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慧嘉說，「體能活動」是指由關節和肌肉支撐，在過程中會導致能量消耗的任何動作，例如穿衣服、洗澡、玩玩具、收拾書包、散步、滑板車、攀爬、跳躍、拋接、堆沙親子遊戲也是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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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已經警告，若全球不立

即採取行動，有效的藥物會愈趨減少，患病和住

院時間會因而延長，醫療費用也會大幅增加，甚

至增加死亡的風險。我們將會步入「後抗生素時

代」，屆時常見的感染也會變得致命。有見及此，世

衞在2019年已將抗菌素耐藥性列為全球十大公共
衞生威脅之一。根據最近一項刊登於《刺針》的海

外研究的估算，在2021年，全球有約114萬人的
死亡由耐藥性細菌引致。該研究並預測，在2050
年，全球將有191萬人因耐藥性細菌而死亡。

世衞將每年11月18日至24日定為「世界抗菌
素耐藥性關注周」，鼓勵各國聯同社會各界，提高

大眾及持份者對抗菌素耐藥問題的認知，合力遏

止這個威脅。廖天蕙醫生稱，為響應世衞呼籲，衞

生署由11月月18日至24日展開一連串的宣傳及公
眾教育活動，例如於電視、電台、網頁、社交媒

體、手機程式、印刷品、報章及公共交通工具等

當微生物（如細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蟲）面對治療感染的藥物（即
抗菌素）時，它們會作出適應並產生基因變化，使其能抵禦抗菌

素，導致藥物的效力減弱甚至消失。而在眾多抗菌素中，抗生素耐藥
性的問題尤其嚴重。衞生署感染控制處高級醫生廖天蕙表示，不當或

過度使用抗生素，例如在不必要的情況下服用抗生素或未按醫生指示完成療程，均會
加劇耐藥性的問題。

            本報記者報道

耐藥性細菌 增加死亡風險

衞生署呼籲市民立即行動正確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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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大埔捕獲野豬，驗出帶非洲豬瘟病毒。
(資料圖片)

■其中一名患者於潛伏期內曾到過佛山。

■位於樂富廣場地下街市的「釜山屋」。

■食安中心呼籲市民不要食用一款可能受細菌
污染的進口芝士。（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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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染「超級細菌」的風險。

廖天蕙醫生呼籲市民透過簡單的行動，共同

對抗抗生素耐藥性：

沒有必要時不應要求醫生處方抗生素，更不

要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到藥房購買抗生素；

按照醫生的建議服用抗生素，即使症狀好

轉，也不應自行停藥；

遵照藥袋上的健康建議；

接種流感及新冠疫苗，以預防繼發性細菌感

染，從而減少使用抗生素及出現耐藥性。

留意從即食食品中感染耐藥性細菌的風險。

服用抗生素或抗胃酸藥，以及高危人士（例如孕

婦、嬰幼兒、長者及免疫力較低人士）的風險較

高，故應避免進食生或未煮熟的即食食物；及

在處理食物時保持良好廚房衞生習慣，減低

食物被耐藥性細菌交叉污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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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規定，所有在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正 式 推 出 了 Instagram 官 方 帳 號（www.instagram.com/
centreforhealthprotection），期望透過這社交媒體平台與大眾互動，讓社會各界更了解中心如何保障
市民健康。

【本報記者報道】漁護署本周四(21日)於大
埔鳳園路一帶捕獲四頭野豬，抽取樣本化驗，發

現其中一個樣本對非洲豬瘟病毒，呈陽性反應，漁

護署將向世界動物衞生組織通報。

漁護署表示，本周四在大埔鳳園路一帶進行

野豬捕捉及人道處理行動，並按本地野豬非洲

豬瘟監測計劃，從捕獲的四頭野豬抽取樣本進

行化驗，發現其中一個野豬樣本對非洲豬瘟病

毒呈陽性反應。漁護署會向世界動物衞生組織

通報相關檢測結果，並繼續進行野豬監測工

作。

三公里範圍內無豬場
當局指，鳳園路三公里範圍內沒有豬

場，至今亦沒有發現有本地豬場受上述事件

影響。漁護署會就該個案通知所有本地豬場

負責人，並提醒他們加強生物安全措施，以

防止野豬進入養豬場範圍傳播非洲豬瘟病毒。

漁護署一直密切監察本地豬場豬隻的健康情

況，如豬場負責人發現豬隻健康有問題，亦

須向漁護署通報。

漁護署發言人說，非洲豬瘟屬豬隻及野

豬間高度傳染的疾病，但並非人畜共通傳染病，不

會傳染給人類，因此不會構成食物安全風險，豬

肉徹底煮熟後可放心食用。本個案並不影響本

港活豬供應。

發言人呼籲市民，如遇到野豬應盡量與牠們

保持距離，以保障個人安全及避免野豬接觸受

非洲豬瘟病毒污染的食物。此外，市民亦不應餵

飼任何野生動物，並確保妥善處理戶外垃圾。

市民如發現野豬屍體，可致電1823報告。

法國芝士或受細菌污染須下架停售

本港新增7宗登革熱傳入個案
病人潛伏期內分別曾到廣東省及印度

【本報記者報道】食物安全中心昨(22日)呼
籲市民，不要食用一款由法國進口的芝士，因

有關產品可能受小腸結腸炎耶爾森氏菌污染。

業界如持有受影響產品，應立即停止使用或出

售。

涉事產品為法國 Fruitiere des Jarrons的
Mont d'Or Fruitiere des Jarrons Cheese，淨
重500克，最佳食用日期至2024年12月16日。
進口商為Noja Fine Trade Limited。
食安中心發言人表示，當局得悉法國當局

發出通告，指上述產品可能受小腸結腸炎耶爾

森氏菌污染，正進行回收。初步調查發現上述

進口商曾進口受影響的有關產品。有關進口商

已將受影響產品下架和停售，並展開回收。市

民可於辦公時間致電該進口商熱線2178 2229
查詢上述產品的回收事宜。

發言人指出，小腸結腸炎耶爾森氏菌可引

起耶爾森氏病，其病徵如常見的腸胃炎症狀，例

如發燒、腹瀉和腹痛等。有關細菌通常是透過

進食或飲用受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包括未煮熟

的肉、未經巴士德消毒的乳製品或受污染的水。

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耶爾森氏病，但幼童、長者

和免疫力弱人士風險較高。

食安中心會就事件通知業界，並會繼續跟

進事件和採取適當行動。

【本報記者報道】衞生防護中心昨公布，本
港在11月15日至11月21日期間，共錄得七宗
登革熱傳入個案，病人於潛伏期內分別曾到廣

東省及印度。防護中心呼籲市民，不論在本地

或外遊，應時刻注意環境衞生，以及採取防蚊

和個人保護措施。

有關七宗登革熱傳入個案，其中三名病人

於潛伏期內曾到江門；有兩人曾分別到過佛山

及中山，另有兩人就曾前往印度。防護中心表

示，截至本周四，今年共錄得150宗登革熱個
案，包括146宗傳入及4宗本地感染個案；而去
年就一共錄得62宗傳入個案。

當局指，根據最新監測數據顯示，包括印

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在內的部分亞洲地方，錄

得的登革熱個案數字較去年同期增加。另外，根

據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的資料，廣東省過去

三個月錄得的登革熱個案持續增加，當中大部

分屬本地感染個案。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的資料進一步顯示，廣東省在本月11日至17
日，共錄得超過800宗本地登革熱個案，當中
以佛山、廣州、深圳、湛江及揭陽錄得較多個

案。

澳門登革熱個案趨升
至於澳門近日錄得的登革熱個案數字亦有

所上升。自10月23日錄得今年首宗本地登革熱
個案後，截至本周四，澳門共錄得9宗本地感
染個案。

當局指登革熱個案在本港以外持續出現，加

上市民頻繁往來粵港澳及其他地區，以致登革

熱個案輸入本港的風險有所增加並帶來本地傳

播的風險。除一般措施外，如從受登革熱影響

地區回港，應在14日內繼續使用昆蟲驅避劑。
若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並告知醫生外遊細

節。

媒體，發布健康教育資訊，藉此提高市民對抗菌素

耐藥問題的認識和關注，以及推廣正確使用抗生素。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一直定期監測公眾對抗生

素耐藥性的認知、態度及行為，從而評估相關措施

的成效。根據11月20日最新發布的2023年度的調
查報告顯示，公眾對抗菌素抗藥性的了解有所增

加，例如83.8%的受訪者了解抗生素不能用以醫治
傷風感冒。然而，有些地方仍有待改善，例如只有

39.2%的受訪者知道「超級細菌」可以人傳人。此
外，只有19.7%的受訪者表示，見過抗生素藥袋上
的健康指示，有33.3%的受訪者從未聽過「抗生素
耐藥性」。

就藥袋上的資訊，病人除了需詳細閱讀藥物服

用指示外，亦應留意藥袋上的健康建議。服用抗生

素時，要留意時刻保持手部衞生、徹底煮沸及煮熟

食水和食物、消毒及覆蓋傷口、戴上口罩（如有呼

吸道感染症狀）及減少接觸其他人，從而減低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