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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 年臺灣出現首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疾病的疑似案例， 2020年臺灣出現類同 SARS疾病的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簡稱 COVID-19）的確診者，同時

全球圖書館因 COVID-19疫情不斷，互相分享抗疫思維及創新服務。因此筆者期望

以圖書館服務的調整、閱覽與推廣服務、防疫內容為討論重點，觀察國內及國外

圖書館疫情期間的服務實例，做為未來館內活動及服務規劃之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使讀者

在服務調整期間亦能享受原有服務品質，舉辦線上講座、提供館藏遞送服務、加

強推廣數位資源。國外圖書館則典藏疫情期間的相關資源、支援生活困難的民眾，

以及鼓勵年輕人教導年長者使用數位工具。另國內外圖書館的防疫方式皆含配戴

口罩、洗手、測量體溫、定期清潔館內空間及設備，而消毒圖書或許可防止病毒

傳播，但可能使圖書受損。國內圖書館或許可參考國外圖書館的創新服務，滿足

較多讀者需求，亦可將國內圖書館服務措施集結於同一網站中，互相分享疫情期

間的重要服務。 

 

【Abstract】 

The first case of SARS had appeared in Taiwan in 2003. Libraries have shared 

thinking for innovative services since COVID-19 invaded Taiwan in 2020. Through 

reviewing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library service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The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Taipei Public Library provided online lectures, book delivery 

services and digital resources. Foreign libraries collected COVID -19 resources, 

supported people who need help and encouraged young people to help senior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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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include when and where to 

wear a mask, wash hand, measure body temperature and clean environment. Cleaning 

and disinfecting materials can als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but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methods are likely to cause damage to collections.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as follows: Refer to foreign libraries’ innovation services and establish 

a website for library services dur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Taiwan. 

關鍵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圖書館服務 

Keywords: SARS, COVID-19, Libr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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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 年 12 月中國湖北武漢市所爆發的 COVID-19 疾病已使全球必須面對相

應而來的染疫災情，截至 2021 年 10 月 28 日，COVID-19 全球疫情地圖資料顯示

確診人數已達 245,530,564 人，死亡率約百分之二，以美國（45,826,098；

18.7%）、印度（34,246,157；13.9%）、巴西（21,781,436；8.9%）的確診數

最多，同時亦為死亡數最多的國家（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c），在社群

媒體中更開啟 COVID-19 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人類所創造出的生化武器等諸

多討論。回顧 2002 年 11 月中國廣東省發生 SARS 疫情，經由染病者傳播病毒至

下榻旅館的各國遊客，並以九個月的時間，使全球產生 8,096件確診案例，達到

近一成的致死率，使人民直撲死亡恐懼中，當時主要流行國家為東方國家，其

中包含中國（5,327；65.8%）、香港（1,755；21.7%）、臺灣（346；4.3%）、

新加坡（238；2.9%），西方國家則以加拿大（251；3.1%）確診比率最高（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8；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兩者相比，COVID-19 疾病的致死率下降，傳染性卻提高，導致各國開始注

意隨之而來的經濟、人民健康問題，亦由於此次全球深受疫情影響甚深、恰逢

網路普及世代，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更為此創建「新冠病毒和全球圖

書館界」網頁，集結各國圖書館面臨 COVID-19 疫情時的因應措施。筆者思索國

內圖書館在面臨疫情時，如何規劃相關活動及執行公務，國際間所提供的服務

是否又與國內不同，因此本研究選擇蒐集在服務公眾方面，肩負圖書館界領頭

羊──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所公告的服務訊息、

相關文獻，以及觀察「新冠病毒和全球圖書館界」網頁出現的國外圖書館案例，

以供各圖書館再次面臨疫情時的服務參考。 

貳、SARS與 COVID-19疾病 

衛生福利部（前身為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3年、2020年公告 SARS、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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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疾病列第一類及第五類傳染病，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所述第一類為高危害風險

疾病，第五類則係對民眾健康造成危害的新興傳染病（衛生福利部，2019；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無日期 a，無日期 b），兩者皆為經由接觸及飛沫傳染冠

狀病毒所引發的疾病，症狀包含發燒、咳嗽、倦怠、呼吸急促、肌肉痛、頭痛、

腹瀉，另 COVID-19 疾病近期發現有嗅味覺異常以及嚴重肺炎的問題。以潛伏期

及可傳染期而言，SARS疾病最多達 10天，無發燒症狀就無傳染性；COVID-19疾

病達 14 天，未發病前仍可能傳播病毒。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及預防方式為

避免出入人潮眾多或不通風的場所，以及維持良好衛生習慣，否則可能導致感

染風險提高。然為因應傳染力較高且無法單以發燒做為傳染基準的 COVID-19，

比起舊時呼籲民眾維持測量體溫的習慣、發燒超過攝氏 38 度要戴口罩等預防感

染的措施，更強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須配戴口罩，全程保護自身與他人安全，

以及推廣施打 COVID-19 疫苗，加強自身防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8，

2020）。 

叁、圖書館服務的調整 

為杜絕 SARS與 COVID-19疾病的接觸及群聚感染，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皆會因應疫情變化決定調整服務措施，其包含停止

研究小間、團體討論室、會議廳等場地租借或部分區域暫停開放、停止團體導

覽服務、停止或延緩講座、展演活動（林淑娟，2003；俞小明，2003；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2021c；國家圖書館，2020a，2020b，2020c；粘玉鈴，無日期；

葉奕辰，2021；劉水抱，2003）。其中 COVID-19 時期恰逢新興社群媒體的盛行，

部分講座或展演活動經評估後便改以線上直播或預錄活動影片的方式維持原有

服務（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d；國家圖書館，2021c；臺北市立圖書館，

2021e），亦因恰逢網路世代，當館舍不開放參觀時，民眾亦能透過館方自建的

線上環景系統或官網的精美圖文替代各樓層空間設施的導覽服務（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無日期；國家圖書館，2019；臺北市立圖書館，2021f）。 另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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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疾病當初主要流行於部分東方國家，因此未見類似集結全球圖書館抗疫思

維的「新冠病毒和全球圖書館界」網頁。亦因 COVID-19 疾病影響全球範圍之廣，

各國圖書館更願意分享如何於疫情期間提供服務的方法，從「新冠病毒和全球

圖書館界」的網頁中可發現國外圖書館的服務調整方式並無不同，亦依據疫情

程度，決定開閉館、限制使用區域、重新策畫講座活動，或者修改平日的管理

方式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20)。 

除前述提及的服務調整外，做為圖書館根基的館藏資源如何於疫情期間供

應的問題亦為一大重點，尤其 COVID-19 時期全國圖書館一度同時關閉更顯此議

題之重要性。國家圖書館做為法定送存單位，雖然從未提供圖書外借服務，卻

係莘莘學子獲取全國書刊及博碩士論文的典藏機構，讀者無法入館期間推出期

刊文章及博碩士論文的複印資料宅配到府或到圖書館特定窗口取件的服務（國

家圖書館，2020c）。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則面臨常規性的借

還書問題，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雙北地區進入第三級警

戒，必須關閉雙北地區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即對外公告停止預約取書服務、

順延預約取書與還書的期限、以原有的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還書箱、超商

還書服務替代臨櫃接觸（臺北市立圖書館服務「讚」，2021 年 5 月 15 日；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d）。國外圖書館亦提供不須面對面的借還書服務，希

臘韋里亞中央公共圖書館（Veria Central Public Library）即與 ACS快遞公司

（ACS Courier）合作，強調免付費送書到家服務 (Veria Central Public 

Library, 2020)。當 2021年 5月 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提升為全國疫

情警戒，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亦全面閉館，所施行政策與臺北市立圖書館並無

異（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年 6月 23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e）。

2021 年 7 月 8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7 月 13 日起適度鬆綁部分措施，臺

北市政府與臺中市政府即公告 7 月 13 日起圖書館設置臨時服務臺或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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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者不入館方式維持借還書服務（朱明珠，2021；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媒體事

務組，202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b）。2021 年 7 月 23 日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將疫情警戒調整至二級，要求公共場所室內維持 1.5公尺社交距離、

每 2.25 平方公尺內以 1 人為上限的人流管控、配戴口罩、實名制。臺北市立圖

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各別於 8 月 1 日及 7 月 27 日部分區域開放入館借還

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b；臺北市立圖書館，2021b；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2021a）。另關於居家檢疫與隔離者的借還書問題亦依個案辦理逾期天

數、次數減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a；臺北市立圖書館，2020 年 4 月）。 

國內圖書館主要以調整原有服務為主，國外圖書館除發展既有服務外，亦

支援因疫情失業或者無法獲得資源的民眾需求。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

內 26 間圖書館，提供民眾就業支援申請表，民眾將申請表放入密封的信封投入

還書箱內，即會送至補助機構 (Batchelor, 2020)。希臘利瓦迪亞中央公共圖書

館（Levadia Central Public Library）則提供求職履歷的編修建議 (Levadia 

Central Public Library, 2020)。而疫情的延續導致運動中心、地下街、廟宇、

公園等公共場所持續關閉，使無家者或弱勢族群，缺乏洗漱、便溺、飲水的生

活場域。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帕薩迪納公共圖書館（South Pasadena Public 

Library）在得知 2020 年 3 月 16 日將對民眾關閉圖書館時，立即意識到無法使

用館內廁所將成為部分民眾的問題，便決定在館外所附設的停車場安裝無障礙

廁所及洗手臺(Khubesrian, 2020, May 4)。而在必須維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

庇護所的容留人數變得更少，或許可能使無家者失去以往習慣獲得的服務，甚

至由於長期暴露在危險環境下，更容易染病，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公共圖書館

（Spokane Public Library）將主要樓層改造成臨時庇護所，並由兩位管理安全

的警察每小時對圖書館進行監控與檢查(Shanks, 2020, March 30)。 

由於疫情導致部分企業、小規模公司或店家經營不易而裁員、減薪或放無

薪假，增生更多為餐食煩惱的弱勢勞工。為解決這類群體的生活需求，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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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多倫多公共圖書館（Toronto Public Library）與北約克收成食物銀行

（North York Harvest Food Bank）、日糧食物銀行（Daily Bread Food Bank），

以及剩食救援組織（Second Harvest）合作，在九間分館增設食物銀行的服務

據點，儘可能協助弱勢族群能獲得生活所必需的糧食 (Toronto Public Library, 

2020)。而口罩因疫情爆發導致短缺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公共圖書館

（Oakland Public library）在閉館期間，反而邀請民眾捐贈未使用且密封的口

罩，投入還書箱，若捐贈數量較大，便透過電子郵件討論交付方式 (Oakland 

Public Library, 2020, March 24)。 

肆、閱覽與推廣服務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皆於疫情期間加強推

廣館內資源，國家圖書館的既有方式主要係在 SARS與 COVID-19時期舉辦主題書

展及建置專題網站（俞小明，2003；國家圖書館，2021b）。國家圖書館深感

SARS 的殺傷力及抗疫資訊對民眾、醫護人員、患者所造成的恐慌，於是希望透

過書目療法舒緩民眾心理壓力，2003 年 5 月 3 日便建置「SARS 心靈補給站」，

提供 SARS 疫情資訊、宗教團體心靈成長刊物、心理健康網站及部分經作者或出

版社授權的有益文章（陳立原，2003）。COVID-19 時期，國家圖書館則將以往

所開發的「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臺灣記憶展覽」、「國家

圖書館遠距學園」、「國家圖書館閱讀教育推廣計畫主題網站」、「國圖到你

家數位頻道」等電子書及電子資源整合為「同心防疫不鬆懈 國圖給力不停歇」

單一網站（https://isp.ncl.edu.tw/site-readingispower），期望民眾能抒

發自身壓力以及避免疫情期間學習中斷（國家圖書館，2021b）。 

有別於國家圖書館主要以分享館內學習主題的電子資源，國外圖書館則嘗

試將疫情期間的文化保存定位充分發揮。美國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格林縣圖

書館（Springfield-Greene County Library District）除典藏 19至 20世紀與

奧扎克相關企業、當地政府、社區及都市發展的照片、手稿、文件、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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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錄音檔案，建置「地方史數位檔案館（ Local History Digital 

Archive）」外 (Springfield-Greene County Library District, n.d.)，更於

疫情期間創建 COVID-19時期的奧扎克歷史檔案夾（Enduring COVID-19 in the 

Ozarks），鼓勵當地居民提供相關照片，期望能透過照片記錄疫情期間的歷史

事件 (Karnes, 2020)。西班牙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則決定在 2009 年啟動的「西班牙網際網路檔案館（Archivo de la Web 

Española）」計畫中，新增 COVID-19 疾病相關的資訊網站內容。此計畫使用丹

麥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Denmark）所設計的 NAS 資源保存工具

（ NetarchiveSuite），結合非營利組織「網際網路檔案館（ Internet 

Archive）」所創建的網路機器人（Heritrix robot），用以抓取並保存事先挑

選的網頁內容，除受限於智慧財產權問題，查閱相關資訊網站時必須在西班牙

國家圖書館閱讀外，民眾皆可自行查閱所存網頁內容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n.d. ; Consejo de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2020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除照常推廣紙本圖書閱讀行為，另

為避免讀者於服務調整期間無法取得紙本圖書，亦積極推廣數位閱讀。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因應疫情以及世界閱讀日的到來，將各領域職人所推薦的實體書

裝入閱讀書袋，推出「職人書包袋著走」，並特別於書袋放置網路書店折價券

及電子書優惠碼，供民眾借閱（洪敦明，無日期）。臺北市立圖書館則推出電

子書選物店服務，定期於臺北市立圖書館服務『讚』Facebook 粉絲團分享各種

主題的電子書，並於每週推薦一本兒童電子書，舉辦有獎徵答活動，以及正式

上線 PODCAST閱讀節目「熟讀深思」開箱好書 （臺北市立圖書館，2021c）。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甚至同時辦理電子書借閱抽獎活動，並且

調整電子書的借閱冊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d；臺北市立圖書館，

2021d ，2021e）。 

不論從國內或國外圖書館的案例中，皆可發現 COVID-19 疫情突顯圖書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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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轉型的重要性，然而從圖書館電子資訊聯盟（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所徵集發展中國家或正處於經濟轉型國家的創新服務計畫中，發現

圖書館在發展數位服務時亦不能遺忘仍有部分年長者或弱勢群體不擅於使用網

路服務。秘魯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 del Perú）即為年長者、閱讀

困難或行動不便讀者提供電話諮詢與閱讀服務，其運作模式由館員及自願者根

據讀者需求，透過通話方式，提供文學作品、報紙、雜誌或網頁等不同主題資

料 的 讀 字 服 務 (Biblioteca Nacional del Perú, n.d. ;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 n.d.a)。南非約翰內斯堡市內的公共圖書館則共

同經營 Facebook 粉絲團，做為圖書館活動與服務交流的管道，疫情期間邀請各

圖書館館員製作各種知識主題影片，解決讀者無法入館獲取知識的困擾，其中

所舉辦的年長者數位技能競賽（Digital Skills for Senior Citizens），邀請

年輕人透過拍攝影片，展示他們教導年長者使用數位工具，並將獲獎影片發佈

到 Facebook 粉絲團，做為其他年輕人的最佳實務訓練範例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 n.d.b)，藉此使年長者學習數位資源，亦使觀看

影片的年輕人能習得教導年長者的技巧。 

此外，為使讀者仍可在疫情期間學習使用館內資源或服務的方法，臺北市

立圖書館嘗試以解謎遊戲的方式，引導民眾使用各個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

借閱指定圖書，僅需掃描書中 QR code，取得故事提示，並將線索湊齊後，即贈

送小禮物（林佳穎、林佳宗，2021）。而國外圖書館亦試圖使用現有的線上工

具資源，引導讀者學習索書號的分類、各種參考工具的使用或模擬原有圖書館

服務的樣貌，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彼得斯鎮公共圖書館（Peters Township 

Public Library）所設計的哈利波特主題密室逃脫遊戲（Hogwarts Digital 

Escape Room）可見，其透過 Google表單的問卷功能，結合館方所使用圖書分類

法、地圖、維基百科做為線索，促使讀者學習資源的運用 (Krawiec, n.d.)。而

美國俄亥俄州萊克伍德市的羅斯福小學（Roosevelt Elementary School）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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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oogle 簡報創建常用網路資源、借閱需求的提調服務、線上說故事影片等超

連結目錄，將多頁簡報整合成虛擬圖書館的基底內容，期望使圖書館在疫情期

間維持存在感 (Benson, 2020, September 11 ; Roosevelt library, n.d.)。 

伍、防疫內容 

為提供民眾安全無虞的閱讀空間以及服務不中斷的營運環境，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不論 SARS與 COVID-19時期皆組成防疫小

組，召集各單位幹部，討論如何向讀者宣導防疫規則與服務新訊、阻斷傳播途

徑的防疫措施、清潔環境中的感染源，並依所屬職責分工（林淑娟，2003；俞

小明，2003；國家圖書館，2020c；粘玉鈴，無日期；劉水抱，2003）。讀者宣

導方面，在 SARS 時期，圖書館以文字、口頭、各式媒體宣導入館須配合的防疫

措施，國家圖書館在館舍入口處張貼海報、館內定時廣播、在官網及跑馬燈公

告相關入館規定，並另建「SARS 心靈補給站」提供疫情資訊的相關連結、心理

健康網站（俞小明，2003）。臺北市立圖書館亦同樣採取張貼海報及定時廣播

宣導防疫規定（林淑娟，2003）。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則直接在官網提供 SARS

資訊的相關連結，並將防疫宣導資料呈現在館舍入口處的電子看板上（劉水抱，

2003）。COVID-19 時期則新增 Facebook 粉絲頁、LINE 群組等社群媒體，一同

宣導防疫資訊。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 Facebook

粉絲頁的防疫資訊皆以入館措施或推廣活動的參與限制為主。其中，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更於 Facebook 粉絲頁不定期加入政府防疫宣傳影片，使讀者適時掌

握較新的衛教知識（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21d；國家圖書館，2021a；臺北

市立圖書館服務「讚」，2021e）。此外，臺北市立圖書館常年發行的「市圖之

窗」除公告總館、分館及閱覽室的活動資訊、書籍及電影推介，亦成為館內防

疫措施的文宣品（臺北市立圖書館，2021a）。 

SARS 及 COVID-19 疾病皆經由接觸及飛沫傳染冠狀病毒而引發疾病，若欲降

低感染風險，可阻斷傳播途徑或者清除感染源。1983 年世界衛生組織曾發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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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進入設置空調系統的建築物時，由於室內建材、通風規劃、移入設備等所

形成的汙染物，引發室內環境汙染，造成使用建物者出現眼睛、鼻子、喉嚨、

皮膚、頭部、鼻子等部位不適的症狀，此現象稱為「病態建築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財團法人臺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無日期）。圖書館

做為設有空調的公共場所，其汙染源的種類不亞於普通建物，包含攜帶病菌入

館的讀者所引發的空氣汙染、讀者重複使用公用設備及設施的汙染、書籍加工、

流通及典藏期間所產生的汙染（何作順，2006）。為防範病毒於圖書館內傳播，

國內圖書館所採行的防疫措施與國外圖書館無太大差異，大抵如下：由於口罩

可以降低病毒傳播的數量，不論 SARS或 COVID-19時期，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皆規定館員與民眾入館必須配戴口罩，而手部衛

生亦是預防感染的重要防線，因此提供民眾乾洗手、潔手露或酒精消毒雙手。

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提出 SARS 病患發燒時會將疾病傳染給他人，因此測量體溫成

為初步排除 SARS 病患的方式。直到新興疾病 COVID-19 出現，才瞭解 COVID-19

與 SARS 疾病不同，COVID-19 患者未發病前傳染他人的可能性較高。不過體溫過

高仍可做為患病標準，因此仍持續量測館員與民眾的體溫，避免疑似病例入館。

另憑藉過往經驗，三間圖書館更仔細規劃檢測體溫的動線，亦在服務臺或電梯

內外張貼社交距離地板貼紙，指引民眾保持距離，並配合政府施行實名制及黏

貼體溫檢測合格的貼紙。而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更額外購買紅外

線熱像體溫感測儀，降低館員與民眾在測量體溫時的接觸機會（林淑娟，2003；

俞小明，2003；國家圖書館，2020c；粘玉鈴，無日期；葉奕辰，2021；劉水抱，

2003）。COVID-19 時期因應學生或民眾自主閱讀的需求，國家圖書館、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皆適度調整閱覽區、自修室等區域的座位數量

及間隔距離，施行梅花座，其中國家圖書館更在閱覽桌間黏貼 PVC塑膠布。另由

於自修室為讀者密集使用區域，因此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皆強調

其加裝透明隔板（國家圖書館，2020c；粘玉鈴，無日期；臺北市立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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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2020 年 1 月 27 日，2021 年 7 月 25 日）。為降低同業務性質的館員群

聚感染，導致無法維持圖書館的基本營運，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亦規劃分區或居家辦公的模式（國家圖書館，2020c；粘玉鈴，無日期）。 

清潔環境感染源方面，在 SARS 時期，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

臺北市立圖書館定期以漂白水、稀釋酒精消毒館舍、辦公區、廁所，亦重點擦

拭讀者常使用的公共設施，以達到殺菌效果（林淑娟，2003；俞小明，2003；

劉水抱，2003）。或許係由於漂白水雖然便宜又做為強而有效的清潔劑，卻可

能刺激人體黏膜、皮膚及呼吸道，而奈米光觸媒對人體較無害且殺菌效果較好，

國家圖書館特別選擇奈米光觸媒拭劑擦拭電腦鍵盤，並將電梯部分燈管換裝奈

米光觸媒燈管（俞小明，2003）。在 COVID-19 時期，三間圖書館亦表示有定期

消毒清潔公共設施，提供民眾安全的閱覽空間，其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使用

次氯酸水消毒周邊環境，並將電梯按鈕貼覆病毒僅能殘存四小時的銅箔並定時

消毒（粘玉鈴，無日期）。關於使用何種消毒劑可有效滅菌的問題，美國國家

環境保護局（United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 EPA）提

供經檢測後認證有效幫助減少 COVID-19 病毒傳播的消毒劑清單，另提及若無法

取得前述消毒劑，可以家用漂白水稀釋使用(United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20)。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則未強調使用何種品牌的清潔產品滅菌效

果最好，只要使用含有肥皂或洗潔劑的產品每天一次清潔物品表面，即可降低

感染風險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1) 。 

另為免流通圖書成為傳染病毒媒介，消毒圖書工作亦被認為係防疫的一環，

美國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簡稱 OCLC）、

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簡

稱 IMLS）以及巴特爾公司（Battelle）所合作的研究項目「重啟檔案室、圖書

館、博物館研究計畫（REopening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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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M）」中，為降低讀者使用相關服務時所導致的病毒傳播，因而檢測 COVID-

19 病毒能在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其發現若將平裝書及精裝書疊放，病毒仍可

存活 6 至 10 天，若不疊放，病毒於平裝書及精裝書封面則存活 1 天。而未攤開

圖書的內頁，病毒可存活多達 3 天(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Battelle,  n.d.)。近期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強調會使用移動式紫外線殺菌機消毒後再上架，而 SARS 時期臺北

市立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會先將歸還圖書消毒並放置二十四小時後才

上架（林淑娟，2003；粘玉鈴，無日期；劉水抱，2003）。實際上美國東北地

區文檔保存實驗室（Northeast Document Conservation Center，簡稱 NEDCC）

不建議對館內藏品進行消毒或清潔，因為消毒或清潔劑的化學物質可能會導致

紙張脆化，亦不建議將紫外線照射做為消毒方式，因為紫外線會導致圖書材料

褪色、變色、脆化及加速老化，然而若是做為消毒耳機、筆電等非典藏品的消

毒方式是合適的。因此建議依據藏品材質進行隔離作業，若無法提供專用隔離

場所，則可將藏品放在未完全密封的袋子或箱子 (Northeast Document 

Conservation Center, 2021)。 

陸、結論 

本文以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等三間國內圖

書館，以及「新冠病毒和全球圖書館界」網頁出現的國外圖書館案例做為研究

對象，觀察疫情期間所執行的服務措施。從圖書館服務的調整中，發現國內外

圖書館皆依據疫情情勢，善用社群媒體及網路技術改變原有服務的形式，亦嘗

試使用超商、快遞服務寄送圖書，然而國外圖書館與國內圖書館不同之處在於

其行有餘力之間，提供求職、生活相關的履歷編修建議、戶外公廁及洗手臺、

庇護所、食物銀行據點等服務。 

在閱覽與推廣服務方面，則可發現國家圖書館較常以主題書展及專題網站

做為推廣資源的方式，國外圖書館則加強文化保存的角色，蒐集 COVID-19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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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資源及記錄疫情期間的生活歷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

館則積極推廣數位資源，祭出電子書優惠碼、舉辦各種主題電子書的有獎徵答

活動，甚至辦理電子書借閱抽獎活動，調整電子書借閱冊數。而國外圖書館發

現疫情期間，不會使用網路服務的年長者的需求，因而提供透過電話為年長者

閱讀的讀字服務以及在圖書館 Facebook 粉絲團展示年輕人如何教導年長者使用

數位技能的方式。此外，臺北市立圖書館試圖在疫情期間透過解謎遊戲方式，

教導讀者使用各地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國外圖書館同樣亦使用現有的線上

工具，引導讀者學習圖書館相關知識。 

在防疫內容方面，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善

用新興媒體宣傳抗疫資訊，其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輔以政府防疫宣導影片，

產生衛教功效。圖書館做為病態建築場所之一，所引發的空氣汙染、共用設備

及設施汙染、書籍加工、流通及典藏汙染，需透過配戴口罩、洗手、測量體溫、

與人保持適當距離、定期消毒清潔公共設施，或許才可降低感染風險。關於圖

書館是否需要將圖書消毒作為防疫工作之一，美國東北地區文檔保存試驗室較

建議採用圖書隔離方式，較不影響圖書材質。 

從國外圖書館的案例中可發現許多可借鏡之處，或許國內圖書館能在人力、

時間與經費等條件許可下加入現有服務，滿足各類型的讀者需求，亦可嘗試將

國內各類型圖書館的服務措施集結於單一網站中，以便國內圖書館能從彼此經

驗中汲取各種創新思維。另本文不足之處在於僅透過各圖書館公告及相關文獻

得知其所提供之服務，是否有缺漏，僅能待其他研究者補足，且 SARS 時期主要

參考當時各圖書館在期刊文章所提及的資料，無法使讀者全面瞭解當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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