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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預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擴散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匯報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有

關預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非典型肺炎」）擴散的

工作。 

 

 

背景 

 

2.  社署一直積極和廣泛參與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工作，由推動

福利服務單位加強環境 生，以至向直接受非典型肺炎影響的人

士和家庭提供援助等。社署這些行動是由社會福利署署長（下稱

「社署署長」）親自帶領並向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下稱「

福局局長」）負責。社署在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亦透過社署署

長出席 福局局長和 生署署長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社署署長為

傳媒舉行的簡報會、以及經常更新社署網頁資料等，向市民報

告。現把社署在各範疇的主要工作臚列如下。 

 

 

一般預防措施：推動環境和個人衞生 

 

發出指引 

 

3.  從一開始，社署根據生署提供的意見和資料，制訂多份

指引，以促進環境 生及建議福利服務單位一旦出現感染個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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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出的緊急安排。這些指引已因應需要作出更新及廣泛發給所

有服務單位，同時亦已上載於社署網頁供各有關人士參閱。 

 

支援弱勢社羣 

 

4.  為了協助弱勢社 採取預防措施，防止非典型肺炎擴散，

我們由三月中起在社署轄下各服務單位向他們派發口罩。截至二

零零三年四月底，我們已一共派發超過 1  000  000個口罩（外科

口罩），其中 330  000個預先包裝好的十個裝口罩免費派發給到

訪社署轄下各社會保障辦事處的服務使用者；超過 430  000個是

在外展關懷探訪中派發給長者，而約 250  000個則派發給其他到

訪社署服務單位的弱勢人士。目前，我們已額外購置 1  300  000

個口罩，並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有需要的家庭和人士派發。

我們並已提供進一步的援助措施，徵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

庫務科批准，社署不會因當局宣布的寬免差餉／水費／排污費等

一系列非典型肺炎紓困措施，而調整綜援受助人士的綜援金額。

這是一項相當例外的措施，綜援受助人士可因此保留預計合共

5,800萬元的款額作其他用途。 

 

5.  上述種種措施，由各區福利辦事處在地區上作出充分配

合，並與區議會和多個地區團體全力合作。福利辦事處已調配社

區資源，以便進一步派發有關物品和進行關懷探訪。截至二零零

三年四月底，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共 1  900名職員以及 4  400名義

工，已向 34  000名長者和 13  000名其他弱勢人士分別進行了約

26  000和 8  000次外展探訪。此外，我們亦把接獲的社區支援，

包括有心人士捐贈的數百萬個口罩和各種清潔用品，以及多達

84萬元的現金援助在各區派發，以照顧這些弱勢社 的需要。 

 

支援服務營辦者 

 

6.  社署已購買 200  000個兒童口罩，以派發給各幼兒中心供

幼 兒 使 用 。我 們 亦 已 訂 購 超 過 4  000個 耳 溫 探 熱 器 連 同

2  000  000個即用即棄耳套分發給所有福利服務單位，以鼓勵各

單位採用妥善的量度體溫方法。首批耳溫探熱器現已連同使用指

引，分發到私營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安老院。 

 

7.  我們明白到各服務單位需因為採取這類預防措施而有大

量開支，包括為前線人員提供保護物品。在社署支持下，香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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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出 2,000萬元特別津貼，發放給日間服務單

位和家居服務單位，使這些福利機構能以這額外資源，採取預防

措施防止非典型肺炎擴散，例如購買更多清潔和保護用品、聘請

額外人手為服務單位進行消毒等。由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七月的三

個月內，每個合資格的服務單位每月會獲得 5,000元的撥款。超

過 1  300個服務單位可因而受惠。 

 

為弱勢社羣改善環境衞生 

 

8.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行政長官公布一系列措施，以

紓緩非典型肺炎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這些措施包括由社署統籌，

由非政府機構及／或其他團體開設 4  500個為期三個月的臨時

職位，為獨居長者、年老夫婦或其他弱勢社 如殘疾人士等，免

費提供家居清潔和小規模的家居維修服務。為推行這項措施，社

署將委託非政府機構直接僱用 2 500名清潔工人和 2  000名半技

術工人，他們的月薪分別是 5,500元和 7,000元。我們預期超過

100  000個長者家庭或弱勢家庭將因而受惠。如獲得財務委員會

於五月十六日的會議上通過，這項涉及 1.02億元撥款的措施便會

盡快推行。 

 

 

為特定社羣推行的特別預防措施 

 

安老院舍 

 

9.  長者和有長期病患的人士一旦感染非典型肺炎，死亡率會

較其他人為高，而安老院舍內有不少是經常使用醫院服務的體弱

長者，往往屬於感染這種疫症的高危人士。有鑑於此，社署已於

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向所有安老院和其他院舍服務單位發出一份

「社會福利服務單位防止非典型肺炎擴散指引（院舍服務）」，而

安老院牌照事務處亦加強視察，特別關注安老院出現證實感染個

案時的應急計劃和長者康復出院後尚須休養和隔離一段時間的

安排。 

 

10.  為了確保安老院舍遵守有關指引、保持警覺及採取足夠措

施防止非典型肺炎的擴散，185名來自社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和

各單位的職員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始的一個星期內，完

成向 730間安老院舍進行關懷探訪。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亦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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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部分探訪。在探訪時，社署人員向安老院派發保護物品，包括

90  000對防護手套、90  000個口罩，以及漂白水和 液各 1  600

瓶。大部分院舍都清楚知道環境和個人 生的重要，而且充分遵

守社署發出的指引，情況令人滿意。 

11.  在與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進行討論時，

各方面都同意在這個困難時期，長者入院留醫的情況應盡量減

少。因此，醫管局會加派社區老人評估小組到各安老院舍探訪。 

幼兒中心 

12.  與長者剛好相反，兒童即使感染這種疫症，也可迅速完全

康復。不過，幼兒中心和幼稚園的兒童人數眾多，他們除了好動

和充滿好奇心外，更會隨處觸摸東西，我們必須特別加以照顧。

為了讓幼兒中心作好復課準備，我們已採取了下列措施 － 

(a) 向幼兒中心發出指引，說明復課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有

關指引亦已上載於社署網頁； 

(b) 向幼兒中心派發200  000個兒童口罩，而附有即用即棄耳

套的耳溫探熱器亦會在復課前分發。我們會向幼兒中心派

發一批口探和肛探體溫計，以供發給家長使用，藉此鼓勵

家長每天把幼兒帶往中心前替幼兒量度體溫； 

(c) 運用鄧肇堅何添慈善基金捐助的100,000元款項，製作了

一些教導幼兒預防感染非典型肺炎的教材，包括： 

 5  000張錄像影碟（該影碟內容亦會上載於社署網
頁）； 

 3  000張海報； 

 50  000個襟章； 

 180  000個襟貼；以及 

 16  000份由廸士尼公司捐贈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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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已向每一間非牟利幼兒中心提

供每月 5,000元撥款，為期三個月，以加強環境衞生； 

(e) 我們會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為300名幼兒中心營辦

者／工作人員舉行簡報會，讓他們作好復課和所有有關安

排的準備；以及 

(f)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預定復課日期前的一個星期，社

署人員會向所有 490間資助或私營幼兒中心進行關懷探

訪。 

13.  另一項與此有關的是，有鑑於部分家長不願意繳交幼兒中

心費用，社署已經與幼兒中心的營辦者開會，討論他們這方面的

關注。我們在四月二十八日向幼兒中心營辦者發信解釋幼兒中心

的收費基礎，並呼籲家長繳交學費；社署會繼續透過幼兒中心繳

費資助計劃向家長提供資助，並會繼續向營辦者提供百分之五的

資助、租金和差餉資助，以及其他與延長時間服務計劃和暫託幼

兒服務計劃有關的資助項目。此外，我們亦鼓勵營辦者運用以前

經營時累積的節省款項，應付現時的現金周轉問題。 

 

 

向非典型肺炎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援助和支援 

援助網絡 

14.  公立醫院的醫務社會工作者1（下稱「醫務社工」）是醫療

護理隊伍的一分子，更是負責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心理社會支援

的前線社工。在社署超過 42個家庭服務中心和一支超過 40名臨

床心理學家的專責隊伍組成的網絡支援下，醫務社工帶領進行下

列的工作 － 

(a) 為留醫的非典型肺炎患者提供即時輔導和協助，幫助他們

處理／克服對疫症的恐懼和憂慮； 

                                                 
1  公立醫院／診療所共有 483 名醫務社工，當中 353 名為社署人員，其餘則由
醫管局聘用。  

 -  5  -  



(b) 作為醫院中的患者和他們焦慮不安的家人的橋樑 － 而

不少患者家人正在接受家居隔離； 

(c) 向因非典型肺炎病故者的家人提供哀傷輔導，並會特別關

顧失去父或母親甚或雙親的兒童； 

(d) 運用社署「分目 157 － 病人及家屬援助金」，向患者和

他們的親人給予緊急經濟援助，包括支付殮葬費用的津

貼； 

(e) 對於因為某種原因而在康復出院後不能回家的病人，作出

有關的出院安排；以及 

(f) 轉介患者及其家人到其他服務單位接受所需援助，例如為

因父母入院而乏人照顧的兒童安排照顧服務。 

為協助入院照顧者及康復出院的非典型肺炎患者提供的特別設施 

15.  為了支援因照顧者入院接受診治而缺乏適當照顧的兒童

及長者，社署已重開慧儀宿舍的設施，以提供臨時的住宿安排。

到目前為止，共有七名兒童曾入住慧儀宿舍接受照顧。 

16.  對於那些可以照顧自己，但礙於種種原因（例如心理因

素、居住環境擠迫）而在出院後未能即時回家居住的非典型肺炎

康復者，社署已安排他們暫時入住伸手助人協會轄下的樟木頭老

人度假中心。直至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共有三名已出院的非典

型肺炎患者曾入住該中心。 

支援接受隔離／家居隔離的家庭 

17.  社署負責監督為初期在度假營以及後期在家中接受隔離

的人士提供的實質支援及心理社會支援。所提供的一系列支援包

括派送膳食、提供日常必需品、安排幼兒照顧服務、提供緊急經

濟援助，以及透過熱線提供心理支援／介入服務。這些支援服務

是由社署的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以及非政府機構的多名人員合

力提供。至今，社署已為來自 293個須接受家居隔離住戶的 768

名人士提供服務，佔家居隔離個案總數的百分之七十。此外，社

署亦已批核 655份「防止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擴散緊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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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計劃」的申請，所涉援助額為 540,000元。 

為協助非典型肺炎病故者家屬提供的非政府基金 

18.  社署署長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的新聞稿中宣布，社署已

獲委託管理兩項非政府基金以及把款項發放給合資格的人士／

家庭。該兩項基金分別是由工商界人士發起的「工商界關懷非典

受難者基金」，以及由公務員發起的「護幼教育基金」。前者的目

的是向非典型肺炎病故者的家屬發放撫恤金，及以短期津貼形式

為康復出院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緊急經濟援助，而後

者則旨在為病故者的年幼子女提供長期教育經費。社署負責該些

個案的社工會密切留意有關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而臨床心理學

家則會繼續提供個人輔導和其他服務，幫助他們撫平傷痛，再次

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其他措施 

熱線服務 

19.  為了照顧特別社羣及市民的需要和協助他們紓緩憂慮情

緒，多間福利機構已在疫症爆發以來設立 16條熱線。截至二零

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述熱線已接聽共 23  700個來電，其中

10  500個與非典型肺炎有關。另一方面，社署已在四月二日為

市民設立一條由臨床心理學家接聽的特別熱線，以提供有關危機

介入的資訊，並安排有需要人士接受進一步的情緒支援／心理治

療。截至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該熱線共收到 110個來電，其中

三宗個案已安排接受進一步的心理輔導，另有兩宗則轉介至有關

的家庭服務中心接受其他援助。此外，社署的部門熱線服務在四

月份內接聽了 255個關於非典型肺炎的來電。隨着新增個案數目

逐漸減少，熱線所接聽的來電數目在五月份首星期內顯著下跌。 

支援前線人員 

20.  社署並沒有忽略員工的需要，特別是那些可能會與非典型

肺炎患者有直接接觸的前線人員。為此，我們自四月初起已根據

署內人員特定工作環境的需要，向他們派發多項保護用品，包括

口罩、保護衣物、外科用手套和消毒酒精紙巾，以供使用。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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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員工提供有關危機介入和處理悲傷情緒的備忘稿外，我們已先

後在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及二十八日舉辦三次大型簡報會，

參加的員工約有 700 人。簡報會的討論內容包括面對非典型肺炎

的心理反應、處理方法，以及有關預防措施的其他資料。我們亦

已制訂有關懷孕員工請假或職位調派安排的措施，以釋她們的疑

慮。 

 

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