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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5月份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 ： 0800-286-586 

【破解圖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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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洩漏個人資料案例 

[案情摘要] 

某公司陳○○曾從事護理工作，瞭解嬰兒奶粉、彌月蛋糕、油飯等廠

商亟需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作為寄送型錄及試用品之用，乃藉由過

去從事護理工作之人脈，認識縣市衛生局負責或能接觸產婦及新生兒

個人資料之公務員，以公司業務需要為由，希望該衛生局公務員，以

越權查詢出生通報系統等方法提供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再由其公

司員工將資料上所列產婦及新生兒等個人資料輸入電腦建檔處理。並

將資料販售給食品公司等家廠商。 

[處理經過]  

本案公務機關相關承辦人員欠缺保密觀念，致其成為陳○○取得產婦

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之捷徑，不但該公司侵害各產婦及新生兒之隱私權

而觸法；且前述公務員亦因洩密以致違法失職。 

[檢討分析]  

由本案例我們可知應加強公務人員法令觀念，並非只有公文上標明「機

密」或「密」等級之文書需依法保密，其他因職務或身分機會而持有

或知悉，但未清楚記載機密文字訊息之資料，也需遵守保密規定；依

刑法第 132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

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

罰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

下罰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 項之文書、圖畫、消

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

以下罰金。」因此，除加強宣導法令觀念，更要建立資訊系統線上監

控及核對機制，以防止有心人士擅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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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 做好預防中暑措施 

夏天來了！驕陽烈日下，外出時做好防曬，預防中暑是必要的！ 

如何辨別中暑還是熱衰竭？ 

每年夏天一到，門診就會開始湧進「自稱中暑」的患者，門診量在 8、9月

份達到最高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家庭醫學科余文瑞主任表示，臨床

上必須先釐清患者的情況才能對症下藥，其實一般民眾求診時的自覺症狀敘

述，都說懷疑自己中暑，所以全身無力感到倦怠，或是一直感到口渴、頭暈、

甚至有人還會出現噁心嘔吐、焦躁不安、頭痛等症狀，這些情況在醫學上正式

名稱其實叫做「熱衰竭」。 

因為醫學上真正「中暑」是一種會威脅生命的急症，余醫師解釋，身體由

於主要組成成分是水，水的散熱慢，不是很好的熱導體。而中暑的原因就是人

體內吸收或產生過多熱量，卻無法有效排除，造成內臟溫度過高，大腦主導散

熱的神經中樞，可能會一時失去作用，造成體溫異常上升，而超過 40度的高溫

會引起組織細胞傷害。這時有人會出現神經功能障礙如煩燥不安、劇烈頭痛、

全身抽筋甚至意識不清，若不立即積極降溫處理，甚至讓全身內臟器官失去正

常功能，死亡率相當高，是相當危險的情況。 

而「熱衰竭」的成因主要是水分及鹽分過度喪失所造成，若在高溫的環境

下人體體溫上升，身體會啟動保護機制，藉由流汗達到散熱的目的，讓體溫下

降到正常值。不過，假若一直都在高溫環境，又沒有做好散熱措施，內臟高溫

無法順利排出，或是不斷大量流汗卻忽略補充水分，亦或者只喝水分而忽略身

體內電解質的平衡，可能只要幾小時，即有可能產生熱衰竭情況。以往軍營站

衛兵或成功嶺新兵受訓時候，常見患者伴隨的症狀包括有暈眩、頭痛、全身衰

弱、噁心、嘔吐、暈倒甚至不省人事。 

很多公司的空調溫度都調得很低，上班族中午外出吃飯，一進公司忽覺涼

爽又大口喝冰涼飲料，這樣都很容易導致散熱不良的熱衰竭發生，一般臨床上

通稱為「冷氣症候群」，血管因為高溫而擴張，一旦進入冷環境急速收縮，這時

身體內臟的熱一時無法排出，再加上上班族常常坐著不動一整天，有時連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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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忘了補充，因此每年來門診求助的患者也不在少數，倘若太過輕忽或處置不

當，由熱衰竭發展至熱中暑也是有可能的，民眾不可不慎。 

「慢性病患者、老人、小孩」容易中暑 

那麼誰又是高溫不適的高危險族群呢？根據統計，有三種人對高溫的耐受

溫度和時間都比一般人低，分別是慢性病患者、老人、小孩。慢性病患及老人

身體循環功能較差，有時還會服用加速水分排出的藥物，假若散熱機能差不易

排汗、體質又虛弱的人，就很容易變成中暑，至於小朋友因為身體體溫調節可

能尚未發展成熟，加上體積小，相對體表面積大散熱快，因此也是容易中暑的

族群。 

避免高溫曝曬、多補充水分 

除了提高身體的自覺之外，在平日又該如何預防因高溫產生的不適症狀

呢？應該先從減少高溫時外出曝曬做起！臺灣通常濕度高，如果從溫度來看，

動輒 35、36度的高溫，中午時間身體感受的溫度都高於氣象站測得的溫度。加

上太陽直射以及大部分室內都開著空調冷氣，造成戶外簡直就是個大烤箱，只

要在太陽底下站個 10分鐘，就會感覺暈暈的不舒服。因此建議在中午前後（上

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減少外出活動的機會，就算短暫在戶外活動，也要掌握

有遮蔭即躲的原則，避免在炙熱的陽光下直射太久。 

假若烈日下非得出門，穿著方面以寬鬆、通風、透氣為原則，材質以吸汗

棉質為佳，有些人喜歡穿含有亞麻材質的衣物也很不錯，夏天很多人喜歡穿涼

鞋以及有透氣孔的鞋款這都很不錯。最怕有些女性因為怕曬所以將全身包得密

密實實，如此反而容易因為散熱不佳，引起心身不適或熱衰竭的發生。除此之

外，頭部防曬也很重要，高溫直射對頭部傷害也不小，簡單戴頂帽子或多撐個

陽傘，多一層隔絕就多一層保護。 

在從戶外至室內進出時，建議洋蔥式的穿衣法，在從冷氣房外出時先披上

薄外套，到外頭時再把衣服一件件脫去，讓身體有緩衝準備的時間；室內溫度

也不要調太低，建議設在 27、28度，再加上電風扇，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內外溫

差。重點是避免身體一下子進入到相對低溫的冷氣房中，有些人甚至大口喝冷

飲，這都很容易產生上述的「冷氣症候群」，建議以涼水取代冰水下肚。水分補

充也是必要的，不管中暑或熱衰竭最主要引起的原因就是水分流失。上班族或

是天天在家中活動的人，常忽略在冷氣房也會流失水分。一般正常低活動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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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日水分攝取至少須達到 2,000c.c.，如果跑外務會大量流汗的工作者，喝

水量必須更大，2,500c.c.到 3,000c.c.不可少。最好是補充運動飲料或含盬份

的飲料，避免因為大量流汗導致電解質失衡，同時還可以藉由小便顏色，或者

小便量多寡來判斷自己水分是否不足。 

中暑或熱衰竭，降溫為第一優先 

面對中暑或熱衰竭當然基本原則是「治不如防」，還是應該以預防為主，不

過，假若一旦危急情況發生，在救護人員來到之前，民眾也應該認知如何正確

緊急因應。 

中暑或熱衰竭患者通常都是長期處於高溫環境，發生時患者有可能很快就

會失去意識，因此首先必須讓患者離開危險環境，將其移到陰涼處，鬆開或脫

掉衣服使其能呼吸順暢，並以溫水擦拭其身體，切記不要用冰水，因為太低溫

的水反而會讓血管收縮不利散熱，十分鐘過後假若體溫仍未下降，有可能已經

破壞身體的降溫系統，建議迅速送醫避免延誤。 

至於一般出現熱衰竭的民眾，由於意識清醒建議在移到陰涼的地方後，除

了鬆脫衣物之外，也要將身上多於不必要的束縛去掉，例如領帶或髮飾等，慢

慢的補充運動飲料或是含鹽的開水，記得要緩慢的一口一口吞入，不要急灌，

否則會有反效果，通常熱衰竭的人經過短暫休息，很快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在正確的施作方式下，一些民俗療法也可考慮。不少人會採用刮沙的方式

消除日曬下的不適，原理是利用被動的刺激，強迫皮膚血管擴張，因為面積較

大通常施作的部位是背部，通常只要輕輕重複刮幾下，頸背部就會刮出一大片

紫紅的瘀斑，不過不舒服的症狀很快就會舒解，因此是不錯的急救法。 

做好防曬抗老化 

適度的曬太陽可以增加身體自行合成維生素 D，心情也容易變得愉快，但是

過度曝曬肌膚就會容易老化！因為一旦肌膚過度接觸陽光，黑斑、色素沉澱就

會通通冒出來，而且受傷的肌膚還容易缺水，表面乾燥產生的皺紋、粗糙問題，

也就跟著上門。 

想保有肌膚的健康，平日就應該攝取足夠的水分，並且以含有保濕成分的肌膚

乳液防止空氣中可能的傷害;而透過補充維生素 A、E及 C，可促進膠原的合成。

醫師強調，不管要不要美白，最好在出門前 30分鐘，都能擦上防曬乳，並適時

的做補充。《資料來源: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第 98期 (101年 7月號 ) 文∕王淺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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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1 日起防疫降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整為第四

類傳染病，指揮中心同日解編，由衛福部主政繼續整備應變工作 

                                                發佈日期 2023/4/25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月 25日表示，鑒於 COVID-19疾病嚴重度下降，國內

疫情持續穩定且處於低點，且國際間亦朝向調降防疫等級，故宣布自 5月 1日

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另，考量中央各

部會及地方政府於指揮中心運作期間已強化聯繫合作與應變能力，經盤點國內

醫療量能及防疫物資儲備情形，綜合評估疫情發展及病毒變異株變化趨勢，行

政院同意指揮中心於同日一併解編，由衛福部成立跨單位防治聯繫會報持續

COVID-19整備應變工作。 

指揮中心說明，5月 1日防疫降階後，調整措施及工作重點如下： 

一、 多元監測疫情，每週主動說明：疾管署持續以多元管道監測國內外疫情及

變異株流行趨勢，於每週例行記者會向國人報告。 

二、 公費疫苗持續，規劃年度接種：持續儲備及提供各年齡層公費 COVID-19

疫苗接種；隨時參考最新實證及各國接種建議，提報 ACIP專家會議討論

後續接種計畫。 

三、 投藥照護延續，保護脆弱族群：持續提供符合條件之染疫民眾公費抗病毒

藥物及清冠一號；染疫康復者門住診整合醫療計畫持續辦理；專責病房解

除開設；維持陪探病管制納入常規管理；醫療院所及照護機構持續落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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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感染管制措施，以保護脆弱族群。維持符合現行病例定義之 COVID-19

併發症(中重症)確診個案經醫師評估須住院隔離治療並通報，由公費支應

隔離治療期間醫療相關費用(包含不具健保身分之非本國籍人士)，解隔條

件不變；輕症患者維持自主健康管理之建議，高風險族群以及出現警示症

狀者儘速就醫。 

四、 整備醫療物資，快速應變動員：為因應疫情快速變化，必要時將動員重啟

專責病房及集中檢疫所(以國軍營區為主)之收治量能，即時調度醫療資

源。目前醫用口罩、家用快篩試劑、抗病毒藥等防疫物資庫存量充足，若

自由市場產生恐慌性搶購等供需失衡情形，將啟動實名制販售；相關防疫

物資將定期檢視儲備量及品質，確保國內生產量能及建立國外專案進口機

制，必要時可快速釋出防疫物資供醫療端及民眾使用，保障民眾健康。 

指揮中心指出，在解編後，將持續透過衛福部之「COVID-19防治聯繫會報」，強

化相關單位溝通協調，定期盤點醫療及防疫物資整備情形，以利疫情變化或新

興變異株出現時之即時應變。另，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將增設

「COVID-19防治組」，聘請專家就 COVID-19防治政策業務持續提供專業建議。

此外，上述防疫降階調整措施相關資訊，將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防疫

降階，應變持續」專區 (建置中)，歡迎各界參閱。 

指揮中心成立運作迄今已 1,192天，指揮中心特別感謝全國民眾三年多來的配

合，以及醫事人員與投入防疫工作同仁的辛勞，在全球面臨疫情威脅以及經濟

重大衝擊的時刻，使臺灣仍得以保有相對的安全與穩定。由於國際 COVID-19疫

情仍持續，世界衛生組織亦尚未解除「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中

心請民眾持續配合相關防疫措施，維持良好衛生習慣，並依照最新建議接種

COVID-19疫苗，提升自身及群體免疫保護力，共同邁向疫後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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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心 詐 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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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廉政專線：06-9215222 

E-mail：phdged@judicial.gov.tw 

檢舉貪瀆專用信箱：馬公郵政 107 號信箱 

【消費者保護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