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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普及社區檢測計畫  
 

 
1.  為及早識別社區的 2019 冠狀病毒病隱形患者，政府

將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普及計劃），由有醫療或護理訓練

的人員為市民進行樣本採集。普及計劃將於九月一日正式開

展，為期七日，視乎實際進度延長不超過七日。  

 

對象  

 

2.  這是一個自願性的普及檢測計劃，旨在為所有合資格

及有意進行檢測的人士進行檢測。除六歲以下的兒童和不適

合進行檢測的人士（如咽喉或鼻腔曾經接受手術人士）外，

所有持有效身份證或香港出生證明書的香港市民，也可自願

參與計劃。  

 

場地  

 

3.  在普及計劃下，政府將於全港 18 區將設立 141 個社

區檢測中心（檢測中心）。檢測中心開放時間會由早上八時至

晚上八時，當中有一小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及

中心關閉後會進行深層清潔及消毒。  

 

4.  為確保參加普及計劃的市民和檢測中心的工作人員

的健康和安全，政府所揀選作為檢測中心的場地，都經衞生

署和機電工程署人員評估並認為合適，包括場地的通風系統

必須提供足夠的通風量（最低要求是每小時整體換氣量達六

次，而只計鮮風量是每小時兩次），並必須獨立於場地的其他

設施等。各檢測中心會按衞生署的建議，實施各項感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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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而當值人員亦會獲提供足夠的保護裝備，包括合適的

呼吸器（或同等配備），眼部防護裝備、保護衣、手套等。  

 

預約  

 

5.  政府已設立網上預約系統，以減低市民同一時間在檢

測中心聚集的機會。市民應先行在網上預約，填寫簡單的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聯絡電話），揀選檢測

地點和時段。系統會把確認預約的短訊發送至市民的手機號

碼。  

 

6.  60 歲或以上或需要特別協助的市民可在辦公時間內

前往任何一間郵局，尋求協助進行網上預約。上述市民亦可

到其居住公共屋邨的屋邨辦事處，尋求協助網上預約。居民

應盡量先致電屋邨辦事處安排適合的時間，以避免排隊等候

的情況。  

 

採樣及結果通知  

 

7.  參與的市民到達檢測中心後，會由受過相關醫護訓練

的人員為他們採集鼻腔（約一至二厘米深的位置）和咽喉合

併拭子樣本。為保障安全與公眾健康，受過相關醫療或護理

訓練的人員會穿上個人保護裝備，而負責採樣的人員亦會每

次採樣後更換手套。  

 

8.  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士會在約三天內收到手機電話

短訊。至於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人士，會由衞生署致電通知，

並會獲安排送到公立醫院進行隔離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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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障  

 

9.  為進行普及計劃而收集或使用任何個人資料，包括自

願參與檢測的市民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儲存在政府數據中

心的伺服器內並加密處理，亦只有衞生署或其他相關部門可

以用作與今次進行檢測計劃或整體防疫工作有關的用途。參

與普及計劃的化驗室及物流公司不會取得提供檢測樣本人

士的個人資料。  

 

10.  個人資料的處理必須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 486 章）的規定。所有個人資料、檢測樣本和檢測結果

不會傳送至香港境外；工作流程亦不涉及將任何個人資料提

供予境外機構或人士；所有個人資料（包括檢測樣本及檢測

結果）會於計劃完成後一個月內刪除（個別發現陽性個案資

料會交由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作出跟進）。  
 

普及計劃的必要性  

 

11.  數據顯示有四分一新冠肺炎患者完全沒有病徵，很多

患者在確診前亦以為自己不會染病。事實上，醫院管理局過

去一個月推行的普通科門診市民自行索取樣本瓶的檢測和

各政府部門為特定群組安排的自願性檢測，都能找出這些無

病徵的隱性患者，分別是 62 名和 87 名，佔總檢測量的百分

之 0.22 和百分之 0.02。  
 

12.  上述有限度的檢測工作顯示社區隱性傳播鏈仍然存

在，對疫情構成持續風險，也不利於政府逐步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越多人參與普及計劃，越有機會找出社區內的隱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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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受隔離治療，從而切斷傳播鏈，讓市民生活及經濟活動

早日恢復正常。  
 

健康碼  

 

13.  普及計劃及「香港健康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安排。

在普及計劃下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士只會在登記的手機電

話收到短訊，並不會收到任何「健康碼」或其他有關其核酸

檢測結果的證明。政府開發的「香港健康碼」系統，屬粵港

澳互相豁免合資格跨境人士強制檢疫的安排的一部分，該安

排目前尚未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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