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衞生防護中心委託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
研究所，於2022年9月7日
至10月6日期間進行電話
訪問，成功訪問了
1076名目標對象

公眾對抗生素耐藥性認知

•只有49.7%受訪者能夠正確指出，抗
生素不能醫治傷風感冒

•少於一半（44.1%）受訪者明瞭對抗
生素具有抗藥性的細菌會在人與人之
間傳播

•只有20.6%受訪者最近一次使用由醫
生處方抗生素時，見過抗生素藥袋上
的健康指示

•65歲或以上人士普遍對抗菌素耐藥性
及使用抗生素的認知最為不足。

•最年輕組別（15至24歲）人士較不同
意生或未煮熟的即食食物（例如沙
律、魚生）較容易受耐藥性細菌污染

•年輕人較少意識到生或未煮熟的即食
食物（例如沙律、魚生），較易受耐
藥性細菌污染

•當醫生認為，暫時不需要使用抗生
素，96.4%受訪者會接受醫生建議，
先作觀察或視乎診斷測試結果，再決
定應否處方抗生素

預防抗生素耐藥性

一般情況
•時刻保持手部衞生
•不要向醫生要求抗生素
•遵照醫生建議使用抗生素
•即使病情轉好，也不要自行停用抗生素

病人
•當有呼吸道感染徵狀，戴上口罩
•按時接種疫苗

家長和兒童
•按時為你的小朋友接種
疫苗

世界衞生組織已宣布抗菌素耐藥性為人
類面臨的十大全球公共衞生威脅之一。衞生
防護中心的監測數據顯示，即食食品中檢測
出抗藥性細菌的比率，近年呈上升趨勢。防
護中心委託顧問服務，於2021至22年度收
集數據，即食食品樣本檢測出 「產超廣譜
β-內酰胺酶腸桿菌（ESBL-E）」 （其中
一種耐藥菌）的比率，由2018至19年的
5.9%增至9.5%，尤其在魚生、燒味和滷味
之中，其ESBL-E比率，增幅分別為
5.5%、7.7%及35%。

十大全球公共衞生威脅之一
此外，食物安全中心一項食物監測發

現，從即食食品檢測出 「耐美羅培南微生物
（MRO）」 （另一種耐藥菌）的比率，也
由2019至20年度的1.6%，上升至2022年的
2.5%，去年亦驗出一個即時食品樣本，對
「耐萬古黴素腸球菌（VRE）」 呈陽性。

醫學會會長鄭志文指出，抗菌素耐藥性
是指當微生物，例如細菌、病毒、真菌和寄
生蟲，演變成能抵抗原本有效的藥物，
2020至2023年間，估計本港約有18000多
人的死亡原因，與抗菌素耐藥性有關。

衞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
顧問醫生馬紹強引述醫學文獻
顯示，2019年全球有約127
萬人因抗菌素耐藥而死
亡。根據海外研究估
算，在2050年因抗菌
素耐藥問題致死人數
更 將 高 達 1000
萬，超過癌症致
死人數。

鄭志文強調，抗生素
本身是有效藥物，但只針
對病菌，不當和過度使用
反而就會加劇耐藥問題，最
常見是市民自行購買或濫用
抗生素。

可人傳人死亡率逾五成
馬紹強指出，耐藥性細菌可人傳人，並

透過食物、動物及環境傳播，耐藥性細菌感
染可引致較嚴重後果，包括肺炎、心內膜
炎、腦膜炎等，相關死亡率高達五成以上。
他又指出，抗生素對於病毒、一般上呼吸道
感染或非感染沒有效用，由病毒引起的腸胃
炎和卵狀病毒等，更可能因抗生素的副作
用，令病情更加嚴重。

馬紹強認為，醫生在處理抗生素耐藥性
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建議市民求醫時，與
醫生商量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他又呼籲市
民不應自行到藥房買抗生素或服用剩餘抗生
素，如有不適應盡快求醫。此外，接種流感
及新冠疫苗能預防繼發性
細菌感染，從而減少出
現耐藥性的機會。

醫院不時出現抗藥性惡菌群組，衞生防護中

心檢測刺身、壽司和燒味等即食食品，發現抗藥

性細菌的比率近年呈上升趨勢，不少港人最愛的

刺身升幅達到18.4%，滷味驗出抗藥性細菌的增

幅更高達35%。本港耐藥性細菌引致死亡數字亦

有所上升，相關死亡率高達五成以上，情況令人

擔心。

有政府顧問醫生指出，耐藥性細菌可人傳

人，並透過食物傳播，公眾對抗生素耐藥性認知

不足，例如只有少於一半人知道抗生素不能醫治

傷風感冒，他提醒市民不應自行到藥房買抗生

素，如有不適應盡快求醫。

燒味滷味刺身 含抗藥惡菌急增
公眾認知不足 濫用抗生素遺禍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六旬婦濫服10年 致抗生素無效
香港人生

活忙碌，正所
謂 「得閒死唔得閒病」 ，若感到
不適，寧願自行去藥房買抗生
素，也不願花時間向醫生求診。
醫生表示，這是導致耐藥性細菌
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原因之一。

家庭醫生關嘉美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曾遇到不少病人，一有
傷風感冒，就自行往藥房要求開
抗生素，甚至看醫生後不遵醫囑
完成療程，等不舒服時再自行配
藥。她說曾有一位年逾60歲的女
患者，患有尿道炎，小便一出現
刺痛或有任何不舒服，就自行去
藥房買抗生素服用，持續近十
年；有一次，病症嚴重，出現發
冷症狀才到醫院求診， 「根據化
驗報告，我們開了正常分量的抗
生素給她，結果無法控制病情，

再問才知道她有濫用抗生素的習
慣，最後只能再不斷嘗試，用其
他類別的抗生素控制。」

家庭醫生林永和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很多市民對抗生素的使
用好像 「有自己的看法」 ，曾遇
到不少中年患者，有些是地盤
工，因工作環境衞生不佳，傷口
處理不好，感染金黃葡萄球菌，
不適就自行服用抗生素，導致細
菌出現耐藥性，只能再透過打
針，或處方更強的抗生素治療。

林永和認為，香港生活節奏
快，很多人生活忙碌，患傷風感
冒想 「一次搞掂」 ，而非花時間
去醫院化驗再等報告， 「若個個
都想先開藥食住先，短時間可能
可以解決問題，但一定不是長久
之計。」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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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周提醒正確用藥
由今日起

至11月24日是
「世界抗菌素耐藥性關注周」 ，
為加強市民對抗菌素耐藥性的
認識，呼籲適當使用抗生
素，共同抗擊抗菌素耐藥

性，政府透過不同平台宣傳，
鼓勵公眾如何適當應對，包括製
作了 「謹慎使用抗生素 問清楚
醫生最好」 為主題的全新政府電

視宣傳短片，同時透過社交媒體
及公共交通工具等途徑，鼓勵公
眾採取適當行動應對抗菌素耐藥
性的威脅。

當細菌對多類常用的抗生素
都產生耐藥性時，便稱為 「多重
耐藥性細菌」 。

當藥物失去效能，體內的感
染會持續，進而增加傳染他人的
風險。

醫
健
事

•保持手部衞生
•進食煮熟食物
•消毒及覆蓋傷口
•患病的幼童，應減
少接觸其他兒童

服用抗生素
須知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衞生署連同香港醫學會
舉行記者會，呼籲市民適當
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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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醫囑

加強教育

高質量議政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龍眠山

立法會為慶祝成立25周年舉行
午宴及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及
多名行政會議成員、官員出席，
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和曾鈺成
也應邀出席。現任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致辭時有感而發，形容這是
「三代同堂」 ，別具意義。

每屆特區政府都重視行政立
法關係，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
因，行政立法關係逐漸變得緊
張，一度劍拔弩張。具體說來，
范徐麗泰任立法會主席時，香港
回歸不久，行政和立法之間雖然
有不少爭執，但大體上仍能合
作。曾鈺成出任立法會主席期
間，香港社會撕裂日漸嚴重，發
生非法 「佔中」 事件，立法會荒
腔走板，拉布、流會不斷，行政
立法關係惡劣，走向對立。

梁君彥上任不久，香港爆發
修例風波，議事堂淪為 「鬥獸
場」 。不少政府官員視出席立法
會活動為畏途，因為隨時可能遭
到暴力對待。前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一度無法進入立法會，只能以

視像方式發表施政報告。
事實證明，過去香港的選舉

制度存在重大漏洞，最終受害的
是香港及廣大市民。優化香港選
舉制度後，基本法確立的 「愛國
者治港」 和行政主導原則得到落
實，行政立法轉向良性互動，議
事效率大為提高。

立法會是香港發展的縮影，
過去25年間一起走過高山低谷，角
色由破壞變建設，三位主席就是
見證人。李家超新班子積極有為，
通過推行前廳交流會、行政長官
互動交流答問會，以及組織議員
訪問團到內地考察，促進議員和
官員的交流和了解，行政立法良
性互動不斷深化，邁向更高台
階。

當前，香港邁入由治及興的
新發展階段，立法會需要與時俱
進，不斷推動高質量議政，不斷
加強與行政機關的合作，協助特
區政府破難而進，攜手拚經濟、
謀發展、惠民生、添
幸福。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亞太經合組
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書面演講，強
調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打造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決心
不會變，一視同仁為外商投資提供優質
服務的政策不會變。習主席指出， 「下
一個 『中國』 ，還是中國，歡迎各國工
商界朋友們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
國！」 習主席的 「兩個不會變」 ，極大
提振了投資者對中國發展的信心。對於
香港特區而言，進一步發揮好 「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 優勢，未來在國家高質
量發展中，必定大有可為。

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西
方政客及媒體，抹黑中國發展成就。但
事實說明，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趨勢
沒有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
到913027億元，同比增長5.2%。中國經
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
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中國仍然是全球
增長最大引擎，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
貢獻將達到三分之一。

為什麼中國能保持穩健增長？因為
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

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產業體
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
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經濟發展具
備強勁的內生動力、韌性、潛力。中國
經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國
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並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帶來新動
力、新機遇。

不僅如此，中國深入貫徹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堅定不移推進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的
含金量更高、綠色成色更濃。未來將加
快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各類經
營主體共享發展成果提供更好制度性保
障，不斷培育新的增長動能、釋放更大
發展空間。

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屬於中
國，也屬於世界。投資中國，就是投資
未來。在本月初舉行的第六屆中國 「進
博會」 期間，意向合同金額逾784億美
元，比上屆增長6.7%，再次驚艷世界。
六屆進博會合計成交額達4200億美元，
充分彰顯中國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外
資不是 「流出中國」 ，恰恰相反，正在

加快、加大流入中國。
中國堅持敞開大門搞建設，堅定不

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習主席強調：
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打造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決心不
會變，一視同仁為外商投資提供優質服
務的政策不會變。未來將不斷完善外商
投資權益保護機制，為外國工商界朋友
來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保障。這 「兩個
不會變」 ，清晰回答了對中國經濟發展
的疑問，釋除了外界不必要的疑慮，進
一步堅定了全世界投資者對中國高質量
發展的信心。

「下一個 『中國』 ，還是中國！」
當今世界，還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
樣，增長動力澎湃、發展機遇處處？國
家堅定開放政策，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這對香港來說，意味着更多的機遇。因
為無論是外企增加對內地投資，還是內
地擴大對世界投資，香港都是最理想的
橋樑，香港 「內通外聯」 的獨特優勢將
不斷得到彰顯。香港當前發展面臨一些
挑戰，但只要看清大勢，進一步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加快共建大灣區的步伐，
就一定能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