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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危險物品作業規則(DGR)

• 危險物品共分為9大類，
傳染性物質是第6.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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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海運「動明輪」裝有危險物品爆炸！貨櫃殘骸飛散畫面曝光
(資料來源: 網路新聞_台視新聞網 2024年8月9日)

危險物品分類如下：

第 1 類：爆炸物品。

第 2 類：危險氣體。

第 3 類：易燃液體。

第 4 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遇水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

第 5 類：氧化物及有機過氧化物。

第 6 類：毒性及傳染性物品。

第 7 類：放射性物質。

第 8 類：腐蝕性物質。

第 9 類：其他危險物品。

事故起因是需冷凝危險化學品
未插電，導致過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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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航桃機起飛「客艙竄濃煙」 行動電源閃燃釀2輕傷
(資料來源: 網路新聞_自由時報網站 2023年1月10日)

新加坡酷航TR993班機於場面滑行準備起飛時，因乘客行動電源
閃燃，客艙內充滿濃煙，機組員於事發後旋即撲滅火勢，2名乘
客受輕傷，初步處理後無送醫需求。

6家航空「行動電源」規定！3分鐘一次看
(資料來源: 東森新聞 2025年2月27日)



5(圖／Dreamstime)

（圖／翻攝自推特／＠kshanik）

（圖／達志影像）

(圖／IATA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Edition 64)

理想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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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的樣子



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

 首頁/應用專區/檢驗

 更新處以紅字顯示

 不定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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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冊已全面電子化

重要



 1. 通則

 2. 傳染病檢體採檢及運送規定總覽表

 3. 傳染病檢體採檢步驟

 4. 傳染病檢體包裝及運送標準作業程序

 5. 傳染病檢體運送箱內有檢體外溢或滲漏之除污標準作業程序

 6. 傳染病檢體運送箱之清消標準作業程序

 7. 傳染病檢體送驗地點及檢驗天數一覽表

7.9 收件單位聯絡方式 (含疾管署、合約實驗室、認可及指定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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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

(有備註要看)

(A類感染性物質、B類感染性物質及詳細包裝說明)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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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

重要



傳染病檢體採檢相關定義
傳染病檢體：

指採自傳染病病人、疑似傳染病病人或接觸者之體液、分泌物、排泄物與其
他可能具傳染性物品，例如疑似傳染病菌株、環境檢體等。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條)

採檢者：

傳染病病人檢體，由醫師採檢為原則；接觸者檢體，由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
採檢；環境等檢體，由醫事人員或經採檢相關訓練之人員採檢。採檢之實施，
醫事機構負責人應負督導之責；病人及有關人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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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容器通則：

裝檢體之第一層容器為無菌、不滲漏容器，容器外壁上註明個案資料，例如
姓名、採檢日期及條碼（bar-code）。

檢體保存通則：

檢體採檢後，全血血瓶放置於常溫（22-35℃），

抗凝固全血、血清、組織等，應立即放入低溫（2-8 ℃ ）保存。

檢體運送時效及外送包裝通則：

✓ 第一及第五類傳染病檢體採檢後立即送驗，自採檢次日起至實驗室收件日
不得超過1日。

✓ 一般臨床檢體運送規定自採檢次日起至實驗室收件日不得超過3日，菌株
不得超過10日 (或菌株鑑定次日起至實驗室收件不得超過3日)。

✓ 結核病臨床檢體及菌株均應儘速送達實驗室。

傳染病檢體採檢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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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重要的病原_呼吸道感染

病毒

 流行性感冒病毒

 腺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

 麻疹病毒

 水痘帶狀皰疹病毒

 腮腺炎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細菌及其他

 結核分枝桿菌 (專用採血管與採樣瓶)

 肺炎鏈球菌* (專用採檢拭子)

 流行性感冒嗜血桿菌*

 退伍軍人桿菌

 百日咳桿菌* (專用採檢拭子)

 腦膜炎雙球菌* (常溫運送)

 黴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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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檢體以夾鏈袋裝好後再放入第二層容器中



病毒拭子

14
廠牌不一，款式多樣，請認明是何種拭子後再採樣



檢體種類
/採檢分類

全血 抗凝固全血 血清 全血(TB篩檢)

採檢目的 病原體檢測為主
(細菌)

抗體檢測；
病原體檢測

抗體檢測；
病原體檢測

結核病接觸者
潛伏感染篩檢

採檢方法 以採完全血立即注
入血瓶中。

以含抗凝劑(EDTA
適用多數檢驗)的採
血管採集5mL血液
後，混和均勻

以無菌真空試管
採血，靜置30分
鐘以上使血液凝
固，後續進行離
心，並將上層血
清抽取至檢體小
瓶中送驗

以專用採血管
採集1mL的全血

運送溫度 22-35℃(常溫) 2-8℃(低溫) 2-8℃(低溫) 已培養4-27℃
未培養17-27℃

備註 注意採檢部位之清
潔，以避免表面細
菌汙染檢體，影響
細菌培養。

1. 炭疽病使用含
肝素的採血管

2. 鉤端螺旋體與
布氏桿菌為常
溫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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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送什麼血



血清檢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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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1. 以無菌操作法以無菌真空試管或含促凝劑的黃頭試管採靜脈血5-10 mL。

2. 常溫放置30分鐘以上，使血液凝固。

3. 離心1,500轉，10分鐘。

4. 試管上需貼上含個案資料的標籤 (姓名、採檢日期及條碼)，或在離心後以無菌吸
管將試管內的血清移至檢體小瓶內旋緊瓶蓋後貼上含個案資料的標籤。

5. 檢體處理好後置冰箱冷藏，低溫(2-8℃)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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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菌容器範例 (第一層容器)



我
沒
有
蓋
蓋
子

常見錯誤態樣
用錯拭子、容器不對、沒有防水防滲漏

18

沒有O-ring，容易滲漏



重要的病原_腸胃道感染
病毒性腸胃炎

 諾羅病毒（Norovirus）

 輪狀病毒 (Rotavirus)

 腸病毒（Enterovirus）

細菌性腸胃炎

 沙門氏菌 (Salmonellosis)

 桿菌性痢疾 (Shigellosis)

 霍亂弧菌與腸炎弧菌

 肉毒桿菌中毒

 金黃色葡萄球菌與腸毒素

 微小梭狀桿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寄生蟲

 阿米巴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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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處理方式
食品中毒

 2人或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
相似的症狀。

 肉毒桿菌中毒1人即成案。

腹瀉群聚

 有腸道症狀(1天內腹瀉3次以上，且
伴有嘔吐或發燒等)，而且具有人、
時、地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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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桿菌 腸炎弧菌 霍亂弧菌 沙門氏菌 病原性
大腸桿菌

志賀氏菌

特性 皮膚表面常在菌 具有芽孢、
環境常在菌

海洋常在菌
辦桌

淡海常在菌
胃酸可殺死

人畜共通 人畜共通，
牛、羊常見

人是唯一宿主
少量即致病

常見
原因

1.腸毒素
2.廚工傷口

食物於室溫
存放過久

海鮮 海鮮 受汙染的
食物

未全熟牛肉
及其他生食

被患者汙染的
食物、水

潛伏
期間

2~4小時 0.5~6小時
(嘔吐型)
6~15小時
(腹瀉型)

12~18小時 1~3天 4~72小時 5~48小時 8~50小時

症狀 嘔吐、
腸胃症狀

嘔吐、噁心
腹瀉、腹痛

腸胃症狀
持續2~6天

腹痛、腹瀉
及發燒

腸胃症狀
持續4~7天，
伴隨高燒。

腸胃症狀，
血便
溶血性尿毒
症候群

血便、
裡急後重

常見的腸道細菌特性 我 夏天

21



檢體以夾鏈袋裝好後再放入第二層容器中 22



霍亂
1. 可能有環境採檢。

2. 國內目前的個案多為
散發，但也不能忽視
食材間交叉汙染的可
能性。

23



Cary-Blair用於採集細菌檢體
有菌挖菌，沒菌挖大便

一般糞便採檢瓶Amies培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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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痢疾

(圖/聯合醫事檢驗所)

25

請注意
勿將黃色插銷拔除



一般糞便檢體採檢注意事項

 通報腹瀉群聚時，應採集在發病3日內病患的新鮮糞便檢體。

 固態糞便應大於3g(約龍眼粒大小)；

液態糞便應該以無菌吸管吸取大約5mL至無菌性試管中。

 糞便中含有黏液的部分最適合作微生物檢查。

 在採集糞便時，盡可能採取中間部分，以防止表面乾燥，使得病毒

死滅而分離不到。

 要特別注重運送與接種的迅速性，如果拖延，可能造成非病原性的

腸道細菌生長速度超過病原菌，而使得病原菌的分離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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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常見錯誤態樣
溫度異常、檢體滲漏、取樣不足

28



採完了，再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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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修訂發布)

第19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
當交通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感染性生物材料於
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置，並通
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以空運方式運送感染性生物材料，其包裝規定並應遵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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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感染性生物材料可區分以下三類：

（一）具感染性之病原體：指造成人類感染或疾病之病原微生物

（例如：細菌、病毒、真菌及寄生蟲等）及其培養物（液）。

（二）病原體之衍生物：指經純化及分離出病原體組成成份

（例如：核酸、質體、蛋白質等）或其分泌產物（生物毒素等）。

（三）經確認含有病原體或其衍生物之物質：指經檢驗確認含有某種病

原體、或其組成成份或其分泌產物之傳染病病人陽性檢體

（例如：血液、痰液或尿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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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或臨床檢體運輸包裝規定

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2017-2018年版)

◆A類感染性物質
在此類感染性物質的運輸過程中，當人或動物暴露到這類感染性物質時，這
些物質會導致人或動物產生永久性的失能或殘疾、引發具有生命威脅或致死
的疾病。

◆B類感染性物質
非屬於A類感染性物質之傳染病病原體或培養物等感染性生物材料、傳染病
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檢體等。

◆豁免(exemptions）物質
此類物質不含感染性物質，或者造成人類疾病可能性極低。例如羊膜穿刺的
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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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檢體
A類感染性物質 (UN2814)(P620包裝)
此類感染性物質運輸過程中，如人類暴露時會導致永久性失能或殘疾、引發威脅生
命或致死疾病。符合此類標準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B類感染性物質 (UN3373)(P650包裝)
不符合A類感染性物質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傳染病檢體，即為B類感染性物質。

豁免(exemptions）物質
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傳染病檢體已經中和或去活化處理後，對人體健康不再有威脅性
之物質。

非危險物品
此類物品屬於環境檢體，例如水、蚤類、蚊蟲。

33

重要



夾鏈袋和紙袋都不算在三層包裝規範中

這不是三層包裝
(送驗常見的錯誤態樣)

34



A類物質包裝

35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第一層(主容器)或第二層容器能承受95 kPa壓差及-40℃至55 ℃溫差，而不洩漏。
✓ 完整包裝件通過9 m落地測試、7 kg穿刺強度測試、3m堆疊測試。

Ex.
類鼻疽伯克氏菌
伊波拉病毒
漢他病毒
猴痘



36



Ａ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準件(一)
依照P620/PI620包裝指示，進行三層包裝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第二層容器能承受95 kPa壓差及-40℃至55 ℃溫差，而不洩漏。
⚫ 通過9 m落地測試、7 kg穿刺強度測試及95 kPa壓力測試（第一層或第二層容器）

包裝件：5.8L (17cm*17cm*20cm)，約重0.6Kg

陸路運輸 空運運輸-以客機運送 空運運輸-以貨機運送

每個包裝件無最大容量限制 每個包裝件內含物上限為50mL或50g
不得隨身攜帶

每個包裝件內含物上限為4L或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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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準件(二)

包裝件：29.6L(32cm*25cm*37cm) ，約重5Kg

八片大冰寶
維持2-8oC
及固定

38

陸路運輸 空運運輸-以客機運送 空運運輸-以貨機運送

每個包裝件無最大容量限制 每個包裝件內含物上限為50mL或50g
不得隨身攜帶

每個包裝件內含物上限為4L或4Kg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第二層容器能承受95 kPa壓差及-40℃至55 ℃溫差，而不洩漏。
⚫ 通過9 m落地測試、7 kg穿刺強度測試及95 kPa壓力測試（第一層或第二層容器）



Ａ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準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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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感染性物質標記與標示

參考資料：WHO: Infectious Substances Shipping Training 
course

聯合國編碼
適當的運輸名稱

感染性物質標示

40

UN 2814

Infectious substance, 

affecting humans



A類感染性物質標記與標示

託運者姓名和地址

收件者姓名和地址

參考資料：WHO: Infectious Substances Shipping Training 
course

緊急連絡人姓名與電話

聯合國包裝規格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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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及標示

UN symbol Code Text Year State Manufacturer

The United 
Nations 
packaging 
symbol

4G

The type of 
packaging

Class 
6.2

20

The last 2 digits 
of the year of 
manufacturer of 
the packaging

GB

The 
authorizing 
State

2815

The name of the 
manufacturer

u
n

u
n

4G/Class 6.2/20

GB/2815



外包裝警示語
◼標記(Markings)

– 託運者(寄件人、發貨人)的姓名和地址

– 收件者(收貨人)的姓名和地址

– 負責人姓名與電話 (24小時均可聯絡直至貨物送
達) 

– 適當的運輸名稱與聯合國編碼

– 聯合國包裝規格標示

◼標示(Labels)
– 感染性物質標示

– 包裝方向標示(僅適用於當主容器大於50ml)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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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類物質包裝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主容器或第二層容器應能在不發生滲漏的情況下，承受達95 kPa的內部壓力，第二層容器或外層容

器(第三層)須是堅硬材質。
✓ 完整包裝件通過1.2m落地測試。

非A類的傳染病病原體或培養
物等感染性生物材料、傳染病
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檢體



B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準件(一)
依照P650/ PI650包裝指示，進行三層包裝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第二層容器應能在不發生滲漏的情況下，承受達95 kPa的內部壓力，第二層容器或外層容器(第三層)須是堅硬材質。
⚫ 完整包裝件通過1.2公尺落地測試 (drop test)

檢體運送箱外包裝外容積14.2 L(28 cm*22cm*23cm)，內容積4.5 L 
(23cm*13cm*15cm)，約重3-4公斤

陸路運輸 空運運輸

每個包裝件無最大容量限制 主容器不應超1L，若運輸液態物質，主容器不應超過1L，外包裝內含物不應
超過4L。若內裝為肢體、軀體或器官等固態物質 ，不受外包裝4Kg限制。

2片大冰寶
4-6片小冰寶
維持2-8oC

及固定

適當的運輸名稱

聯合國編碼

託運者和收件
者的姓名和地址

檢體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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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類感染性物質包裝標準件(二)

⚫ 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包覆足以吸收主容器全部液體之吸收性物質。
⚫ 主容器或第二層容器應能在不發生滲漏的情況下，承受達95 kPa的內部壓力，第二層容器或外層容器(第三層)須

是堅硬材質。
⚫ 完整包裝件通過1.2公尺落地測試 (drop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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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WHO: Infectious Substances Shipping Training 
course

B類感染性物質標記與標示

託運者和收件者
的姓名與地址

47

適當的運輸名稱
Biological substance, Category B

適當的聯合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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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類感染性物質

(菱形，UN3373字正，且有B類感染性物質英文)



溫度監視片請貼於檢體容器上蓋內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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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這類標準之感染性生物材料或臨床檢體等物質，包括：
1.含有經中和或去活化病原體且不再造成健康危害之物質；
2.含有不會造成人類致病之微生物；
3.乾血斑或糞便潛血篩檢之檢體；
4.用於輸血及(或)移植目的之血液或其成分；
5.帶有病原體可能性極低的人類檢體：例如監測膽固醇值、血糖

值、賀爾蒙值或前列腺抗體之血液或尿液檢驗、監測非感染性
疾病人類器官（例如：心臟、肝臟、腎臟）功能、療效監測、
保險或雇用目的檢測酒精或藥物存在、懷孕試驗、癌症檢查切
片及人類抗體試驗所需檢體。

6.病原體之衍生物，例如核酸、蛋白質等（生物毒素除外）。

豁免物質
此類物質不含感染性物質，或者造成人類疾病可能性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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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物質包裝

✓ 仍應符合三層包裝

✓ 運送液體檢體，應於第一層與第二層容器間，置放吸收性物質。

✓ 同時運送數個易碎第一層容器時，應將個別容器以第二層容器包裝或隔開，避免互相直接碰撞。

1.含有經中和或去活化病原體且不再造成健康危害之物質
2.含有不會造成人類致病之微生物
3.乾血斑或糞便潛血篩檢之檢體
4.用於輸血及(或)移植目的之血液或其成分
5.帶有病原體可能性極低的人類檢體
6.病原體之衍生物，如核酸、蛋白質等（生物毒素除外）



包裝要求差異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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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 (P620)_UN2814 B類 (P650)_UN3373 豁免物質

防滲漏的第一層主容器 防滲漏的第一層主容器 防滲漏的第一層主容器

防滲漏的第二層容器 防滲漏的第二層容器 防滲漏的第二層容器

硬質的第三層容器 硬質的第二層或第三層容器 第三層包裝必須有足夠的強度

通過95kPa壓力測試 通過95kPa壓力測試 ------

通過9公尺掉落測試 通過1.2公尺掉落測試 ------

通過堆疊測試 ------ ------

通過7kg穿透測試 ------ ------

包裝上需有聯合國包裝規格標示 ------ ------

運送人員必須接受適當的訓練 ------ ------

＊若經由空運，則必須是硬質的外層容器。



資料

• 檢體容器的必要標示 (姓名、採檢日期、Barcode)

• 防疫檢體檢體送驗及報告單 (印出紙本送驗單，貼好Barcode)

包裝

• A類感染性物質 (UN2814)

• B類感染性物質 (UN3373)

時效

• 第1、5類的傳染病檢體要立即送驗，自採檢次日起至實驗室收件日不得超過1日。

• 一般臨床檢體自採檢次日起至實驗室收件日不得超過3日，菌株不得超過10日。

• 結核病臨床檢體及菌株均應儘速送達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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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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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

(

夾
鏈
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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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代 第2代 第3代 第4代
第1代罐子的材質不符合現行規範要求，請把第一代清消回收。
第2代罐子可以斜插長形拭子，需要注意鎖蓋時不要鎖太緊，可能造成蓋子破裂。
第3代罐子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培養基也請放入該種標準第二層採檢容器。
第4代罐子目前陸續採購及少量發放中，是為了放置長形拭子，未來有機會使用到。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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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代 第2代尚可放入長形拭子 鎖蓋時要留意



57



B類感染性物質的國內運輸

非A類的傳染病病原體或培養物等感染性生物材料、傳染病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檢體

將溫度指示貼於檢體容器上蓋內側備妥送驗箱，外側有相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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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疑慮的檢體
使用夾鏈袋密封

第二層容器也是直立擺放直立擺放於第二層容器
的海綿隔層中。

59

低溫運送半天以上
冰寶兩大四小是基本款

附上送驗單紙本(夾鏈袋) 蓋上容器內保溫隔絕的隔層



內容液體為凝膠。可使用於檢體運送 內容液體為水，不可使用於檢體運送

關於冰寶二三事

這不是制式的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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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態樣_非制式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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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契約運送公司或當地衛生局所運送檢體。

 低溫檢體, 未送出前需放置於冷藏櫃中。

 送至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或疾病管制署指定送驗地點。

63

寫上送驗聯絡資訊後
貼上防偽貼紙
(撕下來會有拆封的痕跡)



同樣規格2箱，都放入2大8小冰寶

1箱放冷藏，1箱放室內地上。

7/17上午10點 7/17下午5點 7/18上午10點

放外面的，指示片顯示6與8

放冷藏的，指示片顯示0與2

沒預冷的，指示片顯示10

有預冷的，指示片顯示8

兩箱在實驗室地板上共處一夜後

預冷的重要性



1. 檢體量足、數量要對
2. 容器正確、完好如初
3. 溫度監視、冰寶支持
4. 三層包裝、附送驗單
5. 防偽貼紙、注意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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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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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痘檢體採檢送驗事項

檢體(第一層容器)
需完整密封無滲漏，
並使用透明夾鏈袋
包裝後，再直立放
入第二層容器內，
第二層容器內部要
有吸附物質。

67



P620(A類)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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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0(A類)包裝
最外層一定要有UN2814識別標示
檢體包裝好要運送前, 一定要上封條(很重要)
封條內容請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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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包裝完畢上封口貼紙
 未使用過或未被撕下的封條

• 有撕下痕跡的封條

70

A(醫療機構)(衛生所)→B(快遞)→C(疾管署)(認可機構)
1.運送過程中無人開啟(檢體箱)
2.保護三方權益
3.緊急狀況時可連絡方式(人員)

A(醫療機構)(衛生所)盡到告知義務
B(快遞)運送安心
C(疾管署)(認可機構)收到檢體

重要



封口貼紙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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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驗方式

• P620 ( A 類) UN2814 白箱

• P650 ( B 類) UN3373 藍箱

• 常溫

• 低溫 (要預冷)

檢體包裝

• 1+2+3

• 直立擺放

• 固定不傾倒

• 足量合規冰保

打包送出

• 封條

• UN2814與3373標示

• 預冷十分重要

重要



針對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Lims)問題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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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及訓練管理規定

六、 符合三層包裝之感染性物質，可以適當之交通工具進行道路運送。

七、 依據「鐵路法」及「鐵路運送規則」規定，人員不得攜帶感染性生物材料

及傳染病檢體搭乘台鐵及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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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7.07修訂

檢體箱掉街頭　「感染」標籤嚇壞路人.mp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廠商貨主運送危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安全資料表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該臨時通行證應隨車攜帶之，其交由貨運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請，並責令
駕駛人依規定之運輸路線及時間行駛。

二、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三十公分。
三、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左、右兩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標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其內容及應列要項如附

件八。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應以反光材料製作，運輸過程中並應不致產生變形、磨損、褪色及剝落等
現象而能辨識清楚。

四、裝載危險物品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合格，並隨車攜帶有效之檢驗（查）合格證明書。
五、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六、裝載危險物品車輛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之數量比照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有關大貨

車攜帶滅火器之規定。
七、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A類感染性物質(結核桿菌)

UN 2814、UN2900或 UN 3373

02-27850513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下列事項：
八、裝載危險物品應隨車攜帶所裝載物品之安全資料表，其格式及填載應依勞動部訂定之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規則之規定，且隨車不得攜帶非所裝載危險物品之安全資料表。
九、行駛中罐槽體之管口、人孔及封蓋，以及裝載容器之管口及封蓋應密封、鎖緊。
十、裝載之危險物品，應以嚴密堅固之容器裝置，且依危險物品之特性，採直立或平放，並應綑紮穩妥，不得使

其發生移動。
十一、危險物品不得與不相容之其他危險物品或貨物同車裝運；裝載爆炸物，不得同時裝載爆管、雷管等引爆物。
十二、危險物品運送途中，遇惡劣天候時，應停放適當地點，不得繼續行駛。
十三、裝卸時，除應依照危險物品之特性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小心謹慎，不得撞擊、磨擦或用力拋放。
十四、裝載危險物品，應注意溫度、濕度、氣壓、通風等，以免引起危險。
十五、裝載危險物品車輛停駛時，應停放於空曠陰涼場所，與其他車輛隔離，禁止非作業人員接近。並嚴禁在橋

樑、隧道、火場一百公尺範圍內停車。
十六、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洩、滲漏或發生變化，應即停車妥善處理，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

警察機關派遣人員與器材至事故災變現場處理，以及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並於車輛前後端各三十公尺至
一百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

十七、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裝載危險物品車輛，行駛路線經高速公路時，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依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之路段、時
段核發臨時通行證並以副本分送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及公路警察機關。

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危險物品係指勞動部訂定之「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適用之危害物質、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之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之有害廢棄物、「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適用之爆竹煙火及歸屬於附件二分
類表之危險物品。(第六(二)類傳染性物質-指含有產生疾病之微生物)

輕型機車不得裝載危險物品，重型機車裝載液化石油氣之淨重未逾六十公斤及罐槽車以外之貨車裝載危險物品
之淨重未逾左列數量者，得不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規定：一、氣體：五十公斤。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車輛裝載放射性物質、事業用爆炸物、毒性化學物質、有害事業廢棄物或爆竹煙火除應
符合本條規定外，並應符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定有關放射性物質運送、經濟部所定有關事業用爆炸物運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定有關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
定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內政部所定有關爆竹煙火管理之法令辦理，並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
檢附核准證明文件，始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格式如附件三及四。

民國109年2月27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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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型機車裝載檢體(未達60公斤)，
得不適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4
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規定



民國103年12月03日修正

鐵路運送規則
第 23 條旅客不得將危險物品、靈柩、屍體、未經鐵路機構許可之動物及對旅客、鐵路有危害或騷擾之

虞之物品攜入車內。但警犬、導盲犬及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所帶同之導盲幼犬，不在此限。
旅客違反前項規定時，鐵路機構得令旅客退出站、車或鐵路區域。
旅客攜入車內之物品，鐵路機構認有確認是否違反第一項規定必要者，得經旅客同意檢查之。旅
客不同意者，鐵路機構得令旅客退出站、車或鐵路區域。

第 24 條本法所稱危險物品之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爆炸物。
二、第二類：壓縮、液化或受壓溶解之氣體。
三、第三類：易燃液體。
四、第四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遇水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
五、第五類：氧化劑及有機過氧化物。
六、第六類：毒性物質及傳染性物質。(6.2指含有產生疾病之微生物)
七、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八、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九、第九類：雜項危險物質。
鐵路機構應將前項危險物品之分類及例示揭示於車站明顯處所及網站，並應有效宣導旅客週知。
第一項各類危險物品之性質及特性如附表。



郵政處理規則第37條
下列文件或物品，禁止交寄：
一、物品之性質或其封裝有傷害郵政服務人員或污損郵件或郵政設備之虞者。
二、封口用之金屬扣鈕有鋒利之邊緣，致妨害郵件處理者。
三、易燃、易爆裂或其他危險物品。但立案機構以特殊方法封裝互寄之易壞生物學物料，經相關主管機關核

發運輸憑照者，不在此限。
四、活生動物。但蜜蜂、蠶、水蛭、由立案機構互寄之寄生蟲或為消除害蟲之蟲類、寄往日本之包裹內裝不

夾泥土之無害活紅蚯蚓者，不在此限。
五、放射性物品。
六、鴉片、嗎啡及其他麻醉物品。但經相關主管機關核發運輸憑照或司法機關、司法警察機關備文證明係供

訴訟證據之用，並作保價或報值包裹在國內互寄，或作保價包裹寄往國外供醫藥或科學之用，經寄達國
准許者，不在此限。

七、猥褻妨害風化之文件或物品。但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備文證明係供訴訟證據之用，作掛號信函或
包裹互寄者，不在此限。

八、寄達國禁止輸入或流通之文件或物品。
九、政府禁止發售及製造之文件或物品。但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備文證明係供訴訟證據之用，作掛號

信函或包裹互寄者，不在此限。
十、彩票及與彩票有關之廣告傳單。但經政府特許發行或未經特許發行而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按掛號

信函或包裹互寄作為訴訟證據之用者，不在此限。
十一、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品。



意外滲漏處理規範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第14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情事時，運送相關人員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置，
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方
主管機關。

傳染病檢驗及檢驗管理辦法

第四條

傳染病檢體於運送途中發生外溢情事時，運送相關人員應立即通知託運單位；託
運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為必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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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運送意外之
溢出物處理規定

溢出物處理步驟

1. 處理人員戴上口罩及手套、穿著防護衣，必要時須進行臉部及眼部防護。

2. 使用抹布(或紙巾)覆蓋並吸收溢出物。

3. 在覆蓋的抹布(或紙巾)上及其周邊緊鄰的區域傾倒適當的消毒劑(5%的漂白水適用於
大多數的情況，在航空器發生溢出事件時，則應使用四級銨類之消毒劑)。

4. 使用消毒劑時，從溢出區域之最外緣開始，朝向中心傾倒消毒劑。

5. 30分鐘後，清除所有溢出物質。若有破碎玻璃或尖銳物，則應使用簡易清掃器具或
硬紙板收集後，放入防穿刺之收集容器中。

6. 對溢出區域再次進行清潔消毒，必要時可重複第2至5步驟。

7. 將所有溢出物質置入防滲漏、防穿刺之廢棄物處理容器中，並依感染性廢棄物相關
規定處理。

8. 於完成溢出事件處理後，回報主管部門溢出物汙染區域之除汙工作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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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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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檢體運送箱之清消標準作業程序
1. 一般以 75 ％酒精消毒檢體運送箱內外面，而裝置庫賈氏病檢體箱則以 2N 氫氧化鈉

浸

2. 泡或未稀釋之漂白水消毒 1 小時，再以清水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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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正確

安全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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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置放檢體(檢體未三層包裝) (腹瀉群聚)



錯誤置放檢體(不符合三層包裝) (鉤端螺旋體病、淋病)



錯誤置放檢體(檢體未三層包裝) (阿米巴痢疾)



錯誤置放檢體(使用錯誤檢體罐、非制式冰保)



錯誤置放檢體(使用已汰除檢體罐) (科技計畫檢體)



錯誤置放檢體(請分開置放) (淋病、傷寒)



錯誤置放檢體(使用汰除檢體B罐、非制式冰保)



錯誤置放檢體(夾鏈袋裝水→冷凍→冰保) (Covid-19後送檢體)



錯誤置放檢體(檢體送驗方式不宜) (恙蟲病、鉤端螺旋體病)



錯誤置放檢體(檢體送驗方式不宜) (腹瀉群聚)



錯誤置放檢體(檢體送驗方式不宜可能結果)



錯誤置放檢體(P650檢體使用P620檢體箱) (流感併發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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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P620包裝容器



正確P650包裝容器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收納專家)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



檢體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