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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大家透過外送平台點餐已經漸漸成為日常，只要動動手

指就能在家等待美食送達。不過，大家不免會擔心病毒會不會沾染餐點，跟著外

送餐點一起送到家中？拿到外送餐點又該如何處理才比較安全？ 

食藥署近期已訂定「網路美食外送平台業者自主衛生管理指引」 

外送平台點餐，有 5 大重點要注意： 

1. 點外送藥選擇有「食品認證」且信譽良好的店家 

外送訂餐已經漸漸融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近期也有許多「幽靈廚房」的疑

慮紛紛出現，因為有部分餐廳並未實際擁有餐廳店面，讓人覺得有食安方面的疑

慮。 

2. 選擇距離近一點店家，避免餐點不新鮮、體恤外送員辛勞 

生冷的食物容易長細菌，所以個人不吃生食，在叫外送時有個原則就是不叫生食

或式冷食。因為生食沒有完全殺菌，應避免食物在室溫久放，防止微生物、細菌

大量孳長引發食品中毒。此外，叫外送時盡量選擇離住家不要太遠的店家，大概

2、30 分鐘內的還可以。比較擔心的是太遠的店家，可能需要花上更久的時間運

送，食物在過程中可能隨著溫度的下降，而容易長細菌。 

3. 選擇 0 接觸服務，立即取餐食用，較慢取餐先加熱 

外送平台也自疫情延燒開始就推出 0 接觸的送餐方式，線上刷卡支付的方式也能

避免與外送員接觸，減少消費者與外送員的感染風險。有些人可能會忘記點餐，

在餐點送達後過了很久才發現，這時可以重複加熱的方式，達到殺菌的效果。 

4. 取餐先檢查內外包裝有無破損、傾倒或變質 

餐點的完整包裝也相當重要，拿到外送餐點後應該先檢查餐點包裝是否有無破損、

傾倒，食物是否變質等，才可以避免吃到不新鮮、乾淨的食物。 

5. 有問題餐點盡速與外送平台聯繫 

拿到外送餐點後，應確認餐點內容、份量是否正確，如果有發現包裝損毀、食物

有異味、變質的狀況，就要避免吃下去，應該盡快與外送平台聯繫處理。 

拿到外送餐點餐點後，外包裝如何處理？ 

很多人會擔心，外送食物或食材的外包裝可能會有病毒。新冠肺炎的傳播途徑有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及氣溶膠傳染，而新冠肺炎是 RNA 病毒，病毒只會在生命

體才能存活。所以，食物、食材的外包裝，理論上病毒是不會存活太久。如果是

紙箱可以使用酒精噴灑消毒。但是，注意食物不能碰到任何消毒的東西。打開包

裝後可以先將食物換到自己的盤子上比較安全。 

最後，在做外這些消毒程序之後，用餐前務必記得一定要先洗手，洗完手再開始



用餐，才會比較安全 

確診在家隔離必看！  

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有 3 個： 

 

居家自救第一招：不共食、廚餘不回收 

如果家中有人確診，就要避免與確診者「共食」，因為在吃東西的過程中，很容

易有飛沫傳染的風險。而且吃東西很難不會有廚餘，顏宗海醫師也提醒，確診者

的廚餘千萬不可以跟家中的廚餘一起回收，應該連同垃圾一起交由相關衛生單位

處理，才能避免社區傳染風險。 

 

居家自救第二招：共用衛浴應避免碰觸、適度消毒 

指揮中心建議確診者於居家隔離期間能一人一室一衛浴，但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如果真的會跟確診者共用衛浴時，在使用衛浴後一定用以 1：100 比例稀釋過的

漂白水擦拭消毒。 

另外要留意平常容易忽略的小地方，像是廁所門把、電燈開關，或是水龍頭等，

也都要記得消毒，才可以減少感染途徑，降低傳染風險。 

與確診著共用衛浴時，一定要特別注意，使用過的毛巾也要避免掛在廁所。馬桶

沖水前也切記先蓋上馬桶蓋再沖水，避免病毒噴濺出來。同時也要記得分開放置

個人的牙刷，最好連牙膏都不要共用，減少碰觸的機會。廁所也可以放置酒精備

用，方便使用廁所後消毒使用。 

 

居家自救第三招：衣物清洗要確實殺菌，並配戴口罩、手套 

雖然確診者衣服單獨洗滌很容易做到，但是大家會擔心，洗完的衣服後會不會還

有病毒殘留？洗衣前先將白色衣物浸泡漂白水、有花色的衣物則浸泡氧系漂白水，

達到殺菌效果。而確診者使用過的衣物、毛巾等可以先個別集中於一個盆子，並

倒入 100 度熱水來殺光病毒，再接著清洗。確診者洗好的衣物，也可以放入烘乾

機，用高溫殺菌。 

雖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確診者的衣物可以與一般人的衣服一起

洗。但建議在處理確診者衣物時，務必記得戴口罩及手套，衣服洗完後也要烘乾

或是確實曬乾，才比較安全。 

新冠病毒在體外還能活 3 天！家庭群聚感染這些地方最危險 

根據統計，在最早的新冠肺炎調查中，家庭內染疫的比率佔總感染人數 80％，

可見家庭若有一人感染，引發家庭群聚感染的機率非常大，尤其新冠病毒在發病

前就有傳染力，加上有許多人是無症狀的感染者，更難以防範。 

一般學理是認為，病毒應該只能存活在活的生物體內，在無生命的環境中應不會

存活太久，不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團隊研究發現，新冠病毒在實驗室環境下，



在塑膠表面可以存活三天，不鏽鋼表面是兩天，紙板表面是一天，最短的是在銅

的表面，僅有 4 小時。 而香港方面則研究發現，新冠病毒在口罩上可以存活 7

天。 

由於我們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是塑膠材質的物品，因此多洗手仍然是最好的預防方

法，用肥皂洗手是最好的方法，無法洗手，再用 75%酒精乾洗手。很多人雖然戴

了口罩，但是還是常常會去摸口罩外緣，這很有可能讓手沾到病毒。取下口罩時，

應該用手從耳旁的鬆緊帶開始取下，取下後將口罩由內往外包，才能避免感染。 

避免家庭群聚感染請注意 

客廳 

隔離長達 14 天，真的很容易會覺得日子很無聊，因此會想出來到客廳看電視，

但這樣子其實是將家人置於高風險的情境中。 

建議作法 

與家人不要有肢體接觸，如果進入公共空間，大家應該要戴口罩，並且保持兩公

尺以上的距離。如果必須要有互動，建議不要超過 15 分鐘。公共場所門把、開

關等眾人接觸的地方，一天至少消毒一次，用酒精或漂白水擦拭，減少感染風險。 

餐廳 

千萬不能與家人共餐，雖然已經有一公尺以上距離，但已有案例指出，家人因為

共餐，還是因為飛沫傳染而遭感染。 

建議作法 

餐點完成後應分餐，讓需要隔離者將餐點拿回自己的房間中食用。 

浴廁 

一般家庭多半會有兩套衛浴，所以可以指定其中一套做為隔離者專用浴室。如果

沒有兩套衛浴，一種作法是健康的家人住防疫旅館，目前已經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可以應用。 

建議作法 

個人物品例如牙刷等不應混用，要注意牙膏也應該分開，這可能是一般較容易忽

略之處。毛巾也要分開使用，可能的話，最好每天更換、清洗。水龍頭、馬桶坐

墊在使用完畢後，應用酒精噴灑消毒較為安全。  

廢棄物正確處理不怕傳染 

居家隔離大家都會著重在浴室、餐廳、客廳等場所的各種注意事項，但是卻可能

會忽略垃圾。事實上，如果有帶原，丟棄的物品也可能帶有病毒（用過的口罩、

衛生紙等），處理時沒有注意的話，其他家人就有可能不小心沾到而感染。 

建議作法 

居家隔離者在自己房間內要另外設置一個獨立的垃圾桶，不要與其他家人共用。

要處理時，應該垃圾袋完全綁好或密封，再拿出來丟棄，不要讓家人有接觸到垃

圾的機會；家人在處理垃圾時也要帶手套，避免碰觸，處理完要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