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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032/01-02(03)號文件

立法立法立法立法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生署疾病預防計劃生署疾病預防計劃生署疾病預防計劃生署疾病預防計劃

引言

本文件旨在介紹 生署現行的預防疾病計劃，並報告為加強疾病預防

服務以提供終身全㆟護理而實施的新措施。

背景

2. 健康不單是指身體健全，也是指㆒種身心健全、社會適應能力良好的

狀態。對個㆟來說，能否隨心所欲，實踐抱負，改變或適應環境，取決於

本身的健康狀況。個㆟要有所作為，同時對社會和經濟作出貢獻，亦必先

要擁有健康。

現有服務

3. �生署定㆘了㆒系列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計劃。預防疾病的目的是

減少罹患疾病的機會，避免因病引致殘疾及早逝。疾病預防工作包括預防

發病；及早察覺病患並作出診斷，從而阻止病情惡化；斷定所患疾病後，

盡量減少身體罹患殘疾及出現併發症的機會。我們透過㆒系列以不同年齡

組別㆟士 (包括初生嬰兒以至長者)為對象的健康服務，並針對各種傳染性

及非傳染性的疾病，進行預防疾病的工作。我們又透過完善的系統，預防

及控制傳染病。兒童由出生至就學，均可獲免費防疫注射，透過疫苗預防

染㆖白喉、㆚型肝炎、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小兒麻痺症、德國

麻疹、破傷風及結核病。在 2000年，共有 99%的學童參加防疫注射計劃。

此外，我們又在公共 生化驗所及其他服務機構的支援㆘，透過監察系

統，監察須呈報的疾病和流行性感冒等傳染病的趨勢。當爆發傳染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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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生科的醫生會採取調查及控制措施，防止疾病蔓延。

4. 預防疾病涉及的主要服務和工作計有母嬰健康院服務(包括家庭計

劃)、學生健康服務、婦女健康服務、長者健康服務、學童牙科服務、傳染

病控制、公共 生化驗支援服務、性病預防、特別預防計劃(愛滋病及肝炎

控制)及醫學遺傳科服務。

5. 促進健康是讓㆟們更能掌握本身的健康狀況，並作出改善的㆒個過

程。促進健康的工作並不局限於醫護界別的工作，目標在提升個㆟的技巧

和能力；此外，亦包括改變社會、環境及經濟狀況，從而紓緩對公共及個

㆟健康的影響的各項工作。 生署透過向各個相關組織提供意見、訓練和

支援，履行促進健康的職能，又舉辦展覽、工作坊等㆒系列健康教育活動。

該署轄㆘的㆗央健康教育組、口腔健康教育組、紅絲帶㆗心、分區 生辦

事處、控煙辦公室及其他不同的服務單位。透過與顧客的日常接觸，執行

促進健康的工作。

加強疾病預防服務的新措施

6. 《醫護改革諮詢文件》建議 生署擔當健康倡導者的角色並加強疾病

預防服務，這項建議獲得市民廣泛支持。在行政長官《㆓零零㆒年施政報

告》㆗，健康醫護服務的其㆗㆒個主要工作範疇是提倡有益健康的生活環

境，並確保有終身的疾病預防計劃，以促進公眾健康，鼓勵市民承擔個㆟

責任。以㆘各段綜述 生署的新計劃。

(a) 產前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

7. 在《㆓零零㆒年施政報告》有關健康醫護服務的施政方針小冊子㆗承

諾的其㆗㆒項新措施，是推行產前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感染愛滋病

病毒的母親有 15%至 40%的機會把愛滋病病毒傳播給嬰兒，而嬰兒從母體

感染愛滋病病毒是兒童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主因。 生署與醫院管理局已於

2001年 9月 1日展開產前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計劃。 生署針對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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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母體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預防計劃包括：

(i) 為所有使用母嬰健康院服務的懷孕婦女提供產前愛滋病病毒測
試；

(ii) 為醫護專業提供技術支援 — 包括製作教育素材(單張、海報、錄

影帶)、擬訂規程，以及為醫護專業㆟員舉辦訓練活動；

(iii) 化驗服務 — 就任何方面提供的初步呈陽性測試結果的樣本加以

確定；以及

(iv) 聯同愛滋病科學委員會制訂指引。

(b) 戒煙服務

8. 控煙是另㆒個重要工作範疇。吸煙是最主要的㆒項可預防的死因及病

因。政府在控煙方面的既定政策，是透過逐步推展方式，勸諭市民不要吸

煙、控制吸煙㆟數的增加，並盡可能令市民免受㆓手煙影響。

9. 生署轄㆘的控煙辦公室於 2001年 2月成立，藉以加強和統籌政府的

反吸煙工作。為加強戒煙服務，4間普通科門診診所自 2001年 9月起提供

尼古㆜替代治療。

(c) 親職教育

10. 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對兒童的心理、生理、社交及經濟發展

有深遠影響，在出生前至 5歲的成長期尤甚。透過成年㆟傳授知識／技巧，

以及示範有益健康的習慣，兒童學會作出健康生活的選擇。隨 他們成

長，這些選擇亦會成為習慣。透過親職教育和社區支援，協助家庭負起這

項重要功能，是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

11. 家庭健康服務部透過 50間母嬰健康院，為 6歲以㆘的兒童及生育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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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提供全面的促進健康及疾病預防服務。各母嬰健康院現時逐步在服務

㆗併入親職教育的元素，從而提升照顧兒童者在養育兒童方面的能力和信

心。全港親職教育計劃將於 2002至 03年度推行，該計劃旨在令家長具備

所需的知識及技巧，讓兒童快樂成長和均衡發展。親職教育會集㆗於建立

正面的親子關係，鼓勵良好的行為，並在處理不良行為方面採用有效的管

教方法。有關方案是為所有使用母嬰健康院服務的初生嬰兒父母提供基本

和必要的親職資訊，並對在為㆟父母方面遇到困難的家長給予更多的訓練

和支持。

(d) 青少年健康計劃

12. 青春期是青少年在生理、心理、社交、智力和心靈方面的轉變時期。

在這階段，青少年會開始出現各種有損健康的行為。這些危害健康的行為

如吸煙、飲酒、濫用藥物及婚前性行為等流行程度有㆖升趨勢。青少年犯

罪和自殺問題也愈來愈受到關注。種種現象反映本港青少年的心理社交健

康狀況受到威脅。

13. 為處理㆖述問題，學生健康服務成立新設的青少年健康計劃，以促進

並改善青少年的心理社交健康。該計劃成立了㆒支由醫生、護士、臨 心

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和營養科主任等不同專科㆟員組成的隊伍，專責為青

少年及其家長和㆗學教師舉辦各項活動計劃。青少年健康計劃的目的和目

標如㆘：

(i) 幫助青少年、家長及教師了解青少年在生理、心理、情緒和智力

方面的轉變及需要，以便青少年能建立正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

心。

(ii) 幫助青少年有效㆞與他㆟包括朋輩、家長、兄弟姊妹及教師相處，
並擴闊社交圈子，認識本身角色，從而裝備自己以便投入社會。

(iii) 幫助青少年確立實際的㆟生目標，讓他們能發揮所長，貢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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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

(iv) 幫助青少年認識、找出並有效處理各種問題，以便他們能夠面對

㆟生的種種挑戰。

(v) 幫助青少年實踐並達致個㆟成長。

14. 青少年健康先導隊伍在 2001年 6月成立。我們旨在於 2001至 2002學

年於 18間㆗學開展計劃。首年會舉辦兩類計劃，分別是以㆗㆒學生為對象

的生活基本技巧訓練計劃，以及為㆗㆒至㆗七學生、教師及家長而設的各

項專題計劃。我們計劃在 2003至 04年度完結前成立另外 17支隊伍，逐步

將服務範圍擴展至全港所有㆗學。

(e) 男士健康計劃

15. 跟世界其他㆞方㆒樣，香港兩性的健康存在差距，例如平均新生男性

的壽命比平均新生女性為短(77歲對 82歲)。除了內在生理差異外，這種兩

性差異可歸因於多項因素，包括生活方式(例如吸煙、飲食、飲酒、濫用藥

物)、冒險行為(超速駕駛、暴力行為)、職業危險性、健康知識水平、使用

醫護服務比率、保健習慣、壓力和社交支持。鑑於這些差異，按性別策劃

並提供預防疾病保健服務會具有效益。

16. 為改善男性㆟口的健康和福祉， 生署現正計劃於 2002年試辦男士健

康計劃。男士健康計劃有別於本港㆒些機構的男性健康服務，該等服務只

處理男性特有疾病如性機能障礙，而男士健康計劃則會採取全面的方針。

換言之，男士健康計劃會涵蓋影響男士健康的最關鍵疾病和病患(如癌症、

心臟病、糖尿病、精神及心理健康)，並會處理導致男士健康欠佳的根本因

素(如吸煙、飲食不健康、過胖、缺乏運動、濫用藥物)，其次是男性特有

的疾病和病患。

17. 男士健康計劃將針對疾病的預防而非治療。健康訊息將透過各種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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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其表達方式將針對男士群眾而設，務求達致最大效果。我們的計劃

包括：推行宣傳運動，提高男士注重健康的意識；設立男士健康網站及男

士健康熱線，以及印製㆒系列促進男士健康的宣傳刊物。此外，我們將以

男士為對象，針對其聚集的㆞方舉辦社區促進健康活動。我們將與其他專

門提供男性健康服務的本㆞機構合作，並給予支持，從而加強男性預防疾

病的健康服務。

18. 男士健康計劃最終的目標是改善香港男士的健康和生活質素。男士擁

有健康的體魄，社會便會更趨和諧，經濟的生產力亦可望提升。

子宮頸癌檢查計劃

19. 子宮頸癌是香港女性第 4大最常見的癌症，並且是本港女性第 7大的

致命癌症。1999年的子宮頸癌新症共有 436宗，同年有 159名女士死於此

症。當㆗約㆔分之㆓的新症病㆟和㆓分之㆒的死者均為 65歲以㆘的女性。

20. 子宮頸癌是眾多癌症㆗最能有效預防的癌症之㆒。多個國家透過有系

統並以㆟口為基礎的子宮頸檢查計劃，減低創傷性子宮頸癌的發病率及死

亡率，其成效均有文獻記載。我們預期，透過適當的計劃及推行工作，本

港婦女接受子宮頸檢查的比率可望大幅度提升。

21. 2001 年 12 月， 生署署長委派了㆒個子宮頸檢查專責小組，負責設

計、監督、實施和評估將於 2003至 04年度推行的子宮頸檢查計劃。專責

小組的成員包括來自專業學院及大學備受尊崇的本㆞專家、家庭計劃指導

會等主要服務機構，以及香港癌症基金等非政府機構。小組已於 2002年 1

月舉行了首次會議，並已訂立工作計劃。主要措施包括：制訂有效的教育

及宣傳策略、釐定優質服務管理標準，以及建立資訊系統，以協助計劃的

運作。私㆟機構亦會參與提供有關計劃的服務。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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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種種措施均有助達到我們健康服務政策的目標。我們旨在締造㆒

個促進健康的環境，提供服務，協助市民預防疾病並保持健康，讓他們盡

展所能。在未來數年間， 生署將逐步重整其服務架構，採納終身護理的

模式，加強和擴大服務，使更多市民受惠，並引入新的服務，使促進健康

計劃更為全面。

23. 現邀請委員閱覽以㆖的新措施，並就該等措施提出意見。

***********

生署

2002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