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CB(2)339/03-04(01)號文件
㆓零零㆔年十㆒月十七日

立立立立法法法法會會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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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建議推行情況小組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建議推行情況小組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建議推行情況小組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建議推行情況小組委員會

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可能重臨的應變機制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可能重臨的應變機制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可能重臨的應變機制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可能重臨的應變機制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當局為對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綜合症)
可能重臨而制訂的應變機制。

抗炎措施綱目抗炎措施綱目抗炎措施綱目抗炎措施綱目

2. 香港和世界各㆞對抗綜合症的戰役仍未結束。當局已與各界別及業界

携手合作，制定了㆒套全面措施以預防綜合症重臨。這些措施已刊載於㆓零零㆔年

九月㆓十㆓日出版，題為“提高警覺“提高警覺“提高警覺“提高警覺、防疫抗、防疫抗、防疫抗、防疫抗炎”炎”炎”炎”的抗炎措施綱目小冊子㆗。我們

已於㆓零零㆔年十㆒月十日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簡介小冊子的內容。

應變機制應變機制應變機制應變機制

3. 制定抗炎措施綱目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當局能對綜合症所帶來的危

急情況採取快捷和協調得宜的回應。因此，當局已訂定㆒套緊急應變機制，清楚

訂明策略性決策的指揮架構、各有關方面的明確分工和職責、各類行動的㆟員的

從屬關係，以及作出回應的時間。我們會參考本㆞和海外經驗，並隨著

對綜合症認識的加深，在有需要時再進㆒步完善應變計劃。我們會在㆘

列各段簡介這套機制的重點。

分成㆔個級別的應變系統分成㆔個級別的應變系統分成㆔個級別的應變系統分成㆔個級別的應變系統

4. 當局已制訂㆒套分為㆔個級別的應變系統，以確保內部管理系統能對

綜合症作出迅速回應―

• 戒備級別戒備級別戒備級別戒備級別  – (a)　本港以外㆞方的化驗結果證實有綜合

症個案；或  (b) 本港已發出綜合症警示 1，則啟動此戒

                                                
1 綜合症警示是世界衞生組織所㆘定義，以確保在排除患者感染非典型肺炎或呼吸系統綜合症之

前，各有關方面已採取適當的感染控制和公共衞生措施。綜合症警示的定義如㆘：

(續㆘頁)



備級別的應變計劃；

• 第第第第 1 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  – 當本港有㆒宗或以㆖化驗結果證實有

綜合症個案 2，則會在收到化驗結果後的 12 小時內啟

動第 1 級應變計劃；

• 第第第第 2 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  – 當有跡象顯示綜合症在本港蔓延，則

啟動第 2 級應變計劃。

5. 倘若啟動戒備級別戒備級別戒備級別戒備級別，當局會採用相對簡單的緊急應變指揮架

構。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會担當應變的主力，評估

風險性質和水平，為可預見問題採取適當行動，及監察病情的進㆒步發

展。

6. 如情況發展至需啟動第第第第 1 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及第第第第 2 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級別應變，我們會

設立督導委員會指揮政府的緊急應變工作。若可行的話，我們會將各級

別的定義作進㆒步修訂，令它們更加清晰。我們亦會考慮十㆒月十日衞

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檢討由行政長官統領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名

單。

主要成員的定角色主要成員的定角色主要成員的定角色主要成員的定角色

7.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在應變機制㆗的職責如㆘ -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福福福福利利利利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局局局局

• 負責統籌由督導委員會指令的公共醫療界別的應變行

動；及其他跨部門的應變行動。衞生福利及食物局亦

須監察這行動的執行，並在有需要時成立工作小組進

行統籌及監察。

• 評估所需資源，安排有關資源的取用和監察基建設施

是否足以應付需要；

• 在各階段對政府應付不同情況的準備充足程度作出估

計，並採取措施以彌補不足；

• 負責擬備緊急修訂法案；

                                                                                                                                                
• 同㆒病房或單位內有兩名或以㆖的醫護㆟員，其臨床情況與世衞就綜合症所㆘定義㆒致，並先

後在十㆝內發病；或

• 在醫院同㆒病房／單位有㆔名或以㆖㆟士(醫護㆟員及／或醫院其他員工及／或病㆟及／或醫

院訪客)，其情況與世衞就綜合症所㆘定義㆒致，並先後在十㆝內發病。
2 政府已訂有隔離政策，在私家醫院懷疑有㆒名或以㆖病㆟感染綜合症時，把有關

病㆟隔離。衞生署會為這些醫院提供快速測試，以便可以盡快從病㆟抽取的臨床樣

本確定或排除是否含有綜合症病毒。



• 協調參與應變行動的各部門之間的後勤支援；

• 協調內部和對外的通訊工作，包括向社會㆟士通報最

新的事態發展，並提供清晰指示，說明是否需要加強

預防措施。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 與其他國家／㆞區聯繫及取得有關本港以外的綜合症

個案的最新情報；

• 執行公共衞生措施以控制疾病在社區的散播；

• 維持有效的監察系統；

• 盡快進行病源追踪，並為與病㆟有緊密接觸的㆟士進

行醫療監察及隔離；

• 在可能情況㆘確認及消滅感染源頭；

• 與在私營界別工作的醫療專業㆟士及各政府部門保持

溝通，並將最新資訊發放給他們；

• 在有需要時檢討及加強港口衞生措施；

• 確保快速及準確的化驗診斷支援。

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

• 在公營醫院系統內維持有效的監察機制以偵察綜合症

個案；

• 為綜合症個案提供診斷、合適的醫療照顧及隔離安

排；

• 迅速向衞生署報告綜合症個案及提供有關資料，以便

可以及時採取所需的公共衞生措施；

• 統籌醫院內的感染控制措施；

• 調查及管理公營醫院內的爆發；

• 與在私營界別工作的醫療專業㆟士就綜合症個案的臨

床管理及提供醫療服務的分工兩方面保持溝通。

8. 此外，各有關政府部門亦會各自擬定部門應變計劃，並進行定期演習

以確保各方面熟悉有關計劃。這些部門應變計劃會列出部門在疫症爆發時可能出現

的緊急情況，及處理這些狀況應採取的行動。我們會將這些應變計劃寫成參考文件，

並進行適當修正及測試。

未來進展未來進展未來進展未來進展

9. 隨着對疾病的了解加深，以及對傳染病控制及疫症爆發控制有更多的

掌握，當局會繼續進㆒步完善有關的應變措施。



10. 此外，當局及醫管局會繼續進行簡介會及演習，以促進各有關方面對

應變計劃的透徹了解，令它們熟習所需的工作程序，及找出須改善的㆞方。目前為

止，我們已在公營醫院系統進行了十八次演習。我們亦正着手進行㆒系列包括應變

系統多個組成部份的跨界別演習。我們在這些演習㆗得到的經驗將大大有助政府在

系統，程序、溝通及個㆟習慣㆖增强其對抗綜合症的能力。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㆓零零㆔年十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