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區議會 (2020  年 1 月 21 日 )第一次特別會議  第 13/20 號及

第 14/20 號文件 

有關「要求增加防範『武漢肺炎』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

統病 )的措施」及「要求政府做好嚴防武漢肺炎」的討論文件 

衞生署提供的回覆  

衞生署正全力處理「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有關事

宜，以保障公眾健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已經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

員會會議，向議員和公眾匯報有關工作和最新情況。現向九龍城區

議會提供有關文件作參考 (附件 )。  

衞生署會繼續與專家和各政府部門緊密聯繫，並適時公佈最新資

訊 。 本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已 設 立 專 題 網 頁

(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提供相關資訊及健康建

議供市民參閱。  

衞生署  

2020 年 1 月

席上文件第5號



2020年 1月 10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

的應對措施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當局就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

組個案的應對措施。

背景

2. 就近日內地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國家

衞生健康委員會 (下稱「國家衞健委」)公布，自去年 12月起，當

局透過疾病監測發現多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病徵主

要為發燒，少數病人呼吸困難。

3. 根據最新的資料，內地一共錄得 59宗病例，沒有死亡個

案 (截至 2020年 1月 5日 )。目前，所有病人正接受隔離治療，並有

163名密切接觸者正接受醫學觀察，他們現時沒有發現發熱等異

常症狀，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工作仍在進行中。

4.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部分病人是武漢市一個海鮮市場的

經營戶。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的證據，亦未發

現醫護人員受感染。病原體的檢測和感染原因工作正在進行中，

但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及中

東呼吸綜合症等呼吸道病原體。

預防及控制措施

5. 衞生署轄下的衞生防護中心 (下稱「中心」 )與國家衞健

委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密切監察武漢市肺炎群組個案的最新發

展，並因應情況適時更新本港的監測準則和化驗策略。概括而

言，政府當局已從多方面採取下列一系列的預防措施：

立法會CB(2)468/19-20(05)號文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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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察   
 
6.  中心已於去年 12月 31日起加強監測。鑑於最新情況，中

心於 2020年 1月 3日修訂監測準則，以擴大監測範圍。醫生如發現

任何病人出現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肺炎病徵，並曾於

病發前 14天內到訪武漢市 (不論曾否到過街市或海鮮市場 )，需要

向中心呈報。這些病人會安排在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和所需

之化驗測試。中心亦會跟進有關個案，包括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中心與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已於 1月 6日啟動電子通報平

台 (簡稱「 eNID」)，實時監察在加強監測的情況下的通報個案的

臨床資料、流行病學資料及化驗結果。  
 
7 .  “嚴 重 新 型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呼 吸 系 統 病 ” 指 源 於 2019年   
12月內地武漢市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當中部份個案臨床

情況嚴重。此呼吸系統疾病是由新型病原體引致，可能對公共衞

生造成重大影響，例如有機會發展成為疫症，在社區內引至大規

模發病和死亡。引致此病的新型病原體可能是未知的病原體或

以往未知能引致人類發病但其特性經改變後可感染人類的已知

病原體，不論其會否擁有有效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特性。此可

能在國際間傳播，引致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及在主要疾病負擔、發

病率和死亡率方面，對公共衞生構成重大危險。 “嚴重新型傳染

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已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章 )
附表 1的表列傳染病，由 2020年 1月 8日起生效。任何懷疑個案均

須呈報中心作調查和跟進。  
 
與內地衞生當局聯繫  

 
8 .  香港特區政府早於 2005年已與前國家衞生部及澳門特

區政府社會文化司簽署了《關於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的

合作協議》，並於 2018年更新相關協議。中心一直按機制與國家

衞健委保持密切聯繫，就傳染病監測數據、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

重大傳染病應急方面互相通報。  
 

加強港口衞生措施   
 

9.  中心的港口衞生科一直於各口岸執行健康監察措施，並

備有紅外線熱像儀為入境旅客監測體溫。為應對湖北省武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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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港口衞生科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加強

以下的港口衞生措施：  
 

(a)  若發現有相關病徵及旅遊史的入境旅客，會即時轉介至

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及跟進 ;  
 

(b)  已建議港鐵公司、香港機場管理局及相關航空公司加強

於由武漢市到港的高速鐵路 (下稱「高鐵」 )列車及飛機

的清潔及消毒工作。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及機場客

運大樓亦已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 ;   
 

(c)  由 2020年 1月 3日開始於香港國際機場增設額外的紅外

線熱像儀專為由武漢市抵港飛機的旅客作體溫監測 ;  
 

(d)  由 2020年 1月 3日起於香港西九龍站增派人手加強為入

境旅客作體溫監測，並於同日在站內入境大堂增設衞生

站讓有相關病徵及旅遊史的入境旅客可向衞生署求助 ;  
 

(e)  由 2020年 1月 6日起在兩班經武漢市的高鐵列車的抵港

時段 (約晚上七至十時 )額外以手提式紅外線溫測儀為

所有入境旅客檢查體溫，以確保能監察每一位由這兩班

高鐵列車抵港的旅客的體溫 ;及  
 

(f )  已在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西九龍站，透過廣播及派發單

張等，加強對出入境旅客宣傳有關預防肺炎和呼吸道傳

染病的健康訊息。提醒出入境旅客注意預防措施，保持

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外遊時尤其避免到街市、活家

禽市場或農場。若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病徵，應佩戴外科

口罩及求醫，並向醫生報告其外遊紀錄。此外，所有口

岸亦將會增派人手加強為入境旅客作體溫監測及加強

向出入境旅客宣傳有關預防肺炎和呼吸道傳染病的健

康訊息。  
 

10.  港口衞生科會繼續與各口岸持份者保持緊密合作，適時

更新情況及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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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化驗和公布結果  
 
11.  現時，中心的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聯同醫管局公立醫

院的微生物學化驗室進行化驗以檢測相關病原體。化驗檢測的

方法及結果，須由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醫生，根據病人的流

行病學及臨床病史，以及接觸史、發病、求醫的相對時間，而作

出綜合評估。報告一般可於收到樣本的同一天內發出。  
 
應變計劃及協調跨部門行動的演習  
 
12.  因應近期情況，政府已於 2020年 1月 4日公布「對公共衞

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下稱「應變計劃」)，
並同時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即時生效。  
 
13.  應變計劃闡述政府為應付「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

傳染病」一旦爆發而擬定的準備和應變計劃，並採納三級應變級

別。該三個應變級別 (即戒備、嚴重及緊急 )會按可影響香港的「對

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的風險評估及其對社會造成

的健康影響而啟動。  
 
14.  因應國家衞健委通報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

炎病例群組個案，政府遂作出風險評估並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在

嚴重應變級別下，「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對市民

健康的即時影響屬於中等。  
 
15.  為提升處理公共衞生危機的整體準備及應變能力，衞生

署已就具有公共衞生重大意義的傳染病制定應變計劃及定期舉

行練習和演習，測試各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在主要傳染病爆發

及公共衞生緊急事故的應變能力，以提高社區和醫護人員的意

識、加強準備工作及檢測和應付這些個案的能力，防範可能會出

現的疫症。  
 

16.  就可能由現時未知會令人類致病的病原體所引發的傳

染病  ，中心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已經於 2018年 6月舉行代

號「日光石」的公共衞生演習，以測試政府應對新型疾病的能力。  
 
公立醫院的應變措施  
 
17.  公立醫院已於 2020年 1月 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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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

醫管局並已在公立醫院及診所實施一系列加強監察和感染控制

的應變措施。  
 
18.  前線醫護人員會按醫管局既定的臨床準則 (即發燒、外

遊紀錄、職業、接觸史及是否涉及群組個案 )為求診病人作風險

評估。醫管局已提醒前線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如病人出現發燒及

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徵狀，並在過去 14日內曾到訪內地武漢
市，會被即時安排在負氣壓病房接受隔離治療，並實施空氣、飛

沫及接觸傳播防護措施，醫護人員會根據相關防護措施穿著合

適的個人防護裝備。此外，化驗室的檢測服務亦已加強，務求盡

快得到化驗結果，為病人安排合適的臨床治療。醫管局會密切監

察分佈在七個聯網的隔離病床使用情況，適時調配病床。  
 

19.  根據嚴重應變級別的措施，公立醫院已實施更嚴謹的感

染控制安排，包括限制探訪。前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人士，必須

佩戴外科手術口罩，探訪病人前後均需洗手。至於個人保護裝備

的儲備，例如外科手術口罩及N95口罩等，可足夠使用三個月，

醫管局同時會與供應商保持聯繫，確保保護裝備會有持續的供

應。  
 
加強風險溝通、宣傳及公眾教育   

20.  衞生署已致函全港醫生、私家醫院及中醫師，通知有關

武漢市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呼籲他們加強留意及轉介懷疑個案

至公立醫院接受隔離及化驗測試。中心與醫管局一直就事件保

持緊密溝通。  
 
21.  此外，中心已就事件設立專題網頁 1，提供相關資訊及健

康建議。因應市民大眾的關注，中心會每日在上述專題網頁公布

符合加強監察的個案資料 2，以增加透明度。  
 

22.  為提高大眾對預防肺炎和呼吸道感染的認識，中心製作

了不同種類的健康教育教材，例如單張、信息圖表、海報、小冊

子和短片。中心亦已致函院舍及學校，呼籲加強個人及環境衞生

的措施。  
 

                                                      
1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  
2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enhanced_sur_pneumonia_wuhan_chi.pdf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enhanced_sur_pneumonia_wuhan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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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衞生署會透過 18區區議會秘書處向區議員提供有關最

新情況及健康建議，讓各區議員透過他們的渠道能發放這些訊

息。  
 
健康建議   
 
24.  要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市民必須時刻保持良好的

個人及環境衞生。預防措施包括：  
 

(a)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觸摸

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

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b)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然後搓手最少 20秒，

並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或乾手機弄乾。如沒有洗手設施，

或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含 70至 80%的酒精搓手液

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c)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

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雙手；及  
 

(d)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

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及盡早向醫生求診。  
 
外遊建議  
 
25.  市民外遊時應注意以下預防措施：  
 

(a)  避免接觸動物 (包括野味 )、禽鳥或其糞便；  
  

(b)  避免到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c)  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特別是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

患者；  
 

(d)  切勿進食野味及切勿光顧有提供野味的食肆 ;  
 

(e)  注意食物安全和衞生，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或未熟透的動

物產品，包括奶類、蛋類和肉類，或食用可能被動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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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物、排泄物 (例如尿液 )或產品污染的食物，除非已經

煮熟、洗淨或妥為去皮；  
 

( f)  身處外地時，如身體不適，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應戴

上外科口罩，立即通知酒店職員或旅遊領隊，並盡快求

診；及  
 

(g)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診，

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並佩戴外科口罩，以防傳

染他人。  
 
未來路向  
 
26.  政府會繼續保持警覺，加強監測，並密切監察湖北省武

漢市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政府會持續進行風險評估，監察

應變計劃的成效，並按需要加強公共衞生措施。我們亦會加強宣

傳工作，讓公眾掌握最新的病情、提高警覺及在有需要時採取合

適的防禦和應對措施。  
 
徵詢意見  
 
27.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醫院管理局  
2020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