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冷運冷藏管理 

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 

張素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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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冷運冷藏管理 

 疫苗接種一般建議 

 疫苗冷運冷藏事故緊急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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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運冷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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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對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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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 (BCG) 

水痘疫苗

(varicella) 

麻疹、腮腺炎、

德麻疫苗（MMR） 

B肝疫苗(HepB) 

白喉、破傷風混合

疫苗（DT） 

非細胞性百日咳、

不活化小兒麻痺、B

型嗜血桿菌混合疫

苗(aP/IPV/HIB) 

流感疫苗(flu) 

肺炎鏈球菌疫苗

（PCV、PPV） 

對熱敏感性 

對冷敏感性 



確定疫苗是安全且有效 

儲存 運送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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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溫度監控 

真實溫度紀錄 
反應真實的疫苗溫度，有效的管理疫苗 



溫度監測設備 

 溫度顯示器 

化學式 

水銀式-高低溫度計 

電子式 

 持續溫度紀錄器 

製圖式 

數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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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式溫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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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拉開引信
時，儲存於
22℃以下。 

溫度監視卡 

 構造 
監視卡有4格溫度指數監控窗格，長形有三
格 (A、B、C)，另一格是圓形(D)。 

 用途 
用於監測疫苗運送及儲存過程中之暴露溫度
與時間。 

 效期 
鋼印第一數字為西元年，後三碼為該年第幾
天製造，監視卡有效期自該日期起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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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信必須拉開 

才有監測效果 

「4345」製造日為2014年第345天，至2016年346天屆效。 



溫度監視卡之判讀-1 

 

 

 

 

 
 當溫度>10℃時由A格開始變藍，如果溫度
降到10℃以下，則藍色停止擴散 

 如果D格變藍，表示此箱疫苗曾暴露在34 
℃以上的溫度下，至少 2小時 

溫度指數 

A B C 

12oC 3天 8天 14天 

21oC 2天 6天 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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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全數毀
損不能使用 



溫度監視卡之判讀-2 

 A格變色 
MMR、DPT、BCG及破傷風類毒素、白喉破傷風
混合疫苗正常使用 

 B格變色 
MMR三個月內可以使用，DPT、BCG及破傷風類
毒素、白喉破傷風混合疫苗正常使用 

 C格變色 
DPT、BCG三個月內可以使用，破傷風類毒素、
白喉破傷風混合疫苗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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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監視卡使用方式 

 撕開背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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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監視卡溫度指數記錄原則-1 

 廠商→衛生局 

12 

入庫日期 溫度指數 地    點 出庫日期 溫度指數 

104/12/23 A－ 台中巿衛生局 

補增（104/12/23） 
原片指數 A1/3（104/12/23） 



溫度監視卡溫度指數記錄原則-2 

 衛生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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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庫日期 溫度指數 地    點 出庫日期 溫度指數 

原片 
廠商補 

A 1/3 
A 1/3 

12/23 
12/23 
12/23 

台中巿衛生局 104/12/23 A－ 

局補 
104/12/23 A 1/4 北區衛生所 



冷凍監視片 

 構造 

裝有顏色液體的小球並墊有白紙之指示  

 用途 

監控不可被凍結之疫苗於運送及儲存過程中

，溫度是否暴露低於0℃ 

 效期 

標示於監視片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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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 

至 

2017年 

3月 

31日 



冷凍監視片 

 與HBV、JE、PCV、flu、五合一等對冷敏
感、不可凍結、不活化疫苗放一起 

 避免冷凍監視片直接接觸冰寶造成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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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破裂，表示未暴露
於0℃以下 

小球破裂、紙被染變色 

表示曾暴露於0℃以下 



監視片 

 溫度監視卡 
未拉開引信啟動監測時置22℃以下 

擺置以開冰箱後能直接目視辨識 

 冷凍監視片 
5 ℃～ 32 ℃；太接近0 ℃有破裂風險 

次低溫區(放不活化疫苗)置冷凍監視片 

 每天查看 
溫度監視片指數變化 

確認冷凍監視片是否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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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溫度計 

 用途 
監測某一段時間內 
疫苗冷藏環境溫度變化 

 判讀 
監測期間： 
2/19-5Pm至2/22-8Am 
曾經最高溫：23℃ 
曾經最低溫：5 ℃ 
查看時溫度：17 ℃ 

 注意事項 
垂直判讀、看完歸零(Rest) 
水銀斷裂或左右差1℃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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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 

最高溫 

查看時溫
度 

(水銀） 

最低溫 

高溫 低溫 



電子式溫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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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室專用溫度計(2560) 



持續溫度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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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做功課 、會設定、會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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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儲溫度控制範圍  

 將溫度設定接近5℃，保持3℃安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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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過低是造成疫苗毀損主因

不超過8℃~不低於2℃ 



先測量~測量冷儲空間溫度 

 使用經校準的數位式

溫度記錄器(data 

logger)或高低溫度計  

 分層測量 

依冷儲設備狀況 

分層架、區域或同層

不同區域(左右、前後

側)位置 

22 



確認溫層~找出高溫及低溫層 

 每點至少監測2小時以

上 

 每季或5月(夏令)、11

月(冬令)各進行一次 

 分層記錄 

 高溫、現溫、低溫 

冰箱第一次/經調整啟

動應連續監測1週以上

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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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層 

高溫層 



疫苗儲存與放置 

 高溫區：不活化疫苗 

 次低溫區：不活化疫苗 

 低溫區：活化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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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最小包裝放置於冰箱 

避免過度儲存疫苗 

出風口不可堵住 



疫苗存放-放哪層?怎麼拿? 

 整齊排列、標示 
 適當位置 

應先行測量各層溫度，再依疫苗特性分別放
在適當位置 

 擺放取用原則 
使用疫苗應以先進先出、效期先後為原則 
將最新的疫苗放在冰箱右邊或後面，使用時
由左邊或前面開始拿 

 專人管理 
 儲備保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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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標示 

 下貨時載明疫苗、稀釋液之效期 

 衛生局收文後確實轉知轄區衛生所、室、

合約院所 

 定期查核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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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名稱  Flu       劑型  單劑/支(0.5cc） 

 

有效日期   105  年  05   月  31  日 

 

廠牌       國光        批號 FKAA1505 
 



整齊排列-歸類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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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室 



冷藏設備之使用、維修及保養 

 使用 
每日監控冰箱、冷藏櫃或冷藏室之溫度是否
正常，門是否可關緊 

 維修 
每月清潔冰箱外之線圈、馬達(不要在星期五)、
冰箱內部之層架 

 保養 
定期請廠商保養 
設備使用、維修及保養日誌，記錄溫度異常 
情形、維修及保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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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勿將疫苗置於冰箱門 
 不可將檢體、食物和飲料置於疫苗專用冷
藏設備 

 冰箱離開牆至少10公分，以利熱空氣擴散 
 兩個以上的冷藏櫃或冰箱，應予編號，儘
可能放在同一個房間 

 開冰箱前先確定取用疫苗種類、數量，快
速取出，非必要不任意開冰箱（可繪製冷藏設備平面圖） 

 使用後確實緊閉冷藏設備之門 
 冷藏櫃或冰箱專用電源插座，應妥善固定 
 最大原則-隨時保持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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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與記錄溫度 

 溫度監視卡與冷凍監視片  

溫度監視卡之擺置應設法以開冰箱後能直接

目視辨識為原則  

冰箱次低溫區域(置放不活化疫苗)的同一監

測點同時置放2片冷凍監視片  

查看 

溫度監視卡指數變化 

確認冷凍片是否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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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中間 第二層中間 第三層中間 第四層中間 綜合溫度 記錄者

最高溫 6.0 6.5 8.0 7.5

現在溫 4.5 4.6 5.5 5.0

最低溫 3.0 3.2 3.5 3.2

綜合溫度 記錄者

最高溫 5.5 5.8 6.0 5.9

現在溫 4.0 4.2 5.0 4.3

最低溫 2.8 3.2 3.8 3.5

              疫苗專用冰箱溫度紀錄表

時間\溫度計位置

2/19

17：00

時間\溫度計位置

2/22

8：00

溫度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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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紀錄本 

32 



緊急供電設備 

 自動發電機、不斷電系統(UPS) 

因應突發事件，維持冷藏設備正常運作 

視冷藏設備選擇適當功能及形式 

斷電測試 

定期測試、維護、紀錄 

儲備油料、確定蓄電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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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 

 疫苗接種冷儲作業 

衛生所、醫療院所、接種站及診所冷儲方式 

預估當日各項疫苗接種量 

準備冷儲設備 

接種時疫苗冷儲方式 

 準備疫苗 

核對名稱、效期、使用劑量、正確稀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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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領用 

 疫苗運送過程管理 
評估運送方式 

估算運送所需時間 

疫苗運送包裝用具及保冷用品 

冷藏溫度-預冷 

溫度監視器材 

包裝方式 

運送聯繫注意事項 

接收單位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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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一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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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的間隔 

 不活化與不活化 

同時分開不同部位、間隔任何時間 

日本腦炎與五合一可同時接種? 

 不活化與活性減毒 

同時、間隔任何時間 

 活性減毒與活性減毒 

同時，不同時間隔1個月 

口服活性減毒(輪狀病毒)同時或間隔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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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五對 

 取用、準備、接種  
 預防接種紀錄表 

姓名、出生日期、年齡 
應接種疫苗及接種禁忌評估  

 準備疫苗 
疫苗名稱、效期、使用劑量、正確稀釋液  

 接種前 
個案姓名、年齡、疫苗類別、接種途徑、劑量 

 接種後 
記錄、預約、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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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注射途徑─皮下注射 

 

 

 

 

 

 

 活性減毒疫苗~MMR、Var 

 不活化疫苗~ JE 

39 



疫苗接種注射途徑─肌肉注射 

 

 

 

 

 

 

 不活化疫苗 

HepB、五合一、Flu、PC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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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毀損統計 

 實務作業-(62%) 

扭動致藥液流失 
推柄脫落 
反抽回血 
排氣時排出藥液 

 人為因素-(26%) 

重複接種 
施打於自費對象 
開瓶後未接種 

 冷運冷藏事故-(11%) 

 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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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冷運冷藏事故 

緊急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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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計劃-1 

 建立疫苗專責人員及代理人制度 
負責疫苗冷運冷藏系統之監督管理 

追蹤異常天氣變化 

斷電或重大災難之疫苗處理 

隨時可進入儲放疫苗之建築物開啟冷藏設備 

儲備可持續72小時發電所需油料 

 建立相關單位緊急聯絡人資料 
確認異常事件發生時可聯絡 

43 



緊急應變處理計劃-2 

 建立疫苗儲藏相關設備 

廠牌、型號、可儲藏疫苗量等資訊 

設備日誌記錄、設備相關使用維修保養紀錄 

 後送作業計畫、疫苗後送單位、包裝疫苗

材料、交通工具、司機聯絡人資訊 

 異常事件發生緊急處理 

 包裝運送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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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異常緊急應變 

 步驟一 
立即查核、記錄、通報衛生所緊急聯絡人 
各層疫苗種類、數量及擺放位置 
高低溫度計、溫度監視卡、冷凍監視片 
最近一次監測冷儲設備各層/各區溫度分布紀錄 

 步驟二 
檢查冷儲設備狀況 

可回復-繼續使用 
無法回復-疫苗移出、後送、維修 
溫度過高-先包裝活性疫苗(對熱敏感) 
溫度過低-先包裝不活性疫苗(對冷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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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分工 負責人 職 責 內 容 聯繫方式 

總指揮 ○○○科長 1.緊急動員協助人員    2.通知局長室   

聯絡組 ○○○ 

○○○ 

1.評估異常狀況：溫度過高((大於8℃))或過低(小於2℃) 

2.評估目前疫苗庫存數量。 

3.評估後送單位之距離。 

4.聯繫後送單位聯絡窗口(如附件)。 

5.連絡冷藏車配送商(○○○0922-***-*** )。 

6.本局公務車。 

後送順序： 

1.本局檢驗科 ○科長 

2. ○區衛生所    

3. ○區衛生所 

4. ○衛生局(○○市) 

5. ○縣衛生局 

疫苗包裝
組(所需人
力4~6人) 

上班時間 ○○○、○○○、、○○○、○○○ 

下班時間 ○○○、○○○、、○○○、○○○、保全人員 

溫度過高時 優先包裝活性疫苗(對熱敏感) 

水痘、MMR 

溫度過低時 優先包裝不活性疫苗(對冷敏感) 

B型肝炎、PCV、日本腦炎、五合一、Tdap+IPV、流感疫苗 

包裝  保麗龍箱 位置：冷藏室、6樓半防疫物資室(鑰鎖在科室鑰鎖盒) 

冰寶 冷藏室及冷凍庫 

報紙 以拉鏈袋裝置備用 

標籤(備份) 註明：疫苗名稱、批號、數量、後送單位 

●●政府衛生局溫度異常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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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冷儲溫度監控掌握中 

 先測量、放對位-冷儲空間範圍的溫度監測

及掌握 
 記錄、檢視與調整-確實溫度監測、查核與

記錄 

 勤保養-電源、電線、溫度感應器、冰箱定
期維護 

 應變-疫苗冷儲設備溫度異常緊急應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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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維護 謹慎應變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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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溫度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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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溫度記錄不確實或錯誤及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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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記錄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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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常見問題 

 急救藥品過期、凍片過期 

 感溫棒放置位置不當、擺放過於擁擠 

 溫度異常原因未在溫度紀錄本標示 

 溫度綜合研判錯誤 

 溫度異常警報器高低溫設定錯誤 

 緊急供電設備無定期維修、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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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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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專區 

 預防接種重點時程  
 認識疫苗 
 預防接種實務  
 新增疫苗接種計畫  
 各項預防接種建議 
 國際預防接種及成人疫苗 
 預防接種統計 
 預防接種相關委員會 
 常用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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