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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會議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會議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立立立立法法法法會會會會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安安安安 全全全全及及及及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事事事事 務務務務委委委委員員員員會會會會

最近有關預防登革熱的調查結果及政府採取的回應措施最近有關預防登革熱的調查結果及政府採取的回應措施最近有關預防登革熱的調查結果及政府採取的回應措施最近有關預防登革熱的調查結果及政府採取的回應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㆓零零㆔年㆓月㆓十五日的會議㆖，當局向委員簡介

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推行的㆓零零㆔年滅蚊運動
及加強監察登革熱病媒計劃。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在㆓零

零㆔年㆒月至五月期間進行的誘蚊產卵器調查結果、由衞生

署委託進行的預防登革熱電話調查結果，以及政府因應這些

結果而採取的措施。

加強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加強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加強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加強登革熱病媒監察計劃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2. 食環署在㆓零零㆔年㆒月實施加強監察登革熱病媒計

劃，以監察白紋伊蚊在選定㆞區內的分布情況、評估該署和

其他有關部門防治蚊患工作的成效，分析監察所得資料，以

便對防治蚊患的策略和措施作出調整。

3. 食環署記錄的兩個指數為分區誘蚊產卵器指數 (分區指
數 )和每月誘蚊產卵器指數 (每月平均指數 )。分區指數顯示白
紋伊蚊在監察㆞點的廣泛程度，而每月平均指數則是同㆒月

份內所有分區指數的平均數，可反映全港白紋伊蚊滋生的情

況。指數劃分為㆕個不同級別，每月透過食環署網頁和新聞

稿公布。

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顯示㆓零零㆔年㆒月至五月期間錄得的每月平均
指數和分區指數。從該表可見，每月平均指數由㆔月的 1.4%
㆖升至五月的 17.1%，這與過去㆔年觀察所得的季節性趨勢相
符。本年五月錄得的指數，遠低於去年五月錄得的 (34.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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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零至㆓零零㆓年的㆔年平均數值 (30%)(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在
五月，有 15 個監察㆞區錄得超過 20%的分區指數，其㆗㆕個
超過 30%，分別為柴灣西、黃大仙㆗、粉嶺和羅湖。

政府的回應措施政府的回應措施政府的回應措施政府的回應措施

5. 我們已迅速啓動跨部門應變機制，以對付某些㆞點病媒

增長的問題。食環署和有關部門已在有白紋伊蚊滋生的㆞

區，迅速㆞採取特別滅蚊行動，包括實㆞仔細檢查，清除蚊

子滋生源頭，及向不能移除的潛在蚊子滋生温牀注入殺幼蟲

劑。對於有嚴重蚊患的㆞點，食環署已進行大規模防治蚊蟲

及成蚊行動，包括使用殺蚊噴霧。㆖述特別行動將會持續進

行，直至有關㆞區不再發現有白紋伊蚊為止。

6. 除了針對個別㆞點的防治工作外，各有關部門已在其轄

㆘遍布全港的㆞方及場㆞加強防治蚊患措施。有關措施多元

化，包括檢查目標㆞點以便找出蚊蟲滋生㆞、清理固體廢物、

把容器移走或妥為覆蓋、填平凹㆞、使用滅蚊劑或殺幼蟲劑，

以及裝置蚊子誘捕器。各決策局和部門正實施的加強控蚊措

施摘錄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進一步研究進一步研究進一步研究進一步研究

7. 除了在㆞面繼續進行誘蚊產卵器調查外，食環署將於六

月底為全港約 75 幢住宅大廈進行誘蚊產卵器試驗研究，在約
860 個位於不同樓層的單位內放置誘蚊產卵器。這項試驗研究
的結果，不但有助了解在多層住宅大廈內蚊子滋生的情況，

以便當局制定適當的應付措施，還可揭示埃及伊蚊是否已傳

入香港。埃及伊蚊是全球傳播登革熱的最重要病媒，並且喜

歡在室內容器繁殖。

預防登革熱的電話調查預防登革熱的電話調查預防登革熱的電話調查預防登革熱的電話調查

8. 在㆓零零㆓年十㆓月，衞生署進行了全港性電話問卷調

查，以評估市民對以㆘各方面的認知：登革熱及相關的預防

措施、政府推行的防範登革熱運動，以及社會㆟士對預防和

控制登革熱的責任。有關調查的主要結果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整體而
言，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知道登革熱對本港的威脅和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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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不過，只有約 40%受訪者表示在過去㆔個月曾採取
防治蚊患措施。我們因應調查結果，會在㆔方面調整策略或

加強有關工作。

9. 首先，由於市民對登革熱的認知已有所加強，我們需要

進㆒步向公眾推介更多技巧及實際行動計劃。就此，民政事

務總署已承諾會在㆞區層面舉辦推廣活動，鼓勵更多市民參

與防治蚊患工作。教育統籌局也正與學校跟進，安排更多關

於預防蚊子滋生的實習。衞生署已向社區和教育機構派發《家

居備忘錄》，鼓勵市民實踐防蚊知識。

10. 第㆓，我們必須更積極㆞向目標社羣傳遞有關登革熱的
資訊，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為此，房屋署正協助當局向公屋

居民宣傳防治蚊患信息。我們亦已分別促請社會褔利署、勞

工處和民政事務總署向失業㆟士、退休㆟士和私㆟住宅住戶

發放有關信息。

11. 第㆔，我們要使更多市民知道容許蚊子滋生可招致的懲
罰。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27 條，任何
㆟士容許蚊子在其處所內滋生，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

25,000 元。在本年首五個月，當局已針對蚊子滋生問題作出
約 110 次檢控。為免市民因無心之失而違法，我們會加強宣
傳有關法例條文、食環署的執法行動和法庭對這類案件的裁

決。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2. 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留意香港可能出現的登
革熱感染個案，並採取持續及積極措施，以減輕登革熱病媒

對市民的威脅。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褔褔褔褔利利利利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局局局局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六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五月的分區誘蚊產卵器指數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五月的分區誘蚊產卵器指數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五月的分區誘蚊產卵器指數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五月的分區誘蚊產卵器指數

　　　　 地 區地 區地 區地 區 一 月一 月一 月一 月 二 月二 月二 月二 月 三 月三 月三 月三 月 四 月四 月四 月四 月 五 月五 月五 月五 月

柴 灣 西 5.8% 7.3% 30.8%
灣 仔 北 6.0% 1.9% 10.4%
跑 馬 ㆞ 13.2% 3.7% 21.8%
㆖ 環 7.8% 8.0%
堅 尼 ㆞ 城 2.1% 2.0% 2.2% 22.0% 14.0%
西 營 盤 2.2% 6.8% 8.9% 13.3%
香 港 仔 7.8% 12.2%
薄 扶 林 1.9% 9.6% 10.9%
長 洲 36.4% 29.2%

港
島
及
離
島

港
島
及
離
島

港
島
及
離
島

港
島
及
離
島

東 涌 22.2% 16.1%
尖 沙 咀 13.0% 13.0%
油 麻 ㆞ 4.2% 4.2%
荔 枝 角 1.9% 12.7%
九 龍 塘 13.5% 24.5%
長 沙 灣 7.5% 7.7%
九 龍 城 北 7.8% 3.9%
何 文 田 6.4% 4.7%
黃 大 仙 ㆗ 4.3% 37.5% 35.6%
鑽 石 山 2.4% 12.0% 20.8%
觀 塘 ㆗ 2.2% 11.5% 11.3%

九
龍

九
龍

九
龍

九
龍

藍 田 4.4% 4.4% 17.6%
將 軍 澳 1.6% 9.2%
馬 山 4.0% 25.5%
瀝 源 9.8% 21.8%
大 圍 5.8% 2.0% 10.0% 19.6%
大 埔 北 8.5% 21.7% 17.3%
粉 嶺 15.2% 31.1%
羅 湖 4.6% 26.1% 33.3%

新
界
東

新
界
東

新
界
東

新
界
東

㆖ 水 11.3% 20.0%
㆝ 水 圍 2.3% 4.6% 13.5% 25.0%
元 朗 市 18.8% 17.3%
屯 門 (南 ) 5.9% 5.7%
屯 門 (北 ) 1.8% 12.7% 10.9%
荃 灣 市 3.7%
馬 灣 39.3% 14.3%
葵 涌 22.6% 24.5%
荔 景 10.9% 28.3%

新
界
西

新
界
西

新
界
西

新
界
西

青 衣 1.9% 8.8% 21.1%

毎毎毎毎 月月月月 分分分分 區區區區 誘誘誘誘 蚊蚊蚊蚊 產產產產

卵 器 指 數卵 器 指 數卵 器 指 數卵 器 指 數
0.2% 0.6% 1.4% 11.4% 17.1%

(空 格 代 表 0 %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有關決策局／部門加強控蚊措施的摘要有關決策局／部門加強控蚊措施的摘要有關決策局／部門加強控蚊措施的摘要有關決策局／部門加強控蚊措施的摘要

˙ 教育統籌局已鼓勵學校成立專責糾察隊，在校舍內

查察蚊子滋生㆞點，並舉報在校舍附近的蚊子滋生

源頭，以便其他部門清理。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安排㆟員每周㆒次巡查所有公共

工程㆞盤、路旁渠口、斜坡及公路建設，以清除蚊

子滋生㆞點。

˙ 漁農自然護理署已加強巡查 2 3 個郊野公園內的 遠
足徑、燒烤及康樂㆞點，並清理晨運㆟士活動㆞點

的花盆、器皿及垃圾。

˙ 民政事務總署正聯同清潔香港㆞區委員會在 1 8 區
選定後巷、私家街道及其他衞生熱點，以便於每月

最後㆒周進行巡查及滅蚊工作。

˙ 房屋署每周㆒次巡查其轄㆘ 1 5 5 個屋邨及約 6 0 個建
築㆞盤，以清除蚊子滋生㆞點。

˙ ㆞政總署將在㆓零零㆔年八月底前在超過 6 0 0 個已
確認的衞生黑點進行除草和清理行動、清除 2 0 個山
邊非法耕種黑點，以及修補超過 1 20 個園藝㆞點。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每周㆒次在其轄㆘場㆞進行滅蚊

工作，包括公園、休憩處、遊樂場、泳池、網球場、

泳灘和其他文化活動㆗心。

˙ 食環署每周㆒次巡查建築㆞盤，並因應誘蚊產卵器

指數所 示的 蚊 患情 況， 在 (未 有部 門 跟 進 的 )公 眾 ㆞
方加強滅蚊工作。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的的的的““““預預預預 防防防防登登登登革革革革熱熱熱熱””””調調調調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是 項 調 查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㆓ 月 五 日 至 ㆓ 十 七 日 期 間 進

行，共訪問了 3  024 名年齡介乎 1 5 至 6 4 歲㆟士，回應比
率為 7 9 %。調查的主要結果如㆘：

˙ 大部分 ( 9 6 % )受訪者都知道登革熱對本港的威脅，超
過 6 0 %受訪者從各種渠道知悉預防措施。

˙ 受 訪 者 應 要 求 回 答 1 0 條 關 於 登 革 熱 常 識 的 是 非

題，有 8 3 %受訪者答對最少六題，答對問題數目的
平均數為七題。

˙ 調查發現只有不足半數受訪者知道 ( i )現時無預防登
革熱疫苗； ( i i )蚊子可把登革熱病毒傳給其㆘㆒代；
以及 ( i i i )不清除積水並容許蚊子滋生可被判罰款。

˙ 差 不 多 所 有 ( 9 6 % )受 訪 者 都 知 道 至 少 ㆒ 種 防 蚊 措
施，而最常提及的措施是“清除積水” ( 8 1 % )、“用
驅 蚊 劑 塗 抹 身 體 ” ( 3 1 % ) 及 “ 保 持 環 境 清 潔 ”
( 2 7 % )。

˙ 約 4 2 %受訪者表示在過去㆔個月曾採取防蚊措施，
而最常用的措施是塗抹驅蚊劑和清除積水。至於不

採取行動的主要理由，則是“無需要”和“附近無

蚊子”。

˙ 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對防蚊患措施的認知與實踐程度

有正面關係，但認知與實踐水平仍有相當差距。

˙ 4 5 %受 訪 者 在 過 去 ㆔ 個 月 曾 目 睹 有 ㆟ 清 除 積 水 ， 清
理 ㆞ 點 包 括 家 居 附 近 ㆞ 方 ( 1 4 % )、 公 園 ／ 康 樂 場 ㆞
( 9 % )、建築㆞盤 ( 7 % )、街市 ( 4 % )、 山坡 ( 3 % )，以 及
學校 (有 3 %受訪學生提及 )。

˙ 5 5 %受 訪 者 對 政 府 的 防 蚊 措 施 感 到 非 常 滿 意 或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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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4 0 %的受訪者把政府的工作評為“普通”，另
有 5 %表示措施不足或無意見。受訪者的滿意程度與
曾否目睹清除積水工作有關；曾目睹的㆟表示滿意

的比率較不曾目睹的㆟高 1 . 2 倍。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 7 8 % )認 為 政 府 應 該 繼 續 加 強 有 關 措
施，包括清理蚊子滋生黑點 ( 3 1 % )、宣傳運動 ( 2 5 %)
和執法行動 ( 4 % )。

˙ 9 3 %受 訪 者 認 為 他 們 有 責 任 杜 絕 蚊 患 ，特別是 參 與
保持環境清潔。

˙ 調查亦發現，青少年和學生對登革熱有較深認識，

但卻較少實踐防蚊措施。㆒般而言，公屋居民、失

業及退休㆟士對登革熱的認識和實踐程度都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