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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中醫師團體  

 

執事中醫師：  

 

2019冠狀病毒病  –  急增本地感染個案及新一輪抗疫措施  

 

本港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近日出現急劇變化，短時間內出現多宗源頭不明

本地個案，現特函通知有關情況及應對措施，敬請各中醫師保持警覺。  

 

由 7月 1日至 7月 14日 (截至下午 4時）期間，本港共錄得 225宗在潛伏期間沒有

外遊記錄的個案，新增的個案中出現多個與食肆、安老院舍及學校相關的群組，

亦涉及多名的士司機；此外，部分個案源頭暫時未明。截至 7月 14日下午 4時，

本港個案累計 1570宗（包括 1569宗確診個案和一宗疑似個案）。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正繼續跟進確診個案的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的工作，並向病人居

住大廈的居民或有機會於傳染期接觸的人士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  

 

近期出現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示社區有持續的隱形傳播鏈，而最新的公

共衞生風險評估顯示，大規模爆發的風險極高，政府亦制訂了新一輪的應對措

施，包括收緊社交距離限制，把公眾地方群組聚集人數下調至最多四人，暫時

關閉遊戲機中心、浴室和健身中心等 12類表列處所，以及食肆傍晚 6時至翌日清

晨 5時不准堂食、只可外賣；另一方面，政府亦制定兩條新規例，其中《預防及

控制疾病（佩戴口罩）（公共交通）規例》規定任何人在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時，

或在身處公共交通工具上時；或在進入或身處港鐵已付車費區域時，須一直佩

戴口罩。《預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規例》則要求乘飛

機和船隻等跨境交通工具到港的旅客，若過去 14天曾在指定較高風險地區逗留，

需出示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證明才可登機。除此之外，機組人員和在香港上

岸或下船的海員都要進行病毒檢測；而菲律賓或印尼回來的海外傭工，必須在

酒店進行十四天的強制檢疫。  

 

本署敬請各中醫師保持警覺，若你懷疑病人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應召喚救

護車，並提供相關資料（如病人情況、外遊記錄及接觸史）轉送病人至就近的

公立醫院的急症室作進一步診治及測試，以確保病人能盡早獲得適當的隔離治

療，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在救護車到達前，應安置懷疑個案於隔離區等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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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如有可能，安排指定獨立房間作隔離用途，該房間只可存放必須物品。  

 

各中醫師應診時需做好防護措施和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配戴外

科口罩，並優先處理有發燒、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徵狀的病人。詳細的中

醫診所的感染控制措施建議，請參考《預防 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爆發給

中醫診所的感染控制措施重點 (暫擬 )》 (附於本署較早前致各中醫師的信函，或

可 於

https:/ /www.chp.gov.hk/fi les/pdf/prevention_of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

health_significance_ic_measures_for_chinese_medicine_clinic.pdf下載 )。  

 

目前，全球各地的疫情仍然非常嚴峻。截至 7月 15日上午 11時，218個國家／

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共錄得 13,049,126宗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累計死亡個案數目則為 571,150宗。政府再次強烈呼籲市

民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市民亦應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在出現

呼吸道感染病徵、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正確佩戴外科口罩，

並必須時刻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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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疫情相關的各項最新消息及健康建議，市民可瀏覽「 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

網站」（ https: //www.coronavirus.gov.hk/chi/ index.html）。如有其他查詢，也可於

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致電衞生署熱線 2125 1111 / 2125 1122；或向「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COVID-19」WhatsApp熱線 9617 1823查詢。   

 

衞生署會繼續與世界衞生組織、國家衞健委及相關衞生部門緊密合作，監

察最新發展。  

 

感謝各中醫師對傳染病防控的支持，合力把疫情遏制下去。  

 

 

                             衞生署署長  

 

 (梁 偉民 醫生         代行 )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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