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18/19 號  

(供 2019 年 1 月 24 日第 19 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第十九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文簡

稱「食環會」 )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九次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

有關該會議之討論詳情，請參閱稍後經食環會通過的會議記錄，並以該會

議記錄為準。  

 

要求加強疫苗抽檢機制  

 

2.  委員指台灣發現一批四價流感疫苗含有白色懸浮物，需要全數查封，

而生產該批疫苗的藥廠亦證實同一批次的疫苗已進入本港，總數為十七萬

五千劑。根據衞生署統計，當中有七萬五千劑同批次的疫苗經已使用。雖

然署方表示仍未收到任何因接受疫苗而產生不良反應的報告，惟委員希望

署方加強追蹤已接種有問題批次的流感疫苗的人士，待藥廠檢驗完成後可

通知該批人士，並安排補打疫苗。此外，署方應加強宣傳，避免引起不必

要的恐慌。另外，委員亦希望署方可從今次事件檢討，加強未來抽驗疫苗

的工作，以確保疫苗效用及安全。  

 

3.  署方表示在接獲涉及受影響批次的流感疫苗進口本港的報告後，已迅

速回應和作出調查。至今署方沒有收到證實與接種有關批次疫苗而引起不

良反應的報告。署方亦隨機抽檢約 2 100 支相關流感疫苗樣本，當中包括

約 1 300 支受影響批次疫苗，結果顯示所有樣本均不含懸浮物。署方另外

抽取樣本予政府化驗所作檢測，有關樣本亦沒有發現異物。此外，署方亦

已抽取約 90 支疫苗樣本供認可化驗機構作品質檢驗，並會盡快公布結果。  

 

4.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 章 )，藥劑製品 (包括疫苗 )必須符

合安全、效能及質素的要求，並獲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批准註冊後，才可

以在香港供應。製造商在保證其產品符合質素及安全最重要及有效的方法

是嚴格遵從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即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以確保藥品的品質保證。現時香港註冊的藥劑製品，無論是本地生

產 或進 口 產 品 ， 其 製造 商 均 須 符 合 「國 際 藥 品 檢 查 合作 組 織 」， 即

PIC/S(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的 GMP 要求。  

 

5.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下文簡稱「世衞」 )關於在非疫苗生產國提供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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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上市許可的指引，採購所得的疫苗應按照 GMP 進行生產，並由

疫苗生產商進行質量和安全檢測，包括在疫苗出廠前進行抽驗等程序，並

由疫苗生產商的國家控制實驗室按照世衞「監管機構獨立批量發放疫苗指

南」發放疫苗。  

 

6.  為避免延誤藥物進口香港及供應市場的時間，衞生署在進口疫苗時一

般不會進行抽檢。此做法與國際藥物監管策略相仿。衞生署會繼續密切注

意國際對疫苗監管的最新情況和發展，並適時跟進。  

 

7.  為釋除公眾疑慮，衞生署已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包括於十一月二十七

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三日就有關事件的最新情況發布新聞稿。相

關資訊，包括衞生署追查及整理曾使用受影響批次疫苗的醫療機構資料、

新聞稿、有關賽諾菲流感疫苗的問答等詳情已上載於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如有查詢，市民可致電醫院管理局熱線 2300 6028 及衞生署熱線 2125 

1133。  

 

要求在石鼓壟道公廁翻新期間設臨時流動洗手間  

 

8.  委員指接獲市民反映九龍城石鼓壟道公廁翻新多時仍未完成。由於不

少計程車司機均會使用上述公廁，故現時該公廁維修對市民造成不便。委

員希望署方可在上址加設臨時流動公廁，供市民使用。  

 

9.  食物環境衞生署表示為配合建築署在石鼓壟道公廁進行翻新及改善

工程，把公廁提升至最新的設計標準，從而提升公廁服務的水平，署方由

2018 年 9 月 26 日暫時關閉上述公廁，以便進行翻新及改善工程，有關工

程預計於 2019 年 3 月底完工。由於石鼓壟道公廁鄰近並無合適位置擺放

流動廁所，而附近已有足夠的公廁設施，例如署方的龍崗道公廁及康樂文

化事務署轄下的石鼓壟道遊樂場公廁，可供市民使用，因此，署方暫不考

慮在上址增設流動廁所。署方會繼續密切監察上址公廁翻新工程的工程進

度及採取適當行動，以減低對市民及公廁使用者引致的不便。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