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矯正機關 C肝快篩健康不卡關  

門諾壽豐分院疾管中心黃玫琪 

強化 C 肝識能 

    為提升民眾對 C 肝篩檢與防治的認知，衛福部連續兩年將 C 肝列為衛生教育

主軸之宣導重點，分別製作「篩 C 肝很簡單」、「治 C 肝很簡單」之衛教媒材，如

圖卡、海報、布條、摺頁等供衛生局所發放及張貼，音檔透過廣播、宣傳車及垃

圾車播放，影片透過電視及多媒體途徑等投放；本院慢性肝病防治中心鄭穆良主

率領慢性肝病防治中心管理師及個管師，於 2022 年於門諾公益中為 C 肝防治拍

攝宣導影片:比新冠更厲害的病毒-C 型肝炎病毒。 

 

推動高風險族群 C 肝防治  

     2017年起，各界呼應政府決心及政策，於各地已相繼有微消除的成果展現，

包括高盛行之偏鄉及原鄉微消除、醫院級微消除、透析單位微消除、矯正機關微

消除、醫院 HIV 共病者之微消除、及高風險行為族群之微消除等。2022 年 2 月

起，衛福部推動「矯正機關 C 型肝炎篩檢與治療計畫」，與 18 個縣市衛生局共同

建立轄區內監所及承作醫院間的 C 肝消除機制。2022 年度起參加「美沙冬治療

品質提升試辦計畫」之醫療院所，可選擇 C 肝共病照護方案，藉此補助建立機構

內的 C 肝共病轉介照護模式與協同個案管理機制。 

 

有效之篩檢診斷工具 

    進行利用指尖採血滴入於快篩試片匣，短時間內即能知曉有無 C 型肝炎抗體，

可快速檢測出潛在病患是指可在 15 分鐘以內獲得結果之篩檢工具，大多可透過

指尖採樣的方式採集微血管全血進行分析，快速得知檢驗結果。快篩檢測已被世

界衛生組織（簡稱WHO）認為是一種可改善C肝照護連結及診療近用的診斷工具。 

 

藥癮者的 C 型肝炎感染現況 

    C型肝炎病毒傳染是經由血液或無保護之性行為傳染，因此會有某些易暴露

於這些環境的高風險族群，例如靜脈注射毒品的藥癮者、HIV感染者、血液透析

病人等。Reinfection 在這兩個特殊族群也是偏高，可能是經由再次注射毒品或

性行為傳染，積極治療C型肝炎與結合安全針具與安全性行為是降低再感染的首

選方法。 

 

疾病關聯性 

    在愛滋病病人身上，如若同時合併C型肝炎病毒感染，對身體器官的影響可

能會加劇。過去已知愛滋病-C型肝炎病毒雙重感染會比愛滋病單一感染，增加5



倍肝癌與10~20倍肝硬化的風險，稱之為共病的現象。 

 

收容人的健康權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WHO)強調，「監獄受刑人雖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其

醫療權益卻應與一般民眾同樣受到重視」。享有同等健康照護權，包括接受人道

治療與適當醫療，健康促進監獄計畫應包含三個層面：1.健康促進政策；2.支持

性健康環境；3.預防與衛生教育計劃。透過這三大層面行動的推展，使得監獄不

僅是一矯正機關，亦是受刑人能獲得健康的場所。健康促進監獄是推動監獄衛生

工作的新模式，也是當前世界衛生組織在各會員國積極推動的重要政策。  

 

 

（圖一）參照健康監獄指南繪製健康促進監獄工作模式圖 

 

進場後所見-凡走過必留痕跡 

    配合衛福部推動「矯正機關C型肝炎篩檢與治療計畫」，今年5月份慢性肝病

防治中心進到花蓮監獄進行C型肝炎快篩並以團體的方式進行相關的教育宣導，

希望提供收容人更多對於C肝照護的知識。 

 

事件一： 

「我是C型肝炎病人以前有定期追蹤治療，但是進來以後就沒有再治療了。」 

這確實讓我注意到，受刑人大多為社會邊緣人口，多數很早就脫離教育體系，資

訊不足、生活形態封閉、彷彿是監獄中的監獄。 

 

事件二： 

「如果我檢查出來是陽性，會不會傳染給我的室友。」 



受刑人擔心會傳染給室友，當下給予相關衛教說明，C肝主要是經由血液傳染，

亦即C肝病毒帶原者的血液透過被感染者的皮膚傷口或黏膜，而進入體內。 

 

事件三： 

進行採檢時有一位受刑人為了維持秩序以提升採檢作業流程，時不時靠近護理人

員的工作區（採檢桌），注意那幾位受檢者是兩條線，為了維護及保護個資，並

立即向科長反應，在下一個工場時更是提高警覺性，不讓受刑人靠近護理人員的

工作區（採檢桌）。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收容人秉持共患難的精神同舟共濟，但背

後似乎透露出監所管理面臨傳染性疾病的恐懼。 

 

結語 

    2025消除C肝是我國既定目標，也是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機會，這是繼B型肝炎

聖戰之後，台灣有機會在國際上創造的另一項公衛奇蹟和亮點。對於這項任務，

政府有決心，期待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攜手合作下，結合醫界、學界、產業界及民

間團體的資源，共同戮力以達成目標。 

 

參考文獻: 

1. 推動消除C肝政策之回顧．楊雯雯、劉嘉玲、吳慧敏、鄭國本、盧勝男、簡榮

南、蒲若芳．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42卷2期 (2023 / 04 / 28) ， P165 – 179。 

2. 藥癮者及愛滋感染者的 C型肝炎感染現況與治療．蘇培元、蘇維文、陳昶華 

感染控制雜誌；30卷4期 (2020 / 08 / 01)， P239 – 248。 

3. 矯正機關收容人納入二代健保前後之門診使用狀況分析－以花蓮監獄為例．

陳志強、謝至鎠、邱雲柯、黃亮凱．台灣家庭醫學雜誌； 28卷1期 (2018 / 03 

/ 01)， P9 - 17 

4. 監獄中的監獄：我見矯正機關藥癮愛滋收容人的健康處境．蔡春美．東吳社

會工作學報 ； 31期 (2016 / 12 / 01) ， P119 – 144 

5. 監獄衛生工作新模式－談健康促進監獄．李建明、洪麗玲．矯政期刊； 4卷1 

期 (2015 / 01 / 01) ， P107 -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