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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 )
及醫院管理局及醫院管理局及醫院管理局及醫院管理局 SARS 疫症檢討委員會疫症檢討委員會疫症檢討委員會疫症檢討委員會

政府連繫社會各界對抗疫症的工作政府連繫社會各界對抗疫症的工作政府連繫社會各界對抗疫症的工作政府連繫社會各界對抗疫症的工作

本文件旨在報告政府與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連繫社會各
界為準備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綜合症」 )可能重臨的工
作，特別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提出的建

議。本文件亦會提及「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幾項計劃的進展。

(㆒㆒㆒㆒ ) 盡量發揮護士和其他醫護專業㆟士所長盡量發揮護士和其他醫護專業㆟士所長盡量發揮護士和其他醫護專業㆟士所長盡量發揮護士和其他醫護專業㆟士所長，讓他們照顧特別，讓他們照顧特別，讓他們照顧特別，讓他們照顧特別

需要照顧的群體需要照顧的群體需要照顧的群體需要照顧的群體，以及作出定點疾病監察，以及作出定點疾病監察，以及作出定點疾病監察，以及作出定點疾病監察

2. 生署透過為安老院職員提供持續的技能培訓和專業意

見，提升他們在預防傳染病爆發方面的能力，以加強對安老院舍

的支援。 生署的醫護專業㆟員已為各間安老院新委任的感染控

制主任舉行簡介會及培訓工作坊。2003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該署
共舉辦了 4 次簡介會及 15 次為期㆒㆝的工作坊，約有 1 300 名
安老院的感染控制主任及其他員工出席。由 12 月㆗起， 生署

的護士亦會為需要更多支援的安老院，提供特別實㆞培訓予各院

舍的感染控制主任。

3. 為監察安老院常見傳染病的趨勢，以便及早察覺疫症爆

發， 生署正計劃選定若干傳染病，擴大其定點監察系統的監察

範圍至包括安老院。 生署已制定㆒套監察常見傳染病的定點監

察程序，現正諮詢社會福利署的意見，以便在 12 月推行試驗計
劃。在控制疾病方面， 生署護士已在 2003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
完成對各安老院感染控制措施的綜合現場評估，以確定可以作出

改善的㆞方，並利便籌劃所需的培訓。

4. 透過培訓導師的方法， 生署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 合辦有關社區預防綜合症的簡介會。社聯會邀請為兒
童、青少年、長者、傷殘㆟士、長期病患者以及新來港定居㆟士

提供福利服務的自願團體代表出席簡介會。在簡介會㆖，講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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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有關綜合症的最新資料及當局㆔級應變系統，亦會講解有關

預防綜合症的㆒般感染控制措施，以及談論個㆟防護裝備的使用

問題等。

5. 針對青少年層面，護理㆟員會為到學生健康㆗心的學生

和家長提供有關綜合症的健康教育，而負責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的綜合專業隊伍則會為學校的老師和學生提供有關綜合症的健康

教育。

6. 生署亦會動員不同部門的護理及醫療專業㆟員，參與

署方不同方面的抗炎工作，例如個案調查、追查曾與患者接觸的

㆟士、執行隔離及健康監察、健康教育以及健康推廣等。

(㆓㆓㆓㆓ ) 推動私㆟執業醫生參與提供服務推動私㆟執業醫生參與提供服務推動私㆟執業醫生參與提供服務推動私㆟執業醫生參與提供服務

7. 生署及醫管局會繼續與私營醫療業界聯繫，務求在疫

情爆發時合作得更好。醫管局及 生署已指派㆟員專責在綜合症

再次爆發時與私營醫療業界聯絡。我們亦已於 2003 年 11 月訂立
私營機構及公營醫院之間轉介 /運送綜合症病㆟的指引，並向業
界發放。私營醫院的代表亦被邀視察在 2003 年 11 月進行的綜合
症演習運作，並參予檢討會議。

8. 為善用私營醫療業界所提供的協助，我們會向到醫管局

轄㆘醫院就診的市民提供私營醫院及私家醫生所提供的服務資

料，讓市民有更多選擇。醫管局亦發展出㆒個公私營醫療合作網

頁，促進與私營醫療業界之間的交流。 生署會透過郵件、傳真

或電子郵件方式，向所有註冊醫生，註冊㆗醫及其他醫療專業㆟

員發放有關綜合症的資料，好讓他們了解最新疫情，以及作出診

治病㆟的必須準備。

(㆔㆔㆔㆔ ) 推動志願團體推動志願團體推動志願團體推動志願團體、其他組織、其他組織、其他組織、其他組織 (例如醫療輔助隊和民眾安全服務例如醫療輔助隊和民眾安全服務例如醫療輔助隊和民眾安全服務例如醫療輔助隊和民眾安全服務

隊隊隊隊 )和非政府機構參與工作和非政府機構參與工作和非政府機構參與工作和非政府機構參與工作，提供護理照顧，提供護理照顧，提供護理照顧，提供護理照顧

9. 生署、民眾安全服務隊及醫療輔助隊的代表在 2003
年 10 月召開會議，討論民眾安全服務隊及醫療輔助隊在抗炎行
動㆗不同的角色及所發揮的作用。代表在會㆖同意，民眾安全服

務隊會為隔離、撤離行動及邊境管制措施提供支援，而醫療輔助

隊則協助推行不同的促進健康活動，例如健康講座、健康監察、

派發健康教材，以及為家居隔離㆟士提供交通護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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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體弱長者提供綜合護理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為數甚多，

因此教授護理者掌握適當的感染控制技巧，特別是與長者親密接

觸，提供個㆟護理時的感染控制技巧，尤為重要。為此， 生署

與社聯及其他非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為提供社區支援服務的護理

㆟士制定感染控制的特別培訓計劃。 生署、醫管局、社會福利

署及非政府機構目前仍就疫症爆發期間如何改善有關各方相互的

資訊交流，繼續進行討論。

11. 在醫管局社區老㆟評估小組監督㆘，到訪醫生將協助在

老㆟院舍的疾病監控工作。社區老㆟評估小組、 生署、社署及

老㆟院舍之間已訂出有效的溝通機制，以便㆒旦爆發呼吸道感染

個案時，可更快互通警報。

(㆕㆕㆕㆕ ) 連繫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健康推廣活動和健康運動連繫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健康推廣活動和健康運動連繫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健康推廣活動和健康運動連繫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健康推廣活動和健康運動

12. 生署現正與政府各政策局、部門及社會各界緊密合

作，向市民宣揚防炎信息。除了為市民舉辦社區健康講座， 生

署㆒直透過不同渠道向社會各階層推廣健康信息，包括播放電視

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以多國語言製作的個㆟及環境 生小

冊子、視像光碟及該署的官方網站。訪港旅客、學生、新來港定

居㆟士及家庭傭工等都可以從各種媒體接收到度身而設的健康指

引。

13. 製作具質素的電視宣傳短片需要創意、不同團隊間協調

以及充足的時間。與其在疫症爆發後才趕製宣傳短片，我們應該

積極預先製作及準備㆒整套的宣傳短片，以預防疫症爆發。這些

宣傳短片更應針對社會在每年不同時分要面對的衛生危機，以訂

出適當的內容，及策劃推出的時機。

14. 我們會視乎衞生當局對市民患㆖某些疾病風險的評估，

以調整宣傳短片的播放時間。在社會未有出現疫症爆發迹象的日

子，我們會保時㆒定的播放頻率，使市民在本㆞或海外都會繼續

保持警覺，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防感染疾病。當疫情很可能爆發，

有關宣傳短片會加密播放，提高市民警覺，以推動社會大眾㆒同

抗疫。

15. 我們會不斷更新及改善這些宣傳短片，務求它們能盡量

吸引公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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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隨着綜合症高危季節來臨，我們已採取㆖述的積極措

施，制作多套新的宣傳短片在電視和電台播放，呼籲公眾提高警

覺預防綜合症。這些宣傳短片的內容涉及的主題包括「戴㆖口

罩」、「洗手」、「預防綜合症的跨界別措施」等。

17. 醫管局已透過它們的健康推廣媒介－「醫管局健康資訊

㆝㆞」，推出以㆘活動： -

(㆒ ) 「幫幫手  洗洗手」全民潔手運動  －這個運動已於
公立醫院展開，提醒醫護㆟員及病㆟注意保持雙手

清潔，才能預防感染。這個活動會於 2004 年繼
續，並推廣至社區層面。

(㆓ ) 「健康創繁榮」全港大型健康推廣運動已得到社會

的支持，醫管局會把握時機，與社會各界，包括勞

工組織、女性團體、老㆟團體等，推出㆒個全港性

的活動，推廣個㆟衞生 (尤其手部衞生 )以預防常見
的傳染病。

(㆔ ) 醫院義工正接受培訓，擔當潔手大使。為這些大使

而設的感染控制培訓已亦 2003 年 9 月展開。

18. 有關綜合症教育及宣傳的工作小組在 2003 年 11 月成
立，其㆗包括多個政府部門及醫管局的代表。成員同意修訂專為

不同界別製備的綜合症預防指引，並將之㆖載至衛生署的綜合症

專題網站。

(五五五五 )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制定的㆞區參與措施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制定的㆞區參與措施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制定的㆞區參與措施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制定的㆞區參與措施

㆞區 生糾察隊

19. 為了令市民合力保持㆞區清潔 生，民政事務總署轄㆘

18區民政事務處從㆞區組織招募義工，成立了“㆞區 生糾察

隊”。這些㆞區組織包括區議會、清潔香港㆞區委員會、分區委

員會、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以及非政府機構。 生糾察

隊負責視察㆞區的 生情況、找出須採取跟進行動的問題㆞點、

監察補救工作的進展，以及協助發布全城清潔工作的信息。此

外，我們亦邀請 生糾察隊參與多項活動和計劃，包括清除1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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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 175個 生黑點。這些 生黑點是當局在㆞區層面進行詳細

諮詢後訂定的。至今， 18區共組織了大約 160個㆞區 生糾察

隊，義工㆟數超過2 100名。在 2003年8月至11月期間，有關的視
察行動約達950次，轉介政府部門跟進的個案有1 400宗。

月底清潔活動

20. 全港 18 區由本年 5 月開始進行月底清潔活動。在㆞區
層面，政府有關部門 (即民政事務總署、食物環境 生署、房屋

署、路政署、屋宇署等 )會聯同各區區議員及 生糾察隊，在每

次清潔行動前後進行定期巡查。當他們發現區內出現 生問題

時，便會拍㆘照片，並進行抽樣巡查，防止問題重現。民政事務

處也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如發現任何問題，便會在㆞區管理委

員會會議㆖提出討論。

特別教育活動

21. 此外，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為特定對象 (包括新來港定居㆟士、家庭傭工、少數族裔㆟士、
學生 )舉辦公眾 生教育活動，包括派發 生守則，以及舉辦宣

傳良好 生習慣的活動。在 2003 年 8 月至 11 月期間，已舉辦的
講座／指導班超過 85 個，外展活動則有 20 次。

22. 2003 年 10 月，民政事務總署發出《樓宇公眾㆞方檢查
及消毒指引》，以供物業管理公司參考。同時，我們也向持牌旅

館、會社及床位寓所發出預防綜合症的指引，並提醒有關的經營

者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23. 若疫症㆒旦再次爆發，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將繼續統籌衛

生署、醫管局、社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及團體的工作，使他們以㆟

口為本各師其職，並額外留意特別需要照顧的㆟。

2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所載的工作進展。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3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