意外事件-通報規定

 第一級：應向實驗室主管報告並書面檢討記錄
送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小組備查。

 第二級：應立即向實驗室主管報告，並書面檢
討記錄送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小組審議。如有
人員感染或傳染之虞，設置單位應立即通報感
染管制小組，感染管制小組視需要向中央主管
機關報告。

 第三級：應立即向實驗室主管、及感染管制小
組報告；感染管制小組向上級主管及中央主管
機關報告。並應作成書面檢討記錄送實驗室生
物安全管理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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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和釋放

 應立即通知實驗室主管，準備清理前應
先和生物安全主管指導下，確認清理人
員確知清理方式及技術，清理人員需穿
戴適當防護設備，避免直接暴露在具感
染性物質的環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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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意外事件-應變流程

 緊急啟動示警裝置

 現場人員應以本應變計畫為原則，進行初期應變

 馬上向位於二樓病毒組監控中心人員進行通報（BSL3實
驗室分機:25，或院內分機:8354-203）

 由監控中心立即電話通知實驗室管理人、實驗室負責人、
生物安全官兼召集人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於24小時內向
生物安全委員會報備。

 當以上成員有一人無法馬上聯絡上時，其代理人可為實驗
室管理人或實驗室負責人或生物安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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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驗室意外事件-應變流程

 生物安全官需評估該狀況之危險度，作為急救清理之
對策，如第二等級以上意外事件發生時，則由生物安
全委員會聯絡感控小組並呈院長室報備，同時由感控
小組通知疾病管制局。支援單位之物資、資訊當依照
院方感控小組所製訂之”特殊狀況或大規模感染事件
處理作業準則”辦理‧

 若有人員有被感染之虞，受感染人員之清消及醫療救
援規劃當依照院方感控小組所製訂之”特殊狀況或大
規模感染事件處理作業準則”辦理‧

 災後復原、事故調查將依照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等級之不同由不同層級之負責人作調查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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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生物性危害物質溢出應變原則

 勿驚慌

 脫除污染衣物並離開污染區域（疏散）

 確認溢出物病原之特性

 評估污染程度及必要行動

 如有需要，請求除污小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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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1. 個人傷害或暴露

2. 當噴濺發生於生物安全操作箱內

3. 當噴濺發生於生物安全操作箱外

4. 離心機不良操作

5. 火警發生時之處理

6. 地震發生時之應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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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傷害或暴露(1)
 所有置於BSL3實驗室的設備皆應視為被污染狀態

，若有任何割傷或針扎意外發生時，應立即脫去手
套，以洗手台上之消毒液或洗手肥皂液和清水清洗
15分鐘。

 當黏膜組織受到物質污染時，應立即找最近的水槽
，以沖洗方式對暴露部位進行沖洗（沖洗時間以數
分鐘為宜）。

 BSL3實驗室設有固定式洗眼器及沖淋器，以備人
員發生污染時之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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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傷害或暴露(2)
 當發生實驗物質噴灑時，無任何割傷或針扎意外，可先

將身上可能噴灑之衣物在BSL3 實驗室內脫掉。

 並立即至更衣室以沖眼器或淋浴方式，將可能噴濺部位
進行5分鐘以上沖洗。

 立即依照通報流程通知2F病毒組監控中心，並配合就醫
程序。

 請第二批支援之實驗室人員，在事件發生半小時後，重
新進入實驗室內清理相關污染性垃圾及環境之清潔。

 要記錄受傷原因和相關的微生物，並應保留完整適當的
醫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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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傷害或暴露(情境演練)

1.噴濺情況發生，液體
濺於實驗室人員手上。

2.立即以肥皂和清水清
洗15分鐘。

3.按下緊急按鈕。

4.將身上可能噴灑之衣物在
BSL3 實驗室內脫掉。

6. 支援人員，在事件發
生半小時後，重新進入
實驗室內清理相關污染
性垃圾及環境之清潔。

7.記錄受傷原因，並應
保留完整適當的醫療記
錄。

5.通知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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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內(1)

 化學性除污應於事件發生後立即處理，生物安全操作箱應繼
續排風以避免物質擴散至生物安全操作箱外。

 生物性除污，立即將身體離開生物安全操作檯內。

 讓生物安全操作檯保持在抽氣狀態。

 若體表遭該物質污染，先進行個人之清洗及消毒。

 穿戴防護衣、手套及其他防護設備。

 以擦手紙吸收噴灑物，新鮮配製1% Terralin倒在擦手紙四周
讓擦手紙浸濕，為避免飛沫產生不該直接倒在噴灑物上。

 作用至少30分鐘，處理完畢後，應以鑷子將吸收高濃度噴濺
物之紙巾夾入滅菌袋中，其餘以擦手紙擦拭乾淨。並以1% 
Terralin擦拭牆、工作區及儀器（擦拭時應著完的保護裝置）
。 38



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內(2)

 若外洩的物質流到檯面的縫隙中，必須將操作檯的檯面及格
網拆出，以同樣方式消毒後裝回蓋板。

 將裝有吸收噴濺物紙張之滅菌袋，外方以酒精消毒後，密封
後移出生物安全操作箱。

 拉下生物安全操作檯的玻璃門，打開紫外燈照射至少一夜。

 設置障礙或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入。

 將防護衣物、手套、紙巾等所有廢棄物置於專用容器內，然
後高壓高溫滅菌處理。

 清理完畢後徹底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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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擦手紙或紗布吸收

噴灑物

再將1% Terralin倒在擦
手紙或紗布四周讓擦手
紙或紗布浸濕

作用30分鐘處理完畢後，
應將吸收噴濺物之紙巾
放入滅菌袋中

並以1% Terralin擦拭牆、
工作區及儀器

噴濺發生於BSC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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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以外實驗區域(1)

 暫時停止呼吸並離開噴濺區域，打開UV燈，將門關上。

 在通道或入口設置障礙或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入至少三十分鐘
，以避免其他人員進入而遭感染。，讓空氣中之懸浮微粒由空調
系統濾除。

 若外層手套有沾到感染性物質，則將已經污染之手套脫在被污染
的房間內，然後立即離開。

 在更衣間，適當移除受污染的裝備，並徹底洗手和臉。

 立即向監控中心通報，監控中心再立即向生物安全主管報告，實
驗室相關人員收到訊息後應馬上通知緊急應變小組。

 重新穿上乾淨的防護衣及裝備後再次進入污染區，若是高濃度病
毒時應考慮使用呼吸器並使用適當的防護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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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以外實驗區域(2)
 以擦手紙吸收噴灑物，再將1% Terralin倒在擦手紙四周讓

擦手紙浸濕，為避免飛沫產生不該直接倒在噴灑物上。

 作用至少30分鐘使其充分消毒，以鑷子將吸收高濃度噴濺
物之紙巾夾入滅菌袋中。

 利用擦手紙將受污染之物質，由外而內重複擦拭污染區。

 並將污染衣物、防護衣物、手套、紙巾等所有廢棄物置入
滅菌袋中，然後高壓滅菌處理

 儘可能減少手部接觸機會和接觸面積。
＊若有玻璃瓶打破時，勿試圖以徒手撿起碎玻璃(應以鑷
子撿起玻璃碎片)，並放置於專用容器內，然後高壓滅菌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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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漏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以外實驗區域(3)

 不能滅菌者則浸泡1% Terralin 作用60分鐘以上
再清洗

 開啟污染區所在房間的紫外燈，照射一夜。

 設置障礙或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入。

 離開負壓區時，在淋浴室內應加強清洗身體。

 如經實驗室管理人判定無法完全除污，則暫停
使用 BSL3 實驗室，並商請廠商對BSL3 實驗
室施行福馬林燻蒸消毒，待消毒完畢後再繼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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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噴濺發生於BSC外(實際演練)

1.當檢體潑灑在實驗室地板 2.啟動緊急按鈕通知監控中心，暫時
停止呼吸並退出實驗室。

3.在汙物間移除受污染的衣物，並
仔細清洗手與臉。

4.開啟UV燈，張貼公告防止
其他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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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噴濺發生於BSC外(實際演練)

4.立即向生物安全主管報備，
實驗室相關人員收到訊息
後應馬上通知緊急應變小
組現場指揮。

5.重新穿上乾淨的防護衣及裝
備後再次進入污染區，若是
高濃度病毒時應考慮使用呼
吸器並使用適當的防護眼罩。

6.以擦手紙吸收噴灑物，再將

Terralin倒在擦手紙四周讓
擦手紙浸濕，為避免飛沫產
生不該直接倒在噴灑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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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噴濺發生於BSC外(實際演練)

7.作用至少60分鐘使其充分消毒，利
用擦手紙將受污染之物質，由外而
內重複擦拭污染區。

9.將污染衣物、防護衣物、手套、
紙巾等所有廢棄物置入滅菌袋中，
然後高壓滅菌處理。

8. 利用擦手紙將受污染之物質，由外
而內重複擦拭污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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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機不良操作

-未封閉式離心桶之離心機內
 如機器正在運行時發生破裂或疑似發生破裂，應關閉機器電源，

讓機器密閉（例如 30 分鐘）使飛沫沉積。

 如果機器停止後發現破裂，應立即將蓋子蓋上，並密閉（例如
30分鐘）。發生這兩種情況時，都應通知生物安全主管。

 先穿戴拋棄式手套，再戴厚實之手套（如厚橡膠手套）。使用
鑷子或使用鑷子夾棉花清理玻璃碎片。

 所有破碎之離心管、玻璃碎片、離心桶、十字軸及轉子都應放
在無腐蝕性、已知對相關微生物具有滅活之消毒劑內浸泡。未
破損之有蓋離心管應放在另一個有消毒劑之容器中，清水擦拭
乾燥後回收。

 離心機內腔應使用適當濃度之同種消毒劑擦拭兩次，然後使用
水沖洗並乾燥。清理時所使用之全部物質，都應依感染性廢棄
物處理。

＊當離心機開啟時才發現異常，則終止手邊實驗，比照噴濺發
生於生物安全操作櫃外處理。 47



離心機不良操作
-在封閉式離心桶內離心管發生破裂

 即刻關閉該機械設備之電源並待其完全停止轉動

 在更衣間，適當移除受污染的裝備，並徹底洗手和臉

 立即向單位主管報備

 等待30分鐘後，待飛沫落下

 重新穿上乾淨的實驗衣及裝備

 所有密封離心桶都應在生物安全櫃內裝卸。如懷疑在安
全杯內發生破損，應該鬆開安全杯之蓋子並將離心桶高
壓滅菌。另一種方法是，安全杯可以採用化學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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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關閉電源並待完全停止轉動 ，

張貼公告提醒其他人員，暫時離開噴
濺區域，開UV燈，將門關上

等待30分鐘
後，待飛沫

落下後

換上新裝備，將含蓋之離心套組
取出，於BSC中處理

以擦手紙或紗布吸收噴灑物或直接
將1% Terralin倒入離心機中

作用30分鐘處理完畢後，
應將吸收噴濺物之紙巾
放入滅菌袋中，以75%
酒精擦拭周圍，並拿至
高壓滅菌鍋滅菌

49



火警發生時之處理

A. 當處理樣本時發生火警，若為培養作業，應
儘速將樣本放回培養箱，離開實驗室。

B. 火源發生地點若於實驗室內，應立刻採取初
期滅火的動作並尋求支援（總機電話：119），
立即向生物安全官報告，尋求人員協助及後
續問題處理。

C. 若火源發生地點為其他單位時，應隨時注意
火勢是否蔓延至實驗室內，並做好應變措施。

50



地震發生時之處理-BSL3 實驗室內有人員

(1)操作人員：

 當發生地震時，操作人員需立即將所有正在使用
且裝有感染性物質之蓋子蓋緊，停止實驗操作，
脫去外層手套，立刻靠柱子邊站，待地震停止後
，若有餘震的疑慮應儘速依離開BSL3實驗室方式
離開實驗室，並依照緊急應變步驟及通報流程進
行通報。

 較輕微之地震，若無任何物件落地或損毀，可以
電話向實驗室管理人報告狀況，且在管理人同意
的情況下 (台北、桃園地震為四級以下) 可以繼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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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之處理-BSL3 實驗室內有人員

(1)操作人員：

 若有人員受傷，需立即以電話通知管理人，再
將傷患的外層手套脫去，等待與應變人員一同
將傷患移至前室，用消毒劑 (1% Terralin) 於傷
患的防護裝備表面先做適當的消毒除污，再將
傷患送出實驗室外。

 當發生已造成建築物毀壞之強烈地震時，操作
人員立即以消毒劑(1% Terralin)噴灑全身，並
迅速離開實驗室，逃出大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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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之處理-BSL3 實驗室內有人員

(2)管理人或負責人

 當有實驗進行中並發生地震時，不論任何程度，
管理人均需儘速瞭解實驗室的情況，如用監控電
腦畫面，或電話與操作人員聯繫。

 當發生超過震度4的有感地震時，立即準備所需
之應變，包括需除污，及人員受傷等可能。

 當發生已造成建築物毀壞之強烈地震時，立即以
電話要求操作人員以消毒劑(1% Terralin)噴灑全
身，迅速離開實驗室。並由監示系統確認操作人
員安全離開。

53



地震發生時之處理-BSL3 實驗室內有人員

(3)當地震發生後

 若建築物無明顯損毀，管理人仍需密切監控BSL3壓力及
電力是否維持正常。

 若壓力正常，且操作人員已離開BSL3實驗室，待震後30
分鐘，操作人員穿戴正壓呼吸器，並攜帶除污器材，進
入實驗室觀察是否有感染性物質濺灑，或是實驗室物理
結構有肉眼可見之損毀。

 若氣壓明顯不正常，則需在負責人的指揮下，通知同一
層樓同仁疏散，並告知生物安全委員會。管理人與負責
人則穿著正壓呼吸器，準備除污器材，進入BSL3 實驗室
，將所有在進行中的感染物質，置入消毒液中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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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之處理-BSL3 實驗室內有人員

(3)當地震發生後

 一旦懷疑實驗室物理結構受損，如壓力
不正常，需請維修人員陪同判斷是否需
重新確效，並通知研究人員，暫時不可
進入實驗室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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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BSL3 實驗室內無人

 操作人員：震後需經管理人同意後才可進入進行實驗。

 管理人或負責人：

 在確認無餘震之疑慮，且實驗室壓力、電力皆正常運
作，穿戴正壓呼吸器及攜帶除污用具，進入實驗室內
檢查是否有物品打翻後，待處理確認後，方可繼續進
行實驗。

 將實驗室狀況通知生物安全委員會，聯絡合約廠商進
行煙燻消毒，待檢測確效後，通知生物安全委員會及
疾病管制署，方可開啟實驗室進行實驗。

 若為已造成建築物毀壞之強烈地震，立即通知疾病管制署
，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指揮相關主管機關配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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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一般緊急應變程序

A. 對處於危難狀態的人給予援助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
如果移動反讓傷患再度受到傷害的話則不移動。

B. 有會危害到鄰近同仁的潛在危險時要示警讓他人知曉。

C. 施行急救 (對呼吸暫停的人進行心肺復甦，或是用安
全淋浴設備進行沖洗)。

D. 當發生火災時聯絡消防部門。

E. 發生醫療緊急事故時，應立即召集緊急醫療團隊（院
內call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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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緊急救助:聯絡對象

A. 實驗室PI或主管
B. 生物安全主管：
C. 警衛
D. 火警通報
E. 水源、氣體及電氣之維修部門
F. 人員急救：發生醫療緊急事故時，應立即召集緊急醫

療團隊（院內call 999）
 應變人員安全防護基準：個人防護設備：清理人員應穿戴

防護衣、手套及口罩等來作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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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疏散程序與措施

 人員疏散後應至規定的疏散集合地點集
合點名。

 疏散路線圖：由實驗室門口…到達絕對
安全區

 集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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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報鈕位置，當緊急狀況發生時，可馬上通知監控中
心。

緊急報紐位置圖

COMM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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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難疏散路線:依圖示疏散到BSL3實驗室門口後，沿K
棟外側停車場到達醫學大樓停機坪(絕對安全區)

COMMON
AREA

逃生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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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難疏散路線

 應規劃從實驗室現場離開之逃生路線

 例如：

 依圖二指示到達BSL3 Lab門口之後，沿K棟樓梯
（BSL3 Lab右前方）向下疏散至1樓（相對安全
區）。並沿K棟外側停車場到達醫學大樓停機坪
（絕對安全區）。

BSL3
實驗室

相對

安全區

絕對

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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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區域清消整治及善後處理措施

 事件平息後，實驗室管理人應視意外情
形連絡廠商進行燻蒸消毒。

 於燻蒸消毒後，通知環管人員進行實驗
室環境清潔。

 事件平息後，填寫意外事件處理表，簡
述事故之發生經過、處理方式及擬改善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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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區域清消整治及善後處理措施

 成立意外調查小組：成員至少應包含生物安全官、實
驗室負責人、實驗室管理人

 調查時，維持客觀性：調查目的在於發現意外事件之
原因，而非對意外發生之責備

 在意外當事人獲得急救或醫療照護後，與其討論該意
外事故，並與任何目擊者及熟悉案情者了解意外之前
後狀況。

 考慮各種可能原因，重新模擬造成意外事件之情境。
分開或組合決定不安全情況或行動中之促成因素，以
檢討事故發生。

 生物安全官需評估該狀況之危險度，作為急救清理之
對策，如情況嚴重時，則由生物安全委員會聯絡感控
小組並呈院長室報備，同時由感控小組通知當地衛生
局及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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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疾病管制局規範

 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劃

 實驗室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BSL3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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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實務操作教育訓練

個人防護用具穿戴

生物安全櫃使用

實驗相關病原菌包裝傳送流程

廢棄物處理流程

生物性危害物質噴濺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內

生物性危害物質噴濺之清理

-當噴濺發生於BSC以外實驗區域

個人傷害或暴露

離心機不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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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實務操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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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L3實務演練

執行方式

• 實際演練

• 情境演練

• 桌上推演

參與人員

• 生物安全主管

• 研究人員

• 通報人員

• 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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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計劃

1.新進人員：新進人員訓練必須包含緊急應變
計劃之演習

2.其它具BSL3 Lab操作資格之人員，應每年參
加年度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緊急應變計
劃之演習，並有紀錄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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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演練計劃

 演習前，應會同生物安全管理小組，呈
生物安全官核准後實施

 演習時，由生物安全官發布演習狀況，
現場指揮官督導分派現場

 演習後，應立即由主辦部門會同參與演
習之督導人員（包括生物安全官）召開
演習過程評核檢討會，以彙總相關意見
作為緊急應變及演習缺失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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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噴濺發生於生物安全操作箱內
(情境演練)

1.當潑灑發生於生物安全
操作箱內。

2.以擦手紙吸收噴灑物。 3.將Terralin倒在擦手紙四
周讓擦手紙浸濕。

4.作用至少60分鐘，將吸收噴濺物
之紙巾放入滅菌袋中。

5.以Terralin擦拭牆、工
作區及儀器。 72



離心機不良操作(實際演練)-1

1.檢體潑灑在離心機裡面。 2.通知監控中心，並暫時離開噴濺區域，
開UV燈，將門關上。

5.將實驗室內、外的門關上。張貼公告
提醒其他人員，以避免其他人員進入而

遭感染。

3.在汙物間移除受污染的衣物，並仔細清
洗手與臉。

4.通知生物安全官，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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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機不良操作(實際演練)-2

6.待30分鐘飛沫落下後，由除
汙人員穿上防護衣及裝備後進
入實驗室，將受污染的部份移
至生物安全箱，以擦手紙吸收
潑灑物，直接將Terralin倒在擦
手紙四周讓擦手紙浸濕。

7.作用60分鐘使其充分消
毒，利用擦手紙將受污
染之物質置入滅菌袋，
並以Terralin擦拭離心機
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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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機不良操作(實際演練)-3

8.將裝有吸收噴濺物紙張之滅菌袋密封，外方以酒
精消毒後，拿至高壓滅菌鍋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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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演習評核檢討會

 演習後，由參與演
習之督導人員召開
演習過程評核檢討
會，以彙總相關意
見作為緊急應變及
演習缺失改進之參
考，並將照片檔案
及會議紀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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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演習及檢核會議紀錄

緊急應變演練與檢核會議紀錄。

77



實驗室安全

 定期教育訓練 : 正確安全操作實驗，降
低錯誤發生機率

 新進人員

 年度訓練

 緊急應變演練 :降低意外事故發生時造成
之災害

Safety is maintained only when rules are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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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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