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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紅十字會於 1950 年成立

• 目前世界上有192個國家成立了紅十字或紅新月
會。全球超過一億人士已加入成為會員及義工。

• 作為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一份子，我們積極推動社
群，本著人道理念與志願服務精神，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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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一直堅守
國際紅十字及紅新月運動的基本原則，包括人道、

公正、中立、獨立、統一、志願服務及普遍

在提供服務時，我們：

• 首要考慮人道原則 – 努力防止並減輕人們的疾苦；

• 遵循公正原則 – 不因國籍、種族、宗教、階級或政治見解而有所
歧視，僅根據需要，優先救濟最有需要的人；

• 在任何時候都堅守中立原則 – 在衝突雙方之間不採取立場，任何
時候也不涉及參與政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取得
各方信任和接納，持續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

我們一直推行防災備災教育、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訓練，回應社會
需要，加強社區應對危難事故的能力，期望大眾市民面對危難事故
時，懂得應對，盡量減低影響。



• 又稱「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 冠狀病毒是一個大型病毒家族，已知可引起感
冒以及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嚴重急性
呼吸綜合徵（SARS）等較嚴重疾病

•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是以前從未
在人體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新毒株，感染個案在
2019年12月起於湖北省武漢市出現

新型冠狀病毒2019



• 由於武漢市有許多患者與大型海
鮮和動物市場有一定聯繫，表明
動物之間及動物與人之間的傳播

• 而據報導，越來越多患者之前並
沒有接觸過動物市場，亦確定了
人與人之間的傳播

• 目前，尚不清楚這種病毒在人與
人之間傳播的容易程度或持續性



• 最新資料顯示，新型冠狀
病毒可經接觸或吸入患者
飛沫傳播及糞便傳播

• 潛伏期可長達14天

• 無現有可用疫苗

• 沒有特定治療方法，因此需根據患者
臨床情況進行治療



• 一般病徵有：呼吸道
症狀、發熱、咳嗽、
氣促和呼吸困難等

• 在較嚴重病例中，感
染可導致肺炎、甚至
死亡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
最新情況

• 自2019年12月31日起(截至2020年2月2日中午12時)，衞
署衞生防護中心共接獲882宗符合呈報準則的個案,當中
包括15宗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個案及699宗已排除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個案，餘下168宗個案仍然住院接
受檢查。

• 根據2020年2月1 日政府新聞公報，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和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已作為檢疫中心，截至2月1日中午12
時，已使用的單位接近60個。因應需要，保良局賽馬會
北潭涌度假營亦會快將用作檢疫中心，三個檢疫中心共
提供約90多個單位。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公報及衛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
香港最新情況

上圖為2020年2月5日上午1140截圖

最新資訊：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nia/zh.html

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nia/zh.html
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nia/zh.html


(截至 2020 年 2月 4 日

午夜 12 時)

• 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最新數據，「2019新
型冠狀病毒」中國內地
個案總數：24,324 宗，
當中 3,219宗為重症個
案，490 宗為死亡個案。

• 全球亦有不同地方確診
「2019新型冠狀病毒」，
至少 203 宗

資料來源：
政府新聞公報及衛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tatistics_of_the_cases_novel
_coronavirus_infection_tc.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tatistics_of_the_cases_novel_coronavirus_infection_tc.pdf


預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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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形成傳染病傳播之主要因素：

傳染鏈

1. 病原體

2. 傳染源

3. 傳播途徑

4. 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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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體是一個對可以引致疾病的生物的總稱

病原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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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原體

 細菌
 過濾性病毒

 真菌
 寄生蟲



是指任何讓病原體可以存活、寄居和繁殖
的環境

包括：
•人類，如病人、帶菌者、隱性感染病者
•禽畜
•昆蟲
•泥土
•食物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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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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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病原體由一處到另一處的移動方式

• 接觸傳染

• 飛沫傳播

• 空氣傳播

• 食物傳播

• 傳病媒介傳播(如：蚊子)

• 血液或體液傳播

• 母體傳播
15

3.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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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宿主

• 宿主，是指抵抗力較弱，容易受感染的人

• 某些人較易成為傳染病的宿主，如幼兒、
長者及長期病患者









個
人
衞
生

勤
洗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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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口罩

• 可防止飛沫及其中微生物直接被吸入

• 傳染病流行的時期，應在人多擠迫時戴上口罩

• 如有不適，亦應佩戴口罩

• 佩戴口罩是預防呼吸道感染的其中一個方法

個人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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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口罩

• 外層 - 防水效能

• 中層 - 過濾微菌

• 內層 - 吸水

個人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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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戴口罩前必須清潔雙手

• 避免接觸口罩表面

• 不可與他人共用口罩

• 每個口罩只能用一次

• 除口罩後必須清潔雙手

• 切勿反轉口罩使用！

• 用完的口罩要掉入有蓋垃圾筒

佩戴外科口罩之注意事項

個人衞生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RE0hJOnmMAMOC.ygt./SIG=12cdrn4dq/EXP=1309885124/**http:/www.hung-tak.com/catalog/images/Face mask.jpg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RE0hJOnmMAMOC.ygt./SIG=12cdrn4dq/EXP=1309885124/**http:/www.hung-tak.com/catalog/images/Face mask.jpg






正確使用口罩，方能有效阻擋病菌：
風琴位向下的一面向外
金屬邊向上(鼻樑)

正確使用口罩





個人衞生

• 洗手前勿用手擦眼睛及口鼻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

• 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
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應清潔雙手



• 避免接觸動物(包括野味)、禽鳥或其糞便
• 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
• 避免近距離接觸病人，特別是有急性呼吸道

感染症狀的患者
• 避免前往受影響地區
•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應

立即求診，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並
佩戴外科口罩

個人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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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以1:99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及消毒常常接觸的家居表面，待
乾後可用水清洗。金屬表面可用70%火酒清潔消毒。
用吸水力即棄抹巾清理受呼吸道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的
物件，再用1:49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同鄰近各處。
金屬表面可用70%火酒清潔消毒。

環境衞生









經常打開窗戶或使用抽氣扇，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定期注水進排水口內，以防昆蟲及臭氣經排水口進
入室內
垃圾要包好及放在有蓋的垃圾桶內。每天應清理垃
圾桶一次
清理垃圾後要洗手
使用可清洗的地墊，保持地氈清潔，每日吸塵及定
期清洗

環境衞生



切勿進食野味及光顧野味食肆

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或未熟透的動物產品，
包括奶類、蛋類和肉類

除非已經煮熟、洗淨或妥為去皮，否則切
勿食用可能被動物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的
食物

食物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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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明選擇 (選擇安全的原材料)

• 保持清潔 (保持雙手及用具清潔)

• 生熟分開 (分開生熟食物) 

• 煮熟食物 (徹底煮熟食物) 

• 安全溫度 (把食物存放於安全溫度 - 在攝氏

4℃或以下／60℃以上，以免病菌在合適

溫度下繁殖)

食物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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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要增強身體的扺抗力，預防疾病入侵

•不吸煙或過量飲酒

•多做運動

•注意均衡飲食

•要有充分休息















實踐人道，我可以點做?

• 1. 分享防疫資訊
予資訊流通較慢
人士

2.在力所能及下，

向有需要群體

分享防護物資
人道故事分享:



「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病毒本身，

而是當地人面對病毒的恐懼心理。」

楊貝珊醫生

公共衛生醫生

曾於2014年到西非協助對抗伊波拉疫情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8/27/HK1408270036.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8/27/HK1408270036.htm


「對病毒的恐慌和歧視，

也影響基本醫療服務。」

張依勵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曾於2014年到西非協助對抗伊波拉疫情



歷史上唯一能夠完全消滅的傳染病是天花。
曾參與撲滅天花病毒的傳染病專家賴利布
里安博士（Larry Brilliant）認為，全球公
共健康的關鍵在於，必須由個人視野出發，
了解疫症的風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9%9D%A2%E5%B0%8D%E4%B8%96%E7%B4%80%E7%96%AB%E7%97%87-
%E6%88%91%E5%80%91%E6%9C%89%E5%8B%9D%E7%AE%97%E5%97%8E/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9%9D%A2%E5%B0%8D%E4%B8%96%E7%B4%80%E7%96%AB%E7%97%87-%E6%88%91%E5%80%91%E6%9C%89%E5%8B%9D%E7%AE%97%E5%97%8E/


「疫症並非不能避免，

人類有機會阻止極其可怕的災難發生，

但要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賴利布里安博士

Dr. Larry Brilliant



謹記在困難中互相扶持，
關顧身邊有需要的人，才能有效防災

謹記在困難中互相扶持，
關顧身邊有需要的人，才能有效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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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zh/news-room/q-a-detail/q-a-coronavirus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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