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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患者於此時段曾留在院舍
‧衛生署會把院舍納入監察
‧院舍需加強控制感染的措施



院舍有懷疑/証實染上
非典型肺炎個案．．



處理方法及措施 (I)

當接到醫院通知單位有懷疑或証實個案時

服務單位應立即關閉，即時消毒地方

穿著全套防護裝備清洗院舍範圍

1:49稀釋家用漂白水

金屬物品應以70%濃度的酒精消毒



處理方法及措施 (II)

單位主任知悉單位有懷疑或証實個案時
必須盡快向有關政府部門報告

讓全體員工、服務使用者、家人與及曾經進入
單位人士知悉事件

有需要時向各有關部門提供員工及服務使者的
個人資料

向衛生署提供院友、職員與及十天內曾進入單
位的訪客名單

每天讓衛生署知悉服務使用者及員工健康情況

與社會署、衛生署及各有關機構保持緊密聯繫



處理方法及措施 (III)

提醒全體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如在觀察期間出
現任何非典型肺炎病徵，便須立即通知院舍主
任，再由院方通知衛生署

留意員工及服務使用者如有精神或心理壓力

如衛生署認為有需要延長觀察期，院方須視乎
情況所需，通知社署牌照事務處、服務使用者
及其家人。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
指示時．．



隔離措施 (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
下列措施：

1.衛生署會安排到院舍巡視

2.停止安排院舍以外的活動

3.停止一切在該樓層以外之活動

4.停止一切義工活動

5.停止院友外出覆診



隔離措施 (I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下列措
施：

屬密切接觸的服務使用者可能在院舍或隔離營內接受隔

院舍應備存到訪者的名單及他們的日間聯絡電話

案主之同房服務使用者需原房隔離十天或至衛生署通知
解除限制為止

同層院友須在該樓層內活動維持十天或至衛生署通知解
封單位為止

個別不屬於密切接觸人士的

服務使用者如要外出，須取

得衛生署的批准



隔離措施 (II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下
列措施：

院舍員工如曾在沒有適當使用個人保護裝備的
情況下，接觸出現非典型肺炎病徵患者的呼吸
道分泌物、體液及 / 或排泄物 (如糞便)，他
們會被界定為密切接觸人士而須接受隔離。院
舍應安排他們在隔離期間暫停工作。



隔離措施 (IV)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下
列措施：
「高風險」區實施「不准探訪」政策

如家屬必須到單位探訪「低風險」區的院友，
應採取預防感染措施 ，例如佩戴口罩，探訪
前後須用肥皂液洗手等

如要探訪「高風險」區的院友，就必須要按照
衛生署給單位的建議，進入

「高風險」區之前穿著適當

的保護衣物



隔離措施 (V)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
單位採取下列措施：

安排沐浴間予員工

單位須為員工提供防護裝備

院舍應安排全體員工及服務使用者
戴上口罩

服務單位需安排職員接受非典型肺
炎防感染措施培訓

如有需要，員工可選擇在單位留
宿，單位需安排員工宿舍以供應用



隔離措施 (V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
單位採取下列措施：

院舍暫停使用化霧器

一些有潛在風險的護理程序在某情
況下亦可能轉為「高風險」，例如
體弱的長者在餵食的時候嘔吐、為
有失禁問題的長者沐浴等，在這些
情況下，員工應採用適切的防護裝
備。



隔離措施 (VI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下
列措施：

若人手許可，安排固定職員照顧房內接受隔離
的服務使用者，及避免跨層工作。

把現有員工分為「高風險」組別及「低風險」
組別，分別照顧不同風險的院友。

凡進入「高風險」區人士，必須於清潔區內穿
著足夠防護裝備，包括外科口罩 / N95口罩、
隔離衣、手套、面罩 / 眼罩、帽、鞋套等。



隔離措施 (VIII)

衛生署發出封閉單位指示時，服務單位採取
下列措施：

在用膳安排方面，需擴寬餐桌距離及安排單向
座位

餐車離開樓層運回大廚房前，要消毒車面、車
身及車轆



應用於安老院舍執行上的實際困難
及意見 (I)
院友對於被隔離的措施缺乏耐性

院舍有困難要求院友嚴格執行配戴口罩

院友患病後需要隔離，應如何安排他們覆診

親友對隔離措施下不准探訪的安排不合作



應用於安老院舍執行上的實際困難
及意見 (II)
不少院舍位於公屋內，間格與公屋單位一樣，
尤其是舊形屋村，每間房間地方有限，故不易
做到床與床之間有三呎距離的要求

由於院舍空間不多，所有房間均住滿院友，故
院舍在隔離患病院友的同房長者時遇到困難

患病院友出院後需要隔離，當院舍房間設施不
足，例如只得一間隔離室，萬一再有院友需要
隔離，第一位院友的處理如何？

當多於一位院友再出院後需要隔離，但院舍隔
離房間設施不足，應當如何處理？



應用於安老院舍執行上的實際困難
及意見 (III)
要儲存大量的保護衣會是一個問題

院舍沒有基本的隔離室、隔離設備，需要按以
上指示做時，將需要額外財政上的支援



應用於安老院舍執行上的實際困難
及意見 (IV)
當院友被隔離而不准外出 ，包括購物時，員
工需額外負擔有關工作量

在人手緊張的情　下，要安排固定職員照顧被
隔離之院友，在執行上會有困難，尤其要避免
跨樓層工作及專業職系的人手更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