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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防疫意識薄弱，置市民生死於不顧，  

要求加強防疫工作以防香港再淪疫埠  

 

背景  

 

  中國武漢近日爆發多宗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其病毒源頭、

種類以及散播途徑  一直未能確認。根據官方數字，截至 1 月 5 日，

中國武漢的不明原因病毒肺炎個案共有 59 例，而其中 7 宗為嚴重個

案，暫時未出現死亡個案。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公開指

出，按現時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資料，有充分理由相信武漢

肺炎涉及新型病毒，當地或有發生懷疑涉及人傳人的情況，認為香港

特區政府應將病毒視為可以人傳人的情況應付。  

 

  可是，香港特區政府抗疫措施極為被動和不足，未有即時安

排登機檢疫，亦未有主動為所有從武漢抵港的旅客量度體溫。早前，

特首林鄭月娥聯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高鐵西九龍站視察口

岸防控措施時甚至未有戴上口罩，反映其危機意識薄弱、防疫意識亦

嚴重不足！而面對來勢洶洶的疫症威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顯然對疫

症了解不足，竟指現時沒有必要減少來回武漢的航班或高鐵班次，未

有從源頭抗疫。可見，香港特區政府未有從沙士事件吸取教訓，置香

港市民的安全於不顧。  

 

  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指出今

次武漢肺炎的特徵與禽流感及沙士相似。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則表示目前已有線索顯示，武漢不明肺炎或涉及新發冠

狀病毒。如涉及新發冠狀病毒，人體內沒有相關抗體，嚴重可引致呼

吸衰竭，甚至死亡。若患者受感染，不排除可經過咳嗽、打噴嚏的飛

沫傳播，惟進一步消息需等待進一步公布。武漢肺炎的不確定性，令

市民大感憂慮！  

 

  截至 1 月 5 日，香港已出現 16 宗懷疑個案，當中 6 宗個案病

因不明。新加坡已出現 1 例。台灣亦從武漢來台的班機上發現出有 6



人有上呼吸道徵狀。疑似個案數目不斷上升，不明肺炎傳入本港的風

險，實在不容忽視！  

 

問題  

（ 1）  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是在甚麼時候接獲通報？而當時所收

到的甚麼資料？而相關部門當時決定採取甚麼行動？當中是

否存在隱瞞疫情，以及任何延遲通報？  

（ 2）  衛生署及醫管局現時就武漢不明肺炎有多少了解？有甚麼已

實行之針對性應對措施或指引？是否會加強檢疫措施，如主動

對所有從武漢抵達的旅客量度體溫？如內地疫情出現社區爆

發，或蔓延至其他省份，屆時是否會對曾到內地、出現發燒、

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狀的病人作追蹤監察？  

（ 3）  衛生署將於社區內採取甚麼行動，加強市民對武漢不明肺炎的

認知了解，以及提升市民的防疫和衛生意識？  

（ 4）  有從武漢到港的中大內地學生，出現疑似症狀後曾到香港私家

醫院求診，卻被拒。而該名學生其後更前往沙田、旺角等市區，

如最終確診，將會是造成武漢不明肺炎於社區傳播的一大源頭！

究竟現行的通報為何？是否需要實施強制隔離或追蹤監察？

疑似病源是不應在社區隨意遊走，以防沙士重臨！  

（請政府公開相關詳細資料）  

（ 5）  區議會應否就武漢不知名肺炎作出一次性撥款，加強社區防疫

及衛生的教育，以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是次疫症的危機意識，以

防本港爆發疫症？  

 

動議  

（ 1）  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公開交代首次接獲通報之詳情，包括時間及

通報內容，同時亦交代相關部門即時採取的行動及措施，讓公

眾能夠了解當中是否存  在任何隱瞞疫情或延遲通報的情況。  

（ 2）  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衛生署加強現行通報機制，

規定所有私家醫院及診所一旦接觸疑似個案，必須立即通報衛

生署，而衛生署需即時  作出跟進。  

（ 3）  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就武漢返港人士加強出入境檢疫及就懷疑

個案進行追蹤監察。一旦疫情由武漢蔓延至其他省份，亦需將



上述措施擴展至所有由內地返港人士。  

（ 4）  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衛生署及醫管局就武漢病毒

性肺炎加強社區教育，並採取必要措施提升市民防疫意識，及

防止本港爆發疫症。  

（ 5）  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衛生署及醫管局加強對疑似

個案的監察，對所有疑似個案進行即時隔離，直至確定診斷為

止，以杜絕疑似病源於社區遊走，避免引起公眾恐慌以及危害

社區安全。  

（ 6）  區議會就武漢病毒性肺炎作出一次性撥款，用以教育社區防疫

及衛生的知識，以及派發口罩等相關物資，加強社會大眾對於

是次疫症的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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