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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的社區 

 

6.1 傳染病(i) 

 

(a) ( 2 分) 

傳染病是一種由 [病原體] 透過特定的 [傳播途徑]，由一個 [宿主] 傳給另一個 

[宿主] 而引起的疾病。 

 

(b) ( 2 分) 

宿主是指帶有病原體的生物 (人類或動物)，病原體在宿主處繁殖和依存。 

 

宿主發病與否是取決於其健康狀況，健康的人免疫力強，不易因病原體入侵而發

病。 

 

(c) ( 2 分) 

病原體是具傳染性的微生物。 

病原體進入宿主後會繁殖和依存，損害細胞的正常運作，視乎宿主的健康狀況，

可能令人發病。 

 

(d) ( 4 分) 

● 細菌 

● 真菌 

● 病毒 

● 寄生蟲 

 

(e) ( 6 分) 

● 飛沫 

● 空氣 

● 直接接觸 

● 病媒 

● 體液 

● 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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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6 分) 

 

傳播途徑 疾病例子 

飛沫 流行性感冒 

空氣傳播 肺結核、水痘 

直接接觸 手足口病、結膜炎(紅眼症) 

病媒(蚊子和禽畜等) 登革熱 

體液(血液、精液、羊水、陰道

分泌物) 

愛滋病、性病、乙型肝炎 

進食 食物中毒、甲型肝炎 

 

(g) ( 2 分) 

● 免疫接種注射 

● 適量運動 

 

(h) ( 3 分) 

 

情況 疾病例子 

病原體有高傳染力 麻疹、水痘 

 

病原體令人發病的機會率很高 麻疹、水痘 

 

發病後引致嚴重的後果 小兒麻痺症造成殘障、狂犬病會致命 

 

 

(i) ( 9 分) 

 

傳染病 病原體 傳播途徑 宿主 

乙型肝炎 病毒 性接觸、血液接觸、母親傳

染胎兒 

患者 

愛滋病 病毒 性接觸、血液接觸、母親傳

染胎兒 

患者 

傷風 病毒 飛沬、直接接觸患者分泌物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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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傳染病(ii) 

 

(a) ( 1 分) 

肺結核 

 

(b) ( 2 分) 

由空氣傳播。病人咳嗽或打噴嚏時將細菌散播空氣中，身體抵抗力弱的人吸入結

核桿菌後便會感染。 

 

(c) ( 2 分) 

若要接近肺結核患者時需戴口罩。 

平時多作運動，注意健康，增強抵抗力。 

  

(d) ( 2 分) 

乙型肝炎 

 

(e) (5 分)  

● 經血液或體液接觸傳播。 

● 母親分娩期間傳給嬰兒。 

● 共同容易損傷皮膚的用品如牙刷、剃刀等。 

● 與人並用受病毒污染的針筒或工具。 

● 性接觸。 

 

(f) (3 分) 

● 戴上手套才接觸傷口和血液。  

● 避免共用針筒及個人衛生物品。 

● 性行為時採適當預防措施。 

 

(g) ( 4 分) 

傳染的途徑有多種：包括空氣、食物、血液接觸、皮膚接觸和性接觸等。 

 

(h) ( 3 分) 

● 傳染疾病對社會醫療系統的影響。 

● 傳染病造成對醫療開支的壓力，例如傳染病疫苗的開支龐大。 

● 傳染病造成服務個案龐大的壓力，例如發病個案太多，令有限的醫護人員未能   

 應付需要。 

● 醫護人員可能也受感染，令人手不足。 

 



6.健康的社區 

5 
 

6.3 非傳染疾病(i) 

 

(a) ( 2 分) 

非傳染病並非由病原體引發的，故非傳染病是指不會傳染予他人的疾病，引發的

原因主要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營養不良，社會環境因素和基因缺損。 

 

b) ( 2 分) 

患者身體長期處於患病狀況，器官機能逐漸衰退。 

 

(c) ( 3 分) 

各種癌症、心臟病、腦血管病。 

 

(d) ( 1 分)  

因不良的生活方式而引發的疾病。 

 

(e) ( 3 分) 

高膽固醇、肥胖症、冠心病、第二期糖尿病。 

 

(f) ( 2 分)  

腦部活動紊亂、引致精神狀態異常的疾病。 

 

(g) ( 3 分) 

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 

 

(h) ( 2 分)   

由不正常的遺傳物質引起，如基因缺陷而引發的疾病。 

 

(i) ( 3 分) 

血友病，葡萄糖-6-磷酸脫氫酉每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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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非傳染疾病(ii) 

 

(a) ( 8 分) 

 

類別 例子 

慢性病 心臟病 

生活模式病 肥胖症 

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疾病 抑鬱症 

遺傳病 血友病 

 

(b) ( 10 分) 

● 注意運動的習慣。 

  恆常正式的運動，例如每天定時進行的耐力運動(游泳)、伸展運動(瑜珈)及重  

  力運動(掌上壓)等。 

  在日常生活中爭取運動的機會，例如步行上班、做家務和以步行樓梯代替乘電   

  梯等。 

 

● 維持健康的飲食習慣。 

  參考飲食金字塔的比例，在日常飲食中吸取少油、少糖、少鹽和少脂肪。並多   

  進食水果及蔬菜等含豐富的食用纖維的食物。 

 

● 不作危害健康的行為  

  不吸煙、不酗酒、不吸毒，減低患上各種非傳染病的機會。 

 

● 適當使用閒暇 

  娛樂和切合個人興趣的活動能令人鬆弛下來，保持對生活的興趣，增加社交的 

  機會，較能處理來自生活的壓力。有助促進社交和情緒健康。減低患情緒病的 

  機會。 

 

● 適當的休息和睡眠 

  適當的休息和睡眠人們經過長期運作後恢復體力的最佳方法，適當休息後，思 

  考較清晰，且較能處理壓力。減低患情緒病的機會。 

（其他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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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傳染病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a) ( 2 分) 

● 不衛生的生活環境。 

● 長期暴露於受病原體污染的環境。 

 

(b) ( 5 分) 

●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 不衛生的生活習慣。 

● 不安全性行為。  

● 缺乏運動和少運動的生活方式。 

● 沒有實踐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接種疫苗)。 

 

(c) ( 3 分) 

● 不安全性行為。 

● 不注重個人衛生。   

● 公眾環境衛生差劣。 

 

(d) ( 4 分) 

● 打噴嚏和咳嗽時掩口，防止飛沫或鼻分泌物接觸其他物件，間接傳染播病菌。 

● 飲食前必須洗手。  

● 避免用不潔淨的手觸模口、鼻和眼睛。 

● 若有感冒病徵應佩戴口罩，有效地預防疾病藉著飛沫傳播。  

 

(e) ( 6 分) 

● 處理食物和進食前，如廁後及接觸寵物和處理其糞便後，必須徹底洗淨雙手。 

● 食物必須徹底煮熟才可食用，尤其是貝殼類海產等高風險食物。  

● 食水煮沸後才可飲用。 

● 生吃蔬菜前，必須徹底洗淨才可食用。 

● 避免食物受到交叉感染。 

● 冷凍食物應保持在安全溫度, 尤其是刺身及生蠔等高風險食物。  

 

(f) ( 3 分) 

● 確保食水的衛生，防止病原體的污染。 

● 常清理垃圾，雜物及積水，防止蚊蟲滋生，打擊病原體的傳播途徑。 

● 常清潔家居及環境，並定期進行消毒，殺死依附家居及環境物件的病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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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2 分) 

不要濫交，重視安全性行為，它可減低感染傳染病如愛滋病和性病的機會以及懷

孕的可能。安全性行為的意思是指沒有液液如陰道分泌，精液或血液接觸的性

交，方法是正確使用安全套。  

 

(h) ( 4 分) 

● 培養常做適量運動的習慣。 

● 保持均衡飲食的習慣。 

● 適當使用閒暇，尤其保持充分的休息。  

● 不作危害健康的行為，例如吸煙，酗酒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等。 

 

 

 

 

 

 

 

 

 

 

 

 

 

 

 

 

 

 

 

 

 

 

 

 

 

 

 

 



6.健康的社區 

9 
 

6.6 非傳染病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a) 

 

危害健康的因子 導致患上的疾病  

吸煙 增加患上心臟病，腦血管病及癌症(特別是肺癌)的機

會。二手煙增加患上心臟病和肺癌的機會。    （2 分） 

 

酗酒 影響神經系統、胃腸、肝臟、腦部和心血管系統.增加

患肝硬化、心臟病、口腔癌、食道癌、腸癌和直腸癌等

癌症的機會。                             （2 分） 

吸毒 很多危害精神毒品會影響情緒，當人發怒，焦慮及沮喪

時，吸毒會令其負面情緒惡化。增加患上精神病的機會。                                              

（2 分） 

缺乏運動 包括沒有定期運動和現代人因科技而減少運動量的生

活模式，例如汽車和電腦的興起.增加患上心臟病、高

血壓、腦血管病、糖尿病、部份癌症及肥胖帶來的病症

的機會。                                （2 分） 

飲食不均衡或謍養不良 多肉少蔬果，高脂低纖和快餐等不良飲食習慣。導致肥

胖或營養缺乏、增加患上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

糖尿病及部份癌症的機會。                （2 分）                             

欠妥善處理生活壓力的

能力 

當遇上困難和壓力，容易抑鬱、精神衰弱、和焦慮等，

也可能有失眠和胃口差的表徵。嚴重的會發展成與情緒

健康(精神健康)有關的疾病，如抑鬱症，焦慮症和思覺

失調。                                 （2 分）  

 

(b)列舉八項本港常見的非傳染病。（8 分） 

 

癌症 心臟病 (冠心病) 腦血管病 (中風) 

糖尿病 高血壓 膽固醇過高 

肥胖症 抑鬱症 焦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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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分） 

● 維持健康的體重，有效減低因肥胖而患上慢性病的機會。 

● 改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環，減低患上心臟病的機會。 

● 減低患慢性病的機會，例如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糖尿病，部份癌症骨 

質疏鬆等。 

● 運動是正確處理壓力的方法，有助預防患上情緒病。 

● 運動可以增加與人交往的機會，促進社交健康，減少患上情緒病的機會。 

 

(d)（2 分） 

實行均衡飲食，均衡飲食的意義是人們按正確的營養比重和食物類別來進食，令

人們能維持身體各項的需要。 

 

參考飲食金字塔的比例，在日常飲食中吸取少油、少糖、少鹽和少脂肪，並多進

食水果及蔬菜等含豐富的食用纖維的食物。 

 

上述的健康飲食習慣能減低患慢性病的機會，例如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

糖尿病及部份癌症 (結腸癌、胃癌和口腔癌) 等。 

 

(e)（3 分） 

不吸煙能減低患上心臟病，腦血管病及癌症 (特別是肺癌)的機會。 

 

(f)（3 分） 

不酗酒能減低患肝硬化，心臟病、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腸癌和直腸癌等疾病

的機會。 

 

(g)（2 分） 

不吸毒能減少因藥物而產生的負面情緒，減低因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而患上精神病

的機會。 

 

(h)（2 分） 

娛樂和切合個人興趣的活動能令人鬆馳下來，保持對生活的興趣，增加社交的機

會，較能處理來自生活的壓力。有助促進社交和情緒健康。減低患情緒病的機會。 

適當的休息和睡眠是人們經過長期作後恢復體力的最佳方法，適當休息後，思考

較清晰，且較能處理壓力，減低患情緒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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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非傳染病的介紹──癌症 

 

 (a)（5 分） 

 

1 肺癌 

2 大腸癌 

3 前列腺癌 

4 肝癌 

5 胃癌 

6 鼻咽癌 

7 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8 非霍奇金淋巴瘤 

9 食管癌 

10 唇、口腔及咽(鼻咽除外) 

 

(b)（5 分） 

 

1 乳腺癌 

2 大腸癌 

3 肺癌 

4 子宮體癌 

5 甲狀腺癌 

6 卵巢等癌 

7 子宮頸癌 

8 肝癌 

9 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10 胃癌 

 

(c)（4 分） 

● 實行健康的飲食習慣。 

● 定時進行適量運動。 

● 不吸煙和不酗酒。 

● 減少接觸放射性物質，強烈的陽光和致癌的化學物質 (如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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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非傳染病的介紹──心臟病 

 

(a)（1 分） 

冠心病的主因是膽固醇積聚在冠狀動脈內壁血管被脂肪的沉積斑塊阻塞而收

窄，令心臟肌肉的供血量減少。 

 

(a)（4 分） 

● 進行劇烈運動後會感到心絞痛 

● 心律紊亂 

● 氣促 

● 噁心  

 

(b)（6 分） 

● 吸煙，肥胖  

● 缺乏運動 

● 長期受到精神壓力 

● 高血壓 

● 高膽固醇 

● 糖尿病 

● 遺傳  

 

(c)（4 分） 

● 均衡飲食。 

● 實行高纖低脂的飲食。 

● 定時進行適量運動。 

● 不吸煙、酗酒等。  

● 適量使用閒暇如運動、娛樂、發展興趣適當休息。  

● 高血壓、高膽固醇和糖尿病患者更應跟從醫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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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非傳染病的介紹──高血壓 

 

(a)（3 分） 

● 膳食中攝取過量的鹽分。 

● 長期處於過量的精神壓力。 

● 缺乏運動和常處於久坐而不動的生活方式。 

  

(b)（1 分） 

遺傳 

 

(c)（2 分） 

血壓過高會引致暈眩和頭痛等病徵。 

 

(d)（3 分） 

● 心臟病   

● 腎功能 

● 視力受損 

 

(e)（3 分） 

● 均衡飲食 

● 適量運動 

● 保持體重適中 

● 減少進食高鹽分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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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非傳染病的介紹──糖尿病 

 

(a)（2 分） 

 

種類 要點 

糖尿病 1 型 屬胰島素倚賴型，人體因大部分胰臟細胞受破壞而導致大量

缺乏胰島素。 

糖尿病 2 型 人體缺乏正常使用身體製造的胰島素的能力，例如老人和肥

胖人士。糖尿病 2 型是有遺傳性的傾向。 

 

(b)（3 分） 

口渴、大量小便、非常疲倦、體重減輕、生殖器痕癢和視覺模糊。 

 

(c)（5 分） 

慢性併發症是引起血管病變而令器官出現問題，如冠心病、血壓高、腎衰竭、白

內障、視網膜病變等，可導致失明、中風、慢性皮膚潰瘍，組織壞死導致截肢等。 

急性併發症是血糖過高或過低而導致昏迷，這稱為低血糖休克。 

 

(d)（3 分） 

風險因素包括： 

年老、肥胖、家族遺傳和缺乏運動等。 

某些內分泌疾病、胰臟疾病及類固醇等藥物均容易誘發糖尿病。 

 

(e)（3 分） 

預防糖尿病的方法是： 

● 應保持適當體重。 

● 均衡飲食。 

● 定期運動。  

● 糖尿病患者應接受飲食或藥物治療來控制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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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非傳染病的介紹──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疾病 

 

(a) (4 分) 

● 讀書壓力  

● 工作壓力  

● 經濟壓力 

● 社交壓力. 

 

(b) ( 4 分) 

過量和個人未能處理的「負面壓力」則會危害人們的情緒健康，進而影響其他範

疇的全人健康──生理、心智和社交健康。 

 

這些疾病令腦部活動紊亂，並可能引致精神狀態異常，例子包括抑鬱症、焦慮症、

思覺失調、恐懼症、創傷後壓力症和精神分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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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全球化──導致傳染病的散播 

 

(a)（2 分）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地的聯繫愈來愈緊密，全球正經歷時間和空間的壓縮，在資訊

科技發達，交通運輸進步，跨國企業和自由貿易蓬勃發展的因素推動下，各國人

口容易自由流動，資訊，貨物和文化等也能快速傳達，國家間漸變得無疆界化，

全球化令世界壓縮了，甚至成為一個體系。 

 

(b)（4 分） 

● 全球代導致國際距離拉近，現代化的交通運輸使時間壓縮了。 

● 全球化加速人類的交流和互相影響，亦導致傳染病的全球性流行。 

● 因人類高度的流動性，病毒和細菌只需幾小時便能傳到別的國家。 

● 一個地區爆發傳染病，便能迅速蔓延全球。 

 

(c)（3 分） 

● 非典型肺炎 

● 禽流感 

● 人類豬型流感 (豬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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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分） 

 

全球化疾病 源頭和特性 

非典型肺炎 

 

非典型肺炎由冠狀病毒引起，曾於 2003 年在亞洲發現，源頭懷疑來

自廣東省的果子狸。  

 

禽流感 

 

禽流感是一種流行性感冒，由病毒引起，通常發生在禽鳥，但有部份

流感病毒會傳至人類。 

 

人類豬型流感 

(豬流感) 

 

人類豬型流感由新的甲型流感/H1N1病毒引起, 於 2009年 4月首次在

北美洲發現以來已迅速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流行。豬流感病毒通常只在

豬隻中互相傳染但也間中傳染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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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情況一屬於大流感警戒的哪個級別？（1 分） 

  第五級                                   

 

(e)情況二屬於大流感警戒的哪個級別？（1 分） 

  第二級  

 

(f)情況三屬於大流感警戒的哪個級別？（1 分） 

  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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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個人衛生習慣與傳染病 

 

(a) (1 分) 

飛沫或空氣傳播。  

 

(b) ( 3 分) 

● 若有感冒病徵或與病患者接觸時，應佩戴口罩。 

●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掩蓋口鼻。 

● 必須常以正確的方法洗手， 才觸摸口、鼻和眼睛。 

 

(c) ( 1 分) 

直接接觸 

 

(d) ( 2 分) 

● 避免與患者有直接接觸 

● 必須常以正確的方法洗手 

 

(e) ( 2 分) 

體液 

 

(f) ( 2 分) 

● 接觸血液或傷口前應戴上手套 

● 安全性行為(例如正確使用安全套) 

 

(g) (2 分) 

食物 

 

(h) ( 1 分) 

如廁後、準備食物和進食前必須正確地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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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的連繫 

 

(a) ( 1 分) 

(a) 性傳染病如愛滋病 

 

(b) ( 2 分)  

涉及的衛生習慣是個人選擇濫交且採取不安全性行為。 

 

(c) ( 2 分) 

全球化下人口高速跨國流動，若人們持續濫交及與其他國家的人士進行不安全性

行為，性傳染病如愛滋病會加快傳播，成為全球性的疾病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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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定時作適量運動 

 

(a) ( 3 分) 

● 常乘車代步 

● 以乘電梯代替步行樓梯 

● 閒暇時側重電腦上網和網絡遊戲等「久坐而不動」的娛樂方式。 

 

(b) ( 2 分) 

雖然傳染病是一種由病原體透過特定的傳播途徑入侵宿主身體而引起的疾病；這

與適量運動似乎關係不大。但鑑於宿主發病與否是取決於其健康狀況，健康的人

免疫力強，不易因病原體入侵而發病。定時作適量運動，使人增強對傳染病的抵

抗力，改善免疫系統，令人不易因病原體入侵而發病。 

 

(c) (2 分) 

● 運動是正確處理壓力的方法減少患上情緒病的機會。                                   

● 運動可以增加與人交往的機會，促進社交健康。減少患上情緒病的機會。 

 

(d)  

 

運動對預防非傳染病的好處 相對能預防的疾病 

維持健康的體重        (1 分) 

 

 

(2 分) 

心臟病、高血壓、糖尿病 

(任何 2 項) 

 

改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環   (1 分) 

 

 

(2 分) 

心臟病、呼吸系統疾病 

 

 

改善體適能               (1 分) 

 

 

            (2 分) 

心臟病、腦血管病( 中風)  

、糖尿病、部分癌症 

骨質疏鬆等。(任何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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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適當使用閒暇 

 

(a) ( 5 分) 

● 令人在繁忙的工作後鬆弛下來。 

● 使人感覺良好，保持對生活的興趣。 

● 增加社交的機會，促進社交健康。 

● 令人較能處理來自生活的壓力。 

● 有助促進心理、精神、社交和靈性健康。 

● 減少患上情緒病的機會。 

 

(b) ( 4 分) 

● 休息能令人們恢復體力、精神和警覺性的最佳方法。 

● 充足睡眠能減少受病菌感染而生病的機會。 

● 充足睡眠是處理壓力的好方法。  

● 休息幫助清除積聚人體內的代謝廢物。 

● 充足睡眠能幫助內分泌系統有效地運作。 

(任何 2 項) 

 

(c) ( 2 分) 

● 因睡眠或休息不足而引致的意外或健康問題。例如工業意外和交通意外等。 

● 睡眠不足容易損害精神健康，引致焦慮和情緒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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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注意健康飲食(i) 

 

(a) ( 1 分) 

細菌性中毒 

 

(b) ( 1 分) 

化學性中毒 

 

(c) ( 3 分)  

● 病毒性中毒(例如諾沃克類病毒、輪狀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等) 

● 寄生物(例如弓形蟲、藍氏賈第鞭毛蟲、縧蟲、吸蟲和蛔蟲等) 

● 物理性破壞(例如罐頭的罐身被壓破、食物因擠壓而破損等) 

 

(d) ( 5 分) 

● 處理食物和進食前、如廁後及接觸寵物和處理其糞便後，必須徹底洗淨雙手。 

● 食物必須徹底煮熟才可食用，尤其是貝殼類海產等高風險食物。 

● 食水煮沸後才可飲用。 

● 生吃蔬菜前，必須徹底洗淨才可食用。 

● 避免食物受到交叉感染。 

● 冷凍食物應保持在安全溫度，尤其是刺生及生蠔等高風險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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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注意健康飲食(ii) 

 

(a)  

(i)( 2 分)              

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糖尿病及部分癌症。 

(結腸癌、胃癌和口腔癌)等。 

 

(ii) ( 2 分) 

腸胃和消化系統毛病、心臟病。  

 

(iii) ( 2 分) 

● 營養不足 

● 消瘦症 

● 神經性厭食症 

● 不同的缺乏病 

 

(b) ( 1 分) 

營養過剩 

 

(c) ( 1 分) 

當人體所攝取的營養遠多於身體所需的情況，剩餘的能量變成脂肪，儲於體內。 

 

(d) (2 分) 

● 肥胖症 

● 高血壓 

● 冠心病 

● 關節炎 

● 糖尿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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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7 分) 

 

缺乏的營養 相關缺乏病的名稱 

維生素Ａ 夜盲症 

維生素 C 壞血病 

維生素 D 佝僂病、骨質疏鬆症 

鈣（礦物質） 佝僂病、骨質疏鬆症 

鐵（礦物質） 貧血 

碘（礦物質） 甲狀腺腫 

蛋白質 蛋白缺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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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注意性健康 

 

(a) ( 2 分) 

● 注意性健康，不要濫交。 

● 重視安全性行為 

 

(b) ( 1 分) 

進行檢查，及早測出可能患有的性傳染病 

 

(c) ( 4 分) 

● 性接觸 

● 注射毒品 

● 母嬰傳播 

● 輸入血液或血製品 

 

(d) ( 4 分) 

● 不作性濫交，與沒有受感染的伴侶保持專一的性關係 

● 實行安全性行為，正確使用安全套。 

● 避免共用注射工具(針筒)或個人物品，如剃鬚刀及牙刷。 

● 接觸血液時須配戴即棄的膠手套 

 

(e) ( 1 分) 

世界衛生組織。 

 

(f) ( 2 分) 

關注愛滋病的工作： 

● 在聯合國系統內帶領全球衛生部門採取應付愛滋病的措施 

● 向會員國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技術支援(例如護理、預防等。) 

 

(g) ( 1 分) 

 

衛生署紅絲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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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拒絕濫用藥物行為（吸毒行為） 

 

(a) ( 2 分) 

以「吸毒」或「吸食毒品」代替「濫藥」或「濫用藥物」等詞語，「毒品」、「危

害精神毒品」和「K 仔毒品」等片語代替「藥物」和「精神藥物」，可以提醒市

民吸食的「毒害」。 

 

「濫用藥物」等詞過於中性，不能起警惕作用，以「毒品」的宣稱，可以加深市

民對毒品禍害的警覺性。 

 

(b) ( 4 分) 

● 若不注意衛生，危險的靜脈注射方法會有機會感染乙型肝炎或愛滋病。例如    

 使用未消毒的針筒、與人分享針筒等。 

● 危害精神毒品令吸毒者產生： 

  ▲ 反應過敏、抑鬱和憂慮。 

  ▲ 暴力或自毀傾向。 

  ▲ 幻覺或妄想。 

● 吸毒會減低人的判斷力，產生負面情緒，故容易引致交通意外、暴力和犯罪事 

  件。 

● 長期吸毒會令人「上癮」，對毒品產生生理或心理依賴，一旦欠缺毒品，便出 

  現所謂「戒斷症狀」。 

 

(c)         

(i)教育方面： 

優點：( 1 分)         

屬預防性的治本策略，能涉及大部分的青少年及市民。 

 

不足之處：( 1 分) 

● 對於吸毒成癮或具風險因素較多的青少年，教育成效相較慢和不直接針對其 

 需要。 

● 教育訊息往往未能到達成癮的青少年，因他們大多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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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執法方面： 

優點：( 2 分) 

● 堵截毒品源頭，有效減少青少年接觸毒品的機會。 

● 對因好奇而吸毒的青少年起即時的阻嚇作用。 

● 強制吸毒者戒毒(如懲教署提供的戒毒所和中途宿舍服務) 

 

不足之處：( 2 分) 

● 只著重外顯行為的改善，往往忽略吸毒者的社會心理需要。故容易重犯。 

● 非治本的方法，未能解決核心的問題根源。故容易重犯。 

 

(iii)校園驗毒計劃方面： 

優點： ( 2 分) 

● 政府能表示對毒品及吸毒的打壓決心。 

● 對因好奇而吸毒的青少年起即時的阻嚇作用。 

● 禁毒訊息能傳遍學界，並能涉及大部分的青少年。 

 

不足之處：( 2 分) 

● 反令吸毒的青少年不回校上課，可能在家中吸毒，更難接觸他們和提供服務。 

● 青少年因反叛心理，可能更好奇地嘗試毒品。 

● 可能迫使青少年跨境吸毒，更難接觸他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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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自我警覺及定期健康檢查 

 

(a)  

(i) ( 3 分) 

冠心病、中風、肺癌、喉癌、食道癌、直腸癌。  

（任何三項） 

 

(ii) ( 3 分) 

喉癌、食道癌、肝癌、高血壓。 

（任何三項） 

 

(iii) ( 3 分) 

冠心病、高血壓、糖尿病、肥胖症、中風。 

（任何三項） 

 

(iv)長者 ( 3 分) 

冠心病、骨質疏鬆、中風。 

 

(b) (3 分) 

● 及早發現有否患上慢性病，例如子宮頸癌和糖尿病等。 

● 及早診斷和治療某些高危疾病，能預防其發展成嚴重病症，增加治癒的機會。 

● 若發現患上不治之症，如能及早控制病情，減少導致出現併發症和殘疾的危 

機。例如控制糖尿病患者的血糖水平，避免出現如足部壞疽、視網膜病的併 

  發症。 

 

(c) ( 1 分) 

及早發現和治療慢性病有助舒緩病人及其家屬的經濟壓力。 

 

(d) ( 1 分) 

及早發現和治療慢性病有助減輕公營醫療系統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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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第一、二、三級疾病預防的概念(i) 

 

(a) ( 2 分) 

● 傳染病是一種由病原體透過特定的傳播途徑，由一個宿主傳染給另一宿主而引   

  起的疾病。病原體進入宿主後會繁殖和依存，損害細胞的正常運作，視乎宿主  

  的健康狀況，可能令人發病。 

 

(b) ( 6 分) 

● 不衛生的生活環境。 

● 不衛生的生活習慣。 

● 長期暴露於受病原體污染的環境。 

● 不健康的飲食習慣。 

● 不安全性行為。 

● 缺乏運動和久坐不動的生活方式。 

● 沒有實踐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例如接種疫苗) 

 

(c) ( 2 分) 

● 非傳染病並非由病原體引發的，故非傳染病是指不會傳染予他人的疾病，引發   

  的原因主要是不良的生活方式、營養不良、社會環境因素和基因缺損。 

 

(d) ( 4 分) 

● 吸煙 

● 酗酒 

● 缺乏運動 

● 飲食不均衡或營養不良 

● 吸毒 

● 欠缺妥善處理壓力的能力 

● 沒有定期作健康檢查 

 

(e) ( 1 分) 

登革熱是一種經由蚊子傳播登革熱病毒給人類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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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5 分) 

預防蚊子傳播登革熱的具體方法： 

1. 應穿著淺色長袖衣服及長褲。 

2. 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上塗上含避蚊胺(DEET)成分的驅蚊劑。 

  (兒童使用時避蚊胺濃度不應高於 20%) 

3. 住宿於有空調或裝有蚊帳、防蚊網的地方。 

4. 減少蚊子飛進屋內，例如門窗附近放置蚊香或電蚊片/驅蚊液。 

5. 清除積水，防止蚊子滋生，例如： 

● 把棄用的罐子及瓶子放入有蓋的垃圾桶內 

● 每星期最少一次替花瓶內的植物換水，以及清除花盆底盤的積水。 

● 蓋好所有儲水容器、水井及儲水池。 

● 保持渠道暢通。 

● 填平地面凹陷處和樹洞，防止積水。  

 

(g) ( 2 分) 

● 清除積水，防止蚊子滋生。 

   (原理：消減病媒數量，破壞登革熱的傳播途徑。) 

● 設法避免被蚊子叮咬。 

   (原理：減少病媒將傳播登革熱病毒給宿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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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第一、二、三級疾病預防的概念(ii) 

 

(a) ( 1 分) 

第三級(階段) 

 

(b) ( 2 分) 

● 理念是讓已證實患病的人士透過醫療健康護理適當地康復，減少殘障、併發    

  症和一切惡化情況的出現。 

● 以復康為目的，關注病者的各項質素及其自我管理的能力。 

 

(c) ( 1 分) 

第一級(階段) 

 

(d) ( 2 分) 

● 理念是以全部人口為本的健康促進( 教育和宣傳)、預防疾病活動和基本預防 

  性護理措施。 

● 目的是減低傷病發生的風險或機會率。即在身體未有疾病或在疾病對健康造  

  成不良影響前，採取必須的預防措施。 

 

(e) ( 1 分)   

第二級(階段) 

 

(f) ( 2 分)  

理念是在於透過醫療健康護理的檢查或活動，而及早測出可能患有的潛在疾病  

目標增加治癒疾病的機會，減少疾病的風險和惡化危機。 

 

(g)  

第一級 ( 1 分)  

衞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向市民提供預防流感的資訊和教育。 

 

第二級 ( 1 分)  

● 市民參與疾病甄別的檢查。例如子宮頸柏氏塗片檢測， 

 檢查有否患上子宮頸癌。 

 

● 一般的健康檢查，例如量度 BMI、血壓等。 

  （以上任何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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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 ( 1 分)  

● 為長期病患者、精神病人和殘障人士提供康復服務。 

● 為病患者提供增強個人認識其所患疾病的課程，令病患者更能適當管理自己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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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保持健康及預防疾病──社會角色 

 

(a) ( 2 分) 

前瞻和研究者的角色： 

● 政府收集和分析健康資料，有助明白市民健康的趨勢，幫助研究和及早發現  

 新出現的健康問題，並實施有效的介入方法。 

● 衛生署編制有關本港市民健康狀況及疾病監察的全面計數據，資料來源包括死     

 註冊，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紀錄，定點察系統、健康普查及其他研究。 

 

(b) ( 2 分) 

例子：嬰兒防疫注射計畫、急症室服務、各口岸執行防疫措施，防止疫症及嚴重

傳染病傳入或帶離本港。 

 

(c) ( 2 分) 

例子: 

● 醫院管理局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 

政府在處理流感大流行時訂立應變政策，醫院管理局在不同警示級別下會採取

不同的應變措施，級別包括：戒備應變級別、嚴重應變級別和緊急應變級別。 

 

● 衛生署適時發放應對人類豬型流感的策略及處理方式 

 

● 政府實施人類豬型流感疫苗接種計畫，為五類目標群組別人士接種疫苗，維護

市民健康。 

 

● 醫療融資計畫。 

 

(d) ( 2 分) 

 

醫院管理管局 衛生署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環境保護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 社會副利署 

漁晨自然護理署 勞工處 政府化驗所 

                                   

(e) ( 3 分)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負責統籌公共衛生事宜，保護香港市民受傳染病和其他公共

衛生危機的侵害。例如疾病預防和監控，控制疾病散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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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2 分) 

負責本地食物安全 

 

(g) ( 1 分)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h) ( 2 分) 

工作重點包括推動預防傳染病、非傳染病和各類意外，推廣心裡健康、均衡飲食、

體能活動和煙草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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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政府在疾病預防的策略 

 

(a) ( 4 分) 

● 全面的疾病監測。 

● 全面加強疾病風險的通報，讓社會各界有效預防疾病危機。 

● 實施非傳染病防控策略。 

● 收集及分析有關市民健康趨勢及疾病狀況的統計資料。 

 

(b) ( 4 分)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工作部門專責推行適當的控制疾病措施及健康引，以

及早介入傳染病爆發的事故為目標。具體工作包括： 

 

● 訂立及適時檢討傳染病爆發的應變計劃。 

● 適時對事故爆發的各項負擔作出實際演習，並作出適當改善。 

● 訓練具質素的流行病學工作人員及團隊，能對傳染病爆發事故作專業介入。 

● 加強支援控制感染的診斷化驗服務。 

 

(c) ( 1 分)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d) ( 2 分) 

工作重點包括： 

● 推動預防傳染病、非傳染病和各類意外。 

● 推廣心理健康、均衡飲食、體能活動。 

● 煙草管制。 

 

(e) ( 3 分) 

● 營運衛生防護中心。 

● 中央健康教育組。 

● 支援兒童免疫接種服務。 

 

(f)( 4 分) 

● 疾病監察 

● 傳染病控制 

● 執行港口衛生 

● 食品安全 

● 控煙 

● 有關公共衛生的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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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分） 

● 衛生署 

● 食物環境衛生署 

● 漁農自然護理署 

● 政府化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