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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委員會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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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二級以上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其實驗室，應標
示生物安全等級、生物危害標誌及其緊急處理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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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灑、溢出 

    有機溶劑濺灑意外緊急應變措施 

•處理前先穿戴手套，護目鏡，口罩等防護器具，避免皮膚
直接接觸。 

•使用活性碳細粉由外而內吸收，再用鏟子清除。 

•將中毒勞工移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放低頭不使其側臥或仰
臥，並保持他的體溫及意識。 

•立即通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和實驗室負責人並查有機溶劑
物質安全資料表。 

•若有需要儘速就醫：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血清檢體濺灑緊急應變措施 

•處理時穿著丁級防護裝備。 

•以吸水紙墊吸收灑濺，使用10倍稀釋漂白水覆蓋至少10分
鐘。 

•用夾子揀取破碎試管等實驗用品。 

•過細碎片必需使用小掃把刷入小畚箕。 

•再用吸水紙墊吸收漂白水，最後用清水清洗。 

 



離心管破裂 

•自離心機械取出內裝物時，應待該機械停止運轉後再行取
出  

•當血容比離心機運轉內容物破損時，應待該機械停止運轉
後30分鐘再開蓋，可以減少空浮污染血液，再依處理尖銳
物品原則，使用夾子，避免感染性物質的意外事件  

 



針扎事件處理流程 

•避免意外事件，最有效的方法是經由訓練
及教育來達到流程控制 

•保存所有員工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及疫苗
注射記錄 

•針次意外時，若有可能，立即檢驗血液來
源及受害者的的ALT、HBsAg、HBsAb、HCV 
Ab、HIV、STS，依受害者HBsAb採取不同的
處理方式  



• 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24小時內，一個月
追加一次 

• B型肝炎：疫苗，24小時內或7天內，一個
月、六個月追加，共三次 

• C型肝炎：沒有有效治療方式，可以在4-6
個月間追蹤HCV Ab、ALT，HCV RNA可以
在4-6週間提前診斷，也可以用來作HCV Ab 
EIA轉陽性時的確認檢驗  



• 愛滋：幾個小時內使用藥物，越快越好，
連續4週，或證明血液來源為陰性時停止。
使用藥物多寡取決於血液來源的危險性、
侵入路徑是針刺或破皮污染及污染血液的
多寡 

• 員工追蹤：第1.5、3、6個月檢驗：HIV抗
體。請參閱：尖銳物品扎傷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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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療廢棄物 



生物醫療廢棄物 

•基因毒性廢棄物 

    屬於致癌或可能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
藥物 

•廢尖銳器具 

   人體會造成刺傷或切割傷之廢棄物品，包
括:注射針頭、與針頭相連之注射筒及輸液導
管、針灸針、手術縫合針、手術刀、戴玻片、
蓋玻片或破裂之玻璃器皿等 

•感染性廢棄物-共9類 

 

    



 



 



 











生物醫療廢棄物清理流向 

 

感染性廢棄物/ 
廢尖銳器具 

    清除 中間處理 最終處置 

 掩埋場 焚化/熱處理 灰渣固化 

滅菌後破壞原形 一般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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