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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查核基準 

項次  查核基準 

7.2 確實執行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清
潔管理 

7.3 供應室應配置適當人力，清潔區及污染
區應做區隔且動線規劃合宜 

7.4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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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確實執行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清潔管理 

符合項目 

1. 自行執行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清潔者，各

類物品之包裝、消毒、滅菌及有效期間均訂有標

準。 

2. 滅菌過的物品應保管於空調較佳處之架子上或有

門扇之櫥櫃內；消毒物品能依物品名稱及消毒先

後適當置放。 

3. 衛材、器械之滅菌業務外包，或租賃手術器械，

應妥善監控品質、設有管理辦法及進行例行性稽

查，並有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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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供應室應配置適當人力，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
區隔且動線規劃合宜-1/2 

符合項目 

1. 確保必要人力之充足並有人員負責衛材、器

械之消毒與管理業務，並有護理人員監督。 

2. 主管應出席感染管制委員會或小組，必要時

負責人員應共同出席。 

3. 若設有滅菌設備，應由合格人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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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供應室應配置適當人力，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
區隔且動線規劃合宜-2/2 

符合項目 

4. 處理物品時，工作人員需穿戴合適之防護

用具。 

5. 滅菌過的物品需使用清潔並加蓋之推車搬

運及配送（滅菌物品和回收物品之置放車

要區分）。 

6. 供應室環境整潔，清潔區及污染區應有適

當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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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理機制 

符合項目 

1. 對於醫療環境清潔工作訂有標準作業程序並設有查

檢表，且有相關機制教育環境清潔人員熟悉內容。 

2. 若設置內視鏡室、氣管鏡室及肺功能室者，應符合

以下項目 

3. 若有牙科診間，其診療環境應保持清潔，器械清洗

完善，醫療廢棄物有妥善分類、處理；每天進行牙

科治療台清潔、管路保養及消毒，並有紀錄。 

4. 若有加護病房或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等高風險病人

居住的區域，訂有醫院退伍軍人病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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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大哉問 
供應室動線是否符合動線不交叉之原則? 

病房用車送污物來供應室，要拿無菌物品
回去，如何避免汙染? 

去污清潔處理，有沒有穿戴合適防護用具? 

快消頻率太高了，要如何改善? 

滅菌有失敗過嗎?處理機制? 

拋棄式的醫材有重複使用嗎? 

供應室各區的溫溼度? 溫度計有做校正嗎? 

供應室各區的哪些是正壓?哪些是負壓? 

租賃器械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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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手紙擺放
位置不妥 

器械清消
空間狹小 

滅菌後器械擺
放位置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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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相關缺失建議事項 

空間動線問題 

清潔區與汙染區應有明確區隔。 

重新檢視供應室洗滌區、打包區及消毒區
之動線。 

器械清洗應有獨立空間。 

建議可製作供應室空間及動線圖，以利工
作人員遵循。 

位置設置不恰當，請另覓空間，以符合規
範。 

 制定酵素使用作業SOP並張貼之。 

 滅菌設備應由合格人員操作(證書已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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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消毒動線不佳，物品經過病人等

候區，不符合空間區隔，易造成物品

在污染區與乾淨區之間交叉感染 

 

清潔消毒動線規劃重整 

某地區醫院消毒滅菌動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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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等候區 

 

診間 

藥局 

蒸氣室 

洗手台 

清潔消毒動線 

後 

陽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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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規劃動線 

洗手台 

烘碗機 

烘乾 

 

 

RO水 

沖洗 

 

 

浸泡 

消毒劑 

滅菌鍋 

桌、椅 

封口機 

櫃子 

蒸氣室 診間 

髒污路線 

乾淨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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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中心的感染管制 

提供醫院所需之醫療器材與物品 

  回收、去污清洗、消毒滅菌、儲存、分發 

 
 感染管制不佳 

 滅菌品質管制不良， 

滅菌不完全！ 

對病患！？對醫院！？ 

影響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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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中心空間規劃、作業流程 
去污區 

•點收 

•去污 

•清潔 

•消毒 

清潔區 

•裝配 

•打包 

•標示 

•滅菌 

儲存區 

•無菌 

•儲存 

 

分發
臨床
單位
使用 

物品處理流程 

人員走向 

空調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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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制 

空調、地板 

物品架、桌椅 

 

配送車或推車、輸送帶之轉輪 

各區之清潔用具應分開使用， 

不可混合使用 

       空調 
儲存區: 正壓 
去污區: 負壓 
 
空調循環方向: 

儲存區 → 清潔區 → 去污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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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制 

遵守各區穿著規定及工作原則，避免隨處走動。 

各區應有明顯標誌區隔，人員避免在各區穿梭，
減少各區之間相互污染（cross 
contamination） 

由污物區回清潔區， 
務必依規定更換衣服、鞋套等。 

減少出入儲存區之頻率。 
儲存區之工作人員數 
儘量維持最少。 

建立良好洗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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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洗 消 毒 

所有器材均視為可能具感染性，採取 

標準防護措施( standard precaution） 

工作人員應有完整的防護裝備。 

工作人員應避免被尖銳物品扎傷及受污染

器械感染。 

需重複使用的醫療物品於消毒與滅菌之前

，必須徹底清洗乾淨。 

器材清洗後應拭乾或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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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滌區工作人員均應穿著工作服，內著防水塑
膠圍裙外加拋棄式防潑水隔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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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菌監測五大控制 



Infection Control Society of Taiwan (ICST)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化學指示劑(chemical indicator, CI) 
利用指示劑顏色改變或顏色移動，來表示滅

菌過程所需的一項(或以上)特定參數是否符合。 

單以化學指示劑不能證明物品已達完全滅菌，

須合併生物指示劑和機械性監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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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指示劑依監測目的及特定反應參數 

等級 明細 適用情況 

第1級 過程指示劑、 
包外化學指示劑 

每一滅菌包(盤/盒)外， 
用來和未經滅菌程序的物品做區分。 

第2級 
 

抽真空測試紙 特殊用途所設計的化學指示劑， 
檢測抽真空式高壓蒸氣滅菌鍋 
是否正常的抽真空測試 

第3級 
 

單一參數 
包內化學指示劑 

滅菌包(盤/盒)內， 
僅能測試一種參數反應 

第4級 
 

多參數 
包內化學指示劑 

用於滅菌包(盤/盒)內， 
能測試兩種參數反應。 

第5級 
 

整合型 
包內化學指示劑 

用於滅菌包(盤/盒)內， 
能與滅菌過程的所有滅菌參數 
(溫度、時間、飽和蒸氣)反應。 



高壓蒸氣滅菌 過氧化氫電漿 氧化乙烯氣體滅
菌 

玻璃管 紫色 紫色 綠色 

芽孢菌
種 

嗜熱桿菌 
Geobacillus    

stearothermop
hilus 

嗜熱桿菌 
Geobacillus    

stearothermop
hilus 

枯草桿菌  
Bacillus 
atrophaeus 

 

培養鍋 55-60 ℃ 55-60 ℃ 35 ℃ 

滅菌玻璃管壓碎培養48小時 

若滅菌不完全細菌生長PH值改變 

生物指示劑(biological indicator, BI) 

 含非致病具高抵抗性的活細菌孢子的指示劑，經由滅菌後指示劑的生物培

養結果，來證實滅菌是否成功，是一種直接測量是否達到滅菌效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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