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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因應自處與面對？ 
 

— 障礙者該如何挑戰新的環境障礙及堅持自立生活？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廖家頡 
 
 
 
 
 
 
 
 
 
 
 
 
 
 

2020/09 



壹、 前言 

2019年年底，一場世紀級的災難悄悄的誕生，並蔓延至全世界。這

場災難的禍首—COVID-19，亦稱為新型冠狀病毒。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

告，此病毒發病的潛伏期約為一至十四天，其臨床表徵包含發燒、乾

咳、倦怠等等，少數重症病患會發展至嚴重肺炎甚至死亡。此病毒的症

狀因與一般感冒症狀雷同，容易讓人失去警覺，以致於病毒擴散迅速，

截至八月底，全球確診人數已高達 25,144,425人，死亡人數達 844,473

人，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COVID-19使全球陷入極度恐慌、日常生活

也受到極大的影響。 

 

貳、 正文 

此次疫情，除了世人的健康受到威脅，全球經濟也受到嚴峻的考 

驗。雖然台灣在抗疫的成績上有目共睹，並未像其他國家一樣爆發大規 

模的感染，但疫情確確實實地改變了我們固有的生活模式。而在諸多的 

影響之下，生活相較於一般人更為辛苦的身障者又會有哪些新的困境 

須面對解決呢？ 

    本節將根據引言中所提出的幾個面向，以我自身的經驗及接觸到的 

資訊來加以論述。 

 

Ø 疫情高度緊張時期，我們生活上有哪些重大改變？ 

在疫情高度緊張時期，為因應政府防疫措施，我們在人多的地方都必須

戴上口罩、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以避免交互傳染。無論是搭車、購物等日常

活動，甚至是課堂上也不例外，幾乎整天都與口罩形影不離。 

 此外，因為新冠肺炎初期的其中一項表徵是發燒，所以各大公共場所都

會實施門禁管制，以便測量入內者的體溫。不論是紅外線測量儀，或是額溫



槍，在這段時間到處都能看到它們的蹤影。 

 與過去相比，疫情期間人心惶惶。例如：一聽到有人咳嗽，大家都避之

唯恐不及；而防疫物品也不離身，除了口罩，酒精也是大多數人必帶的物

品，以便能隨時消毒，生活充滿了恐懼與不安，總覺得無時無刻都暴露在風

險之下。 

 

Ø 在生活上重大改變的情況下，發生或可能發生哪些新的障礙？ 

這段期間除了生活上有重大改變，我也遇到了不少的障礙。例如我的肺

部功能不佳，肺活量較一般人少，但全天候配戴口罩常常讓我感到呼吸不

順。尤其是在課堂中上台報告的時候，講沒幾句話就需要停下來休息一下，

而且越講越喘，完成一次口頭報告就如同剛做完激烈運動一樣。幸虧老師與

同學們都了解我的狀況，並不斷的給予鼓勵，讓我在報告的過程中少了些許

壓力。 

此外，門禁管制也造成我不小的困擾。學校方面因配合政府的防疫措

施，將各個出入口封閉，僅留下一個出入口方便實施進出人員控管以及體溫

的量測，但其開放的出入口並無任何遮雨設備。導致我上下學如遇下雨只能

盡可能加快自己上下車的速度，或是請同學、學弟妹協助撐傘，以免淋成落

湯雞。 

 

Ø 政府的新措施 

在政府的防疫措施中，「口罩實名制」是我最有感的政策之一。透過每週配

額讓每個人都買的到口罩，不只不用煩惱沒口罩，也不需到商場跟其他人搶

購。假如沒有這項措施，政府沒有進場干預的話，口罩市場將會隨著市場機制

發展，現在的台灣應該會像其他國家一樣，口罩價格飆漲、供不應求，造成更

多的防疫破口。而且身障者如何與一般大眾一樣徹夜排隊、搶購呢？ 

領取口罩方面，除了一般藥局、衛生所可領取外，後來又增加了線上預購



超商取貨的模式，不但達到有效的分流外，也大大增加便利性。而有些地方政

府還會特別針對一些身障弱勢族群提供到府發送的服務；另外也考量到身障者

可能需要常態性的到醫院回診而提供身障者額外的口罩數量。 

另一方面，部分身障人士的身障證明原需在今年八月底前重新鑑定，但為

了避免身障者到院辦理重新鑑定時會增加感染風險，政府也延長申辦期限至今

年十月底。或許是因為有 SARS的抗疫經驗，政府在這次的防疫新措施中，對

於維護身障人士的權益以及保護上有大幅的進步。 

 

Ø 如果我們被列入居家隔離，我們可能會受到那些影響？ 

若不幸受到病毒感染，又是怎樣的狀況？ 

我曾經想過，假如我被列入居家隔離，這會是個頭痛的問題，因為自己

平常生活起居都需仰賴他人協助，無法像一般人一樣將自己關在房間與家人

隔開就好，勢必需有一位照顧者陪伴我一起接受十四天的居家隔離，而照顧

者也會因此暴露在高風險之下。 

若不幸遭到病毒感染，以我來說，由於我的肺部功能不佳，可能會因為

肺炎導致生命危險、治癒的機會也會比常人低上許多；此外，許多身障者的

抵抗力也較弱，如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病情應該也會非常危急。因此，我們

必須把防疫做得更好，避免讓自己陷入那樣的困境。 

 

Ø 解封狀態，一般人生活機能恢復了，那麼障礙者呢？ 

疫情解封後，無論是一般人或身障人士，生活機能大致都恢復了。但也

因為解封，許多人紛紛開始摘掉口罩，消毒工作也沒那麼仔細了。但病毒並

未完全銷聲匿跡，而部分身障人士抵抗力相對較弱或是乘坐輪椅者在人潮擁

擠時處於空氣較不易流通的底層，且依舊需要經常出入醫療院所、搭乘電梯

等等，相較於一般人其實還是有較大的風險隱憂。  

    



Ø 經過首波疫情，我們是否從中吸取寶貴經驗？ 

首波疫情台灣防疫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其他國家漸漸失守的情況下，台

灣卻能守住最後一道防線的主因，我認為除了政府與指揮中心即時且正確的

指引外，最重要的是人民大多能遵守並配合防疫的相關規定。當人人都開始

認真做好防疫工作的時候，即使環境中有病毒生存著也會因我們的防護而有

效阻隔，降低其侵入體內的可能性。也因此台灣才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區感

染。假使年輕人仗著自己身體強壯，或是有就算確診也是輕症的想法，而不

在乎自己是否會感染病毒，當一個群體越多人同時感染，則老人家、身體病

弱者或是健康不佳的人們，就更容易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下。 

	 	 從這波的抗疫經驗看到台灣人民都能努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出入公

共場所配戴口罩、勤消毒以及確實的做好自主管理，最後也如願享受解封的

甜美果實，我想最寶貴的經驗絕對莫過於此吧！ 

如果接下來病毒又捲土重來或是又出現新病毒時，我相信只要大家把這

次的成功模式複製過去，確實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台灣定能再一次有效的

控制疫情、再一次成為世界的楷模！ 

 

參、 結論 

此次疫情一開始是由網友在 PTT論壇爆料中國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正好一名疾管署防疫醫師瀏覽到這則貼文，並通報予疾管署。疾管署當

日立即對武漢直航我國的班機進行登機檢疫。政府如此迅速的反應是我們防

疫成功的重要起點；而國民對於政策的配合也是成功的一大關鍵，但在政策

的制定中或多或少還是會忽略了弱勢族群。可能是事出突然，尚未來得及通

盤考量，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不過在不破壞防疫、製造破口的前提下，政府

願意傾聽民意逐步修正政策、推出配套措施都是值得讚許的。 

身處地球村的時代，這種無國界大規模傳染病層出不窮，疫情或許會趨



緩但不會消失，我們平常能做的就是超前部署，將自己的身心保持在最佳狀

態，並建立良好的防疫觀念，當面對新病毒時，至少還能有一道防護罩抵擋

著首波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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