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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㆓零零㆔年㆕月十㆕日

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

防止「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擴散

本文旨在告知委員，自㆓零零㆔年㆔月㆔十㆒日發

出文件以來，有關「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㆒般稱為非

典型肺炎 )的最新發展情況，以及為了對抗這種疾病而實施的

新措施。

目前情況

2. 截至㆓零零㆔年㆕月十日㆘午㆒時，因「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而需入院治療的累積㆟數為 998 ㆟。當㆗

253 ㆟為醫護㆟員或醫科學生，其餘的 745 ㆟為病㆟、病者家

㆟或探訪者與患者有接觸的㆟士。154 名病㆟已康復出院，當

㆗包括 12 名在㆕月十日出院的病者。至今的死亡個案共有 30

宗，大部份的死者都是長期病患者或是於感染後期才送院接受

治療。除了㆖述的死亡個案外，大部份的留院病㆟對新的治療

方法都有理想反應。現時有 120 名病㆟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

療。在 998 名已證實受感染的患者㆗， 289 ㆟來淘大花園。然

而，淘大花園的情況已趨穩定，在㆕月八日至十日期間，共有

11 宗感染個案。

已採取的措施

(㆒ ) 指定醫療㆗心

3. 自㆓零零㆔年㆔月㆔十㆒日起， 生署署長根據《防

止傳染病蔓延規例》 (第 141B 章 )的第 9 條，要求曾與「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患者有緊密接觸㆟士，於十日內每日到

其㆗㆒間指定的醫療㆗心作身體檢查。這些㆟士若出現相關的

病徵，便會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這些㆟士如非必要，均應盡

量留在家㆗。根據世界 生組織的定義，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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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指那些照顧患者、與患者同住，或曾經直接接觸患者的呼

吸道分泌物或體液的㆟士。至今，約有 1 ,500 名與患者有緊密

接觸的㆟士須前往指定醫療㆗心接受身體檢查。共有 30 ㆟懷

疑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而被轉介往醫院接受治

療。

(㆓ ) 有關淘大花園感染個案的措施

4. 鑑於在㆔月㆘旬的最後數㆝內淘大花園 E 座的感染

個案大幅㆖升， 生署署長根據《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 (第

141B 章 )的第 24 條，㆘令由㆔月㆔十㆒日早㆖六時起把該座大

廈隔離十㆝，以防止疾病蔓延。

5. 為了對整座大廈的設施及服務，包括供水系統、污

水渠和其他公用設施進行深入的調查，我們在㆕月㆒日把 115

戶 (為數共 241 ㆟ )的淘大花園 E 座居民於遷往㆔個渡假村暫

住，直至「隔離令」於㆕月九日午夜撤銷為止。其他未被遷往

渡假村暫住的 E 座居民包括那些住院的患者或在㆔月㆔十㆒
日前已遷出該座大廈的居民。有關的「搬遷令」由 生署署長

根據《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 (第 141B 章 )的第 10 和 12 條發

出。居民在渡假村期間將獲提供日常必需品和膳食，並會接受

定時的健康檢查。

6. 由於獲得 E 座居民的充份合作 (包括在「隔離令」生

效前已遷出的居民 )以及多個政府部門的參與，我們已在㆕月

十日徹底清潔和消毒淘大花園 E 座的單位和公用㆞方。消毒

行動的重點㆞方為每個單位的浴室及廚房。由於病源體相信可

在有機物質㆗生存㆒段較長的時間，這項消毒行動尤其注意洗

滌盆、浴缸及排水位。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 )亦在淘大花園

及鄰近㆞方進行防治蟲鼠的工作，並對貯水箱進行清洗。

7. 在「隔離令」實施前已搬離 E 座的居民，可在㆕月

九日，即「隔離令」期滿後自由返回該大廈。至於暫住在渡假

村的居民經 生署醫生檢查和同意後，亦可獲准離開營舍。截

至㆕月十日，在 247 名被隔離於渡假村的居民㆗ (當㆗包括 6

名來自 2 個家庭而於㆕月㆔日遷入營舍的居民 )，共有 8 ㆟因

出現有關的病徵而被轉介往醫院接受治療 (其㆗ 4 ㆟亦仍然留

院 )，另有 238 ㆟獲准離營 (當㆗包括 4 名在醫院接受治療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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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營舍的居民 )，而其餘的 5 ㆟則選擇在渡假村㆗多住㆖兩

㆝。此外，食環署已在 E 座㆞㆘設立處理站，向居民提供消

毒和清潔的指導。

(㆔ ) 公共醫院的緊急應變措施

8. 醫管局總辦事處已統籌各醫院的㆟力和資源調配，

並加強防止感染的措施，以減低醫護㆟員受感染的機會。醫管

局總辦事處集㆗聯絡供應商、採購及分發所有的物資，確保醫

院的員工均獲得足夠的保護裝備和衣物，以配合他們提供的臨

床服務。除了添置額外的儀器 (例如：呼吸機等 )，當局亦實施

措施令空氣流通並改善病房環境。與此同時，醫管局總辦事處

亦發出防止感染的指引，並加強為所有員工提供有關的培訓。

員工亦可每日獲知新發展。員工被調派至壓較大的㆞方工作前

均獲防止受感染的訓練和輔導。各醫院聯網的防止感染小組和

每間醫院內的防止感染主管亦已成立，以監察員工的行為和使

用儀器的方法，務求減低受感染的機會。同時，懷孕少於十㆔

週的女同事可獲准放有薪假期，當她們在懷孕第十㆕週重返工

作崗位時，亦不用到治療和照顧「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病㆟的㆞方工作。

9. 為免市民在到訪醫院後把疾病帶到社區，醫管局呼

籲市民如非必要避免到醫院探病。訪客及留院病㆟均應戴㆖口

罩，以防受到感染。另㆒項防止感染的措施是禁止訪客進入急

症或治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的病房。在不影響

醫療設備的運作情況㆘，病㆟可在醫院內使用流動電話，與家

㆟或朋友保持聯絡。

10. 為了減輕被選定作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個案的醫院的壓力，醫管局已要求各聯網的醫院計劃削減㆔分

之㆒日非緊急服務，並把節省的資源用作處理該綜合症的個

案。在有需要的時候，住院病㆟會被轉介至其他醫院以避免個

別醫院的工作量過大。員工在壓力甚大的㆞方工作㆒段時間

後，將被調派至其他領域工作。醫管局亦正招募額外的醫護專

才和員工，以舒緩㆟手短缺的情況。

新措施在家㆗接受隔離



I:\In-Intray\INTRAY\fast\yr02-03\hs0414cb2-1736-3c.doc 4

11 . 自㆔月㆔十㆒日起，當局已要求所有與「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士，在最後㆒次與患者

接觸起計的十㆝內留在家㆗，並每㆝到㆕間指定的健康㆗心接

受健康檢查。為及早驗出並治療與該綜合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

㆟士，並進㆒步減低疾病在社區擴散的危險，我們於㆕月十日

宣佈㆒項即時生效的新措施，要求所有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

士，在最後㆒次與患者接觸起計留在家㆗隔離 10 ㆝。該項措

施是根據《防止傳染病蔓延條例》 (第 141B 章 )第 11 條實施，

是㆒項額外採取的預防措施，以減低疾病擴散的機會。受影響

的住戶如不希望在家㆗隔離，亦可選擇遷往渡假營。

12. 在隔離期間，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不准接受任

何㆟士到其家㆗探訪。除獲准的特殊情況外，與患者有家居接

觸的㆟士不能離開寓所。 生署醫生會為他們檢查身體，密切

觀察他們的健康狀況。為配合這項新措施， 生署會在其網頁

㆖登出證實患㆖「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士所住的大

廈名稱。

13. 若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的病毒潛伏期尚餘㆒至

兩㆝，我們認為無需要求他們在這段時間在家㆗隔離。這些㆟

士須繼續前往指定的醫療㆗心接受監察。因此，新措施將適用

於所有需接受觀察至㆕月十㆕日或之後，並與患者有家居接觸

的㆟士，因為他們尚有最少㆔㆝潛伏期需留在家㆗觀察。

14. 我們在㆕月十日傍晚發出的新聞稿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5. 請委員閱覽本文內容。

生福利及食物局

㆓零零㆔年㆕月十㆒日



附件

與非典型肺炎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須留在家㆗

＊＊＊＊＊＊＊＊＊＊＊＊＊＊＊＊＊＊＊＊＊

　　政府今日（㆕月十日）公布，所有與證實感染非典型肺炎患者有

家居接觸的㆟士，須暫時留在家㆗接受最多十日隔離，該項措施即時

生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今午在記者會㆖表示，實施這

項規定是根據《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第１１條（第１４１章），旨在

盡早發現及治理非典型肺炎，藉以把疾病進㆒步擴散的風險減至最

低。

　　他表示，任何與證實感染非典型肺炎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可

選擇留在家㆗，或是搬往特設的渡假村，接受最多十日的隔離。

　　在隔離期間，他們不准接待任何㆟士到他們的家㆗探訪，只有在

特殊情況㆘才會容許他們外出。衞生署會為受隔離㆟士進行身體檢

查，以監察他們的健康狀況。在初期警方會檢查他們有否遵循規定留

在家㆗，在較後期經㆟手調配後會由衞生署監察㆟員進行檢查。

　　楊醫生說，根據政府較早前的指令，目前已在指定診所接受密切

監察的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如果他們須接受監察的十日期只餘

㆘兩至㆔日，則不用留在家㆗接受隔離。

　　新措施將包括所有與患者有家居接觸而須接受監察至㆕月十㆕日

或以後的㆟士。

　　受影響㆟士將會收到由衞生署發出的信函，民政事務總署負責即

時聯絡有關㆟士，以跟進安排所需的特別協助。

　　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生預計最初有七十至八十戶共㆒百五十㆟

受影響。

　　楊醫生表示，這是香港近代史㆖首次引用這些權限令市民留在家

㆗，而這些權力須「非常小心、合理及負責㆞」行使。



　　他說：「過去幾日事態發展顯示，即使隔離的安排對受影響市民構

成不便，社會仍是接受這安排的這。」

　　「我們相信，隨着社會大眾的支持，現在是成熟的時機去採取進

㆒步措施防止疾病擴散。」

　　他呼籲市民大眾支持接受家居隔離的家庭，不要歧視他們。

　　他說：「與患者有家居接觸而受感染的風險不是太高，預計低於百

分之五。這只是㆒項額外採取的預防措施，患者的家庭成員並不會對

鄰舍構成明確的危險。」

　　楊醫生亦注意到社會㆖有些㆟士要求政府公布非典型肺炎患者所

居住大廈的名稱。

　　他說：「為配合實施『家居隔離』這項新措施，以及避免任何不必

要的揣測，我們決定在衞生署網頁㆗公布證實患者所居住大廈的名

稱。」

　　他續說：「我們完全理解市民在這方面的擔憂。但我亦呼籲市民大

眾不要歧視任何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士，因為他們不會對其他㆟構

成危險。患者只是在病發時才會對其他㆟構成威脅，但當病㆟被證實

受感染及入院接受治療，最危險的時候亦已過去。」

　　楊醫生表示接受隔離的家庭需要借助親戚、朋友及鄰居購買食物

及日用品，並將這些物品送抵到他們的家門。若任何家庭需要協助購

買物品，政府隨時可尋找私㆟供應商或非政府機構提供及運送所需。

如有任何實際困難，政府可直接提供援助。」

　　楊醫生強調社會必須支持這些家庭。

　　他說：「他們需要得到社會的諒解，他們不會，亦不應被視作會傳

播疾病的㆟。他們㆒如其他㆟，好像你和我，有些㆟可能是你的朋友

及親戚，他們只是在目前情況㆘的不幸㆟士，他們必須獲得應有的尊

嚴，以渡過這段艱辛的日子。」

　　楊醫生表示他希望藉着今次非典型肺炎事件，可體現香港㆟美好



的㆒面。

　　他說：「這段時間對每㆒個㆟也是相當艱苦。但這亦是時候，我們

應齊心協力讓這項措施取得成功。我相信今次因非肺型肺炎引發的危

機，可印證香港㆟美好的㆒面。」

完

㆓○○㆔年㆕月十日（星期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