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取自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疼愛自己的長者，再把疼愛的心推廣開去，同樣
地疼愛別人的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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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omicron 變異病毒肆虐下，台灣本土疫情 5

月開始大爆發 ! 而住宿式機構長輩多半都患有慢性

病、失智或是長期臥床的高風險族群，一旦確診後

出現中、重症、或死亡的機率將升高。( 如左圖所

示 )

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毒，一波又一波的挑戰，要

如何保護機構弱勢長輩，正是考驗機構的危機處理

能力。住宿式機構除了提升疫苗覆蓋率、做好感染

控制、做足防疫物資的準備外，本人就實務經驗

中如何在短時間內啟動危機應變、導入抗病毒口

服藥，進而降低染疫後轉中重症比例，減緩長輩、

家屬、機構壓力，提出經驗與大家分享。

在迎戰此波疫情的實務經驗中，結合長照機構、社區診所、社區藥庫的力量並規劃指引程序讓醫師、藥

師、護理師、照顧服員…等，合力打造一個照護平台，讓跨專業團隊一起對抗病毒。在四小時內完成投藥之

相關流程，而開始服用抗病毒口服藥之長輩確實成效斐然，不僅可以降低機構、醫院負載，更可以降低長輩

轉中重症甚至死亡的機率。以下圖表呈現結果，以北市某機構為分析： 

疫  情  風  暴  下  長照機構的逆境求生之道

圖二所示

5 月 7-31 日導

入視訊投入抗病

毒藥物照護系統，

建立跨專業照護平

台，長輩 0% 送急診

住院、長輩 0% 轉中重

症，大大降低機構、醫

院負擔。
圖一所示

5 月 1-6 日病毒感染的速

度來得又急又快使用，

在尚無抗病毒藥投入

前僅採症狀治療者

有 51% 送 醫 住

院，造成長輩、

家屬、第一線

照顧團隊、

後 送 醫 院

極 大 壓

力。

明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 快篩劑 50 盒

許○仁 / 燕窩 20 罐

林 ○ / 白 米 200 台
斤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 限 公 司 / 釋 迦 5
箱

台北天后宮 / 白米
800 台斤

靜心地藏殿 / 三明
治 150 份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水果 4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飲料 3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
山慈祐宮 / 米糕 11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
山 慈 祐 宮 / 油 720
瓶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
山慈祐宮 / 白米 7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
願會 / 壽桃 100 顆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餅乾 6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口罩
1000 片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咸光
餅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白米
8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米粉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白木
耳 1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燕麥
1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玉米
醬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素排
酥 1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咸光
餅 1 箱

曹○棋/白米50台斤

福景宮 / 白米 2000
台斤

高○平 / 尿布 4 箱

高 ○ 平 / 學 習 褲 1
箱

高○平 / 尿片 6 箱

高 ○ 平 / 看 護 墊 1
箱

捐物 111 年 4 月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安泰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 砂糖 20 台斤

安泰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 紅豆 20 台斤

王○驊 / 肉品 20 台
斤

明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 快篩劑 50 劑

靜心地藏殿 / 三明
治 150 個

艋舺行德宮 / 餅乾 2
袋

艋舺行德宮 / 白米
100 台斤

安 ○ 格 / 泡 腳 機 1
台

周 ○ 明 / 復 健 褲 8
包

蘆洲清南宮 / 水果 4
箱

善心人士 / 營養品 1
批

賴 ○ 柔 / 白 米 100
台斤

彭 ○ 陞 ( ○ 侖 )/ 白
米 100 台斤

陳 ○ / 白 米 100 台
斤

捐物 111 年 5 月

台北天后宮 / 白米
800 台斤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曾○美 林○珈 林○
珊 / 白米 200 台斤

明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 快篩劑 50 份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 金 會 /< 獅 子 寶
寶 > 胺基酸修護 抗
菌 洗 手 露 (12 瓶 /
箱 )18 箱

高 ○ 琳 / 白 米 200
台斤

吳○如/白米50台斤

捐款 111 年 1 月

李○洲         1,000 

郭○筠         1,500 

曾○平         2,000 

林○錦   10,000 

劉○霞         1,000 

陳○昌         200

無名氏         3,000 

張○         1,000 

張李○玉         1,000 

曹○禎         1,000 

蘇○吏         3,000 

蘇○吏         3,000 

王○嬌         6,000 

廖○詠         2,000 

善心人      10,000 

善心人    30,750 

王○菊         2,000 

陳○丁         2,000 

黃○吉         2,000 

財團法人
台北市福
佑宮

 50,000 

薛○警            500 

杜○哲            500 

善心人         2,000 

善心人         1,000 

陳○霖         1,000 

陳○煥         1,000 

呂○媛
許○榮
許○峯
許○皇

        1,000 

林○華       20,000 

王○香       20,000 

李○         3,000 

財團法人
台北保安
宮

  20,000 

林○謀         1,000 

呂○花         1,000 

劉○如      10,000 

財團法人
台北市王
為昭先生
慈善公益
基金會

 25,000 

捐款 111 年 2 月

葉○真            200 

江○純         5,000 

陳○昌            200 

趙○瑞         2,000 

楊○勳       10,000 

王○菊         2,000 

陳○丁         2,000 

黃○吉         2,000 

吳○忠         8,000 

杜○哲  500 

薛○警            500 

江○詳  
鄭○妹

        5,000 

曾○榮         5,000 

捐款 111 年 3 月

王○嬌 3,000 

洪○華 1,000 

郭○興 1,000 

陳○美 200 

連劉○美 500 

連○廷 500 

連○ 500 

連○ 500 

蔡○芬 500 

連○駿 500 

林○玟 500 

連○ 500 

連○ 500 

連○賢 500 

廖○婉 500 

葉○桂 200 

王○嬌 3,000 

善心人 12,000 

蔡○珊 100 

劉○如 10,000 

捐款 111 年 4 月

林○錦  15,000 

郭○筠       1,500 

陳○美    200 

武道仰望   200 

廖○詠   1,000 

楊○展      1,000 

楊○成      1,000 

善心人    16,700 

財團法人
唐德晉文
教基金會

 100,000 

吳○華      1,000 

杜○哲    500 

薛○警  500 

呂○媛     1,000 

善心人       2,500 

善心人       2,000 

善心人       3,000 

捐款 111 年 5 月

陳○花          600 

陳○美         400 

方○玲        300 

黃○榮         200 

張○娥         200 

林○錦     15,000 

王○非 100,000 

撻發企業
有限公司

6,000 

白○治        600 

善心人  12,000 

善心人    11,950 

蔡○珊         100 

陳○丁         2,000 

王○菊        2,000 

黃○吉        2,000 

羅○麗 1,000 

捐款 111 年 6 月

 葉○         200 

 陳○美        200 
撻發企業
有限公司 

    6,000 

 曹○禎   1,000 

 王○嬌      6,000 

 善心人       769 

 陳○丁    2,000 

 王○菊    2,000 

 善心人      1,200 

 善心人       5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500 

 李○   3,000 

 杜○哲       500 

 薛○警       500 

 善心人     1,500 

 善心人       500 

 黃○吉      2,000 

 吳○珠     3,000 

捐物 111 年 1 月

黃○○元 / 白米 50
台斤

李○美/白米50台斤

吳○娟/白米50台斤

曾○谷 / 日用品 1 批

郭○維 / 日用品 1 批

陳○青 / 日用品 1 批

李○○美/日用品1批

莊○枝/白米50台斤

王○山 / 日用品 1 批

葉○明 / 日用品 1 批

林○燕 / 日用品 1 批

黃○荻/白米50台斤

林○美/白米50台斤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 麵線 85 斤

廖○妤 / 日用品 1 批

許○度 / 日用品 1 批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
宮 / 白米 1000 台斤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莊○叁妹 / 紙尿褲
60 件

莊○文 / 日用品 1 批

鄭○水 鄭○○容 /
白米 100 台斤

簡 ○ 先 / 白 米 200
台斤

余○新 / 養護型電
動床 21 床

鄭○文、廖○伶、
鄭○倫、鄭○軒、
鄭 ○ 翔 / 白 米 100
台斤

鄭○文、杜○燕、
鄭 ○ 元、 鄭 ○ 芸 /
白米 100 台斤

賴○柔/白米50台斤

孫 ○ 蓮 / 白 米 100
台斤

李 ○ 朿 / 白 米 500
台斤

孫 ○ 蓮 / 白 米 100
台斤

素 顏 會 所 林 ○ 慶 /
佛跳牆 6 甕

素 顏 會 所 張 ○ 鵬 /
佛跳牆 6 甕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
願會 / 水果 1 批

素 顏 會 所 林 ○ 佑 /
佛跳牆 6 甕

素 顏 會 所 林 ○ 琪 /
佛跳牆 1 甕

素 顏 會 所 林 ○ 凌 /
佛跳牆 1 甕

素 顏 會 所 林 ○ 綸 /
佛跳牆 1 甕

素顏會所往者黃○
珍 / 佛跳牆 6 甕

素 顏 會 所 林 ○ 綸 /
佛跳牆 1 甕

素 顏 會 所 林 ○ 琪 /
佛跳牆 1 甕

台北天后宮 / 白米
800 台斤

善心人士 / 餅乾 1 批

善心人士 / 毛巾 1 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白米
5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醬油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玉米
粒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刈包 2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白米 1250 台斤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餅乾 2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米粉 1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泡麵 1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水果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旺仔
小饅頭 1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水果 1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油 5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餅乾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摩訶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粽子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薏仁 5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素排
骨酥 1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素肉
片 2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紫菜 1
包

游 ○ 娟 / 白 米 200
台斤

杜○穎 / 抽痰管 2 箱

杜○穎 / 高背輪椅 1
台

杜○穎 / 輪式洗澡
椅 1 台

三仙宮 / 尿布 (M)7 箱

廖○詠 楊○展 楊○
成 / 白米 100 台斤

三仙宮 / 洗髮精 6 箱

三仙宮 / 尿布 (L)7 箱

善心人士 / 糖果 1 袋

善心人士 / 餅乾 1 袋

三仙宮 / 冬粉 3 箱

邢○閣 / 葵花油 1 箱

廖○○香 / 葵花油 1
箱

羅○蘭 / 葵花油 1 箱

蘇○美 / 葵花油 1 箱

林○安 / 葵花油 1 箱

劉 ○ 治、 黃 ○ 蘭 /
葵花油 1 箱

劉 ○ 林、 謝 ○ 燕 /
葵花油 1 箱

陳○鳳 / 葵花油 1 箱

何○香 / 葵花油 1 箱

李○霞 / 葵花油 1 箱

鄭○月 / 葵花油 1 箱

徐○添、劉○甄、
徐 ○ 惟、 徐 ○ 書 /
葵花油 1 箱

謝○妹 / 葵花油 1 箱

林○雲 / 葵花油 2 箱

林 ○ 忠、 劉 ○ 毓 /
葵花油 1 箱

林 ○ 怡、 林 ○ 揚 /
葵花油 1 箱

吳○○鴦 / 葵花油 1
箱

林○傑  林○閎 / 葵
花油 1 箱

李○勳 / 葵花油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
宮 / 物資 1 批

中央銀行員工消費
合作社 / 衛生紙 24
袋

中央銀行員工消費
合作社 / 尿布 30 包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陳 ○ 美 / 白 米 150
台斤

捐物 111 年 2 月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水果 6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餅乾 6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
願會 / 物資 1 批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林○儷/白米50台斤

吳 ○ 慶 / 白 米 200
台斤

廖○嬌/白米50台斤

吳 ○ 忠 / 白 米 200
台斤

吳 ○ 儒 / 白 米 100
台斤

陳○宏 / 粉絲 1 包

台 北 吉 府 王 爺 會 /
鹹鴨蛋 100 顆

台 北 吉 府 王 爺 會 /
三層肉 100 條

台 北 吉 府 王 爺 會 /
豆乾 100 片

鐘○宥 / 粉絲 2 包

陳○宏 / 關廟麵 6 包

陳○宏 / 沙拉脫 4 桶

林○賢/白米20台斤

林○賢 / 物資 1 批

羅○仁 / 物資 1 批

李 ○ 祺 / 白 米 100
台斤

李○祺 / 物資 1 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豬肉 150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鴨蛋 100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豆干 150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
山慈祐宮 / 沙拉油
600 瓶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
山慈祐宮 / 餅乾 720
盒

靜心地藏殿 / 三明
治 150 份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
願會 / 水果 1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
願會 / 食物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臺
疆樂善壇 / 白米 400
台斤

安泰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 克寧奶粉 12
罐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
宮 / 物資 1 批

捐物 111 年 3 月

台中南天宮 / 米粉
500 包

台中南天宮 / 餅乾
500 盒

台中南天宮 / 白米
500 台斤

台中南天宮 / 麵條
500 包

台中南天宮 / 油 2 箱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捐物 111 年 6 月

賴 ○ 柔 / 白 米 100
台斤

曹○棋/白米50台斤

蕭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趙 ○ 美 / 白 米 100
台斤

台北天后宮 / 白米
800 台斤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白米 1000 台斤

台北霞海城隍廟 /
泡麵 10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米粉 2 箱

台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
油 2 箱

艋舺天后宮慈善會 /
麵條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白米
8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麵條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豆捲 2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咸光
餅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黃豆
1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米粉 1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素排
骨酥 1 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金茸
罐頭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飲料 2
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
灣省城隍廟 / 素肉
絲 2 台斤

董 ○ 人 / 白 米 100
台斤

柯○德 / 快篩劑 100
劑

定期追蹤機構長者病程影響整體

照護的醫療品質，甚至會影響治療的

成效。有些確診者因慢性疾病等多重的因

素，給予抗病毒藥物後仍可能會產生發燒、呼

吸喘及肺炎，或藥物不良反應症狀。此時持續性的追

蹤並適時提供醫療處置建議尤其重要。經過專業醫

師評估，將個案提前分流處理，輕症觀察、中重症

即時聯繫後送醫院處理，以落實社區醫療轉診制度。

確診者經醫師遠距視訊看診，醫師經健保雲端瞭

解近 6 個月用藥，分析 Paxloid 或 Molnupiravir 與長輩

目前用藥禁忌與交互作用，並請社工聯繫家屬填寫同

意書、到完成開立處方籤領取藥物程序，所有相關作

業流程簡化於四小時內加速處理。此階段

機構、診所、社區藥庫應以「使用者為

中心」的思維串接資源以利確診住民

早期投藥的實踐。

工作人員因上下班因素常會在社區間

往返，除了定期予以快篩外，往往發現感染

源是由無症狀的工作人員帶入，此時應及時

察覺及早安排機構普篩，早期發現感染者，

並加以隔離杜絕傳播源。

早期快篩早期發現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者 重點 1

中央 5 月初宣布快篩陽

性經醫師評估得判定確診後，

社會局、衛生局就和台北醫師公會

合作，每一間長照機構都配有一名醫師，

只要機構內有症狀，第一時間即啟動視訊看診

與後續投藥流程。「只要有人有症狀，預設每

一間每一案都是確診」，希望能在第一時間就

防堵疫情擴散。

行政管理流程應以「使用者為中心」思考3 重點

建立社區友善醫療資源網絡 重點 2 4 重點 社區醫師早期開立藥物，定期追蹤確診個案

長照機構長輩與同仁要「與病毒共存」，又要

讓病毒強大傳播能力「在長照機構內是可控的」，

這樣的政策結果在台灣 5 月底已超過一千家住宿

型長照機構爆發院內感染，一萬多名住民染疫。

Omicron 疫情或許就是一個及時的警示，讓我們必

須從管理層面、機構醫療遠距資訊系統的建構，以

及住民就醫行為的改變來做全方面的改善，加速住

宿式機構的轉型與成長。這場疫情是我們曾有過的

經歷，藉此讓長照夥伴齊心完成「與病毒共存」的

任務，為守住「千分之一防線」一同努力。

【月捐 99】

111 年 1 月

李○婷 1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江○錡 400 

張○莉 1,000 

周○同 100 

彭○文 200 

張○琪 1,000 

楊○展 1,000 

楊○成 1,000 

無名氏 100 

財團法人
台北市艋
舺龍山寺

150,000 

鍾○炎 1,000 

林○宜 2,000 

郭○彬 2,000 
楊○峯 1,288 

吳○慧 1,000 

彭○珍 1,200 

楊○娃 1,2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100,000 

善心人士 1,600 

林○芳 10,000 

善心人士 1,600 

王○如 2,000 

張○文 1,000 

劉○霞 988 

蔡○珊 988 

邱○澤 988 

魏○芬 1,000 

孫○琳 988 

徐○琴 1,976 

程○鳳 1,976 

鍾○嬌 2,964 

王○齡 988 

施蘇○慧 1,000 

陳○蘭 988 

張○琳 1,000 

高○夫 1,000 

黃○盈 1,000 

施蘇○慧 1,000 

簡○女 2,000 

陳吳○珠 2,000 

林○陽 1,000 

劉○琴 3,000 

劉○ 1,000 

林○鶴 1,000 

王○ 1,000 

褚○君 1,000 

劉○津 1,000 

廖○偉 988 

鍾○嬌 988 

林○勻 988 

謝○倫 1,976 

陳○蘭 988 

謝○芬 988 

謝○芬 988 

范○華 1,000 

劉○霞 988 

顏○安 988 

劉○霞 1,000 

王○寶 1,000 

111 年 2 月

彭○文    200 

周○同   100 

張○莉   1,000 

江○錡       4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李○婷         100 

林○宜      1,000 

程○治    3,000 

蕭○旺  45,517 

怡客咖啡
股份有限
公司

   3,200 

善心人士       500 

蕭○旺   1,000 

威博國際
有限公司

  2,000 

善心人士     1,000 

陳○春   2,000 

善心人士    3,000 

善心人士      1,000 
大理街早
餐店

  2,184 

李○生    21,908 

111 年 3 月

李○婷       100 

善心人士    500 

無名氏     500 

彭○文        200 

周○同      100 

張○莉   1,000 

江○錡     4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王○雁    20,000 

王○菊     2,000 

陳○丁     2,000 

黃○吉     2,000 

薛○警       500 

杜○哲     5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400 

王○方      600 

林○青   600 

111 年 4 月

李○婷 100 

無名氏
( 共用 )

1,000 

無名氏
( 共用 )

2,000 

胡○權 61,094 

無名氏
( 共用 )

5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江○錡 400 

周○同 100 

張○莉 1,000 

彭○文 200 

黃○吉 2,000 

謝○芬 100 

111 年 5 月

沈○正  2,000 

善心人士  1,000 

林○芳   16,000 

彭○文     200 

周○同     100 

張○莉     1,000 

江○錡       4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無名氏
( 共用）

     500 

杜○哲      500 

薛○警        500 

怡客咖啡
股份有限
公司

      182 

善心人       500 

111 年 6 月

史○仙      2,0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1,000 

彭○文      200 

周○同     100 

張○莉     1,000 

江○錡    400 

群瑞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無名氏 500 

謝○芬    200 



 

國外經驗顯示，一旦長照養護機構爆發群聚感

染，死亡率極高，目前全國至少兩百多名機構住民染

疫後死亡，專家建議，再放寬用藥標準，及時投藥，

才能降低死亡率。新冠肺炎抗病毒用藥情形，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中在 5 月 29 日表示，以最高每 100 人

確診有 15 人用藥的比例估計，台灣抗病毒藥物採購

量預估可提供 685 萬名確診者使用，目前確診個案藥

物使用率為 3.97%，超過美英日韓等地。從香港的疫

情發展，老人安養及長照機構的住民，對於新冠疫病

毒的抵抗力最弱，傷亡比例最高。從 5 月份開始新冠

疫情已經進入社區感染的高峰期，中正萬華很快湧現

大量感染確診的民眾。為了保護社區民眾，健保社區

醫療群迅速投入防疫治療網，和平萬中社區執行中心

張孟源內科診所位置，更是處於疫情重災區。本群從 

4 月份就開始對於社區民眾緊急救治的行列。然而，

社區中迅速增加的病患，尤其是高齡的民眾，多半合

併多重慢性疾病、免疫系統低下、或是腫瘤的患者，

這些民眾均為高風險且高重症住院風險的潛在患者。

如何保護社區高風險民眾，提出有效防疫策略是當前

防疫最重要的任務。

和平萬華中正社區醫療群，從治療成功經驗中逐

漸建立的標準作業流程。尤其目前抗病毒藥物已經逐

漸普遍，因為很多民眾需要緊急救治，所以時間因素

非常重要，迅速且正確的投藥方式，將影響後續治療

效果甚巨。

愛力勇學堂的困境與轉機   
因疫情看見需要、
滾動式修正的團體教案       

文 / 日照主任 徐段琴

    今年四月底開始 Covid-19 疫情不斷地蔓延開來，

到了五月疫情更是像海嘯般席捲整個機構，不管是住

宿型也好，日間照顧也罷，都逃不過疫情的肆虐。愛

力勇學堂也不例外，從五月五日第一個快篩陽性個案

開始，一切遵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防疫規定，需暫停

服務十天，考量樓上住宿型機構確

診長者也多，學堂決定一口氣放

十七天，徹底執行大清消。工

作人員也沒閒著，居家辦公忙

著通報確診個案、了解案家需

      自四月清明連假後，台灣疫

情迎來新的一波確診潮。

各個醫療單位首當其衝面臨到醫

療量能不足、人力、資源不足等問

題…整個社會面對疫情

也是一片惶恐，而我女兒所工

作的長照機構也深陷其中，不單是要面臨各界

的質疑，更多的期待是愛愛院能夠成為標竿機構

供其他單位效仿的指標 !

     五月初愛愛院迎來了一波病毒的襲擊，記得那

是一個假日的午後，我女兒作為愛愛院的社工在第一

時間就趕回了機構，與其他同事、單位主管一起展開

了一連串的工作。還記得那段時間我的女兒總是加

班，假日的時間也在公司加班，就算休假也是有接

不完的電話，不斷的跟家屬解釋著疫情的狀況、愛愛

院的應變措施，還要安撫家屬焦慮恐懼的心。

     因為愛愛院人力的調配，許多行政人員也必須要到

長輩的寢室內幫忙餵飯。過程中女兒也曾擔心，這樣與

確診的長輩接觸，下班回家後會不會把病毒也帶回家傳

染給家人。那些第一線的護理師、照服員都沒在怕了，

所 以我告訴女兒，做好該做的防護，完成自己該做的

事情 ! 要用正面積極去對抗頑強的病毒 ! 也很感

謝愛愛院在這一段期間提供女兒住宿，能夠防

護的空間，也讓她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她的使

命。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幸好有這些勇敢

無懼的醫護人員、工作人員的無私奉獻，

也讓我的女兒能從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實

在有幸 !

社
工

林菀青爸爸 / 林俊宜

社區染疫高風險患者  

醫師：簡單 4 步驟 
就能 減 少 重 症 住 院

依 據 指 揮 中 心 統 計， 截

至 111 年 5 月 30 日全國

共 1018 家住宿機構出現

群聚確診，包括 10,724 名

住民、4,020 名工作人員，

至 於 機 構 住 民 中 重 症 就

醫、死亡總人數仍在統計

中。本文主要針對台北市中正萬華區住宿型長照機構

院內感染之照顧案例分析。原文己刊載於《蘋果新聞

網》「蘋評理」即時論壇，也在此致上謝意。

一、高風險病人迅速診斷方面

從五月初開始，我們首先針對老人安養及長照機

構的住民，這些住民是最危險的群體。而且機構住民

本身行動不便，但是因為社會病例大增，也間接造成

機構的院內感染。因此台北市社會局、衞生局、台北

市醫師公會、和平萬華中正社區醫療群大家通力合作，

我們成立緊急支援老人安養及長照機構的小組，醫師

公會邱泰源理事長指示洪德仁召集人負責協調北市 12 

行政區。在這一個階段，每個機構的護理人員犧牲假

日，甚至每日超時加班。

對於老人安養及長照機構的住民幾乎是每日或是隔

日普篩，如果其中有發燒或呼 吸形態改變，則立即加強

篩檢。在社會局衞生局緊急動員下，和平萬華中正醫療 

群與老人安養及長照機構人員通力合作，按照疫情指揮

中心及健保視訊作業流程，各個行政區均採取大量傷病

的治療模式給予抗病毒藥物。目前已經將老人長期照 顧

機構院內感染控制，且將傷亡降到最低，其治療成效卓著

甚至超過許多歐美先 進國家。

    二 、快速分析抗病毒藥物之禁忌
  

安養及長照機構的住民中，有很大比例是管灌餵

食或是無法吞嚥的老人，這類患者就無法使用抗病毒

藥物 Paxlovid，因為這類藥物一次三顆且無法打碎磨

粉，同時有點大顆對於吞嚥困難老人不適合。此外慢

性腎衰竭第四期以上的病人也不適合。而且，很多高齡

長輩同時也在服用心率不整藥物、降血脂藥物、癲癇

藥物、及其他心血管疾病或是其他慢性病的藥物，這

類藥物間可能有交互作用。所以必須與病患或是家屬

溝通清楚，在患者或是家屬同意下，共同討論那些藥

物可能要暫停五日。如果患者身體狀況真的無法使用

抗病毒藥物 Paxlovid，則可以建議改換成抗病毒藥物 

Molnupiravir。

  三、快速給予抗病毒藥物或是症狀治療
 

目前全台北市有 269 家診所及社區核心衞星藥局均

能夠，快速提供抗病毒藥物 Paxlovid。而且台北市衞生

局綱站時時更新，未來也將有更多診所及藥局加入，迅

速提供抗病毒藥物的建制已經初步完成。 

   四、全天候追蹤病患

追蹤病患關係到整體治療的醫療品質，甚至會影響

治療的成敗，所以這點非常重要。同時，並非所有病人

給予抗病毒藥物就大功告成，雖然病毒藥物 Paxlovid 可

以減少九成重症及住院風險。有些病患因為自己身體抵

抗力的因素，給予供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後仍然可能會

有發燒、喘、甚至有肺炎的現象。此時全天候追蹤病患

就變得非常重要，因此，和平萬華中正社區醫療群與市

立聯合醫院合作，發現病情改變時立即啓動轉診住院的

流程，也直接將多名肺炎及肺部感染患者搶救回來。

有效防疫策略主要分為以下四個簡單步驟

  一、高風險病人迅速診斷

 二、快速分析抗病毒藥物之禁忌與交互作用

 三、快速給予抗病毒藥物或是症狀治療藥物

 四、全天候追蹤病患

速診斷方面

     最後有一點也必須提出來分享，就是新冠肺炎變化多樣超乎想像，大部分年輕人可能是輕症，但是

醫學上沒有絕對。在針對高風險老人治療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些特殊案例，其中就有一位 20 多歲外籍

年輕看護也染疫了。該外籍年輕看護主要表現竟然是神經學症狀，而不是肺炎。她的臨床表現，從味覺

喪失逐漸到視力模糊、最後走路困難平衡中樞也受到影響。雖然指揮中心建設抗病毒藥物以 65  歲以上老人為主，

但是對於特殊案例，我們用緊急申請給予抗病毒藥物 Paxlovid，希望避免產生重症及腦炎之風險。很快臨床症狀獲

得控制，該 20 多歲外籍年輕看護的視力及平衡在第 3 天就獲得改善。

快速診斷且即時給藥，不但減少高風險老人重症死亡率，對於年輕人的腦炎神經學的病情也能夠好轉。非常感

謝這段時間衞生局、社會局、以及市立聯合醫院與基層診所密切合作，共同建立社會防疫安全網以即早發現潛在確

診案例，團隊合作必定可以達到早期治療，以期達成保護社區高風險老人及非特定潛在風險年輕人健康之目標。

的團隊一得知這消息後，就積極的和我及爸爸

聯繫，勸他暫時住到院區裡避免傳染給同住的

我及先生，並且立馬開著車子來接他去院區隔

離，工作人員的熱情讓鐵齒的爸爸乖乖地開始

了七天的隔離生活。那七天裡，有愛愛院的工

作 人 員噓寒問暖、送三餐、幫忙安排視訊

看診、早晚叮嚀要量兩次體溫、叮

囑要吃藥，這讓喜歡自由的爸爸竟然

也乖乖地配合也確實完成了七天足不

出戶的隔離生活。

       現在的他，一樣是一尾活龍，一

樣是一通電話使命必達。感謝愛愛院

包容他的怪脾氣，讓他有展現自己價值

的機會，讓他持續盡自己的微薄之力來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求及轉介資源。並於照管平台上依照個案姓名逐一發異動

通報，告知個案的主責照專和個管師暫停服務的原因、天

數…等等。並且將復業相關文件和防疫計畫提報社會局審

查。整個五月就只有提供服務六天，學堂於五月二十三日

復業，開了兩天又有長者出現疑似感冒症狀快篩陽性，這

回地方政府也滾動式修正，暫停服務從原本的十天修改成

七天。六月中旬之後也從七天改為三天。整個六月愛力勇

學堂只提供服務共十五天。

     就在學堂暫停服務的期間，家屬們一

時手足無措，有些家屬表示長者在家

都一直睡、一直睡，半夜精神好到翻箱倒櫃，

日夜顛倒的情形也讓主要照顧者身心俱疲。兩

個月下來的疫情擾亂，有些長者在家中的日常

生活作息紊亂，甚至有些退化情形。還有一些

輪椅的長者若找不到居服員進場服務，家屬

就得請假親自照顧，家屬們常身心俱疲，期

待日照能趕緊復業，發揮社區照顧的功能。

    住文山區的鄭阿嬤於七年前被診斷失智症，喜歡在愛

力勇學堂的長廊上走來走去，屬遊走型的長者，因高頻率

地遊走，在前一家日照中心被退托，疫情嚴峻但鄭阿嬤常

常忘記戴口罩，會計出身的照服員岑英羽老師原本要帶串

珠活動，但看到鄭阿嬤等少數2-3位長者常會忘記戴口罩，

靈感一來改教長者做實用性超高的「口罩掛繩」，課程開

場時英羽老師先跟長輩們解釋用途，長者們也幾乎都能自

己動手操作，活動很成功，連遊走型的長輩都安靜坐下了，

大家都有滿滿的收穫。材料簡單不華麗但可以清潔、噴酒

精消毒，英羽老師在設計教案時面面俱到。課程結束後許

多長者都還是繼續戴著「口罩掛繩」，就像彩色項

鍊一樣，阿公、阿嬤不分男女，戴起來都好看，

兼具實用性與美觀。

    另一個因為疫情而常被大家提出來檢討的

活動就是卡拉 OK，是許多長者的最愛，但

麥克風傳來傳去容易有染疫的風險，於是

做裁縫出身的愛鳳老師靈機一動，設計了

「快樂手作 ~ 麥克風 DIY」教案，運用不織布和一些資

源回收的材料來製作每人專屬的麥克風，並貼上長者自

己的姓名貼，只要到了卡拉 OK 時間，

大家就會拿出自己的麥克風開唱。

    近幾年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鼓勵下，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如雨後春筍般一間一間接著開，日照

成了許多失智與失能長者的生活重心。雖然長輩們失智

了但他們仍會期待來愛力勇學堂，一早六、七點就都

打理好了開始在家門口等著專車司機來接他 ( 她 ) 們，

愛力勇學堂有專業的照顧服務員、護理師、社工師和

職能治療師等專業團隊，送到愛力勇

學堂讓家屬放心、長者安心，是

您日間照顧的好選擇，招生專

線 2306-0493 分 機 1850 或

3190。

         

很榮幸能讓

家母

入住愛愛院

   很榮幸能讓家母：陳楊雪女士，入住愛

愛院，並有完善的生活空間及熱心的護理師

和照顧同仁，每天細心的照顧全院的長者，加

上院區的社工部的同仁，時刻都在關心全院的

長者，讓所有的家屬都安心的將家裡長輩託附給

貴院：來代為照顧，萬分感謝！貴院在面對全國

疫情嚴重的環境裡也是有完善的措施來應對！

以確保全院的所有長者安全為最優先的考量！

也讓所有家屬無後顧之憂！非常感謝！感謝

貴院的所有辛苦的工作同仁，時時刻刻的

無怨的付出！再次感謝大家！

 家
屬

/ 林虹慧

圖◎為在愛愛院工作的媽媽加油
     （愛您的小孩畫）

    我爸爸今年八十歲，他應該就是大家所認為

的成功老人最佳的典範吧。他充滿熱情活力，

滿身的志工魂無處發洩。很幸運的是幾年前因

緣際會下，愛愛院接受了他擔任志工。爸爸就

以老老人陪伴老老人的角色穿梭在院區間，

和那些低收入戶沒有家屬的老人家一起互

動、陪他們去就醫。在這過程中，真的讓

爸爸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疫情嚴峻的這兩年，當多數家屬分

身乏術也不敢前往醫院時，我的爸爸就

自告奮勇的仍擔負起陪醫志工的使命。

有些時候，他確實也調皮的認為病毒不

會找上他，但莫非定律就這麼發生了，我

爸在今年五月份疫情高峰時也成了染疫的

一員。沒有太多的擔心和害怕，因為愛愛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