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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787/03-04(02)號文件
香港耆康老㆟福利會香港耆康老㆟福利會香港耆康老㆟福利會香港耆康老㆟福利會

防治非典爆發的建議防治非典爆發的建議防治非典爆發的建議防治非典爆發的建議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會沙田區院舍於 2003年 3月 18日開始，陸續有証實染病的職員及列入懷疑
個案的長者。隨著疫情的擴散，本會其他區域的服務單位，同樣經歷過防治非

典所面對的問題，包括與醫療系統的連繫通報機制的有效性、安老院舍㆟手規

劃及環境等。本會謹就這些範疇作㆘列建議。

2. 解除安老院舍的隱憂解除安老院舍的隱憂解除安老院舍的隱憂解除安老院舍的隱憂

2.1. 改裝院舍環境改裝院舍環境改裝院舍環境改裝院舍環境，以利執行，以利執行，以利執行，以利執行「隔離」措施「隔離」措施「隔離」措施「隔離」措施

安老院舍乃長者集居㆞，提供服務的㆟員往往與服務使用者有密切接觸。

以護理院為例，八成以㆖長者屬長期病患，其出入醫院次數相當頻繁。資

料顯示，在非典時期，長者非典患者的感染源自醫院；又有說長期病患的

長者乃「隱形病㆟」。致使我們對官方指引，規定所有長者留醫出院必須

在院舍隔離 10㆝的指示，嚴厲執行。院舍間隔，全屬多㆟房間，以往執
行隔離，多因房間不足或間隔問題，甚難執行隔離措施。針對㆖述問題，

院舍宜盡量把職員宿舍、飯堂、復康活動室等，添置求援系統，以便隨時

「變身」，作為隔離房間；同時，亦宜充份考慮改善房間的消閒設施、通

風系統等。

雖然社會福利署於 2003年 10月作出特別為院舍隔離安排而設的獎券基金
撥款申請，可惜是次撥款來得太遲，大部份院舍已於較早前整裝待發，而

該次撥款亦只限「改裝」範疇，其他防炎物資及「隔離」引申的器材傢俱，

則未可顧及。

2.2. 減少院舍名額減少院舍名額減少院舍名額減少院舍名額，長遠針對傳染病擴散院舍，長遠針對傳染病擴散院舍，長遠針對傳染病擴散院舍，長遠針對傳染病擴散院舍

為顧及「隔離」的須要，於非典期間也曾暫停院舍緊急宿位申請及接收新

入住的長期個案，以騰空床位作隔離之用。然而，護理安老院的長者多屬

體弱及長期病患，其進出醫院次數頻繁，這些名額往往不足以應付「隔離」

措施的須要。況且，為長遠針對院舍傳染病擴散，㆞方/房間不足是最根
本的問題。在經濟不景，資源緊絀的日子，減少院舍容額是無法履行，但

這卻是最有效的方法。

2.3. 及早聯繫營舍及早聯繫營舍及早聯繫營舍及早聯繫營舍，充當，充當，充當，充當後備後備後備後備「隔離」「隔離」「隔離」「隔離」

㆒般非護理類別的安老院舍，聚居的院友大多屬體健及行動自如。由於該

類院舍座落於公共屋邨，㆒旦疫症爆發，行政管理方面還須兼顧街坊的壓

力。加㆖疫症爆發時，要控制院友的「活動」及安排「隔離」，其難度毫

不簡單。在執行「隔離」政策，安老院舍仍會盡量騰空職員宿舍或活動室

作「隔離」之用。為加強「隔離」的彈性，會方會徵用專為長者而設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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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助㆟會樟木頭渡假村，讓安老院舍安排出院院友作隔離之用。

2.4. 有效通報流感有效通報流感有效通報流感有效通報流感，杜絕病源傳播，杜絕病源傳播，杜絕病源傳播，杜絕病源傳播

2003年 3月至 5月期間，長者因發燒入院，醫院或衛生署說是懷疑個案，
及後便沒有跟進。儘管院舍不停追問，也沒有答案。為防萬㆒，衛生署亦

要求院舍，若有懷疑個案，也應當証實個案處理，立刻「篩選」與該懷疑

個案接觸過的同事停工，使院舍運作造成極大混亂。後於 5月份，透過社
會服務聯會向醫管局反映，確立通報懷疑及証實個案的最新機制。然而新

機制的實施，卻㆖情未能㆘達，由急症室以致病房，依然未可遵照所做法

通報訊息。此外，由於新機制只會通報「証實」及懷疑個案，㆒些証實「不

是」非典的個案，卻不會回覆院舍，倘機制能包含通報証實此病者「並非」

非典，這相信更有助院舍釋除焦慮及壓力，更毋須在等候回音之際，已採

取㆒些「不必要」的措施。

2.5. 與醫療系統連為㆒線與醫療系統連為㆒線與醫療系統連為㆒線與醫療系統連為㆒線，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

第㆒浪非典以後，各區老㆟評估隊及衛生署已加強針對監控院舍流感情

況，到各院舍巡查及推廣防炎訊息。社署亦規定每間安老院舍選定感染控

制主任，專責處理關於感染控制及預防傳染病的全部事宜。「㆒院舍㆒醫

生計劃」卻由於招募醫生未如理想，以致未能於所有院舍全面落實，只能

惠及部份院舍。但該計劃對協助院舍及早分析及處理非典可能在院舍爆發

的危機，具「把關」作用，亦可同時避免長者往返醫院求診、減少長者前

往急症室及不必要留醫的次數，也間接減少醫療開支。

不過，協作默契是計劃的成功關鍵。委派到院舍的㆟員也應熟習安老院舍

的運作及限制，按目前的經驗，「計劃」在診症、取藥、收費的流程㆖仍

有改善空間，讓院舍可節省㆟力時間為院友取藥、結賬奔波。

3. 做好公民教育做好公民教育做好公民教育做好公民教育，，，，「訓導」「訓導」「訓導」「訓導」、、、、「輔導」並重「輔導」並重「輔導」並重「輔導」並重

經歷了第㆒浪非典爆發，安老服務單位(包括住宿及日間服務)已高度重視環
境、衛生及防炎設施配備。本會全線單位亦有成立「感染控制小組」，其轄㆘

附有「防炎糾察隊」，負起監察任務，成員包括各級職員及長者，這模式的組

合可使事功更具感染力，亦有「全民參與」的果效。

「防炎糾察隊」宜設有常規及突擊檢查機制及賞罰制度，針對員工及長者能否

實踐公共衞生教育。政府也可考慮帶頭於各安老服務單位，制定「公共衛生守

則」，針對罔顧公德之長者，按程度釘立獎懲細則，如會員屢勸不聽，服務單

位有權取消其會藉。訂定賞罰方式以外，也須以不同手法，廣傳教育訊息，例

如：個別輔導、張貼標語、舉辦有獎問簽戲、定期安排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製作健康教材等。



3

4. 儲備防炎物資儲備防炎物資儲備防炎物資儲備防炎物資、培訓員工恰當應用、培訓員工恰當應用、培訓員工恰當應用、培訓員工恰當應用

為保護員工及長者，避免他們恐怕防炎衣物不足蒙受心理壓力，服務單位須按

各類防炎衣物的應用情況釐定各防炎物資儲備參考量，作為補足存貨的依據。

公民教育網，亦宜惠及員工，規定服務單位舉辦培訓課程，教導員工正確配戴

及棄置保護衣物的程序。為使保護裝備發揮效用，感染控制小組須兼負重任，

選取合適尺碼及測試物資品質；防染糾察隊則指正員工正確應用保護裝備，雙

管齊㆘。

5. 根據疫情輕重根據疫情輕重根據疫情輕重根據疫情輕重，作出服務調配，作出服務調配，作出服務調配，作出服務調配

隨著政府訂立㆔種顏色的警號通佈疫情狀況，有關當局可按顏色警號，策劃或

建議各安老服務單位制定相關的服務調度方案，包括聚集㆟數、探訪措施(院
舍適用)等，讓同業有所參照、公眾認受。

6.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述建議，乃就本會服務單位在過去非典爆發的體驗所得，歸納重點，望政府

有關部門關注長者服務於疫情期間面對的困難。至於安老服務單位內部應變，

例如：如何限制院舍㆟流及長者作息調動、避免交叉感染等，則不會在此敖述。

耆康會

㆓零零㆔年十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