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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護理指導單張 
科 別 感染科 編號：7650010 
主 題 帶有抗藥性細菌病人出院須知 2014.06.16 訂定  
製作單位 102 病房 2025.03.13 五修  
 
    抗藥性細菌是指病原體對多種抗生素產生了抗藥性，而有效治療感染的選

擇減少，包含鮑氏不動桿菌（CRAB）、抗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VRE)、對

carbapenem 抗藥性之腸道菌(CRE)及念珠菌屬中的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

主要傳播方式為接觸傳播，會透過人直接的體表與體表接觸或接觸過被汙染的

物件表面及器材傳播。因此，您和家人需要遵守隔離防護措施，遵守手部衛生、

正確環境消毒，減少或避免抗藥性細菌在家中或社區傳播。當病況穩定，醫師

同意出院時，若尚未解除隔離，請您和家人配合以下措施： 
一、 減少訪客探視及外出至人多場所。 
二、 病人外出活動時，勿隨意碰觸周遭環境物件或坐公共椅子，並勤洗手，避

免細菌散播。 
三、 接觸病人前、後，請使用肥皂和水洗手或酒精性乾洗手液消毒手部，乾洗

手 20-40 秒、濕洗手 40-60 秒（圖一）。 

 
圖一、「洗手標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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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家用漂白水進行環境消毒： 
(一)以 5-6.25%濃度漂白水至少 500ppm，按 1:100 比例泡製(1cc 漂白水加 99cc

清水)清潔擦拭環境。 
(二)如果家中沒有量杯，可使用一般免洗湯匙及大寶特瓶取代，一個免洗湯匙

約 20cc，一瓶大寶特瓶容量約 1500cc，泡製方法：100cc 漂白水加入 10
公升清水(5 瓢漂白水加入 7-8 瓶大寶特瓶清水)。 

(三)耳念珠菌則至少達 5000ppm，按 1:10 比例清潔擦拭，泡製方法：1000cc
漂白水加入 10公升清水(50瓢免洗湯匙漂白水加入 7-8瓶大寶特瓶清水)。
如不需泡製 10 公升，可同比例減少，如 500cc 漂白水加入 5 公升清水。 

(四)擦拭環境硬體設施包括門把、桌椅、周遭家居設備、床及地面。 
(五)病人衣服先以漂白水先浸泡 10 分鐘，再依一般洗衣流程放入洗衣機或手

洗，勿與家人共同使用清潔貼身物品(如：毛巾、衣物)。 
五、 出院返家後，病人應進行自我健康管理，但不需特別執行隔離措施。若是

處理大量體液如尿液或糞便，仍須戴手套。 
六、 若返家後需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或洗腎病人，則應主動告知照護或洗腎機構，

以利進行「接觸隔離防護措施」，並適當安置病人。 
七、 返回門診時，請主動告訴醫師曾感染或帶有抗藥性細菌，在醫師指示下協

助收集檢體，進行評估篩檢，以便早日解除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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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洗手標準步驟」取自高雄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室(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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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每年審閱一次 
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無法提供任何醫療行為和取代醫師當面診斷，

若有問題，請向門診醫師或原住院病房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