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年 1 月 10 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2004/05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計劃及抗流感病毒藥物儲備工作 

 

 在上次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有關

2004/05 年度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計劃實施進度，以及為預防禽流

感爆發而儲備抗流感病毒藥物工作的資料。本文件旨在為議員提

供有關資料。 

 

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計劃 

 

2. 政府的 2004/05年度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計劃於 2004年

10 月開始推行。有關計劃是依據生署生防護中心成立的疫苗

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委員會」)的建議而制定，計劃涵蓋三

大類別的人士。 

 

3. 第一類人士包括或會因感染流感而出現較高發病率及

死亡率的 6 組人士: 

 

 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 

 殘疾人士院舍的長期宿友；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住院病人，包括﹕療養病人、

老齡精神科病人、智障病人、精神科住院病人和有長期

病患的住院病人； 

 65 歲或以上、有長期病患在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的

長者； 

 有長期病患或需長期服用阿司匹林、並為醫管局的住院

或門診兒科病人； 

 65 歲以下、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而在專

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的長期患病病人。 

 

4. 第二類人士是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為這些

人士注射疫苗是要減低可能把流感傳予有較高風險出現併發症的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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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三類人士為家禽從業員及須從事屠宰家禽行動的人

員。鑑於鄰近國家的禽流感情況，為這類人士注射疫苗可以減低

同時感染禽流感及人流感的機會。 

 

6. 與上年的防疫注射計劃比較，本年度的計劃進一步涵蓋

65 歲或以上、沒領取綜援的長期病患長者，以及 65 歲以下、領取

綜援的長期病患者。 

 

宣傳工作 
 

7. 生署聯同醫管局於 2004 年 9 月 27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

及發出新聞稿，公布委員會的建議及防疫注射計劃。此外，生

署亦透過在醫院、診所及其他生署的服務地點的當眼位置張貼

宣傳海報、向所有職員發出常務通告告知他們在公營及私營機構

的有關安排，讓他們可以適當地向顧客提供建議，以及出席電視

台及電台的專訪，宣傳防疫注射計劃。我們更發信給不同的醫護

人員，包括醫生、牙醫、藥劑師、護士及助產士、脊醫、職業治

療師、視光師、物理治療師、放射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以

及在安老院舍工作的護理人員，鼓勵他們接受流感防疫注射。 

 

實施進度 
 

8. 截至 2004 年 12 月 19 日，當局共為公眾提供159,231 支

疫苗。向不同目標群眾提供的分項數字列於附表。針對安老院舍

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注射計劃已經完成。初步估計，這兩組人士接

受注射的百分率(分別為 88.1%及 88.8%)與去年相約。 

 

9. 衛生署與醫管局會繼續在流感季節完結前執行防疫注

射計劃，務使更多目標群眾能接受注射。 

 

抗流感病毒藥物儲備工作 

 

10. 目前生署及醫管局儲有 170萬粒抗流感藥物「特敏福」

(Tamiflu)。為確保有足夠的抗流感病毒藥物應付緊急情況，政府

正採取恰當措施，增加這些藥物的儲備量。就此，生署正積極

與政府各局／部門、私人執業醫生和相關的藥物供應商聯絡。此

外，世界生組織的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現正作出修訂，生署

正密切跟進有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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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議員備悉上述資料。 

 

 

 

 

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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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政府的 2004/05年度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計劃初步統計數字 (截至 2004年 12月 19日) 
 
類別 目標群眾 已提供疫苗數量 

I    

(a) 居於院舍的長者† 53 100‡ 
(b) 殘疾人士院舍的長期宿友 † 8 896 
(c) 醫管局指定專科的住院病人 2 997 
(d) 65歲或以上有長期病患的非住院長者* 59 030 
(e) 有長期病患或需長期服用阿司匹林、並為醫管局的住院或門診兒科病人 1 073 
(f) 正領取綜援而在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的 65歲或以下長期患病病人 5 588 
II    

(a) 生署的醫護人員 4 280 

(b) 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 16 684 

III    

(a) 家禽從業員 837 

(b) 須從事屠宰家禽行動的人員 6 746 

總數   159 231 
 
† 此數為已提交統計數字的院舍的合計數字。 
‡ 此數包括約 22 000支為有駐院護士的長者院舍提供的疫苗。我們預期在注射計劃完結時這些院舍會歸還少量疫苗。 
* 此類別包括 2 520名正在領取綜援、按臨床診斷(而非一定是長期病患)而獲得注射疫苗的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