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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觀念2.1

1. 健康觀念的轉變

A. 傳統衛生概念

2.1

 不論中外，古代社會的習俗、知識、規條
多以宗教為中心，常以宗教來解釋日常生
活的種種現象。時至今日，仍有小部分民
族仍深信疾病與宗教有莫大關係。



1. 健康觀念的轉變
B.  醫學模型

 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代，西方的醫學
知識迅速發展，加上科技發展，歐洲人對
疾病的理解已逐漸過渡至醫學模型。

 解剖學、病菌論等醫學知識促進人類對疾
病的理解和改善防治疾病的方法，對現代
醫學影響深遠。



1. 健康觀念的轉變

C. 公共衛生概念

個案分析 2.1

 完善醫療系統、推廣健康生活習慣、改善供
水和排污系統等都是以公共衛生概念為本的
公共政策。

圖2.1 政府設立傳染病控制培訓中
心，為醫護人員提供專門培訓，加
強傳染病的防控。



1. 健康觀念的轉變

C. 公共衛生概念

個案分析 2.1

 時至今日，人類對健康的觀念多已過渡至公
共衛生概念，個人健康不只牽涉身體和疾病
，也與環境衛生、居住環境、社會發展、經
濟、政治等有關，以全面的角度分析影響人
類健康的因素。

圖2.2 研究顯示每天做30 分
鐘中等強度的運動，例如快步
行、踏單車等，已能促進健康。



2. 何謂健康？

A.  健康的定義

圖2.3 世衛對健康的定義涵蓋身體、精神、社交三個層面。



2. 何謂健康？

B.  影響健康的因素

 影響健康的因素眾多，大致可分為個人特徵
、個人生活模式、社會及經濟、生活環境和
全球這五個層次。這些因素往往互有關聯。



2. 何謂健康？

B.  影響健康的因素



2. 何謂健康？

B.  影響健康的因素

圖2.4  影響健康的因
素眾多，可分為個人
至全球五個層次。



傳染病的趨勢2.2



傳染病的趨勢

1.傳染病的趨勢和現況

2.2

 原有傳染病的威脅減小

• 創新的藥物和醫療儀器，加強人類預防、
診斷和治療疾病的能力，當中的疫苗和抗
生素更是人類對抗傳染病的強力武器。

• 已發展國家人口的公共衛生意識提升，結
合廣泛而有效的傳染病防控工作，使傳染
病的威脅大減，有些傳染病在部分國家甚
至全球更已幾近絕跡。



✦資料來源：世衛
圖 2.5 近年全球傳染病的防治效果理想。

1. 傳染病的趨勢和現況

傳染病 概況 防治成效

結核病 2016 年有1,040 萬人患上結
核病，其中170 萬人死亡。

估計在2000 至2016 年間，結
核病診斷和治療挽救了約
5,300 萬人的生命。

乙型肝炎 在2015 年，乙型肝炎導致
88.7 萬人死亡，大多數死於
肝硬化和肝癌等併發症。

乙型肝炎疫苗在1982 年面世
，該疫苗在預防感染的效果
高達95%。

麻疹 2016 年全球有8.9 萬人死於
麻疹，是首次下降至每年十
萬宗以下。

估計在2000 至2016 年間，麻
疹免疫接種防止了2,040萬宗
死亡。

全球常見的傳染病概況



圖 2.6 禽流感可由雞隻傳人，
為防止疾病傳播，政府近年加
強宣傳，提醒市民預防禽流感。

1. 傳染病的趨勢和現況

 新型傳染病出現

• 病菌變種可能製造出高
致命性的新型病菌，或
改變病菌的習性，引發
跨物種傳播的問題。近
年，愈來愈多動物疾病
如禽流感、沙士等傳染
人類，並發展為重大公
共衛生事故。



1. 傳染病的趨勢和現況

 耐藥性問題惡化

• 人們濫用抗生素，加速了細菌出現耐藥性，
令藥物不再有效，或需增加劑量。要解決抗
藥性問題，科學家需要研發更強的抗生素。



2. 影響傳染病蔓延的因素

A. 科學與科技因素

 重大醫學發明有助控制傳染病蔓延，但濫用科
研成果，卻會導致反效果。

 接種疫苗能提高個人免疫力，更可減低傳染病
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機會。

圖2.7 現時全球多國免費為兒童
接種百日咳疫苗。



2. 影響傳染病蔓延的因素

A.科學與科技因素

 為對抗疾病，科學家積極研發
和改良現有藥物，以提升治療
成效和減低副作用。

 不當使用藥物會令病菌出現耐
藥性，減弱藥物的威力。若任
由情況惡化，有效的藥物將愈
來愈少，傳染病將再次成為人
類健康的重大威脅。

圖2.8 傷風是由病毒
引起的傳染病，不應以
抗生素治療。



B. 社會因素

圖 2.9 現代頻繁的人口和貨物交
流促使病菌在全球散播。

2. 影響傳染病蔓延的因素 (課文頁數：P.26-27)

 社會環境影響公共衛生，即使只是有關出入境
、基建、居住等民生政策，也能影響公共衛生
水平。

 全球化下，傳染病能藉四通八達的交通傳播至
世界各地，不再受地域限制，增加疫症在全球
爆發的風險。



圖 2.10 良好的供水系統能提供
清潔的食水，保障市民健康。圖
為香港的沙田濾水廠。

2. 影響傳染病蔓延的因素

 隨着人類對傳染病的理解增加，各地政府均明
白預防疾病的最佳方法是保持環境衛生，以締
造良好的居住環境，防止傳染病爆發。



C. 個人因素

2. 影響傳染病蔓延的因素

 衛生意識水平愈高的人愈能理解保持個人和社
會衛生，對預防疾病的重要性。只要注重保持
個人和環境衛生，就能阻止傳染病傳播，從而
避免疫症在社區爆發。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預防是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的理想方法，預防疫
苗、篩檢技術和公共衛生措施都能有效防止傳
染病蔓延。



A. 研發醫藥科技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新型疾病的出現和舊有藥物逐漸失效，均增加
診斷和防治疾病等工作的困難。為提高應對傳
染病的能力，科研界正致力發展新的醫藥科技
。



B. 制定公共衛生指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各地的公共衛生機構定期發布公共衛生指引，
向市民和機構提供專業建議，提升公共衛生水
平。

圖2.11 政府的公共衛生指引，教
導市民在患病時要注意個人衛生。



B. 制定公共衛生指引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為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生水平，世界衛生
組織和無國界醫生等國際性公共衛生組織都會
向這些國家提供公共衛生政策指引，提高醫療
機構的效率，以防範未然。

 在應對新型傳染病方面，世界衛生組織亦會向
成員國提供指引，促請各地的衛生部門對疾病
保持警惕，並提供不同範疇的公共衛生指引，
以提高各地的公共衛生水平，防止傳染病有機
可乘。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資料來源：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頁
圖 2.12 衛生署不時公布世界各地最新的傳染病情報。圖為2018 
年登革熱個案的統計。



C. 加強國際合作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現代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打破地域和時間的界限
，促進了國際間的公共衛生合作和醫學知識的
交流。

 互聯網通訊方便各國向全球通報當地的公共衛
生問題，讓其他國家能提供適時協助，並把握
時間採取防疫措施，提高各地的衛生水平和抵
抗疫症的能力。



C. 加強國際合作

3. 防治傳染病的對策

 國際合作能整合全球資源，提高防控大型疫症
的能力。

圖2.13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與世衛緊密合作，例如合
力破解病毒資料，以盡快找出
爆發沙士的原因。



生活模式與疾病趨勢

2.4

2.3



生活模式與疾病趨勢

2.4

✦資料來源：
世界衛生組織 (2018)
圖 2.14 由不健康生活
模式引發的慢性病是主
要死因，其中冠心病和
中風在2016 年共導致
1,521 萬宗死亡。

2.3

 傳染病不再是人類的主要死因，取而代之的是
與生活模式關係密切的慢性病。



1. 何謂生活模式病？

 生活模式病指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第
二型糖尿病等由不健康生活模式引發的慢性病
。

 不健康的生活模式包括吸煙、酗酒、缺乏運動
及高脂低纖的飲食等。

圖2.15 靜態娛樂增加，減少人們
做運動的意欲。



1. 何謂生活模式病？

 生活模式病令患者的體質逐漸轉差，並削弱工
作能力。生活模式病除影響患者的生活素質外
，更因需要長期接受治療而加重當地醫療系統
的負擔，加上勞動力大量損失，最終會損害社
會的經濟發展。



不健康生活模式 例子 對健康的影響

缺乏運動

• 常以交通工具代步
• 從事體力勞動少的文職工作
• 習慣看電視、上網等靜態娛

樂
• 工時長，沒時間做運動

• 容易患上肥胖症、
心血管疾病等

不良飲食習慣

• 飲食習慣西化，變成多肉少
菜

• 常外出用膳，進食高脂、高
鹽、高糖、低纖的食物

• 常進食不健康的加工食品

• 增加患上肥胖症、
糖尿病、癌症等的
風險

2. 現代人的生活模式

(續)



不健康生活模式 例子 對健康的影響

生活壓力沉重
• 生活壓力大
• 工餘時間少，難以舒壓

• 引發各種與壓力有
關的生活模式病，
包括高血壓、癌症、
糖尿病和精神問題
等

損害健康的
物質流行

• 有經濟能力消費酒精和煙草
• 增加患上癌症、心

血管疾病等生活模
式病的風險

2. 現代人的生活模式

圖2.16 現代人的不良生活習慣與相關生活模式病的例子。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A.  肥胖

 人體積存過量脂肪以至影響健康，便是肥胖。
肥胖會導致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

 以往肥胖只屬於已發展國家的公共衛生問題，
但近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急速發展，使肥胖問
題惡化。

圖2.17 肥胖可引致多種
慢性病，應及早預防。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A.  肥胖

 世衛指肥胖將成為全球未來沉重的醫療負擔。

 教育宣傳、政府政策可改善問題。

如何改善全球肥胖問題

 港府推動學童健康飲食政策，又透過學校課程及媒體宣傳，鼓勵
兒童增加運動量和定期作身體檢查。

 世衛建議各地政府開徵食品脂肪稅，以經濟誘因減低消費者的購
買意欲，同時推動生產商改良配方。

 英國、南韓等國立法禁止電視台在兒童節目時段播放垃圾食物廣
告，以減少兒童接觸垃圾食物。



B. 癌症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癌症是全球人口常見的死因，風險因素包括不
良飲食習慣、吸煙、酗酒、缺乏運動、休息不
足、壓力過大、環境污染和遺傳等。全球每年
死於癌症的人持續增加。

 提高個人健康意識、教育宣傳、改善公共衛生
政策可協助預防癌症。



✦資料來源：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17)
圖2.18 本港五大常見癌症的排名變化雖然不大，但發病宗數卻有上
升趨勢。2015 年大腸癌超越肺癌，成為香港最常見的癌症之首。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B. 癌症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圖2.19 世衛在2015 年宣
布將加工肉列為最高風險
致癌物，與煙酒同等。個
人在日常飲食中多進食高
纖維食物，減少進食香腸、
午餐肉等加工肉，有
助預防大腸癌。

如何預防癌症

 美國、日本和南韓為國民提供免費或資助
的大腸癌普查服務，以盡早找出患者並提
供治療。

 透過提高煙草稅、劃定禁煙區、懲罰違例
吸煙、掃蕩私煙、限制煙草廣告等控煙政
策，減低吸煙引發的癌症。

 推動肝炎疫苗接種計劃，以免人們因患上
肝炎而引發肝癌。



C. 精神健康問題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都市人生活節奏急促，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
，容易誘發精神健康問題。

 精神健康問題會影響患者的情緒、思想、行
為、性格，損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
。神經系統分泌失調、腦部受損、創傷、生
活壓力、藥物、遺傳、環境和心理因素等，
都能引發精神問題。



C. 精神健康問題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精神病患者面對的問題：

• 誤解、渲染和標籤化，令患
者飽受歧視，部分人因而諱
疾忌醫，使病情惡化；

• 康復者未必能融入社區；

• 政府的支援追不上愈來愈大
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以致
延誤病情。

圖2.21 世衛擬將沉迷電
玩正式列為精神疾病，稱
為「電玩失調症」。如人
們長時間沉迷電玩，情況
持續一年以上，就有可能
患上此症。



C. 精神健康問題

3. 生活模式病的趨勢

 社會政策、教育宣傳、公共衛生政策有助舒緩
市民的精神健康問題。

圖 2.22 不少志願機構為
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就業機
會，助他們重投社會。

如何舒緩精神健康問題

 政府和團體透過教育和宣傳，讓市民關注個人
的精神健康，並消除對精神病的誤解，有助患
者重投社會，得到接納和關懷。

 政府可增加精神科醫護人員和醫院，以縮短病
人的輪候時間，及早治療。



4. 生活模式病的影響

 公共衛生方面的影響：

• 生活模式病患者需長期接受護理，發病率上升
和愈趨年輕化，長遠令醫療開支大增。

• 生活模式病患者大增，會對公立醫院構成龐大
的資源壓力，影響其他醫院服務，間接影響本
地公共衛生。

• 生活模式病患者體質較差，患併發症和其他疾
病的機會較常人為高，增加各方面的醫療需求
。



4. 生活模式病的影響

 社會方面的影響：

• 政府需同時面對勞動力減少和資源需求增加的
問題，最終妨礙社會和經濟發展。

2011-2030 年間全球慢性疾病引發的經濟損失（兆美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11)
圖2.23 資料顯示全球因精神健康問題所引發的經濟損失最高，其
次是心血管疾病，二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佔總損失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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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資訊的特點

圖2.24 現今社會資訊發達，健康資訊良莠不齊，接收訊息時應加倍小心。



2. 健康資訊的影響

A.  正面影響

 提升市民健康意識：健康知識與健康意識
相輔相成，大眾的健康知識愈豐富，對健
康風險因素愈警覺，健康意識愈高。



 提高病人的存活率：近年政府和有關團體
廣泛宣傳疾病的成因和普查計劃，鼓勵市
民接受檢查，有助及早確診疾病，提高病
人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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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面影響



2. 健康資訊的影響
A.  正面影響

 健康資訊為人們提供理解公
共衛生議題所需的知識，以
及不同持份者的立場和理據
，從而影響人們對政策的看
法。

 傳媒對待健康資訊的態度亦
能影響市民對政策的取向。

圖2.25 「街市活雞日日
清」政策下，每天剩下的
活雞需即日屠宰，製成售
價較低的冰鮮雞。市民和
雞販初期普遍反對，認為
政策擾民，又影響雞販生
計。



2. 健康資訊的影響

B.  負面影響

 部分商戶為求促銷，引用科研數據，再
以冷僻的專有科學名詞來宣傳產品功效
，以吸引消費者。這些資訊未必錯誤，
但可能不夠全面，或會誤導消費者，影
響消費者的判斷。



2. 健康資訊的影響

B.  負面影響

 消費者在缺乏指引下閱讀健康資訊，或會
形成錯誤的健康觀念。

圖2.26 市面上的保健產品
為求增加銷量，大多透過各
種媒介發放健康資訊，以收
宣傳之效。



2. 健康資訊的影響

B.  負面影響

 互聯網上的健康資訊良莠不齊，胡亂相信
，反會損害健康。

 保健產品鋪天蓋地的宣傳，令消費者潛移
默化，愈來愈接受保健食品。然而，保健
產品中某些營養素如過量攝取，或會損害
健康。



3. 如何應對健康資訊氾濫？

A. 個人方面

 辨識資訊的來源和可信性：

 健康資訊大多牽涉科學證據。要衡量證據是否可靠
，可參考其驗證方法、參與測試的人數，以及採用
的測量儀器等。

 接收資訊時宜了解資料提供者是否有既得利益、內
容有否經專家或政府部門認可、專家的專業資格是
否獲權威機構認可等。

 不應盲目相信產品代言人的推介及用家主觀的經驗
分享。



3. 如何應對健康資訊氾濫？
A. 個人方面

 吸收正確的健康資訊：多吸收正確的健
康資訊，並加以實踐，可避免被不良健
康資訊誤導而墮入消費陷阱。



3. 如何應對健康資訊氾濫？

B. 政府方面

 加強規管健康資訊和產品：

 政府應善用現有的法例，規管健康資訊和健康產品
，以保障市民權益。

 政府應按市場變化，推出切合社會需要的措施，加
強規管健康資訊，以保障消費者。



3. 如何應對健康資訊氾濫？

B. 政府方面

與健康資訊相關的主要條例

圖2.27 香港的健康資訊受多項條例、守則和指引規管，覆蓋範圍包括產
品廣告、包裝及標籤內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