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  
討論文件  

 

立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對隱形眼鏡藥水安全性的監察  

目的  

 本 文 件 概 述 衞 生 署 在 監 察 隱 形 眼 鏡 藥 水 的 安 全 性 的 工 作 情

況，並簡介衞生署就最近市民對某牌子的隱形眼鏡藥水的安全性

的關注所作出的跟進行動。  

隱形眼鏡藥水的監察  

2 .  由於隱型眼鏡藥水並非用於診斷、防止或治療疾病，亦沒有

這些方面用途的聲稱，故此隱型眼鏡藥水並非藥劑製品。與世界

很 多其 他地 方一樣 ，隱 型眼 鏡藥水 在香 港屬 於醫療 儀器 的一 種
( 1 )。在本港，醫療儀器的監管，主要由衞生署轄下的醫療儀器管

制辦公室負責。該辦公室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搜集有關有問

題醫療儀器的資料，以保障使用者的健康，辦公室定時監察海外

監管機構如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ood & Drugs  Admin is t r a t ion)
及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規管局 (Med ic ines  and  Hea l thcare  P roduc t s  
Regula to ry Agenc y)的網站，以及與產品製造商及供應商保持聯
繫，搜集有問題產品的資料。衞生署亦確立了有效的訊息通報基

制，將有關資料 (例如醫療儀器的安全使用 )迅速地發放給可能使
用 有關 儀器 的醫療 機構 及組 織如醫 管局 、私 家醫院 及醫 學團 體

等。衞生署亦與本地的生產商及分銷商保持密切聯繫，以便可以

盡 快將 有關 醫療儀 器的 安全 使用資 料轉 達至 使用者 ，及 如有 需

要，進行迅速的產品回收。視乎有關醫療儀器的使用情況及事件

的嚴重性，衞生署會透過新聞稿和新聞發佈會向市民公佈，以保

障市民健康。  

                                                 

( 1 ) 醫療儀器的一般定義是參考全球協調醫療儀器規管專責小組的建議而訂定。專責小

組於一九九二年成立，成員由來自美國、歐盟、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規管機關和醫

療儀器業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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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亦設有專題網站  (www.mdco.gov .hk)，
發放與醫療儀器有關的資訊，包括給市民、業界及醫護專業人仕

的教育資訊。同時亦利用海報、小冊子及公開講座，提高各界人

仕對醫療儀器的認識和正確地選擇和使用的重要性。  

4 .  根據《消費品安全條例》 (香港法例第 456 章 )，隱形眼鏡藥
水屬於消費品，亦受到規管。根據該條例，如海關關長合理地相

信任何消費品不安全，並可能引致嚴重的身體傷害，關長可勒令

供應商立即停止供應該消費品，並以合理可能的方式收回已供應

的物品。  

微生物性角膜炎的監察  

5 .  角膜炎是指眼睛的角膜發炎。配戴隱形眼鏡的人士尤其容易

患上此症。患有角膜炎的病人通常會出現眼痛、眼腫、異物入眼

的感覺，及有時會畏光。這些病徵可能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致，但

亦可能有其他原因，與隱形眼鏡有關的微生物性角膜炎通常是由

細菌或真菌所引致。過去曾有報告指處理鏡片不恰當，例如通宵

配戴隱形眼鏡、吸煙及長時期連續配戴隱形眼鏡，均會增加感染

微生物性角膜炎的風險。  

6 .  於今年二月，新加坡衞生部發出新聞稿，表示於本年一月於

新加坡有 7 名市民患上真菌引致的角膜炎，比每月平均 1 至 2 名
患者的數目有明顯的上升，而患者均有配戴隱形眼鏡的習慣。新

加坡衞生部其後亦表示自去年五月以來當地共有 39 人感染由真
菌引致的角膜炎，其中 34 人曾使用同一公司生產的多功能隱形
眼鏡護理藥水。  

7 .  香港的衞生防護中心自去年開始監察與隱形眼鏡有關的微生

物性角膜炎而需要在公立醫院留醫的個案。由去年八月至今年一

月，患上真菌引致的角膜炎而需要在公立醫院留醫的個案，每月

平均有兩至三宗。  

8 .  因應新加坡的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即時聯絡有關的生產商，

索取最新資料，並就產品引致真菌性角膜炎的可能性展開調查。

衞生防護中心亦在市面購入數樽該隱形眼鏡消毒藥水作細菌和真

菌培殖，結果皆為零生長，未有顯示藥水中含有微生物。  

9 .  衞生署亦積極跟進新加坡的情況，並與新加坡衞生當局舉行

電話會議，交換兩地資料，加強溝通。衞生署亦曾直接聯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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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個國 家及 機構， 包括 美國 、英國 、德 國、 澳門和 世界 衞生 組

織，查詢有否出現隱形眼鏡使用者感染真菌引致的角膜炎個案，

暫時沒有發現微生物性角膜炎的個案突然增多的情況。   

10 .  就有關事件，衞生署亦與有關生產商代表、微生物學者、眼
科醫生、視光師、香港海關及消費者委員會會晤，討論香港的情

況。衞生署建議有關生產商檢視問題，並採取必要措施保障本地

消費者。該生產商其後決定，自願暫時在本港市面停售該隱形眼

鏡護理藥水。儘管衞生防護中心就該隱形眼鏡消毒藥水的細菌和

真菌培殖皆為零生長，但有鑑於在新加坡及香港均有使用該藥水

的隱形眼鏡配戴者患上真菌引致的角膜炎個案，我們認為這是一

項謹慎及預防性的做法。該生產商亦設立熱線電話，對該產品進

行更深入的測試及提供自願換領程序，供市民以該產品換取其它

產品。  

11 .  衞生防護中心亦致信各醫生通告有關情況，要求他們在處理
真 菌引 致的 角膜炎 個案 時提 高警覺 ，並 轉介 個案與 眼科 醫生 跟

進。同時亦呼籲視光師及眼科醫生，加強教育顧客正確使用隱形

眼鏡及護理藥水。  

12 .  衞生署亦設立熱線電話接受市民的查詢，另外衞生署亦透過
新聞發佈教育市民正確使用隱形眼鏡的守則，以預防與隱形眼鏡

有關的角膜炎。  

13 .  雖然未有證據顯示有關隱形眼鏡藥水於生產時受到污染而導
致香港近月的真菌性角膜炎個案，但因應公眾對事件的關注，衞

生署已加強對隱形眼鏡藥水可能導致的真菌性角膜炎感染個案的

監察，並會繼續透過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監察外地使用有關產品

的情況，衞生署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的發展，及向市民作出適時

的滙報。  

徵詢意見  

1 4 .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  

 

生福利及食物局  
生署  
二零零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