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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傳染病

• 呼吸道感染

• 皮膚或皮下組織感染

• 泌尿系統感染

• 腸道傳染病

• 傳染性急性結膜炎（紅眼症）



形成傳染病傳播的主要因素有：

• 病原體 : 如細菌、病毒、真菌（黴菌）和寄生蟲

• 傳染源: 如受感染的人類（例如病人、帶菌者和隱性感
染患者）、禽畜、昆蟲和泥土。

• 宿主: 是指容易受感染者。某些人較容易成為傳染病的
宿主，例如幼兒、長者 及長期病患者。



傳播途徑

1.接觸途徑
2.飛沫途徑
3.空氣途徑
4.食物或水源傳播
5.病媒傳播
6.血液或體液傳播

傳播途徑是指由一處傳到另一處的方式。有些傳染病能以超
過一種方式傳播，例如：水痘可以經空氣、飛沫或接觸傳播。



傳播途徑 過程 傳染病例子

接觸傳播 • 經直接接觸患者的身體，
例如：扶抱及協助洗澡

• 經間接接觸沾有病原體
的物品，如共用的毛巾、
梳和衣服

• 疥瘡 • 頭蝨 • 手足口病
• 傳染性急性結膜炎（紅眼
症）
• 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感染
• 其他多重耐藥性細菌感染
• 水痘＊

飛沫傳播 • 透過患者打噴嚏、咳嗽、
吐痰或講話時所噴出的飛
沫傳播
• 透過沾有病原體的手，
觸摸口、鼻、眼等的黏膜
時進入身體

• 流行性感冒（流感）
• 傷風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空氣傳播 • 病原體附在微塵或水點
上，在空氣中浮游一段時
間，再經呼吸道進入人體

• 水痘＊
• 肺結核（痰涎塗檢呈陽性）



傳播途徑 過程 傳染病例子

食物或水源
傳播

• 進食了受污染的水或
食物，或是使用受污
染的食具

• 食物中毒
• 霍亂
• 桿菌痢疾
• 甲型、戊型肝炎
• 諾如病毒感染

病媒傳播 • 病原體在昆蟲體內，
如蚊、蟎、蜱或其他
昆蟲寄居或繁殖，並
經之使人受感染

蚊子傳播疾患：
• 登革熱
• 瘧疾
• 日本腦炎

血液或體液
傳播

• 被受污染的針或利器
所傷，或進行不安全
性行為

• 乙型、丙型肝炎
• 後天免疫力缺乏症（愛
滋病）



控制傳染病擴散的方法
傳播的因素 控制方法

病原體 (細菌) • 消毒以殺掉病原體

傳染源 (受感染的人類、禽畜、
昆蟲和泥土)

• 及早察覺、隔離及治療患者
• 清除可供病原體繁殖的地方

傳播途徑 • 保持良好個人、環境及食物衞生
• 採取標準防護措施，以及針對不同的
傳播途徑採取附加的感染控制措施

宿主（易受感染的人群） • 透過健康的生活模式和接種疫苗以增
強個人免疫力
• 預防藥物（如適用）



個人衞生

• 手部衞生

• 呼吸道衞生和咳嗽禮儀

• 避免共用個人物件 (如毛巾、梳、牙刷)



手部衞生



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何時應潔手



呼吸道衞生和咳嗽禮儀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著口鼻。

• 用過的紙巾須放入有蓋垃圾桶或坐廁內沖走。

• 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或其污染物後，應立即徹底洗手。

• 如有呼吸道病徵，應佩戴外科口罩



環境衞生
一般清潔
• 經常打開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可使用風扇或抽氣扇，以
改善室內空氣流通。

• 定期清洗冷氣機隔塵網。

• 經常接觸的地方、家具、復康用具、地面、廁所和浴室須定期
清潔及消毒。

• 每星期清理盆栽底盤的積水及更換花瓶內的清水最少一次。地
台凹陷的地方要填平，以防積水，杜絕蚊患。避免堆積雜物，
以防鼠患。

• 如發現有蟲鼠為患的跡象，例如：有老鼠排泄物、蟑螂、蚊、
蠅等，應立即採取清潔行動。如有需要， 可致電食物環境衞生
署熱線：2868 0000 或有關部門跟進處理。



漂白水的使用
使用稀釋漂白水的方法

• 使用漂白水時要開窗，使空氣流通

• 稀釋時要用凍水，因為熱水會令成分分解，失去
效能。

•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以 10 毫升漂白水混和
於 990 毫升清水內），可用於一般家居清潔。

• 1 比 49 稀釋家用漂白水（以 10 毫升漂白水混和
於 490 毫升清水內），用於消毒被嘔吐物、排泄
物或分泌物污染的表面或物件。

• 消毒完的物品，應以清水冲洗及抹乾。



使用稀釋漂白水注意事項

• 不要與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和使用，以防降低殺菌功能及
產生化學作用。當混合於酸性清潔劑如一些潔廁劑，便會產生
有毒氣體，可能造成意外，令身體受傷。

• 未經稀釋的漂白水在太陽光下會釋出有毒氣體，所以應放置於
陰涼及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 由於次氯酸鈉會隨着時間漸漸分解，因此宜選購生產日期較近
的漂白水，及不應過量儲存，避免影響殺菌功能。

• 經稀釋的漂白水，存放時間越長，分解量越多，殺菌能力便會
降低，所以最好在 24 小時內用完。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手套

• 在處理血液、身體組織、排泄物、體液、分泌物及任何污染廢物
時應戴上手套。

• 接觸黏膜和傷口前應戴上手套。

• 如手套被分泌物沾污，要先更換手套才繼續護理。

• 脫下用過的手套，要立刻潔手以避免把病原體傳播給其他人或沾
污環境。

• 佩戴手套前及脫下手套後應潔手，佩戴手套並不能代替潔手。

• 妥善棄置使用過的外科或檢查用的手套。切勿清洗或於消毒後循
環再用。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外科口罩

• 佩戴外科口罩可保護口和鼻，以免在護理程序中被噴嚏或咳嗽的飛沫、
飛濺的血液、體液、分泌物、排泄物如痰、尿液或糞便等污染。

• 選用三層式設計的外科口罩，以防受感染。

• 鼓勵有呼吸道病徵的人士佩戴外科口罩，以減少飛沫散播到周圍環境
和其他人身上。

• 照顧有呼吸道病徵的患者時，必須佩戴外科口罩。

• 選擇合適尺碼的口罩，兒童可選擇兒童尺碼。

• 佩戴口罩前，應先潔手。

• 要讓口罩緊貼面部

• 佩戴口罩後，避免觸摸口罩。若必須觸摸口罩，在觸摸前、後都要徹
底潔手。



探訪須知

• 訪客要留意本身的身體狀況，如有不適，例如：患有流行性感冒時，
不宜探訪，以免疾病擴散。

• 如到訪者有呼吸道病徵，應佩戴外科口罩。

• 探訪前和後均應以梘液或酒精搓手液潔手。

• 保持呼吸道衞生和咳嗽禮儀。

• 如遇上傳染病爆發或收到衞生署的勸籲，應避免探訪。

• 以防止交叉感染。如有需要，訪客可透過其他方式（如電話等）與受
訪者聯絡。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 疫苗能安全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流感和其併發症。

• 流感可於高危人士引致嚴重疾病，而健康人士亦會受影響。基於季節
性流感疫苗安全有效，除有已知禁忌症的人士外，所有年滿6個月或
以上人士均應接種流感疫苗以保障個人健康。

• 一般建議在每年秋天時份接種流感疫苗，接種疫苗後約兩星期，體內
便會產生足夠抗體對抗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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