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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下，醫護人員慣性地穿着全套防護裝備已是新常態。新冠疫苗正安排公眾接種，令疫

情終於漸見曙光。但除了防範新冠病毒之外，其實醫生甚至其他醫護人員也會在入職前接受不同種

類的抗體測試，如沒有該種病毒的免疫力，會盡快安排接種相應的疫苗，以防工作期間受感染。以

下就為大家介紹各款常見的傳染病及疫苗。 

1.水痘 

水痘相信是最常見的傳染病！以往沒有水痘針的年代，幾乎所有人都感染過，因為其傳染性特別

高，可以經空氣傳播，而傳染期通常由患者出疹前 1 至 2 天已開始，幾乎避無可避。所以水痘是眾多

須呈報的傳染病中，長期排行第一，每年平均感染近萬名香港人，慶幸多數病人都能自行痊癒。 

以往有人主張「盡早」接觸水痘患者，透過感染繼而產生終身免疫力，但這是不必要和不應該的，

因為抵抗力弱人士，如初生嬰兒或孕婦，患上嚴重的併發症，例如肺炎和腦炎的機會較高。相反，

接種疫苗就能大大降低感染機會，出現併發症的機會微乎其微。 

群體免疫需高接種率 

2.麻疹、德國麻疹及流行性腮腺炎 

麻疹是少數能經空氣傳播的病毒，初期症狀和感冒相似，之後幾天皮膚會出現紅疹，嚴重會導致失

聰、肺炎或腦炎等併發症，有約千分一的患者會死亡。 

另一方面，德國麻疹及流行性腮腺炎則靠飛沫傳播。需特別留意的是，孕婦感染德國麻疹可導致胎

兒失聰、白內障、心臟畸形等疾病；流行性腮腺炎最嚴重會引致睾丸炎、卵巢炎或不育。 

自 1967 年起，本港已推出麻疹疫苗接種；直至 1996 年，疫苗提升為須接種共兩針的三合一疫苗。不

過在九十年代初期，外國有不少民眾質疑此三合一疫苗會導致自閉症，令打針人數減少，間接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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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童受感染。後來多方，包括世界衞生組織須公開澄清，疫苗引致自閉的說法是毫無科學根據

的。 

當時部分民眾即使不打疫苗，最後都沒有受感染，其實是因群體免疫所賜。群體免疫是指一群人當

中，絕大部分人有抗體，既保護自己，也能保護少數沒有抗體或沒有接種疫苗的人（情況就如全港

700 多萬人戴上口罩，剩下一個人沒有戴口罩，未必有問題，但記得現時法例是不容許公眾地方不戴

口罩）。但若然太多人拒絕接種疫苗，屆時群體免疫便會失效。 

3.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可經血液或體液傳染，在醫療行業中，醫護人員在幫病人抽血後，會有因被針尖刺傷而受

感染的風險；若放大至整個香港來觀察，則主要來自母嬰傳染。乙型肝炎可以潛伏身體內數以十年

的時間，過往很多孕婦本身是帶菌者（即乙肝病毒）也不知道，令初生的孩子受感染；而孩子長大

後，生育時再傳染給下一代，形成惡性循環。 

幸好自 1988 年起，政府已安排所有在港出生人士接種乙肝疫苗，由出生至嬰孩 6 個月大時完成共 3
針接種，這樣就能徹底斬斷傳播鏈。然而，抗體數量會隨年月而下降，如果跌至沒有免疫力水平

時，便需要重新接種三針，以預防乙型肝炎。 

一旦染病，急性肝炎可引致肝衰竭、肝昏迷，甚至死亡；慢性肝炎則有機會轉變成肝硬化，甚至惡

化成肝癌，而乙型肝炎帶菌者患上肝癌的機會，比沒有帶菌人士高 200 倍，不可忽視。 

4.流行性感冒 

發燒、流鼻水、喉龍痛或咳嗽等流行性感冒的常見病徵，不少人每年冬季都有經歷過，運氣不佳

的，甚至接連「中招」兩三次也很常見，但不要看輕流感，有統計指甲型流感每年平均在港奪去約

300 人的性命。 

現在不論是公營或私家醫院，每年都會提供免費流感疫苗予醫護接種，為了保護自己、保障病人，

每年冬季來臨前，應積極接種流感針。雖然流感疫苗價錢相宜，不少合資格人士獲得資助可免費接

種，但香港每年大概只有兩三成人口接種流感針，看來還需要加強教育和宣傳力度！ 

5.新型冠狀病毒 

這款新病毒，以全球統計，雖然死亡率只有約 2%，比當年「沙士」（SARS）10%低，但新冠病毒傳

染力驚人，導致全球大停擺，現在大家寄望疫苗，去擺脫新冠病毒的魔爪纏繞。香港現時已引入科

興及 BioNTech 兩款疫苗，公眾可自行選擇接種款式，至於阿斯利康疫苗暫時仍未計劃供港。 

疫苗屬疫情清零希望 

中國科興疫苗以滅活技術製造，此技術存在已久，即注射已被殺死的病毒入體內，從而產生免疫反

應。至今年 3 月中為止，本地數據上沒有大幅增加因接種而導致死亡的情況，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科

興的安全性。至於能否對 60 歲或以上人士產生足夠免疫力，就有待觀察。 

德國 BioNTech/復星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相對上屬新技術，最大好處是疫苗能在短時間

內大量生產，而理論上 mRNA 不會進入人體細胞核，也不會改變人體 DNA 結構。最新數據顯示，用

以色列為例，這疫苗能大大減低感染率及住院人次，惟接種後首兩天的副作用相對較多，如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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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痛等，每 4 人便有一人有不同程度的症狀。 

至於英國阿斯利康/牛津大學疫苗的病毒載體技術，其實不算是新事物，研發人員將腺病毒抑制，並

改變其基因，使之產生和新冠病毒一樣的突棘蛋白，惟並沒有毒性，這可讓免疫系統辨認新冠病

毒，從而把它殺死。可是最近專家發現此疫苗有機會導致血管栓塞，甚至死亡，全球多國已暫停接

種。按目前最新消息，香港暫不需要在今年內引進。 

現行兩款疫苗各有優劣，哪一款對香港人最具效用，也要花一段時間才能觀察得到。要過正常生

活，看來只有全港市民，甚至全世界都接種新冠疫苗才有曙光。事不宜遲，大家現可上網預約接種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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