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應對人類豬型流感的策略及處理方式  

 
目的  
 
 本文件旨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應對人類豬型流感的政

策及處理方式。此政策及處理方式已考慮到本地數據、本港

在處理首宗人類豬型流感個案所得的經驗，以及香港以外地

方所得的新知識而制訂。  
 
策略  
 
2 .  對抗流感大流行的公共衞生策略分為兩個階段，分別

是︰控疫階段及緩疫階段。  
 
3 .  當香港並沒有人類豬型流感個案，或只出現不明顯的

本地傳播情況，須採取控疫策略。控疫策略包括在各出入境

口岸採取嚴格的衞生措施、嚴密隔離受感染病人、追蹤病人

曾接觸的人士、檢疫及處方預防藥物，以阻截疾病傳入及傳

播。  
 
4 .  當人類豬型流感在本地傳播情況變得嚴重，而控疫策

略已不再適合或可行，便須採取緩疫策略。緩疫策略旨在透

過衞生措施、減少社交接觸、動用醫療資源、自我照顧及其

他措施，緩減疾病的嚴重程度及減低死亡率。  
 
5 .  香港特區政府現時採取控疫策略，盡量阻延疾病在社

區傳播。這階段之後，便以緩疫策略為先。我們會因應不斷

變化的情況，由推行控疫策略逐步轉為採取緩疫策略。  
 
6 .   我們無法準確預計疫情的演變，而就香港的情況而
言，亦無法明確劃定何時會由推行控疫策略轉為緩疫策略。

不過，當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受到人類豬型流感的影響，香港

不大可能可長時間倖免出現本地爆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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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階段  
 
在不同情況下對人類豬型流感的處理方式  
 
7 .  我們已制訂計劃，因應控疫階段時的不同情況，包

括︰來港航班、酒店、家居、工作場所、安老院舍、學校和

公眾地方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追蹤曾接觸病者的人士和

作出處理。詳情載於附件 1。  
 
8 .  這些計劃，特別是就酒店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而制

訂的計劃，已考慮到本地數據、本港在處理首宗人類豬型流

感個案所得的經驗，以及香港以外地方所得的新知識。自五

月一日本港確診首宗人類豬型流感個案後得到的新知識如

下：  
 
 從本地個案所得  
 

 沒有證據顯示酒店出現與類似沙士時的大規模環境傳

染  
 

 特敏福至今仍是有效預防疾病的藥物，並且沒有出現

重大副作用  
 

 源頭病人的血液及糞便樣本並無發現病毒  
 

 所有與病人有緊密接觸和有社交接觸者均沒有受到感

染  
 

 從接受檢疫人士身上取得的所有呼吸道樣本及環境樣

本，化驗結果均呈陰性  
 

 海外文獻  
 

 病毒變種的能力至今看來仍屬有限  
 

                                                 

1  附 件 只 提 供 一 般 指 引 。 有 關 分 類 和 措 施 不 應 被 理 解 為 阻 止 衞 生 署 署 長 及 衞 生
主 任 採 取 最 適 當 的 行 動 的 酌 情 權 。 這 些 行 動 可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 資 料 以 及 法 例

而 有 異 於 附 件 列 出 的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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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沫傳播最為普遍  
 

 根據世衞對病毒嚴重程度的最新評估，緊密接觸有大

約 22-33%的受感染機會  
 

 住院率大約 5%，而美國確診個案的死亡率為 0.1-
0 .2% 

 
 極少出現死亡的情況，多發生在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

身上  
 

9 .  結論：鑑於這種新人類豬型病毒的毒性相對温和，又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環境傳播，加上有一種有效的預防劑，因

此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採取其他合理措施，而不必

採 取 對 整 間 酒店 (或 整 座 建 築物 )進 行 全 面 檢疫 的 方 法 。然
而，為達致目前的控疫目標，我們必須強調，嚴格執行和遵

守有關措施是必需的。  
 
追查病人曾接觸的人士  
 
10 .  根據被受感染病人傳染的風險，曾與病人有接觸者可

分為兩大類別－與病人有緊密接觸者和與病人有社交接觸

者。  
 
11 .  與病人有緊密接觸者 2 一般是指曾照顧人類豬型流感
病人或與人類豬型流感病人同住的人，或曾與人類豬型流感

病人一起而很可能接觸到其呼吸道飛沫及／或體液的人（例

如：接吻、擁抱、共用餐飲器具、身體檢查或其他任何人與

人之間可能導致接觸到呼吸道飛沫的接觸）。至於緊密接觸

不包括的活動，典型的例子包括︰在受感染者身邊走過，或

在等候室或辦公室內坐在有病徵病人的對面。然而，要確切

判定是否緊密的接觸，須考慮到不同處境的情況，因而準確

的界定在不同情況會有所分別。  
 
12 .  與病人有社交接觸者是曾與感染豬型流感病人有其他

形式接觸，但又不符合緊密接觸人士定義的人士。  

                                                 

2  根 據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中 心 的 定 義  



 

  
-  4  -

 
13 .  縱使現時法例賦予衞生署署長及衞生主任足夠酌情

權，根據實際情況採取最合適行動，然而一般而言  ─   
 

( a)  對於緊密接觸人士，應採取更嚴格的公共生措施，
例如接受檢疫和服用預防藥物。  

 
(b )  與病人有社交接觸者則需要接受醫學監察，遵守個人

生措施，以及服用預防藥物 (由當局按需要而決定 )。  
 

14 .  由最後已知的接觸日起計算，接受檢疫和醫學監察一

般為期七天。所需的檢疫和監察會因應新出現的科學證據而

予以檢討。  
 
有關學校的特別考慮  
 
15 .  由於兒童之間特別容易傳播人類豬型流感，因此須特

別注意學校的情況。北美的經驗指出，學校爆發人類豬型流

感相當普遍。人類豬型流感與其他大部分的呼吸道病毒一

樣，在兒童之間的傳播特別嚴重。現時在臨床上我們仍未能

確定人類豬型流感對兒童的殺傷力。  
 
16 .  為審慎起見，當發現首宗本地感染的個案 (即出現一個
確診本地個案而未能找到可識別的傳播途徑，例如在之前七

天曾到受影響地區旅遊，或患者曾與有相關旅遊記錄的確診

源頭個案或其次要接觸者有接觸 )，所有小學，幼稚園，幼兒
園及其他學前學校可能需要即時停課十四天然後作適當檢

討。  
 
緩疫階段  
 
17 .  由控疫階段過渡至緩疫階段必然是一個漸進及分階段

的過程。過程的長短視乎疫情的演變 (由每日新增個案數目及
／或病毒成功複製數目顯示 )、疾病的嚴重性 (由受感染人士
出現併發症，需要住院及出現死亡個案的比例顯示 )、為醫療
服務帶來的負擔、資源的多寡、控疫成效，以及社會上較廣

泛的考慮等因素而定。  
 
18 .  隨本地傳播個案持續發生及越趨嚴重，隔離及檢疫

已非適當或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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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在緩疫階段可採取的公共生措施包括︰  
 

 積極推廣及採取基本措施︰個人防護措施，例如注意

手部生及使用口罩；為病者提供個人護理；環境

生等。  
 

 減少社交接觸︰停課、工作地點應變措施及取消大型

集會等。  
 

 集中以醫院管理局的指定診所作為第一度防線，負責

分流及照顧出現流感徵狀的病人。  
 

 動用抗病毒藥物儲備治療病人，並提供預防藥物予醫

護人員及公營界別的主要醫療服務提供者。  
 

 如有疫苗，可注射疫苗。  
 

 動員私營界別及非政府機構，以增強醫護界的應付疫

症能力。  
 

 私營企業實施業務持續運作計劃。  
 

 自我照顧︰患者留在家中，直至病癒後最少 48 小時
為止。  

 
 向社會各界傳遞風險信息。  

 
20 .  至於所採用的公共衞生措施，很大程度上視乎本地疫

情的嚴重程度。如本地疫情嚴重，便須採取力度更大的措

施。相反，如果疫情輕微，所需的措施或許只需與應對一般

季節性流感的措施相若。有一點須予緊記的是，即使是季節

性流感，香港每年也有大約 1 000 人因而失去性命。  
 
21 .  然而，在初期階段可能會有不明確之處，例如疾病對

不同人口組羣的嚴重程度可能各有不同。另外，市民的期望

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在緩疫初期階段採取謹慎的方針是有

用的做法。待我們對本地疫情的特性獲得更多知識時，便可

相應調整所實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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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2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生署  
二零零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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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控疫階段處理於不同環境曾與人類豬型流感確診病人接觸的人士的一般指引 

註：下表總結處理曾與人類豬型流感確診個案接觸的人士的一般指引。確實的處理方法須因應個別情況的實際環境的狀況而定。 
 

環境 緊密接觸 社交／其他接觸 備註 
在酒店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 與患者入住同一樓層／同一部份

樓層的住客及員工(視乎實際環
境而定)、其他與患者有緊密接
觸的人士： 
在隔離營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藥物 

酒店其他住客及員工：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

物 

在患者入住的樓層／同一部份樓

層進行清洗和消毒。其他酒店員

工(要接受檢疫的員工除外)每天
上班前須量度體溫和填寫病徵記

錄簿。 

來港航機上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

案 
患者同行前三行及後三行座位的

乘客，以及在同一機艙服務的機

組人員： 
在隔離營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藥物 

其他乘客︰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

物 

考慮是否將更多行數乘客送往檢

疫，可因應機上有否發生超過一

宗的感染個案和航機飛行的時間

等因素而定。 
英國採取把患者前兩行至後兩行

座位的乘客隔離的措施。 
在家居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

本地居民 
與患者有家居接觸的人士： 
在隔離營／家居接受檢疫、獲處

方預防藥物 
與患者有緊密而非家居接觸的人

士： 
在隔離營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藥物 

與患者有社交接觸者：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

物 

追蹤並隔離源頭病人，曾與源頭

病人有緊密接觸的人士須接受檢

疫和獲處方預防藥物。 

在工作場所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

案 
曾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同事： 
在隔離營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藥物 

其他在同一辦公環境工作的員

工：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

物 

 

在安老院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 所有居於安老院的人士︰ 
在安老院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與患者沒有緊密接觸的訪客︰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物

安排隔離安老院。長者病人不宜

遷往另一地點，安老院職員及／



 

   -  8  -

環境 緊密接觸 社交／其他接觸 備註 
藥物 
曾與患者有緊密接觸但未配備防

護裝備的員工： 
在隔離營／安老院接受檢疫、獲

處方預防藥物 
曾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訪客︰ 
在隔離營接受檢疫、獲處方預防

藥物 

或醫護人員須留在安老院向長者

提供護理。需及早採取感染控制

措施。 

在學校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案 曾與患者有緊密接觸的教師和學

生︰ 
在隔離營／家居接受檢疫、獲處

方預防藥物 

校內其他職員及學生︰ 
接受醫學監察、獲處方預防藥物

如出現非本地人類豬型流感個

案，即時停課 14 天。如出現第
一宗本地個案，所有小學、幼稚

園、幼兒園及學前學校可停課最

多 14天，並會作出檢討。 
在公眾場所出現人類豬型流感個

案，或未能確定接觸者(例如在
地鐵、戲院、商場等地方) 

通常沒有接觸者名單。根據個別

個案的評估是否進行檢疫 (通常
是在當局公開呼籲接觸者主動聯

絡之後)。 

通常沒有接觸者名單。一般採取

醫學監察措施(通常是在當局公
開呼籲接觸者主動聯絡之後)。 

公布患者曾到過的地方。懷疑受

感染的人士可致電熱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