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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梁羨芬議員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就檢測安排及相關事宜的來

信，本局現回獲如下。

面對全球及本地疫情的最新發展，我們必需嚴格執行「外防輸

入丶內防擴散」的策略，把防控疫情和威染控制的工作納入成為社

會日當運作的新當態，提高防疫措施的精準性，堅決防止反彈，務

求盡量減少新增個案。一方面，政府進一步收緊入境防疫管制措泥，

堵塞漏洞，遏阻任何病暮可以進入社區的機會。另一方面，在社區

層面，政府繼續根據「早發現丶早隔離、早治療」的原則防止病韭

在社區傳播。一旦發現社區個案，我們會通過多管齊下的方法「圍

堵」病韭，並透過隔離患者、檢測、追跋及檢疫密切接觸者、社交

距離等措砲，把病募擴散的機會減至最低。加上冬季流戚高峰期將

至，我們必須繼續提禹警受＇以降低冬季流威與 2Ol9冠狀病毒病
同時爆發的風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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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杲的通知安排 .'\ 

根據衞生署現行機制，所有本港亻b驗所（包拉私營醫務化驗所
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實臉室）根據病瘡檢測判斷為對

香港添馬添美殖 2 號政府總部束典 17-19棲 電話： (852) 3509 8765 傳真： (852) :i'.541 3352 
17- 19/F,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iices, 2 Tim Mc」 Avenue, Tamar, Ho1ig Kong Tel: (852) 3509 87,65 ' Fax: (852) 2541 3352 

., . .· 
｀丶．．·矗，．- ·- ...' ' 

' .. 
• :.: `. :..` ',:. ;· ·• ,,., -.-..; : F., . 

立 法 會CB(2)557/20-21(02)號文件



- 2 -

2019 冠狀病涂病呈陽性反應的初步陽性樣本，必須按既定程序盡快

通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開始跟進，以及將楳本轉送至公共衛生化

验服務處重獲檢測以進行確認。相關機制自 2019 冠狀病瘡病於－
月開始被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起沿用至今，有效維係所有任

何途徑或為任何目的而進行的檢測陽性結果均會獲得通報及跟進。

與此同時，政府一直多管齊下加強監察檢測的力度，為盡早發

現社區中的患者並中斷社區傳播鏈。政府透過多種渠道包括公營診

所及私家醫生等為市民提供免費檢測，以作恆帝監察並及早偵測維

診個案，有闢監察檢測並非用於私人用途（例如供個別人士作工作

或出行議明等）。上述恆常檢測由衞生署及醫管局處理及跟進。任

何經恆噹檢測呈陽性反應的個案，均會按上述現行處理陽性個案機

制跟進，石在保不會出現遺漏及延誤處理。

由於政府進行的檢測陰性檢測結果數量相對龐大，過往 一 直沿

用的做法，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士不會另行獲得通知。然而政府了

解市民希望在接受檢測後獲通知結杲，為回應公眾訴求，食物及衞

生局丶衞生署及醫管局自十一月底超逐步改善其電腦系統，以便透
過嚨語短訊通知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士。

在更改電腦系統過程中，由於相闢系統出現技術間題，導致部

分透過私家醫生獲取樣本瓶的市民，於接受檢測後仍未能收到載有

其陰性檢測結果的電括紐訊。在發現上述技術問題後，政府已經立

刻採取補救措施，並已解決上述問題。在系統修正後，個別市民會

收到系統自動發出載有較早前檢測結果的電語短訊。上述系統技術

間題已經解決亦與化臉工作外判無關。

自十一月底開始改善電腦系統，並透過私家醫生丶醫管局拉定

普通科門診診所、郵政局及港鐵站派發具有統一條碼系統的樣本瓶

以來，政府就此合共發出超過二十五菡個陰性檢測結果的電語短

訊。當中因為上述技術問題，我們估計約有 800 多名市民（包括 7916

號及 8249 號個案）未能收到載有其陰性檢測結杲的電話短訊，當

中並沒有陽性個案，不存在因未發短訊而延誤救治的問題。

現時，市民在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免費檢測，或透過私家醫生丶醫

管局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丶郵政局及港鐵玷取得樣本瓶並交回樣本

作檢測後，會在檢測完成後收到載有其檢測結果的電括緬訊通知。

我們會繼續完善系統，及盡可能達致於 48 小時內向接受檢測市民
發出電話錘訊通知其檢測結杲。我們希望強調，電括短訊通知安排

旨在知會市民陰性檢測結杲令其安心；有效防控方面，最重要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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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陽性個案的通赧及跟進工作均按照前述衞生防護中心現行機制

第一時間處理，絕不會受到電語短訊通知系統及時間所影辮。

檢測策咯

我們一直根據「早發現、早隔離丶早治療」的原則，實施病瘡檢
測丶個案追蹤、社交距離限制等疫情防控措施，以防止病瘡在社區

傳播。世界衞生綑織以及全球各地衞生專家亦指出，在未有有效療

法及疫苗前， 2019 冠狀病韭病不會消失。事實上，即使香港特區明

年開始接種疫苗，但短時間內疫苗不可能全面阻止病韭傳播 。 因此，

具針對性及策咯性的病韭檢測，尤其是針對群紐爆發，仍然是疫情

防控的重要 一環。因此，而風險指明人士須接受強制檢測，做到 「 須

檢必檢」；特定群紐亦會獲安排接 受檢測，做到「應檢盡檢」；而我

們也積極鼓勵市民接受自願檢測，做到大規模的 「 願檢盡檢 」 。

為醚合上述策咯，政府多管齊 下加強監察檢測力度。現時政府透

過不同棐道，檢測容量足夠為每天約 80 000 名市民收焦樣本進行

檢測。事實上，自第四波疫情十 一 月中開始以來（十 一 月十五日至

十 二 月 二十日），特區政府透過各個祟道已進行近 126 菡次檢測，

當中包括（各個檢測途挫初步陽性個案有可能重獲，而部分維診個

案未包括以下檢測途很數字，因此以下初步陽性數字與期間公布的

維診個案數字不 一 定吻合） : 

► 超過 43 菡個「須檢必檢 」 檢測（ 1 867 個初步陽性樣本，陽

性比率 0.43%) ; 
► 超過 41 菡個「應檢盡檢」檢測 (190 個初步陽性樣本，陽性

比率 0.05%) ;及

► 超過 41 菡個「願檢盡檢」檢測 (594 個初步陽性樣本，陽性
比率 0.14%) 。

為進一步加強「須檢必檢」和「慮檢盡檢」，我們於有涉及多個

沒有關聯璀診個案的處所，盡可能設立流動採樣站以提供免費檢測

服務，便利及鼓勵當區居民或自覺有較高威染風險的人士接受檢

測。若同一住宅大復有涉及四個住戶而沒有關聯維診個案，亦沒有

明頫共通傳播因素，我們亦會作出強制檢測公告，強制曾在指定期

間身處該住宅大廈的人士接受檢測，並安排就近流動採樣站或社區

檢測中心提供免費檢測服務。截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們已在《預

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 599J 章）下，一

共 18 次就短期內出現多宗未有關聯喵診個案的 56 個不同處所，發
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明時段內身處該等處所的人士接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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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此外，我們亦就當中五個處所再次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有

關人士須進行第二次檢測。

政府透過上述三方面的檢測措施，維切落實以風險為本、具精準

性的檢測策略，務求盡早截斷傳播鐽。當中，在「願檢盡檢」的大

原則下，我們已提供更便捷的檢測服務，鼓勵市民進行檢測。這亦

代表政府已擴大檢測規模，在香港獨特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達

到「全民檢測」的目標。

對曾逗留中國以外地區的抵港人士的強制檢疫要求

鑑於全球疫情發展，政府已修訂《浩千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第 599C 章）、《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E 章）
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規例》（第 599H

章），並在上述規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

例》（第 599J 章）下收緊多項適用於捉中國以外地區抵港人士的防

疫限制措施，包扭：

（一）收緊第 599H 章下的規定，所有於過去 21 天曾在英國或南

非逗留超過兩小時的人士（包拉香港居民），將不會獲准登

機前來香港；

（二）要求所有於到達香港當天或之前 21 天曾在中國以外地區

逗留的抵港人士須於指定檢疫酒店接受 21 天強制檢疫；

及

（三）作出第 599J 章下最新強制檢測公告，規定在 21 天強制檢

疫規定生效前到達香港，並在抵港當天或之前 21 天曾在

中國以外地區逗留而須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除須在抵港

後第 19 天或第 20 天到社區檢測中心或在指定檢疫酒店接

受檢測外，亦須在維定檢測結果前留在該人的居住地點丶

私人處所或在檢疫令上指明的檢疫地點（下稱「逗留地

點」）。如受檢人士因前往檢測或返回逗留地點而須乘搭公

共交通工具，只可乘搭的士，而且中途不能下車。任何相

關人士如未有遵從上述規定，即屬犯罪，可處定額罰款

5,000 元，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要求該人士於指明期間

內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並可處第四級

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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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包拮全球及本地疫情的發展和出入

境人數的變化，有需要時會再進一步加強對從其他高風險地區到港

人士的強制檢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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