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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在香港的情況 

 
 
.  登革熱是一種由登革熱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此病毒

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登革熱在許多東南亞國家是一種風土

病。登革熱病毒共有 4種不同血清型 (即登革熱 1-4型 )，每一型均
可引致登革熱及更嚴重的登革出血熱。登革熱病毒的不同血清

型並非經由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播，而是透過帶有登革熱病毒的

雌性伊蚊叮咬而傳染給人類。受感染的人類是登革熱病毒的主

要增幅宿主。當登革熱患者被病媒蚊叮咬後，病媒蚊便會帶有

病毒，若再叮咬其他健康的人，便有機會將病毒傳播。登革熱

的病徵包括突發的高燒、嚴重頭痛、眼窩後疼痛、肌肉及

關節痛、食慾不振、嘔心及出疹。潛伏期由 3至 14天不等，通常
為 4至 7天。  
 
2.  目前並沒有特為治療登革熱的藥物或疫苗。登革熱患者

康復後，身體會對該特定血清型的病毒產生終身免疫能力。不

過，病者康復後對其他血清型病毒的交叉免疫力僅屬局部及暫

時性。若隨後感染其他類型的登革熱病毒時，出現登革出血熱

的風險會較高。預防及減低登革熱病毒傳播全賴消滅傳播病毒

的蚊子或避免人類與病媒接觸。  
 
3.  鄰近地區的登革熱個案數目繼續維持在高水平。除泰

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外，自 2014年 9月以來，廣東省的登革熱
個案近期出現急升，而且大部分來自廣州。本港並未有發現主

要傳播登革熱的埃及伊蚊，但同樣可傳播登革熱的白紋伊蚊卻

並不罕見。登革熱自 1994年起已列為須呈報傳染病。大部分登
革熱個案均由香港以外登革熱流行地區傳入，主要為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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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但在2002年、2003年及 2010年曾出現本地個案。在2012 年
及 2013年，呈報的登革熱個案分別有 53及 103宗，均為外地傳
入。在 2014年 (截至 2014年 11月 7日 )，共接獲 97宗外地傳入個案
呈報。3宗本地個案分別在 2014年 10月25日、11月 3日及 7日獲確
診。首宗及第二宗個案的患者均曾在他們工作的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西營盤站建築地盤被蚊子叮咬，而第三宗個案的患者則曾

在青衣附近被蚊子叮咬。據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流行病學及化

驗結果顯示存在多於一個感染源頭。  
 
4.  最近的 3宗本地登革熱確診個案已引起公眾對政府防止
香港爆發登革熱所採取措施的關注。由生防護中心總監擔任

主席的蚊傳疾病跨部門統籌委員會召開的緊急會議及由食物及

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 )擔任主席的防蚊患督導委員會召開的
特別會議分別於 2014年 10月 27日及 11月 11日舉行。政府當局表
示，生防護中心已於病人的住所和工作地方進行現場流行病

學調查，以主動找出有否未獲診斷的個案。食物環境衞生署已

在有關患者的居所、工作地方和潛伏期間到過的地方500米範圍
加強滅蚊和控蚊工作，並從 3宗個案相關的地區搜集白紋伊蚊的
樣本進行化驗，以確認是否帶有病毒。為作出及早轉介和及時

控制，衞生防護中心已聯同公營醫院、私營醫院和私家醫生，

加強監測登革熱懷疑個案。其他政府部門亦已深化其滅蚊及

防蚊工作，並加強公眾宣傳教育計劃。有關 3宗本地個案的相關
傳 媒 報 道 及 政 府 當 局 就 上 述 會 議 發 出 的 新 聞 稿 分 別 載 於      
附錄 I及 II，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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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傳疾病跨部門統籌委員會跟進本地登革熱個案（附圖） 
＊＊＊＊＊＊＊＊＊＊＊＊＊＊＊＊＊＊＊＊＊＊＊＊＊

  蚊傳疾病跨部門統籌委員會（委員會）今日（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召
開特別會議，跟進本地登革熱個案和 新情況，以及本地防控措施。 
 
  委員會主席生署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醫生說：「我們高度關注
該宗個案，並正與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緊密合作，全力評估和防止
感染擴散。」 
 
  在會議上，20個政府決策局／部門和機構的代表討論該宗個案，再次
審視登革熱的流行病學，以及重申有效控蚊的重要。生防護中心得到各
局／部門支持防控登革熱，措施包括：加強監測、主動找出個案、控制病
媒和公眾教育。 
 
  梁挺雄醫生表示：「生防護中心已向醫生發信，呼籲他們留意這宗
本地登革熱個案，並即時於十月二十五日起聯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
下公立醫院、私家醫院和私家醫生，加強監測登革熱懷疑個案。及早轉介
和及時控制對防止登革熱在本港進一步傳播非常重要。」 
 
  生防護中心人員一直於病人的住所和工作地方進行現場流行病學調
查，以主動找出有否未獲診斷的個案。截至今日中午，已收回296份問卷，
其中沒有人士報稱出現相關病徵，而至今有兩名市民已接受血液化驗。 
 
  曾到訪博康、西營盤或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並出現懷疑登革熱
病徵的人士，應致電生防護中心公眾查詢熱線（2125 1122），以安排化
驗調查或轉介至醫院作適當跟進。熱線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運作，截至下
午五時，共接獲四宗查詢。 
 
  生防護中心與食環署將於今晚七時於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社區會
堂，為居民舉行另一場健康講座，提供健康建議。早前於沙田博康社區會
堂和西營盤該建築地盤舉行的健康講座共有66人出席。 
 
  在本港，除於二○一○年九月確診本地感染登革熱個案外，大部分個
案均由香港以外登革熱流行地區傳入，主要為東南亞地區。截至昨日（十
月二十六日），生防護中心今年共接獲89宗登革熱個案呈報，包括88宗
外地傳入及1宗本地個案。二○一三年及二○一二年分別有103宗及53宗個
案，均為外地傳入。 
 
  生防護中心留意到自九月以來，廣東的登革熱個案急增，今年累積
數字由九月十一日的2 175宗大幅增至昨日的41 155宗，主要來自廣州。此
外，台灣今年至今共錄得7 546宗登革熱個案，超過二○一三年數字的8倍。
當地的登革熱活躍程度正處於高水平，尤其是台灣南部。東南亞地區包括
多個熱門旅遊地方，如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登革熱活躍程度仍然高
企，今年至今分別錄得29 925宗、16 549宗和80 578宗個案。 
 
  梁挺雄醫生重申：「我們再次呼籲市民，不論在本地抑或外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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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到訪登革熱流行地區，均應採取所需措施，慎防經由蚊子傳播的疾
病。控蚊措施對於防止登革熱傳播至為重要。」 
 
  梁挺雄醫生提醒：「目前仍未有完全有效預防登革熱的疫苗。因此，
預防登革熱的 佳方法是避免被蚊叮，以及清除積水，防止蚊子滋生。」 
 
  外遊人士應採取以下措施預防登革熱： 
 
＊ 穿寬鬆、淺色的長袖衫及長褲； 
＊ 在外露的皮膚及衣服上塗上含避蚊胺成分的驅蚊劑；及 
＊ 當室內無冷氣時，要用隔蚊簾或蚊帳。 
 
  任何人士在旅遊返港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並把旅遊情況告知醫
生。 
 
  市民亦應採取以下措施，防止積水： 
 
＊ 把所有用過的罐及瓶放進有蓋垃圾桶內； 
＊ 每星期 少替植物換水一次，勿讓花盆底盤留有積水； 
＊ 緊蓋所有貯水容器、水井及貯水池； 
＊ 確保冷氣機底盤沒有積水； 
＊ 要保持所有渠道暢通；及 
＊ 將地面凹陷的地方全部填平。 
 
  市民可參閱生防護中心登革熱專頁
（www.chp.gov.hk/tc/content/9/24/19.html），或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頁
（www.travelhealth.gov.hk），了解更多有關登革熱及其他地區爆發個案的資
訊。旅行社、導遊或外遊市民亦可得悉 新疫情和預防方法。 
 
  有關更多防治蚊子滋生的資料，請瀏覽食環署網頁
（www.fehd.gov.hk/tc_chi/safefood/handbook_prev_mos_breeding.html）。 
 
  「傳病媒介疾病」是今年世界生組織世界生日的主題，市民亦可
參閱生防護中心世界生日專頁
（www.chp.gov.hk/tc/view_content/28258.html）以取得更多資料。 
 
  參與委員會的決策局／部門和機構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建築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教育局、機電工程署、環境保護署、食環署、
生署、路政署、民政事務總署、醫管局、房屋署、政府新聞處、地政總
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海事處、社會福利署、運輸署和水務署。 

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７時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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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強滅蚊防止登革熱 
＊＊＊＊＊＊＊＊＊＊＊

  由多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組成的防蚊患督導委員會今日（十一月十一
日）召開特別會議，檢視相關部門因應近日出現本地登革熱病例而進行的
新一輪防治蚊患工作，並討論如何再加強有關措施，預防登革熱。 
   
  委員會主席暨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黎陳芷娟在會上表
示，香港近日接連確診三宗本地登革熱個案，而香港鄰近地區的登革熱的
活躍度仍處於高水平，可見社會實在不能掉以輕心，政府和市民必須攜手
合作，做好防蚊工作。 
 
  因應三宗本地確診個案，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已在患者分別位
於沙田、黃大仙及青衣的居所、工作地方以及曾於發病前潛伏期間到過的
地方五百米範圍內加強滅蚊及控蚊工作。食環署已就五個發現有蚊蟲滋生
的地方，向相關人士或機構採取檢控行動，當中包括三個分別屬於香港鐵
路有限公司（港鐵）及房屋署工程地盤的承建商，以及兩間公共屋的管
理公司。食環署並在分區召開「跨部門地區滅蚊專責小組」會議，強化各
區的滅蚊工作。此外，食環署人員亦到附近學校及醫院舉辦防治蚊患的
生講座及派發生教育及宣傳單張。一輛戶外廣播車亦派往中西區、沙
田、黃大仙及青衣的相關地方提醒市民採取防控蚊子措施的重要性。 
 
  食環署人員亦加強首兩宗個案的確診患者在港鐵西營盤站施工地盤工
作附近地方的滅蚊及控蚊工作，並籲請港鐵加強在其施工地盤的控蚊及滅
蚊工作，以及向其承建商及地盤監督人員傳遞有關防蚊及控蚊的信息。 
 
  食環署已於三宗個案的相關地方搜集白紋伊蚊的樣本，化驗是否帶有
病毒，以助消除登革熱傳播根源。 
 
  該署亦於十月二十日展開全港主題性的防治蚊患特別行動，冬季期間
亦會繼續，至明年一月二十三日止。歲晚清潔運動將在二○一五年一月二
十六日展開，期間亦會加強控蚊工作。各區辦事處會特別針對區內一些受
關注的地點，例如單幢式樓宇、村屋、大型私人屋苑、建築地盤，以及港
口貨櫃碼頭及貨物裝卸區等，深化防控蚊患工作。 
 
  其他相關部門亦繼續深化所管轄範圍的滅蚊及防蚊工作，並加強公眾
宣傳教育計劃。 
 
  漁農自然護理署已加強轄下場地和設施，包括郊野公園內的康樂場
地、香港濕地公園及所有政府批發市場的防蚊工作和宣傳，並已促請禽畜
農戶和養魚戶加強滅蚊措施。 
 
  生署已提高對登革熱的監測，並會對登革熱個案迅速進行調查和採
取控制措施。生署亦已於各出入境口岸實施一系列措施以預防登革熱傳
入香港，以及加強宣傳工作，提醒市民採取措施預防由蚊傳播的疾病。 
 
  房屋署亦會繼續在轄下屋進行滅蚊及防蚊工作，及張貼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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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及派發傳單等，以加強宣傳防蚊信息。 
 
  發展局已提醒工務工程地盤員工執行已制定的防控蚊患工作。 
 
  地政總署會在其管轄範圍內的政府土地定期進行除草工作及去除已知
的山邊非法耕種黑點，以清除潛在蚊子滋生地。因應上述三宗個案，地政
總署計劃於十一、十二月進行額外的除草工作。該署已逐步去信短期租約
土地的租戶，要求他們盡力防蚊和滅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繼續在其轄下場地積極巡查、加強預防及控制病
媒、進行特別滅蚊及清潔行動、舉行防控蚊子傳播的疾病及登革熱的巡迴
展覽、裝置蚊子誘捕器、展示及派發滅蚊的宣傳品，以及加強檢控亂拋垃
圾的違例者。 
 
  教育局已聯同食環署舉辦講座，向學校教職員講解有關登革熱病媒的
形成及傳播途徑，並於近日再提醒學校保持校舍及附近環境清潔。 
 
  各區民政事務處會為防蚊和滅蚊宣傳工作提供支援，包括派發防蚊宣
傳單張和用品，以及協助舉辦健康講座。 
 
  政府產業署已責成轄下物業的管理公司需繼續採取合適的防蚊和滅蚊
措施，包括加強巡查工作、迅速清除積水、定期除草及噴灑防蚊油，並加
密次數，以及加強滅蚊及防蚊的宣傳工作。 
 
  黎陳芷娟表示，各相關部門會加強聯繫，通力合作，清理便利蚊子滋
生的環境，並會密切監察措施的成效，適時調整，以便更有效處理蚊患問
題，減低登革熱和其他蚊子傳播疾病的威脅。她又呼籲市民配合政府的滅
蚊工作，並採取適當防蚊措施。 

完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２０時１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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