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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衛生教育主軸計畫重點工作與策略 

壹、 前言 

建立民眾正確的健康觀念一直是本部每年的工作重點之一。為有

效推動年度衛生教育計畫，故結合本部各單位暨所屬機關，依據年度

施政重點並考量當前社會環境，擇定須優先推動之衛生教育議題進行

整合規劃，以作為每年度衛生教育主軸。111 年度衛生教育主軸為：

「牙周病預防」、「C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預防衰弱-高齡營養及長

者健康促進」。 

貳、 問題分析 

一、 牙周病預防 

依據本部「2015-2016 年度成年與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顯

示，台灣成人牙周病盛行率高達 80.48%，65 歲以上全口缺牙率

為 6.4%。 

嚴重牙周疾病會造成牙齦退縮、牙根暴露，最後導致全口缺

牙問題，進而影響咀嚼及進食功能。我國健保提供 13 歲以上國

民每年 2 次口腔檢查及專業淺部牙結石清除，惟利用率卻低於

50%；另每年僅有 17.2 萬人次接受牙周病統合治療，致後端醫療

費用增加。 

牙周組織遭破壞以後，無法再生，國人常因口腔衛生不良，

導致牙齦流血、痠痛，而需進行牙周手術，又因認知不足及恐懼

就醫，造成牙周病灶無法真正清創；我國人口超高齡化趨勢，將

增加高齡者的醫療保健和健康照護的沈重負擔，另高齡長者口腔

功能和衛生的疏忽對於其呼吸、心血管、內分泌系統之全身性影

響，亦具生命威脅性。 

 

111 年 2 月 11 日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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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目前政策免費 C 肝篩檢對象（45-79 歲）之人數約 1 千萬人，

依健保資料分析此族群在 109 年 10 月至 110 年 7 月門診就醫人數

高達 832 萬人，但參加 C 肝篩檢的人數僅約 13%，顯示既有資訊

未能有效提升民眾對 C 肝篩檢之認知。 

另，分析成人預防保健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1 年 8 月的篩

檢資料，顯示其中 C 肝抗體陽性者不到六成接受 HCV RNA 病毒

檢驗，故未能確認是否為 C 肝感染者或銜接進一步治療。 

目前本部各業務單位尚無針對特殊族群設計之 C 肝宣導媒

材，且未經由各特殊族群慣用之管道傳遞，較難以傳遞宣導內容

且達到宣導效果，恐成為 C 肝防治之破口。 

三、 預防衰弱-高齡營養及長者健康促進 

世界衛生組織明確指出，非傳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等，導致全球每年約 4,100 萬人死亡，而「不健康的飲食」就

是導致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的重要危險因子。顯見營養攝取的好壞

對不同年齡層的民眾都極其重要，更遑論我國不斷增加的 65 歲

以上高齡人口，營養狀況不但影響他們的疾病發生和預後情形，

更與老年衰弱症、肌少症、跌倒和失智症等各種「老年症候群」

息息相關。依據 103-106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高

齡者 6 大類食物中，攝取不足盛行率最高的前 3 名為乳品類

（98.9%）、水果類（88%）及蔬菜類（84.2%），另外堅果種子類

攝取不足 1 份達 84.8%。 

另根據本部國民健康署 106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

65 歲以上長者的牙齒情形，有 70.6 %部分缺牙；21%的長者覺得

自己的牙齒（包括裝假牙者）功能狀況不好，63.2%的長者因為

牙齒狀況、咀嚼或吞嚥的問題，而限制吃東西的種類，增加營養

不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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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期透過健康促進與衛教宣導，協助高齡者落實健康均

衡飲食的健康生活型態。 

參、 計畫目的 

一、 持續向民眾宣導正確的潔牙方法，並運用各項預防保健策

略，以維護民眾口腔健康。 

二、 提升高風險族群對牙周病之認知，以及早發現牙周病相關症

狀、及早治療，防止持續惡化。 

三、 就醫療院所內 45-79 歲之民眾加強推廣 C 肝篩檢重要性，以

提升 C 肝篩檢率及治療率。 

四、 針對易感染之高風險族群提升其對 C 肝預防之認知，以保全

C 肝治療成果。 

五、 協助高齡長者建立健康促進及健康均衡飲食的生活型態，降

低營養不良風險，以達到預防及延緩衰弱之目的。 

肆、 預期績效指標（結合中央與地方各單位資源辦理） 

一、 牙周病預防 

(一) 各項宣導方式加總達 100 萬次觸及人次。 

(二) 13 歲以上民眾，知道健保提供牙結石清除政策比例達

10%。 

二、 C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一) 製作醫療院所內及高風險族群相關素材至少各 3 式，各項

宣導方式加總之點擊率至少 100 萬人次。 

(二) 提升篩檢率及治療率為 110 年之 10%以上。 

三、 預防衰弱-高齡營養及長者健康促進 

(一) 輔導社區長者共餐據點或餐飲業者提供高齡友善健康飲

食達 400 家以上。 

(二) 辦理社區長者團體營養教育達 800 場以上（視疫情狀況，

可採線上或其他替代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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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媒體宣導質地調整飲食概念，透過網路平台、社群媒

體、廣播、戶外媒體等通路觸及 100 萬人次以上，並製作

宣導素材至少 2 款。 

(四) 健康均衡營養或質地調整飲食倡議活動 1 場。 

(五) 全國村/里的長者接受過團體營養教育之涵蓋率達 20%以

上。 

(六) 民眾對於「我的餐盤」健康均衡飲食圖像與口訣認知調查

>32%，並了解「三好一巧」原則。 

伍、 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陸、 執行策略 

一、 藉由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綜合規劃小組專家、學者意見，提

供整體宣導推動方法之建議。 

二、 辦理衛生教育工作坊，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並說明年度衛教主

軸宣導重點，培育地方衛生單位衛教種子。 

三、 結合地方政府衛生局於各場域宣導衛生教育主軸重點概念，

以傳遞正確訊息予目標族群。 

四、 設計符合目標族群之各式文宣、規劃各媒體通路及實體活動

（如:電視廣告、廣播、平面媒體、網路及異業合作），或運

用遠端視訊方式辦理相關活動，宣傳正確觀念及所提供之各

項服務措施，建立民眾相關健康知識並提升遵從率及利用率。 

五、 協調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民間組織等單位，持續將本部

年度主軸議題列為該單位年度衛生教育重點，並共同合作推

動。 

柒、 工作內容 

一、 設計製作衛生教育宣導教材 

與本部及所屬機關主軸單位，溝通主軸宣導重點，設計製作

相關教材供中央、地方衛生相關單位運用、宣傳（包括海報、

手冊、短片、及新媒體素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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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衛生教育各項通路（依各主軸設定之對象規劃） 

(一) 媒體 

1. 跑馬燈:透過本部及所屬機關或醫院、社福機構與地方

衛生相關單位跑馬燈刊登相關訊息；並請教育機關、

醫療院所協助共同推播。 

2. 網路:將各主軸重要宣導內容（教材、數位媒體影片等）

置於本部及所屬機關網站、Facebook、youtube頻道或

LINE@，共同宣導。另亦可搭配媒體規劃相關之網路

新興媒體、異業合作，共同推播，觸及更多目標族群。 

3. 電子報:透過本部現有相關健康電子報或搭配媒體行

銷規劃之電子報，向民眾傳遞各項衛生教育宣導內容

及活動訊息。 

4. 平面媒體:透過衛福季刊或媒體行銷規劃之報章雜誌

等刊登各衛生教育宣導主軸衛教資訊及相關活動訊

息。 

5. 戶外:視不同目標對象運用臺鐵、捷運月台電視或燈

箱、公車車體、計程車、客運轉運站、夜市、麥當勞、

電影院、超商、戶外簡訊廣告及百貨公司美食街等電

視牆刊登宣導廣告。 

6. 廣播電視:無線電視台、廣播電台公益廣告時段播放宣

導帶、地方電台節目口播及專訪、採購商業廣告時段

播放宣導帶。 

7. 運用整合性媒體宣導策略，依不同目標對象設計結合

不同資源媒體，傳遞正確觀念。 

(二) 社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照據點、樂齡學習中心、村鄰

里聯繫管道（如:LINE社群）、廟宇廣場、社區藥局等:

協請地方政府衛生局分別就不同衛教主軸設定之目標對

象，轉知本年度衛教宣導主軸內容，供各中心、據點、職

場、監所等場所或與村里長合作辦理相關衛教線上或實體

活動參考，並協助發放及張貼宣導製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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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機構、醫藥衛生團體 

1. 本部醫院:請各醫院相關醫療專科於民眾看診時衛教

民眾相關訊息，如:牙周病徵狀認識、正確潔牙方式、

C型肝炎篩檢及治療之重要性、高齡營養等衛教宣

導；候診間播放衛教宣導影片及張貼宣導製作物海

報。 

2. 醫療院所:結合地方政府衛生局、醫師、牙醫師、營養

師、藥師公會、醫學會等辦理衛教宣導實體或線上活

動，如:認識C型肝炎傳染途徑及防治、牙周病預防、

我的健康餐盤等保健課程等。 

(四) 學校 

1. 健康促進學校:將相關主軸主要宣導內容，協請併入健

康促進學校推動。 

2. 教材:運用本部製作之素材，依不同年齡層對象，適時

提供須注意之訊息。 

3. 師資培訓:結合教育部辦理相關研習營，請本部及所屬

機關主軸單位至現場說明宣導重點，請該等人員於校

園中協助宣導。 

三、 結合地方衛生機關共同推動 

(一) 透過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聯繫會議，進行縣市衛生局長之政

策溝通，請地方衛生機關加強辦理年度衛生教育主軸宣導

計畫。 

(二) 將各地方衛生機關之年度衛生教育主軸推動成果，納入中

央對地方衛生機關獎評參考之依據。 

四、 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 

(一) 教育部: 

1. 協請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學校衛生相關活動

時，將本部主軸合適之議題納入，包括:衛生保健組長

工作研習會、護理工作研習、健康促進學校、健康促

進研習會（家長會長）等。 

2. 協請各級學校協助宣導本部衛生教育主軸內容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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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訊息，如:電子布告欄、張貼海報、跑馬燈等。 

3. 透過校園健康筆記，搭配重要節日於合適之月份露出

衛教主軸重點宣導內容，提醒民眾需注意之事項。 

(二) 透過跨部會溝通，協調各部會合作，共同推動、宣導業務

相關之訊息，以確保民眾健康。 

五、 評估並檢討調整宣導策略 

辦理全國性民意調查，以了解民眾對於年度衛生教育主

軸議題相關內容之認知度、滿意度並據以檢討未來政策之推

動及宣導內容。 

捌、 衛生教育主軸宣導內容 

一、 牙周病預防 

(一) 目標族群： 

1. 13歲以上民眾。 

2. 高風險族群（如：抽菸者、懷孕婦女、全身系統性疾

病患者、特殊需求者）。 

3. 安養機構之住民、工作人員及其家屬。 

(二) 宣導重點 

1. 宣導正確的潔牙方法（如貝氏刷牙法、使用牙線或牙

間刷），呼籲民眾定期接受口腔檢查及接受專業淺部

牙結石清除。 

2. 辨認牙周病症狀，了解牙周病導致之全身性危害；如

有症狀，務必及早就醫。 

二、 C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一) 目標族群： 

1. 45-79歲的就醫民眾。 

2. C肝高風險族群。 

(二) 宣導重點： 

1. 強化醫院端就醫民眾對感染 C 肝之風險認知及糖尿

病、慢性腎臟病、末期腎臟病前期、心血管疾病、類

風濕性關節炎、性病等和 C 肝共病對身體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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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多C肝感染者沒有症狀，需透過篩檢才能知道，故

強調C肝篩檢之重要性，並宣導政府提供終身一次免

費C肝篩檢之訊息。 

3. C肝抗體陽性者，應進一步接受C肝病毒檢測，以進一

步接受治療，並宣導政府提供口服治療藥物健保給付

之誘因。 

4. 針對高風險族群，宣導避免穿耳洞、刺青、不安全性

行為、共用針頭等高風險行為；C肝可治癒，但治癒

後如有高風險行為則可能再感染等資訊。 

三、 預防衰弱-高齡營養及長者健康促進 

(一) 目標族群： 

1. 65歲以上高齡長者。 

2. 55歲以上原住民。 

3. 相關餐飲業者及備餐人員。 

(二) 宣導重點： 

1. 提升高齡長者對「我的餐盤」健康均衡飲食的認知，

及「吃得下、吃得夠、吃得對、吃得巧」之三好一巧

飲食原則，進而落實健康促進及健康均衡飲食之生活

型態。 

2. 宣導質地調整飲食概念，並供應符合均衡飲食、質地

軟硬度適當的餐點。 

玖、 執行單位 

本部綜合規劃司、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本部國民健康署、

本部國家消除 C 肝辦公室。 

拾、地方政府衛生局協助事項 

一、 牙周病預防 

(一) 就宣導目標對象及宣導重點，建立因地制宜之口腔衛生保

健計畫，並結合專業團隊資源，於學校、職場、醫院、牙

醫診所、社區及安養機構等場域推廣正確的口腔衛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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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並提醒民眾健保給付 13 歲以上民眾每半年一次全口

牙結石清除，以提升民眾定期口腔檢查及清除牙結石之行

動力。 

(二) 利用本部製作相關素材，運用於牙醫診所、學校、長照安

養機構、樂齡活動中心、職場或因應疫情辦理之相關線上

宣導等活動場域。 

二、 C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一) 協助本部發放或轉知轄區醫療院所、各級學校及監所C肝

宣導之相關素材。 

(二) 結合上述場所辦理相關實體或線上活動，尤請醫療院所加

強宣導C肝篩檢之重要性、政府目前提供之服務及健保給

付資訊，提升民眾篩檢及治療之意願。 

三、 預防衰弱-高齡營養及長者健康促進 

結合衛政、社政、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學校、社區等各

類資源，發展各式宣導素材，提供社區長者營養照護服務，

並加強運用社區地方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等相關服務資源，

及各媒體通路或實體活動管道，宣導高齡營養訊息與配合發

放文宣素材，以提升健康均衡飲食之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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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1 年度衛教主軸宣導計畫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主題 目標對象 預計執行方式 宣導重點 預期效益 

牙周病預

防 

一、 13 歲以上

民眾。 

二、 高風險族

群（如：抽

菸者、懷孕

婦女、全身

系 統 性 疾

病患者、特

殊 需 求

者）。 

三、 安養機構

之住民、工

作 人 員 及

其家屬。 

一、 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宣 

導，如電視廣告、電台 

廣播託播、公共場所燈 

箱、捷運車廂、公車車 

體廣告、新媒體投放等 

方式，強化牙周病預防

資訊。 

二、 提供本部製作素材予

地方衛生局，請結合學

校、職場、牙醫診所、

社區及長照安養機構

等合適場域，分別就一

般民眾或高風險族群

宣導正確潔牙方式或

牙周病症狀之認知。 

一、 宣導正確的潔牙方法(如貝

氏刷牙法、使用牙線或牙間

刷)，呼籲民眾定期接受口腔

檢查及接受專業淺部牙結石

清除。 

二、 辨認牙周病症狀，了解牙周

病導致之全身性危害，如有

症狀，應及早就醫。 

 

一、 過程評價：各項宣導

方式加總達 100 萬次

觸及人次。 

二、 成效評價：13歲以上

民眾，知道健保提供

牙結石清除政策比例

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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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衛教主軸宣導計畫表-國家 C 肝消除辦公室 

主題 目標對象 預計執行方式 宣導重點 預期效益 

C 肝篩檢

與防治 

一、 45-79 歲的

就醫民眾。 

二、 C 肝高風

險族群。 

一、 醫療院所內 

(一) 媒材：數位及平面之

海報、影片、指引小

卡等。 

(二) 通路：醫療院所櫃

檯、跑馬燈及電視牆

等。 

二、 高風險行為者 (穿耳

洞、刺青、不安全性行

為、共用針頭等)。 

(一) 媒材：數位及平面 

之海報與圖卡、影 

片、網路新媒體等。 

(二) 通路：經由衛生局發

放至監所、校園及醫

療院所；並運用

一、 強化醫院端就醫民眾對感 

染 C 肝之風險認知及糖尿 

病、慢性腎臟病、末期腎 

臟病前期、心血管疾病、 

類風濕性關節炎、性病等 

和 C 肝共病對身體的危 

害。 

二、 大多 C 肝感染者沒有症

狀，需透過篩檢才能知

道，故強調 C 肝篩檢之重

要性，並宣導政府提供終

身一次免費 C 肝篩檢之訊

息。 

三、 C 肝抗體陽性者，應進一

步接受 C 肝病毒檢測，以

進一步接受治療，並宣導

政府提供口服治療藥物健

一、 製作醫療院所內及高風

險族群相關素材至少各

3 式，各項宣導方式加總

之點擊率至少 100 萬人

次。 

二、 提升篩檢率及治療率為

110 年之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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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目標對象 預計執行方式 宣導重點 預期效益 

NGO、本部疾管署、

心口司等現有計畫

通路、網路交友軟

體、網路新媒體等管

道，觸及相關族群。 

保給付之誘因。 

四、 針對高風險族群，宣導避

免穿耳洞、刺青、不安全

性行為、共用針頭等高風

險行為；C 肝可治癒但治

癒後，如有高風險行為則

可能再感染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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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衛教主軸宣導計畫表-國民健康署 

主題 目標族群 預計執行方式 宣導重點 預期效益 

預防衰弱-

高齡營養

及長者健

康促進 

一、 65 歲以上

高齡長者。 

二、 55 歲以上

原住民。 

三、 相關餐飲

業 者 及 備

餐人員。 

一、 結合地方政府衛生局於

不同場域宣導主軸重點

概念，以傳遞正確訊息予

目標族群。 

二、 發展符合目標族群之各

式文宣素材、規劃各媒體

通路及實體活動，宣傳正

確觀念及所提供之各項

服務措施，以協助民眾建

立健康促進及健康均衡

飲食之生活型態。 

(一) 跑馬燈：透過中央及地

方相關單位跑馬燈，刊

登相關訊息，並請教育

機關、醫療院所協助共

同播放。 

一、 提升高齡長者對「我的

餐盤」健康均衡飲食的

認知，及「吃得下、吃

得夠、吃得對、吃得巧」

之三好一巧飲食原則，

進而落實健康促進及健

康均衡飲食之生活型

態。 

二、 宣導質地調整飲食概

念，並供應符合均衡飲

食、質地軟硬度適當的

餐點。 
 

一、 過程指標： 

(一) 輔導社區長者共餐據點

或餐飲業者提供高齡友

善健康飲食達 400 家以

上。 

(二) 辦理社區長者團體營養

教育達 800 場以上(視疫

情狀況，可採線上或其

他替代方式辦理)。 

(三) 多元媒體宣導質地調整

飲食概念，透過網路平

台、社群媒體、廣播、

戶外媒體等通路觸及

100 萬人次以上，並製作

宣導素材至少 2 款。 

(四) 健康均衡營養或質地調 



14 
 

(二) 網路及社群平台：將導

重要內容(教材、數位

媒體影片等)置於官方

網站、Facebook、

Youtube 頻道或 LINE

官方帳號，共同宣導。

亦可搭配相關新興媒

體、異業合作，共同推

播，觸及更多目標族

群。 

(三) 廣播電視：利用電視台

節目專訪、廣播電台等

播放宣導素材。 

(四) 電子報：透過現有相關

健康電子報或搭配媒

體行銷規劃之電子

報，向民眾傳遞宣導內

容及活動訊息。 

(五) 平面媒體：透過相關主

整飲食倡議活動1場。 

二、 成效指標： 

(一) 全國村里營養教育宣導

活動涵蓋率達 20% 

(二) 民眾對於「我的餐盤」

健康均衡飲食圖像與口

訣認知調查>32%，並了

解「三好一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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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類別之報章雜誌等

刊登宣導主軸內容及

活動訊息。 

(六) 其他：新聞稿、記者

會、展覽等。 

(七) 跨單位合作，共同於地

方推動:中央部會、縣

市衛生局所、醫事機

構、民間團體等。 

(八) 民眾對於「我的餐盤」

均衡飲食圖像與口訣

認知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