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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四同學已在第一個學期的通識課瞭解了香港在
經濟及政治方面的生活素質情況，而我們則會於第
二個學期開講社會方面的生活素質。

•現在香港正面新型冠狀病毒的抗疫工作，當中有
關的公共衛生問題與生活素質息息相關，所以我們
會把教學焦點放在公共衛生上，從中窺探香港在社
會方面的生活素質狀況。



課題1 公共衛生初探

1.1 概述公共衛生
1.2 重大疫症如何影響公共衛生的發展？



概述公共衛生1.1



1.1 概述公共衛生

 社會發展令人愈來愈重視公共衛生。

1. 為甚麼要重視公共衛生？

降低發病率和死亡率

• 良好的公共衛生環境能減低人們患病的
機會、提高人們的衛生意識，更注重個
人健康。

改善生活素質

• 監察食物安全、提供理想的居住環境、
良好的供水及污水處理系統等公共衛生
政策同樣可改善生活素質。



 提升生產力

• 人口的病發率低，治療疾病的醫療開支自會減
少，勞動人口因患病而缺勤的日數亦會下降。

圖 1.1 妥善的排污系統可減少生活廢水帶來的環境問題，有助保持環境衛生。

1. 為甚麼要重視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概念

2. 公共衛生概念的發展

• 完善公共衛生基建，例如供水系統、污水處理
系統等。

• 政府制訂各項公共衛生政策，例如提供健康教
育、關注環境衛生、着重傳染病控制、完善醫
療系統和社區發展、展開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研
究工作等。



 公共衛生管理概念

城市的現象 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

人口交流頻繁、擠迫的環境 •成為傳染病的溫床

豐富和舒適的生活
•使人養成不良的生活習慣，
例如暴飲暴食、缺乏運動
等，增加患上如心血管疾
病等慢性病的風險

工業活動和交通運輸系統
製造大量廢料和污染物

•導致各種環境污染問題，
影響人類健康

2. 公共衛生概念的發展



2. 公共衛生概念的發展

 公共衛生管理概念

✦資料來源：聯合國(2014)
圖 1.2 未來全球大部分人口都會集中在城市生活。預計在2050年，
城市人口逾60億，農村人口則約為30億。



2. 公共衛生概念的發展

 公共衛生管理概念

圖 1.3   貧民窟人口密集、環境
擠迫，加上缺乏衛生設施，容易
爆發疫症。

圖 1.4   汽車廢氣是城市空氣污
染的主要源頭，人們長期吸入
廢氣會較易患上呼吸道疾病和
心臟病。

• 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嚴重，社會必須制定完
善的公共衛生政策，以加強管理。



A. 傳染病

傳染病是由病原體引發，並且會蔓延的疾病，
它能感染單一或多種生物，部分傳染病更可作
跨物種傳播。自19世紀末歐洲科學家提出病菌
論後，醫療界便以此為基礎，發展各樣療法和
藥物，以防控傳染病。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圖 1.6   處理傷口應小心，以
免被病原體入侵。



圖 1.5   傳染病三角顯示引發傳染病的三大元素。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病原體、宿主和環境間的關係



參考「傳染病三角」，防控傳染病應跟從以下
準則：

• 避免接觸病原體：不接觸病原體，傳染病
則無法傳播。

• 保持環境衛生：環境清潔衛生，病原體根
本難以生存和傳播。

• 保持宿主身體健康：良好的免疫系統能殺
滅病原體，因此應保持宿主身體健康，以
抵抗入侵的病原體。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圖 1.7   白紋伊蚊可傳播登革熱，而三帶啄庫蚊則可傳播日本腦炎，
保持環境衛生有助防止疾病傳播。



B. 非傳染病

非傳染病不會蔓延。隨着社會和醫療科技的
發展，非傳染病取代傳染病，成為經濟較富
裕地區的公共衛生新挑戰。

慢性病可由患者的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所引
起。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部分與不良生活模式有關的慢性病稱為「生
活模式病」，只要患者改善生活習慣，大都
能控制病情。

 以往生活模式病多在較富裕的已發展國家
流行，但現時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亦愈趨
嚴重。

圖 1.8   世衛指吸煙導致每年700多萬人死亡

3. 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概念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客觀的數據能協助我們了解社會的公共衛生情
況。透過評估和比較各類公共衛生的指標，可
更了解疾病趨勢和公共衛生系統問題，繼而對
症下藥，推行改善措施，以提高公共衛生水平
。

 常見的指標包括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人均
壽命、兒童死亡率、醫護人員與人口比例、醫
療衛生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等。

圖1.9   香港是人均壽命最長的地區之一。



A. 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從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可以知道影響人們
健康的主要疾病，從而推斷疾病趨勢，再按此
制訂相應政策，改善公共衛生。

分析數據時，可一併考慮當地的社會因素，例
如年齡、性別或收入等與發病率和死亡率的關
係，以更準確了解當地的公共衛生問題。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B. 人均壽命

人均壽命即人們的平均存活時間。經濟發展程
度和公共衛生水平差異令各國的人均壽命各有
不同。人均壽命延長或會改變人口結構，影響
疾病趨勢和醫療服務的需求。

圖 1.11   根據世衛2015年的統計，非
洲國家塞拉利昂的人均壽命只有50
歲，是全球人均壽命最低的國家。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B. 人均壽命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資料來源：世界
衛生組織 (2016)
圖 1.10   已發展國
家的人均壽命高於
發展中國家，而女
性的人均壽命也較
男性為高。



B. 兒童死亡率

兒童死亡率是每千名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人數
。此指標不僅用於評估兒童健康，亦常用以評
估環境衛生、傳染病流行情況、整體的母嬰營
養狀況、母嬰免疫接種計劃的成效等範疇的表
現。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課文頁數：P.9-13)



D. 醫護人員與人口比例

醫護人員與人口比例指人口可平均分配到的醫
護人員的人數，指標的數值愈高，當地醫療系
統提供服務的能力亦愈好。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D. 醫護人員與人口比例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2017)
圖 1.12   經濟條件較差的國家普遍缺乏醫生和護士，遇上天災
或傳染病大爆發時，醫療系統便缺乏應變能力。



E. 醫療衛生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醫療衛生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是指公私營醫療系統的支出總和與本地生產總
值的比例，數值愈高，即投放於醫療系統的資
金愈多。由於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有差異，因
此，即使兩國的百分比數值相近，但假如本地
生產總值差距很大，實際的醫療衛生支出也可
以有很大的差距。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E. 醫療衛生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4. 常見的公共衛生指標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2016)
圖 1.13   從數據可見歐美地區投放在醫療系統的資源較多，而當地的
醫療服務水平也較高。



重大疫症如何影響公共衛生的發展？1.2



重大疫症如何影響公共衛生的發展？1.2

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疫症雖然帶來嚴重的人命
損失，但也改變了人類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
理解，提高人們對傳染病的警覺。

嚴重急性呼吸道系統綜合症（沙士，SARS
）對香港以至全球的影響深遠，港人的公共
衛生和公德心水平、港府的公共衛生政策和
資源調配、國際間的公共衛生協作等均有所
改變。



A. 個人方面

沙士過後，社會各界的公共衛生意識提高，
明白必須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才能防範傳
染病。自此，市民的衛生習慣明顯改善，又
重視個人健康，時刻對傳染病保持警惕。



A. 個人方面

沙士提升大眾的公德心。切身的抗疫經驗令
市民進一步了解個人權責，認同個人有責任
保持環境衛生，令市面的環境衛生大有改善
。

圖 1.14   (左)沙士後，市民大多自覺使用公筷，以免傳播疾病。
(右)不少公共場所添置消毒設施供市民使用。



A. 個人方面

是次疫症後，市民明白個人和大眾傳媒在監
察政府公共衛生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較
以往關注公共衛生資訊和政策。



B.  政府方面

沙士事件令政府意識到須要設立專責機構以
防控疾病，以及建立完善的防疫通報機制。

疫症後，政府改善人手和資源調配，以減低
傳染病對香港的威脅。

圖 1.15 沙士期間，港府在羅湖管制站裝
設儀器，檢查往來中港兩地旅客的體溫，
以免病毒跨境傳播。



B.  政府方面

為防患未然，政府加強公共衛生教育和宣傳
工作，以提高市民的公共衛生知識水平。

為協助市民掌握公共衛生情況，防範疾病，
政府經常透過傳媒發放公共衛生資訊。

圖 1.16   政府為協助市民控制體重而製作
的「熱量知多少」小冊子，列出常見食
物的熱量。



C.  國際方面

中國未有及時向世衛通報沙士疫情，令各國
未能適時採取防範措施，加速疫情惡化。為
免重蹈覆轍，沙士後，中國政府改善公共衛
生通報機制，提高公共衛生資源透明度。

沙士事件令各國了解到全球化下，便捷的交
通已把全球連成一體，任何國家爆發疫症，
各國都難以獨善其身。只有迅速掌握傳染病
資訊，各國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實施防疫和邊
境措施，堵截疫情。



C.  國際方面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2017)
圖 1.17   世衛要求各成員國通報與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相關的病例，
讓全球掌握疫情的最新資訊，以制定防疫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