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防範沙士再臨措施概要

沙士專家委員會及監督委員會
• 政府致力盡快及全面落實沙士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的建議，並成立了由國際及本地醫護專家組成的沙士

監督委員會，負責監察有關建議的落實。

㡮生防護中心
• 六月一日，香港的公共醫療架構增設了㡮生防護中心，以加強原有的疾病防護策略及迎接新挑戰。

資訊及數據管理
• 醫院管理局的「沙士電子資料庫(e-SARS)」的數據系統可追查十四間急症醫院的入院資料，加上警隊用

以偵查罪犯的工具「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和㡮生署的「個案接觸資訊系統」，讓當局可盡

快追查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士，盡早隔離及給予治療。當局追查逾二萬六千個潛在的沙士帶菌者，大部分

在疫症高峰時的月份偵查得到。這個科技發展項目不久前榮獲「斯德哥爾摩科技挑戰大獎賽」獎項。

• 我們計劃設立傳染病資訊系統，以便㡮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及其他醫護和非醫護服務機構能更有

系統地傳遞及享用傳染病監測數據。

跨境及國際協作
• 㡮生防護中心會進一步鞏固㡮生署多年來與內地及海外醫護機構所建立的聯繫和通報機制，並已與

英格蘭及威爾斯㡮生防護局簽定首份合作備忘錄。

緊急應變準備／疫症處理能力
• 我們已訂定整體應變機制，清楚訂明制定及執行應急決定的指揮架構，各部門及機構亦已擬備詳盡的

應變計劃。

• 我們已進行了四十多次演習，測試有關應變計劃的實用性。今年秋季，我們會籌辦另一次跨部門演習，

屆時會邀請海外㡮生防護機構擔任觀察員的角色。

• 現時十四間公立醫院內約共有一千四百張可供接收沙士病患者的隔離病床。我們會尋求撥款，以便在

瑪嘉烈醫院興建一所新的傳染病醫療中心。

• 㡮生防護中心已與醫療輔助隊及民眾安全服務隊等志願團體取得協議，以便在沙士爆發期間有足夠人員

支援所須採取的隔離行動。

• 由去年九月起，超過三萬名在醫院管理局工作的醫護人員已接受有關感染控制的訓練。

社區參與
• 我們推出了各式各樣的宣傳及教育措施，透過電子及印刷傳媒向公眾發放重要的信息，提醒公眾提高

警覺，防疫抗炎。

• 旅客在所有邊境及國際出入境管制站須量度體溫及申報健康，而所有出入境管制站亦有透過海報及

廣播，提供健康指引。

• 我們注重健康的服務業界已引入獨特的個人及環境㡮生措施，例如在購物中心及食肆提供手部消毒

機器，確保香港是個安全及㡮生的城市。

㡮生福利及食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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