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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風險與公共衞生應對

對應通識單元《公共衞生》、《全球化》和《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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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與公共衞生

2.環境健康威脅的影響

3.環境健康框架與政策

課程內容



1.環境與公共衞生



• 臨床醫學：針對治療個別病人，以減輕由疾病所帶來的影響為目標

• 公共衞生：著重預防疾病的發生，透過改變環境因素降低患病的風險

• 環境科學：研究環境因素如何影響人類的健康，及人類應該如何預防
或減輕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

公共衞生、臨床醫學與環境科學

體現人類健康和環境關係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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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露(exposure)：個體與某種物質的直接觸碰，包括吸收、吸入或吞下

某種物質

• 健康威脅(health hazard)：可能造成不良健康影響的事物

• 健康風險(health risk)：曝露於健康威脅後，不良健康影響發生的可能性

曝露、威脅和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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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類免受環境因素影響的
三個關鍵措施：

1. 遠離健康威脅
2. 減少與健康威脅的接觸
3. 做好防護措施



社會發展、環境威脅與人類健康的聯繫

社會發展

環境威脅

人類健康

Von Schirnding 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role of indicato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012年全球受環境因素影響最嚴重的疾病



與環境有關的五歲以下兒童死亡



2012年不同國家由環境因素所帶來的疾病負擔比例



環境健康威脅有甚麼類別？



• 由有害化學品引起
• 有毒化學品可以自然產生（如重金屬鉛和汞），也可以人工合成（如

消毒劑、殺蟲劑和塑膠）

化學環境健康威脅

由於汽車和工業廢氣
煙霧籠罩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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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50年代採礦活動不當排放
廢水，導致附近居民鎘中毒，出現
「痛痛病」－－骨骼軟化（骨質疏
鬆症）及腎功能衰竭



• 可能對人類健康造成傷害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寄生蟲

• 蚊子

生物環境健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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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病毒的主要病媒是埃及伊蚊（Aedes 
albopictus）和白紋伊蚊（Aedes albopictus）

• 白紋伊蚊在香港很常見，當被帶登革熱病毒的病
媒蚊叮咬後，病毒會從病媒蚊的唾液進入人體血
液，感染人類

• 由於白紋伊蚊可傳播登革熱及寨卡病毒，食環署
在全港57個地區放置誘蚊產卵器監察該種蚊子

• 由於全球暖化，預計到2085 年，全球將有52億
人面臨登革熱的威脅



2018登革熱與蚊患研究

總受訪人數

n=610

過去一年離開香港多過一日

n=420

曾經到登革熱流行地方

n=254

了解市民對登革熱的認知、
蚊患狀況、整體防蚊措施

了解外遊市民對登革熱的防備

• 香港出現本地登革熱個案後的調查
• 2018年9月6-15日
• 大型隨機電話調查訪問



• 市民對登革熱的認知程度頗高，但警覺性卻很低：

• 71.8%覺得自己在香港感染登革熱的風險低或很低

• 48.2%覺得自己在外地感染登革熱的風險低或很低

• 有一半人因爲避免感染登革熱而完全不去確診出現登革熱的地方

（如黃大仙，獅子山範圍和長洲）

• 在2018年8月期間，有41.0%被訪者有被蚊叮咬

• 居住於新界的市民在等候交通工具的地點被蚊叮咬的情況最嚴重

• 政府應加強在相關地方的滅蚊工作，尤其在叢林和等候交通工具的地點

• 家居也是高危的地點，個人也需要注意防蚊或滅蚊

市民對登革熱的認知（人數 = 610） 知 不知 不知道或不適用

政府今年八月公佈香港有本地登革熱個案 95.4% 3.8% 0.8%

登革熱是透過蚊傳播 91.8% 1.3% 6.9%

登革熱由伊蚊傳播 79.5% 0% 20.5%

2018登革熱與蚊患研究



防蚊或滅蚊措施
（人數 = 610）

公佈前有採取措施 公佈後有採取措施

防止積水 50.7% 55.7%

用驅蚊劑或蚊怕水 40.7% 39.0%

戶外活動時穿淺色長袖衣服 28.7% 29.7%

用電子驅蚊器 20.3% 15.6%

用殺蟲劑 19.3% 18.4%

用蚊貼 18.9% 17.7%

安裝窗或門嘅蚊網 13.6% 13.3%

燒蚊香 9.3% 8.5%

用驅蚊手帶 6.7% 4.6%

用驅蚊草 3.0% 2.5%

睡覺時使用蚊帳 2.8% 2.8%

用清潔劑 2.3% 2.5%

• 政府公佈香港有本地登革熱個案之前和之後，市民採取防蚊或滅蚊措施的情
況無大分別

• 18% 沒有採取任何防蚊或滅蚊措施，主要原因是覺得沒有需要
• 政府有需要加強宣傳各種防蚊或滅蚊措施的重要性

2018登革熱與蚊患研究



• 過去一年有離開香港多
過一日的人中，60.5%曾
經到登革熱流行的國家
或地區

防蚊措施 有 沒有

使用蚊怕水 25.5% 74.5%

使用蚊貼 6.7% 93.3%

戶外活動時穿淺色長袖衣服 3.6% 96.4%

睡覺時使用蚊帳 0.2% 99.8%

（人數 = 420）

2018登革熱與蚊患研究

• 香港人外遊時未有採取足夠的防蚊措施

• 在過去一年有離開香港多過一日的人中，
只有30%對上一次外遊時有防蚊



• 環境中一些可能造成損傷的物理現象或過程，包括由噪音、輻射、火、
電和機械等物理因素所引發的損傷

物理環境健康威脅

2015 年天津工業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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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居住地區、社會經濟地位和風俗習慣等社會因素造成
• 典型例子：貧窮和文盲
• 貧困地區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存在更多環境健康威脅，貧窮本身也會加

劇環境健康威脅對健康造成的不良影響

社會環境健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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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健康威脅的影響



環境健康威脅的影響

1. 空氣污染

2. 有毒化學品和廢物

3. 供水、衞生設施及衞生促進

4. 食物安全

5. 建築環境、交通和噪音污染及光污染

6. 能源

7. 職業安全



• 由於空氣污染，因中風、心臟病，以及慢性和急性呼吸系統疾病等原因所導
致的住院和急症室就診次數上升

• 空氣污染：室內和室外

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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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化學物質都能夠污染空氣，其中懸浮粒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及臭氧是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

• 在香港
• 這四種污染物中又以二氧化硫與死亡率之間存在的關係最為顯著
• 吸入二氧化硫會引致氣管收縮，對哮喘病患者及慢性呼吸系統病

患者的影響更為明顯
• 在寒冷天氣下，當空氣中臭氧濃度較高，死亡人數也顯著上升

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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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到爆凍到震健康系列：死亡篇
http://www.ccouc.ox.ac.uk/video



香港鉛水事件

• 2015年6月，九龍城啟晴邨和葵涌葵
聯邨二期的自來水樣本顯示鉛含量
超標準

• 長期與鉛接觸，導致或會導致貧血、
高血壓，以及腦部和腎臟受損

有毒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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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upply, sanitation, and hygiene promotion, WASH）

• 水對生命、健康和人的尊嚴而言都非常重要

• 乾淨食水：供日常飲用、煮食、個人衞生

• 廁所：妥善處理人類排泄物，預防感染

• 衞生：洗手，預防與衞生相關的疾病

供水、衞生設施及衞生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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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計劃-人道主義憲章與人道救援響應最低標準
SPHERE standard

• 取水和水量
• 平均每人每天至少獲得15升水用於飲用、煮食和個人衞生
• 居住地離最近取水點距離不超過500米
• 排水取水的等待時間不超過30分鐘

• 廁所設施
• 20人使用一個廁所
• 廁所與住所之間的距離不超過50米
• 廁所的使用按戶安排，或者男女分廁



• 食物的生產方式和人類的飲食習慣會影響健康和環境

• 中國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

• 2008年，中國三鹿集團生產的嬰兒配方奶粉被揭發含有化工原料
三聚氰胺，嬰兒喝下受污染的奶粉

• 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在22家奶製品企業的產品中驗出三聚氰胺

• 三聚氰胺是一種工業用化合物，若被不當地加進奶製品中，會造
成蛋白質含量虛高

• 毒奶粉事件令六名嬰幼兒死亡，影響的人數近三十萬

• 事件摧毀了消費者對中國奶製品的信心，導致中國奶製品產量下
降和進口量激增，而香港也出現內地人搶購奶粉潮，令香港政府

要推出俗稱「限奶令」的配方奶粉出入口管制措施

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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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市面上58款曲奇及甜酥餅樣本，結果發現全屬
「高糖」或「高脂」食物，同時屬高糖及高脂肪亦達46款

• 近9成樣本（51款）檢出基因致癌物

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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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保障

• 城市化 ：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預計將從2018年的55%上升到2050年的68%

• 農村人口減少，人口總量增加，農民數量越來越少

• 一部分土地被用於生產能源作物，用於生產糧食的土地減少

• 氣候變化影響農作物收成

• 油價上升增加糧食的運輸成本，影響糧食的儲存和分配

• 糧農組織估計到了2050年，全球糧食產量需要增加70%才能滿足全球人口的糧
食需求



• 所有人造的物理空間，如大廈、裝
飾、公共空間及所有基礎設施，
包括道路和公用設施

• 建築環境受各種因素影響，例如
空氣質素、水質、化學品、濕度
、黴菌、溫度、交通和垃圾等

建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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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熱島效應
• 在高溫天氣下，風速對死亡人數亦有顯著

影響

• 當5日平均氣溫高於29攝氏度，其後每再
上升1度
• 高熱島效應地區的自然死亡人數上升

4.1%
• 低熱島效應地區則自然死亡人數上升

0.7%

熱到爆凍到震健康系列：熱島效應篇
http://www.ccouc.ox.ac.uk/video



• 道路網絡發展縮短行車時間，
但卻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 噪音（汽車／修路）

• 廢氣和空氣污染物的排放

• 其他噪音來源

• 建築

• 住宅（音響／雀局）

• 露天市集（跳舞）

• 影響健康：如冠心病、睡眠障
礙、煩惱和壓力

交通和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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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間的各種人造光源影響居民作息

• 霓虹燈、燈牌、大型電視螢幕、燈光表演和發光建築

• 燈光：損害眼睛，抑制褪黑激素、擾亂生物鐘、影響睡眠質素

• 增加罹患心臟病、睡眠障礙和癌症的風險

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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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化石燃料（如煤、石油）

• 多開發可再生能源

• 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水能、海浪和潮汐能、地熱能等

• 核能發電的爭議

能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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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4日
《明報》



3.環境健康框架與政策



• 人類健康和動物健康相互依存，
並與生態系統的健康息息相關

同⼀個健康 (On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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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健康 (Planetary Health)

37

• 傳統的環境健康和星球健康概念相似，都研究人類健康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 星球健康明確解釋自然生態系統對人類健康的重要，並指出某些人為的環境
健康威脅對生態系統的危害



• 隨著2015年聯合國「千禧發展目
標」的結束，聯合國推出持續至
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 這一系列目標包括17個可持續發
展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旨在消
除飢餓和貧窮，促進健康和教育
，推動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
化和保護森林與海洋

• 大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都與環境
健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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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目標



• 《巴黎協定》於2015年簽署，是一項確立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方針的

協議，目標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
• 2020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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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



《京都協議書》及《巴黎協議》的比較

40

《京都協議書》 (Kyoto Protocol) 《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年份 1997 2015

限期 2005 – 2012 直至2020年

主要
目標

1.要求締約方於2008至2012年期間把
溫室氣體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減少
至少5%

2.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
援助及技術支援，以協助發展中國
家落實減排協議

1.限制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出工業革
命前水平的 2℃之内，並盡力限制在
1.5℃之内

2.認識到維持在此水平將大大減少氣候
變化帶來的風險和影響

3.根據國情，發展中國家有責任實現減
排目標

備註 部份發達國家對協議書內容有所保留：
澳洲 (2007年起才參與)、
加拿大(2012年退出)、美國雖有簽署

但其後退出

美國於2017年退出



• 減少空氣污染有賴各持份者的共同努力

香港環境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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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 塑膠購物袋 5角徵費，促使消費者自備購物袋

香港環境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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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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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境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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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

• 因應《巴黎協定》而制訂，講述香
港減碳工作的中長期目標

• 在 2030 年把香港的碳強度從2005 年
水平降低65%至70%

• 香港的碳排放將在2020 年前達到最
高值

• 政府將減少燃煤發電、更廣泛地採
用可再生能源、鼓勵提高能源效益、
進一步推動綠色建築、改善公共交
通和提倡安步當車



謝謝！
歡迎提問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