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眾運輸工具相關從業人員疑
似或確定感染傳染性疾病」之請
假相關事項討論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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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緣由
• 台鐵推行「新自強號雙人乘務作業」，以提供旅客安全可靠的運輸服
務。(依據10月30日交通部新聞稿)

• 11月8日黃國昌立法委員於立法院質詢表示，普悠瑪事件後，台鐵有1
位列車長感染諾羅病毒欲請假，主管不准假，於是抱病上班，等於讓
工作同事、火車乘客暴露於被感染的危機。經查台鐵副主任回應此案
係因臨時找不到替班人員，無法立即准假。(依據11月8日媒體報導)

• 黃國昌立法委員：針對大眾運輸工具駕駛員或服務員感染高傳染性疾
病時，能不能請假，在於會不會有風險。(委員11月8日質詢內容)

• 為適切回應立院提案，爰召開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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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基本原則

• 傳染病病原體種類眾多，傳播途徑有所差異，包含透過食物或飲
水傳染、空氣或飛沫傳染及接觸傳染等，疾病防治措施因而有所
不同，例如：

– 以肥皂及清水勤洗手

– 生病應戴上口罩

– 注意咳嗽禮節

– 生病期間在家休息

• 雇主應協助員工落實各項防疫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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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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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規定：
−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
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
一、第一類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等。

二、第二類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三、第三類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四、第四類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

生或施行防治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

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

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



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2)-傳染病分類

類別 傳染病名稱

第一類 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狂犬病

第二類 白喉、傷寒、登革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副傷寒、小兒麻痺症、桿菌性痢疾、阿米巴
性痢疾、瘧疾、麻疹、急性病毒性A 型肝炎、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漢他病毒
症候群、霍亂、德國麻疹、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屈公病、西尼羅熱、流行性斑疹傷寒、
炭疽病

第三類 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
群、急性病毒性肝炎（除A 型外）、流行性腮腺炎、退伍軍人病、侵襲性b 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梅毒、先天性梅毒、淋病、新生兒破傷風、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感染、漢生病（Hansen’s disease）

第四類 疱疹B 病毒感染症、鉤端螺旋體病、類鼻疽、肉毒桿菌中毒、李斯特菌症、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感染症、Q 熱、地方性斑疹傷寒、萊姆病、兔熱病、恙蟲病、水痘併發症、弓
形蟲感染症、流感併發重症、庫賈氏病、布氏桿菌病

第五類 裂谷熱、馬堡病毒出血熱、黃熱病、伊波拉病毒感染、拉薩熱、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新型A 型流感、茲卡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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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防治措施(1)-以諾羅病毒為例

• 諾羅病毒目前無疫苗可預防，感染力強，主要經由食入受病人排泄物或嘔吐物污染的
水或食物，或與患者接觸、吸入病人嘔吐所產生的飛沫而感染。

• 預防方法：
– 經常洗手，飯前、便後及烹調食物前皆應以肥皂或洗手乳正確洗手
– 應避免生食生飲，與他人共食應使用公筷母匙
– 澈底消毒被污染物體的表面、清洗被污染的衣物及床單、小心處理病患之糞便及嘔吐物

• 如出現水瀉、嘔吐等疑似症狀時，建議採行以下措施，以避免傳播：
– 以肥皂及清水正確洗手
– 注意避免以手碰觸口鼻等衛生習慣
– 配戴口罩
– 妥適處理嘔吐物及排泄物
– 症狀持續期間，儘量避免外出，待症狀解除至少48小時後，再恢復工作或上學
– 如症狀持續未改善，應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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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防治措施(2)-以諾羅病毒為例

• 美國的防治措施
– 針對個人：

• 噴嚏、咳嗽、如廁後及用餐前後，以肥皂及清水洗手，落實手部衛生
• 使用漂白水進行環境、嘔吐物及排泄物消毒
• 接觸污染的環境或嘔吐物及排泄物後，避免以手碰觸口、鼻等臉部部位
• 如出現相關症狀，於症狀持續期間，應儘量減少人與人間之接觸；待症狀解除48～72小
時後，再恢復工作，以避免疾病傳播

– 針對公司/機關團體：
• 讓出現症狀的員工儘速返家
• 叮囑員工於症狀持續期間，應避免返回職場，待症狀解除48～72小時後，再恢復工作
• 教育員工於症狀期間除在家休養避免外出之外，應儘量減少人與人間之接觸，以避免病
毒散播

– 美國職業安全和健康法（OSH Act of 1970）規定：「雇主應提供受雇者，免除導致
或可能導致死亡及健康危害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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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傳染性疾病防治措施(3)-諾羅病毒消毒處理方式

• 環境消毒
– 消毒劑：含氯0.1%(1000ppm)的漂白水

– 消毒方式：擦拭10分鐘、浸泡30分鐘，消毒後再以清水擦拭或
沖洗。

• 排泄物及嘔吐物消毒
– 消毒劑：含氯0.5%(5000ppm)之漂白水

– 消毒方式：
� 戴口罩、手套、防水圍裙

� 用0.5%漂白水灑在嘔吐物或排泄物上

� 用拋棄式紙巾、抹布或舊報紙覆蓋後清除(垃圾袋密封丟棄)

� 用0.1~0.5%漂白水由外往內擦拭汙染區

� 用0.1~0.5%漂白水由外往內大範圍輕灑

� 30分鐘後用清水擦拭或沖洗 環境消毒 嘔吐物及排泄物
消毒

0.1

%

0.5

%

漂白
水

清水

10L

1250cc寶特瓶8瓶

200cc

20cc免洗
湯匙10瓢

1000cc

20cc免洗
湯匙50瓢

• 消毒後須再洗淨雙手

酒精無法殺
死諾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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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防治措施(4)-以流感為例
• 流感屬於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傳染力強，且有產生嚴重併發
症或死亡之風險。

• 主要經由病人咳嗽或打噴嚏所產生的飛沫將病毒傳播給周圍
的人，尤其在密閉空間，因空氣不流通，更容易造成病毒傳
播，也可經由手接觸到病患污染到物品表面的口沫或鼻涕等
黏液，再碰觸自己的口、鼻或眼睛而感染。

• 流感預防措施：
– 施打流感疫苗
– 落實勤洗手及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 工作場所應保持空氣流通，避免病毒傳播
– 如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即配戴口罩，就近就醫
– 生病在家休養，不上班、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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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防治措施(5)-以流感為例

• 大眾運輸工具相關從業人員因與民眾接觸頻繁，為預防流
感除應落實勤洗手及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建議配
戴口罩，以避免感染並降低病毒傳播機會。

• 另為避免流感群聚事件發生，

–應落實生病時不上班，在家休養

–維持運輸工具及候車地點之環境清潔

–透過大眾運輸工具加強衛教宣導，提醒民眾流感相關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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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因傷病須治療或休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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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

� 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
− 勞工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在規定範圍內請普通傷病假。

� 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
− 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
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 勞動基準法第40條第1項：
−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
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結論及建議

• 如員工有身體不適要求請病假或休假，雇主應依請假規則辦理，
並請員工迅速就醫，就醫後應依醫師指示治療或休養。

• 員工就醫後，如確診罹患傳染病，無論是否為法定傳染病，為
維護員工健康及維持營運能力，雇主均應採行適當防疫措施。

• 建請交通部輔導所屬或所管相關單位落實上述防疫措施及勞工
請假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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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說明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