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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秘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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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5 
邵佩妍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 立 法 會 CB(2)502/18-19(01) 、

CB(2)569/18-19(01)、 CB(2)570/18-19(01)、及
CB(2)605/18-19(01)號文件 ]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曾發出

下列文件：  
 
(a)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藥劑製品的規管及

檢測的資料文件；  
 
(b) 張超雄議員擬提出的《罕見疾病條例

草案》；  
 
(c) 葛珮帆議員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就要求

政府當局為孕婦提供百日咳疫苗而發

出的函件；及  
 
(d) 公共申訴辦事處有關將治療重性精神

病藥物納入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藥物
名冊的政策事宜的轉介文件。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607/18-19(01)及 (02)號文件 ] 
 
2.  委員同意在 2019年 2月 18日下午 4時 30分
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 "衞生署
架構重組 "議題。  
 

(會後備註：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主席同意，
2 月份例會的會議議程已加入有關 "促進
母乳餵哺 "的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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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基因組計劃  
[ 立 法 會 CB(2)607/18-19(03) 及

CB(2)679/18-19(01)號文件 ] 
 
3.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向委員簡介香港基因

組計劃 ("基因組計劃 ")，有關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
文件 (立法會 CB(2)607/18-19(03)號文件 )。衞生署
遺傳科顧問醫生借助在會議席上提交的電腦投影

片簡介資料，向委員簡述基因組醫學。  
 
基因組計劃的基因數據庫  
 
4.  葛珮帆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支持並促請當

局盡早推行基因組計劃。該計劃能促進基因組醫學

的臨床應用而讓病人及其家屬受惠，並可推動基因

組醫學和相關領域的研究。葛珮帆議員提述內地及

其他地方展開華人基因組研究一事，並詢問可否進

行協作研究達至協同效應，促進發展以華人為基礎

的基因組數據庫。葉劉淑儀議員指出，內地大型公

共基因組數據平台名為國家基因庫。主席支持推行

基因組計劃，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同意其他地方為

進行各項研究使用以匿名的方式匯集成的本地人

口數據庫的要求；如會，當局是否收取費用。  
 

 
 
 
 
 
 
 
政府當局  

5.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當局預期推行基

因組計劃的目標，是分兩個階段覆蓋 20 000 宗個
案，並為合共 40 000 至 50 000 個基因組進行測序，
促進基因組醫學的臨床應用、發展華人基因組圖

譜，以及與包括內地等其他地方進行科學交流。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就在內地進行的基因組計劃提

供摘要，包括背景、推行情況、目的、範圍、成果

和未來路向等資料。葉劉淑儀議員詢問，若單單使

用國家基因庫開發的基因組圖譜，是否亦可達到基

因組醫學應用的目標。創新科技署署長表示，根據

內地法律，內地的基因組數據不得轉移至當地以外

的地方。另外，有一點應該注意，基因組計劃會與

將於香港科學園設立的國際頂尖生物醫藥和資訊

及通訊科技領域產生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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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莫乃光議員雖然支持香港發展基因組醫

學，但他關注到按基因組計劃使用基因組和臨床數

據所產生的私隱相關問題，例如何種情況下須取得

參加者知情同意，以及由哪方負責批准查閱資料的

要求。陳志全議員表達類似的關注，並詢問當局會

否訂立規管架構或行政措施，保障基因組計劃下病

人的私隱。主席尤其關注罕見疾病患者的基因組和

臨床數據的私隱問題，因為有關病人的個案宗數不

多，因此容易識別。  
 
7.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基因組計劃會採

取類似部分海外基因組計劃的做法，設立數據庫保

安措施及制訂查閱資料的指引和守則，並會取得參

加者的知情同意。研究人員只可在獲得指定的諮詢

委員會批准後，並依據道德委員會訂立的研究守

則下，查閱以匿名的方式匯集成的基因組及臨床

數據。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3 補充，在基
因組醫學督導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香港基因組計劃

工作小組會繼續參照海外做法，研究基因組計劃相

關的病人私隱問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回應莫乃光

議員的跟進提問時表示，政府當局會就此徵詢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署長的意見。  
 
8.  潘兆平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推行基因組計劃

的時間表。黃碧雲議員提出類似的問題，並補充基

因組計劃應納入更多未能確診的病症和癌症個

案，達到促進基因組醫學臨床應用的目標，特別是

在診斷不常見病症，以及為癌症病人提供較個人化

的治療方面。張超雄議員支持基因組計劃，並表示

當局須確保全基因組測序的樣本數目和揀選的個

案，在統計學上具有重大意義，以達至促進罕見疾

病基因鑒定的目標，這樣實在至關重要。蔣麗芸議員

問及基因組計劃先導階段揀選個案的準則，以及處

理個案的情況。  
 
9.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3 表示，基因組計劃工作小組會進一步討論
基因組計劃的框架，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醫管局和創

新科技署的代表，以及學術、臨床和科研等界別的

專家。研究事項包括：計劃涵蓋的疾病種類；處理

樣本的工作流程；測序與分析；成立一間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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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資擁有的擔保有限公司，暫名為香港基因組中心

("該中心 ")，負責協調推行基因組計劃的工作；以
及成立若干諮詢委員會，就科學、數據及道德事宜

提供意見。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3 補充，
政府當局計劃在 2020年開展涵蓋 2 000宗個案的基
因組計劃先導階段工作，有關個案屬臨床線索顯示

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而未能確診的病症，以及臨床

線索顯示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的癌症個案。從每宗

個案收集的樣本數目各有不同，例如未能確診的遺

傳病症個案，可能需要從患者及其父母收集 3 個樣
本。當局預計，基因組計劃先導階段會為合共

4 000 至 5 000 個基因組進行測序。  
 
10.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回應主席提問時表示，

由醫管局、衞生署和本地大學轉介的基因組計劃參

加者無需承擔基因排序所引致的開支。  
 
推行基因組計劃的撥款  
 
11.  潘兆平議員及黃碧雲議員要求當局闡述推

行基因組計劃的撥款需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

示，政府當局已預留 12 億元撥款，包括 6 億
8,200 萬元非經常撥款以支付基因組計劃的開
支，以及在 2019-2020 年度開始的 6 年期間，平均
每年約 8,700 萬元的資助金，支援該中心的運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回應主席問及該中心行政總裁

薪酬全年預算開支時表示，這方面可參考有關市場

薪酬水平。  
 
12.  莫乃光議員詢問，在其他地方由政府成立

機構進行基因組計劃，是否普遍做法。張超雄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基因組計劃的透明度和問責

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新加坡及英國的基因組

項目分別由政府成立的一間機構和公司領導進行。成

立該中心可令推行基因組計劃更具彈性和效率，該

中心的運作受行政安排備忘錄約束，備忘錄將收納

重要監察措施，確保該中心在運用撥款方面具透明

度並接受公眾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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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醫學發展  
 
13.  潘兆平議員及蔣麗芸議員關注到，基因組

醫學領域有否足夠的本地專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表示，有基因組醫學領域或相關範疇的專家在醫管

局、衞生署及本地大學工作，預料推行基因組計劃

有助增加有關人才的數目。  
 
14.  黃碧雲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在公營醫療界別

提供基因組醫學服務，惠及有需要的病人。蔣麗芸

議員詢問，長遠而言，基因組醫學發展會否涉及備

受爭議的人類基因組編輯科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表示，推行基因組計劃可惠及部分病人，讓他們得

到更快更準的診斷，以及較個人化的疾病管理。當

局預計，在基因組計劃下培育和滙集更多專家後，

長遠可擴大基因組醫學的臨床應用範圍。根據國際

經驗，推行基因組計劃將提高不常見遺傳病的確診

率，使臨床治理更為切合病人所需，包括進行針對

性診斷檢測、藥物治療、施行外科手術、監測病況

和改變病人生活模式。此外，獲得確診有助紓緩病

人和家屬的心理壓力，並讓病人父母了解遺傳風

險，幫助他們妥善考慮生育計劃。  
 
 
IV. 由蚊子傳播的各種疾病的防控工作  

[立法會 CB(2)607/18-19(04)及 (05)號文件 ] 
 
15.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為預防和

控制蚊子傳播的疾病 ("蚊傳疾病 ")所採取的措施，
詳 情 載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607/18-19(04)號文件 )。  
 
16.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處就討論中議題擬備

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607/18-19(05)號文
件 )。  
 
寨卡病毒及登革熱感染的最新情況  
 
17.  邵家臻議員關注在 2018年本地爆發登革熱
的情況，以及每年從外地 (特別是內地、菲律賓及
泰 國 等 鄰 近 地 方 )傳入的登革熱個案數目，由
2012 年的 53 宗增至 2018 年的 13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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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衞生署首席醫生 (監測 )解釋，登革熱主要透
過帶有登革熱病毒的雌性伊蚊叮咬而傳染給人類，有

可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迅速傳播。從外地傳入的登

革熱個案宗數呈上升趨勢，是由於在過去數十年，

人口增加、都市化、氣候轉變及旅遊和商業往來頻

繁等因素，導致登革熱在鄰近地方的發病率急升。

政府當局會繼續與其他地方的衞生部門聯繫，採取

各種措施加深市民對該疾病的認識，例如加強旅遊

健康建議的宣傳工作，以及每逢周五發出新聞公

報，提供香港和其他地方登革熱感染的最新情況。  
 
19.  蔣麗芸議員詢問，在 2018 年有否任何由蚊
傳疾病引致的本地死亡個案。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回應時給予否定的答覆。蔣麗芸議員察悉並深切關

注到，懷孕期間感染寨卡病毒是導致先天腦部異常

的成因。她關注在香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寨卡疫

情，以及曾於 2016 年爆發疫症的巴西的情況。主
席 表 示 ， 根 據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資 料 顯 示 ， 在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本港錄得寨卡病毒感
染個案分別為 2 宗、 1 宗及 0 宗。  
 
20.  衞生署首席醫生 (監測 )表示，本港錄得的寨
卡病毒感染個案全部從登革熱流行的國家和地區

傳入。巴西自 2016 年出現寨卡病毒感染爆發後，該
地方的感染個案有下降趨勢。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會

繼續採取各種措施，防控寨卡病毒感染。有關措施包

括建議孕婦和計劃懷孕的婦女不要前往寨卡病毒受

影響地區；與香港旅遊業議會聯繫，向旅客發放旅遊

健康建議資訊；以及在衞生防護中心網站發布寨卡病

毒感染的最新資料。  
 

 
 
 
 
 
 
 
 
 
 
 
 

21.  主席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現時為有需

要的市民 (特別是曾到訪寨卡病毒受影響地區的孕
婦 )提供寨卡病毒感染檢測服務的安排。衞生署首席
醫生 (監測 )強調，孕婦和計劃懷孕的婦女不應前往
持續傳播寨卡病毒的地區。當局建議，外遊人士如

從上述地區返港，須包括留意有否出現寨卡病毒感

染病徵，若感到不適則應盡快求醫。公立醫院及私

家醫院均可將懷疑個案的樣本送交衞生防護中心

轄下的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以進行寨卡病毒感染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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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測。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過去兩年，衞生

防護中心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每年就寨卡病毒感

染提供的檢測數目。依他之見，當局應提供發燒

病人所需的有關化驗診斷的各種資料，供醫管局

前線醫生參考。  
 
防止蚊子滋生  
 
22.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在地區層面進行防蚊

滅蚊工作，對預防蚊傳疾病至為重要。她關注到，

政府當局在蚊子監察計劃下定期公布誘蚊產卵器

指數、應用新技術和加強公眾教育等方面的工

作。陳凱欣議員詢問，有關監察計劃所涵蓋的蚊種

及揀選監察點時的考慮因素。郭家麒議員詢問，食

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會否在誘蚊產卵器指數較
高的有關選定地點設置更多誘蚊產卵器，並將監察

計劃擴展至南丫島、坪洲、洪水橋及元朗南等地

區。  
 
23.  食物環境衞生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表示，

食環署現時定期進行監察計劃，監察對象包括登

革熱病媒、日本腦炎病媒及瘧疾病媒。為監察可

傳播登革熱及寨卡病毒的白紋伊蚊滋生情況，食

環署會參考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揀選人口稠密及

/或錄得本地感染個案的地區進行監察。食環署會

及時把誘蚊產卵器指數告知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和相關政府部門，以便即時採取防蚊滅蚊的行動。

在 2019 年，食環署擬將監察地點由 57 個增至
61 個，涵蓋在 2018 年爆發登革熱期間錄得本地感
染個案的地點，當中包括沙田。另外，食環署會密

切留意控蚊技術的最新發展，並探討可否在香港採

用如基因技術等嶄新科技。  
 
24.  潘兆平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從 2018 年本地
爆發登革熱汲取了甚麼經驗。郭家麒議員關注到，

在 2018 年爆發登革熱期間，長洲及黃大仙的白紋
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雖並未達到警戒水平 (即 20%
或以上 )，該兩個地區卻錄得本地感染個案。他詢
問，食環署有否制訂措施，以確保誘蚊產卵器指數

水平能妥善反映蚊傳疾病所構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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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食物環境衞生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解釋，

誘蚊產卵器指數反映個別監察地點的蚊患概況。當

某監察地點出現正指數，政府當局便會進行滅蚊行

動，並按蚊患概況擴大有關行動的規模。政府當局

會在誘蚊產卵器指數達到 20%或以上的地點展開多
項工作，包括加強協調各政府部門和地區層面的其

他持份者，加強滅蚊行動的工作。  
 
26.  潘兆平議員表示，食物及衞生局已因應

2018 年爆發登革熱的情況，向食環署額外撥款
400 萬元以助推行更多防蚊工作，務求杜絕各區的
蚊子滋生黑點。他詢問，當局會否在 2019 年推行
類似的措施。邵家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加

強防蚊行動和公眾教育，以遏止蚊傳疾病擴散。  
 
2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繼

續推行措施杜絕各區蚊患，包括使用超微量噴灑

器，部份噴灑器是利用 2018 年所獲額外撥款購
買。此外，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將於短期內舉行

會議，討論各項事宜，包括如何加強協調食環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路政署及其他相關政策局和政

府部門，在即將來臨的雨季前及早展開控蚊工作。  
 

 
 
 
 
 
 
 
政府當局  

28.  食物環境衞生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回應

郭家麒議員問及食環署將會採取甚麼措施預防日

本腦炎時表示，食環署會繼續每月在選定地區，特

別是元朗、天水圍及北區等有利蚊子滋生的地區捕

捉成蚊 (包括三帶喙庫蚊 )，以檢測日本腦炎病毒。
他答允會提供書面資料，說明過去兩年從這方面所

得的結果。另外，當局會集中在高危地方 (例如豬舍、
屋邨和候鳥主要棲息地 )推行針對性的控蚊措施。  
 
29.  陳凱欣議員關注食環署執行防治蟲鼠工作

的人手，食物環境衞生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回應

時表示，食環署防治蟲鼠組和外判流動防治蟲鼠

服務隊各自的編制分別為約 700 名及 2 000 名人
員，上述組別和隊伍聯手負責多項防治蟲鼠工

作，包括預防及控制病媒 (例如老鼠、蚊子及其他
有害節足動物 )的滋生。食環署會密切留意這方面
的人手需求。  
 
 



經辦人 /部門  
 

-  11  -  

V. 其他事項  
 
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