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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年，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有 上 升 的 趨 勢，但 有 關 戊 型 肝 炎 的 潛 在 食 物 感 染 源 ，

本 港 的 數 據 甚 少 。 越 來 越 多 證 據 顯 示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可 經 動 物 (特 別 是 豬

隻 )傳 播 。 發 展 中 和 已 發 展 國 家 均 有 報 告 顯 示 豬 隻 含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這

項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本 港 市 面 供 應 的 新 鮮 豬 肝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 並 比

較 從 豬 肝 及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分 離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部 分 序 列 ， 以 研

究 豬 隻 是 否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新 鮮 豬 肝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研 究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中 至 五 月 期 間，食 物 安 全 中 心 (下 稱 “中 心 ”)從 本 港 屠 房 屠

宰 的 豬 隻 抽 取 共 100 個 新 鮮 豬 肝 樣 本 ， 當 中 約 半 數 來 自 燒 種 豬 (約 四 月

齡 )， 另 外 半 數 則 來 自 肉 豬 (約 六 月 齡 )。 本 港 進 口 的 活 豬 大 多 數 為 肉 豬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檢 測 工 作 由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 進

行 。  
 
在 51 個 燒 種 豬 肝 臟 樣 本 中，有 16 個 (31%)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而 49 個 肉 豬 肝 臟 樣 本 則 全 部 檢 測 不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來 自 內 地 兩 個

地 區 豬 場 的 燒 種 豬 ， 樣 本 呈 陽 性 的 比 率 分 別 為 22% (6/27)  和 42% 
(10/24)  。 有 些 燒 種 豬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分 離 株 (下 稱 “病 毒 分 離 株 ”)， 與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 包 括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發 病 的 個 案 及 過 去

錄 得 的 個 案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ORF2 的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顯 示 豬 隻 可 能 是 人

類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的 其 中 一 個 源 頭 。 另 一 方 面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發 病 的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有 48 宗 ， 當 中 檢 出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有 7 株

的 基 因 序 列 與 豬 隻 樣 本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相 同 ， 而 這 7 宗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中 ， 只 有 3 宗 的 患 者 報 稱 曾 於 潛 伏 期 內 進 食 豬 內 臟 。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可 能 還 有 其 他 感 染 源 。  
 
研 究 顯 示 ， 一 些 豬 場 有 多 於 一 個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因 此 豬 場 環 境 可 能 是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源 頭 。 不 過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在 個 別 豬 場 內 和 不 同 豬 場 間 傳 播 的 具 體 風 險 因 素 則 沒 有 資 料 可 作 解

釋 。 在 檢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豬 場 逐 一 檢 驗 豬 隻 是 否 帶 有 病 毒 ， 作 用 可 能

不 大，因 為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普 遍，而 且 豬 隻 即 使 感 染 病 毒 ，

成 年 時 通 常 已 經 痊 癒 。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並 無 提 出 有 關 豬 場 防 控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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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和 建 議  
 
中 國 內 地 進 口 豬 隻 的 樣 本 大 多 檢 測 不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只 有 在 燒 種 豬 (約

四 月 齡 )肝 臟 樣 本 驗 出 含 有 病 毒 。 除 了 受 污 染 的 水 或 食 物 如 生 的 或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介 貝 類 水 產 是 已 知 的 戊 型 肝 炎 的 病 毒 源 頭 外 ， 是 次 研 究 顯 示 燒 種

豬 可 能 是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病 毒 源 頭 。 由 於 有 證 據 顯 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經 豬 隻 傳 播 ， 因 此 ，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的 建 議 可 有 助 預 防 戊 型

肝 炎 。  
 
中 心 建 議 豬 肉 和 豬 內 臟 必 須 徹 底 煮 熟 ， 以 減 低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及 其 他

食 源 性 病 原 體 的 風 險 。 此 外 ， 業 界 和 市 民 應 經 常 保 持 良 好 的 個 人 及 食 物

衞 生 。  
 
給 業 界 的 建 議  
 

 用 具 和 工 作 枱 每 次 使 用 後 ， 用 熱 水 和 清 潔 劑 清 洗 。  

 用 不 同 的 用 具，分 開 處 理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和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例 如 以 不 同 顏 色 的 標 籤 識 別 不 同 的 用 具 (包 括 砧 板 和 刀 )。 

 豬 肉 和 豬 內 臟 必 須 徹 底 煮 熟 ， 才 可 食 用 。  

 在 處 理 食 物 前 、 配 製 食 物 期 間 、 處 理 生 的 肉 類 或 內 臟 後 ， 以 及 處 理

不 潔 的 設 備 或 用 具 後 ， 以 流 動 的 水 和 梘 液 徹 底 清 洗 雙 手 20 秒 。  
 
給 市 民 的 建 議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應 與 其 他 食 物 分 開 放 置 在 購 物 手 推

車 和 購 物 袋 ， 避 免 汁 液 污 染 其 他 食 物 。  

 用 具 和 工 作 枱 每 次 使 用 後 ， 用 熱 水 和 清 潔 劑 清 洗 。  

 用 不 同 的 用 具，分 開 處 理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和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例 如 以 不 同 顏 色 的 標 籤 識 別 不 同 的 用 具 (包 括 砧 板 和 刀 )。 

 豬 肉 和 豬 內 臟 必 須 徹 底 煮 熟 ， 才 可 食 用 。  

 在 進 食 火 鍋 時 ， 使 用 兩 套 筷 子 和 用 具 ， 分 開 處 理 生 和 熟 的 食 物 ， 以

免 交 叉 污 染 。  

 在 處 理 食 物 前 、 配 製 食 物 期 間 、 處 理 生 的 肉 類 或 內 臟 後 ， 以 及 進 食

前 ， 以 流 動 的 水 和 梘 液 徹 底 清 洗 雙 手 20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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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鮮 豬 肝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目 的  

 
 這 項 研 究 旨 在 評 估 本 港 屠 宰 豬 隻 的 肝 臟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況 ， 以 及 確 定 本 港 從 豬 隻 和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中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基 因 關 係 。  
 

引 言  

 
2 .  病 毒 性 肝 炎 是 由 病 毒 引 起 的 肝 臟 發 炎 。 這 種 疾 病 主 要 由 五 種 不 同 的

肝 炎 病 毒 (即 甲 型 至 戊 型 )引 起，其 中 甲 型 和 戊 型 肝 炎 與 食 用 受 污 染 的 食 物

或 水 有 關 。  
 
3 .  戊 型 肝 炎 的 症 狀 與 甲 型 肝 炎 相 似 ， 例 如 發 燒 、 不 適 、 食 慾 不 振 、 噁

心 、 腹 痛 、 小 便 呈 茶 色 和 黃 疸 。 戊 型 肝 炎 的 潛 伏 期 較 長 ， 由 兩 至 九 周 不

等 。 患 者 一 般 會 自 行 痊 癒 ， 症 狀 會 於 兩 周 內 消 退 ， 而 且 沒 有 後 遺 症 。 不

過，孕 婦 感 染 戊 型 肝 炎，可 能 會 出 現 嚴 重 併 發 症，例 如 孕 婦 及 胎 兒 死 亡 、

流 產 、 早 產 或 初 生 嬰 兒 夭 折 。 1 、 2 此 外 ， 慢 性 肝 病 患 者 再 染 上 戊 型 肝 炎 ，

可 能 會 令 病 情 加 重 。 3 - 5  
 
4 .  戊 型 肝 炎 是 由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引 起 ， 現 已 確 定 哺 乳 動 物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主 要 分 為 四 種 基 因 型 ， 每 種 各 有 特 定 的 地 域 分 布 及 宿 主 範 圍 。 2 、 6 、 7 基

因 I 型 見 於 亞 洲 、 北 非 洲 和 南 美 洲 ， 有 意 見 認 為 這 種 病 毒 是 引 致 食 水 傳

播 流 行 病 和 嚴 重 偶 發 疾 病 的 主 要 致 病 原 。 基 因 I I 型 見 於 墨 西 哥 、 非 洲 中

部 和 尼 日 利 亞 的 戊 型 肝 炎 患 者。 基 因 I I I 型 普 遍 見 於 世 界 各 地 的 豬 隻， 而

且 從 已 發 展 地 區 (例 如 美 國 和 幾 個 歐 洲 國 家 )的 偶 發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檢 出 這

種 病 毒 。 基 因 IV 型 主 要 見 於 亞 洲 國 家 ， 包 括 中 國 、 日 本 、 台 灣 和 越 南 ，

戊 型 肝 炎 患 者 和 飼 養 的 豬 隻 都 帶 有 這 種 病 毒 。 人 體 和 豬 隻 都 曾 檢 測 到 基

因 III 型 及 基 因 IV 型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除 這 四 種 主 要 基 因 型 外 ， 雞 隻 、

獺 兔 及 野 鼠 亦 據 報 帶 有 可 能 屬 於 新 的 基 因 型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8 - 1 0 野 豬 、

鹿 、 獴 和 介 貝 類 水 產 亦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11 - 1 3 雖 然 其 他 動 物 可 能 曾

經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但 並 未 有 檢 測 到 有 關 病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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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有 報 告 指 出 ， 多 種 不 同 的 家 畜 和 野 生 動 物 (例 如 狗 、 牛 、 山 羊 、 鴨 、

鴿 子 、 馬 和 老 鼠 等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 6 、 1 4 - 1 6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是 感 染 病 毒 後 ， 免 疫 系 統 作 出 反 應 所 產 生 的 ， 換 言 之 ， 動 物 體 內 如 有 抗

體 ， 就 可 能 曾 經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不 過 ， 在 上 述 動 物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甚 為 少 見 。 中 國 內 地 數 項 研 究 的 報 告 指 出 ， 豬 隻 帶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的 比 率 較 其 他 家 畜 為 高。1 4 、 1 5 、 1 7 、 1 8 其 他 地 區 如 美 國、英 國、加

拿 大 、 澳 洲 、 紐 西 蘭 、 日 本 、 泰 國 及 韓 國 的 研 究 亦 有 報 告 豬 隻 帶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的 情 況 普 遍 。 1 9 - 2 7 豬 隻 與 其 他 家 畜 相 比 ，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可 能 較 為 普 遍 。  
 
6 .  至 於 在 豬 隻 中 驗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 多 項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 幼 豬

驗 出 帶 有 病 毒。有 研 究 從 日 本 20 個 縣 的 商 營 豬 場 抽 取 豬 隻 血 清 樣 本 進 行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 二 、 三 、 四 和 五 月 齡 豬 隻 的 樣 本 檢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比

率 分 別 是 6%、 10%、 6% 和 0.5%， 而 一 月 齡 和 六 月 齡 豬 隻 的 樣 本 則 全 部

檢 測 不 到 病 毒 。 2 5 法 國 南 部 一 個 豬 場 來 自 不 同 地 區 的 三 月 齡 豬 隻 中 ， 有

65%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但 當 地 一 個 屠 房 的 六 月 齡 豬 隻 卻

全 部 檢 測 不 到 病 毒 。 2 8 在 泰 國 兩 個 主 要 養 豬 地 區 ， 二 月 齡 和 三 月 齡 豬 隻

的 樣 本，分 別 約 有 四 分 一 和 6% 檢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但 其 他 年 齡 組 別 豬 隻

的 樣 本 則 全 部 檢 測 不 到 病 毒 。 2 6 有 研 究 從 荷 蘭 97 個 豬 場 抽 取 五 至 二 十 七

周 齡 豬 隻 的 混 合 糞 便 樣 本 進 行 化 驗 ， 結 果 發 現 過 半 數 豬 場 的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2 9 中 國 內 地 不 同 地 區 的 研 究 亦 發 現 ， 幼 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的 比 率 較 高 。 1 4 、 1 7 這 些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豬 隻

在 幼 豬 階 段 感 染 到 及 傳 播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7 .  過 去 曾 有 研 究 探 討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病 毒 載 量 和 血 清 狀 況 。

豬 隻 自 然 感 染 豬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雖 然 幾 乎 毫 無 症 狀 ， 而 且 表 面 並 沒 有 臨

牀 病 徵 ， 但 體 內 會 產 生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 並 出 現 病 毒 血 症 和 排 出 病 毒

現 象 。 實 驗 顯 示 ， 豬 隻 受 感 染 後 約 18 至 20 天 會 出 現 血 清 轉 化 現 象 (即 產

生 抗 體 )； 從 糞 便 排 毒 的 情 況 會 持 續 三 至 四 周 ， 病 毒 會 在 體 內 存 留 一 至 三

周 左 右 。 1 9  

 

8 .  有 證 據 顯 示 ， 已 發 展 國 家 的 偶 發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是 經 動 物 傳 染 的 。 這

些 本 土 感 染 個 案 有 別 於 旅 遊 相 關 個 案 ， 患 者 感 染 的 病 毒 與 同 一 地 區 豬 隻

的 病 毒 毒 株 兩 者 的 基 因 同 源 性 最 高 。 6 本 港 的 活 豬 主 要 從 中 國 內 地 進 口 。

中 國 內 地 的 情 況 和 其 他 國 家 一 樣 ， 據 報 豬 場 或 屠 場 的 樣 本 亦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6 、 1 4 、 1 5 、 1 7 、 1 8 、 3 0 - 3 6 本 港 市 民 從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機 會

是 存 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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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近 年 ， 本 港 的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二 零 零 八 年 ， 呈 報 個 案

多 達 90 宗 ， 創 下 新 記 錄 ， 而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則 有 73 宗 呈 報 個 案 。 3 7 、 3 8 除

了 三 、 四 月 的 季 節 性 高 峰 期 外 ， 一 月 份 錄 得 的 個 案 亦 較 多 。 3 8 、 3 9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四 個 月，衞 生 防 護 中 心 錄 得 51 宗 個 案。根 據 這 些 個 案 的 分 析 結 果，

有 部 分 患 者 於 潛 伏 期 內 曾 進 食 生 的 或 半 熟 的 食 物，例 如 介 貝 類 水 產 (17 宗

個 案 ， 佔 33%)或 豬 內 臟 (13 宗 個 案 ， 佔 26%)， 但 未 能 基 於 患 者 進 食 的 食

物 確 定 感 染 源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一 直 被 視 為 旅 遊 相 關 疾 病 ， 在 戊 型 肝

炎 高 發 地 區 一 般 經 受 糞 便 污 染 的 水 傳 播。4 0 但 是，這 51 宗 個 案 中，65% 的

患 者 在 潛 伏 期 內 並 無 前 往 中 國 內 地 或 南 亞 國 家 的 記 錄 ， 似 乎 在 本 港 感 染

病 毒 。 3 9 因 此 ， 令 人 關 注 到 本 港 的 食 物 可 能 含 有 戊 型 肝 炎 的 病 原 體 ， 即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10.  有 關 食 物 是 否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本 港 的 數 據 甚 少 。 不 過 ， 有 文 獻 記

載 ， 日 本 曾 發 生 食 物 傳 播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個 案 ， 患 者 進 食 生 的 或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鹿 肉 、 豬 肉 或 兩 者 的 內 臟 後 受 到 感 染 。 1 3 、 4 1 一 些 海 外 研 究 發 現 ，

豬 肝 商 品 含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比 率 介 乎 1.9% 至 11%。4 2 - 4 4 日 本 亦 有 文 獻

記 載，從 患 者 和 豬 肝 樣 本 檢 出 的 病 毒 分 離 株，兩 者 的 基 因 序 列 非 常 相 近 。
4 2 本 港 一 項 研 究 比 較 偶 發 戊 型 肝 炎 與 甲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流 行 病 學 及 臨 牀 特

徵 ， 結 果 發 現 甲 型 肝 炎 患 者 發 病 前 曾 進 食 介 貝 類 水 產 的 比 例 ， 遠 較 戊 型

肝 炎 患 者 為 高 ， 而 戊 型 肝 炎 方 面 ， 患 者 曾 到 戊 型 肝 炎 流 行 的 地 區 是 唯 一

重 要 的 風 險 因 素 。 4 5 因 此 ， 與 甲 型 肝 炎 比 較 ， 介 貝 類 水 產 似 乎 未 必 是 戊

型 肝 炎 的 重 要 風 險 因 素 。 而 之 前 對 於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的 檢 測 亦 未 有 顯 示

其 為 本 地 主 要 載 體。4 6 不 過，豬 肉 ∕ 內 臟 或 介 貝 類 水 產 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例

如 進 食 火 鍋 和 生 滾 粥 )並 未 徹 底 煮 熟 ， 便 可 能 帶 有 存 活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雖 然 受 污 染 的 水 可 能 是 潛 在 感 染 源 ， 但 本 港 市 民 一 般 飲 用 煮 沸 的 水 ， 而

且 水 務 署 一 向 嚴 格 監 察 本 港 食 水 的 水 質 。 4 7 近 期 有 兩 項 研 究 ， 分 析 從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結 果 認 為 有 必 要 探 討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經 動 物 (尤 其 是 豬 隻 )傳 播 的 可 能 性。其 中 一 項 研 究 報 告 並 指 出，本 港 大

多 數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與 中 國 內 地 豬 隻 的 相 近 。 4 6 、 4 8  
 
11.  由 於 現 時 並 不 知 道 本 港 屠 宰 的 豬 隻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況，因

此 難 以 估 計 從 豬 內 臟 或 其 他 豬 產 品 感 染 病 毒 的 風 險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下 稱

“世 衞 ”)和 聯 合 國 糧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下 稱 “糧 農 組 織 ”)近 年 進 行 的 微 生 物 風

險 評 估 指 出，在 經 食 物 傳 播 的 新 發 現 病 毒 中，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值 是 得 高 度 關

注 的 病 毒 之 一 。 4 1 正 如 評 估 報 告 所 述 ， 我 們 應 監 察 新 發 現 的 病 毒 (特 別 是

有 新 問 題 出 現 時 )， 以 評 估 病 毒 經 食 物 傳 播 的 可 能 性 。 4 1 有 鑑 於 此 ， 這 項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探 討 本 港 市 面 供 應 的 新 鮮 豬 肝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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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並 比 較 從 豬 肝 及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分 離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部 分 序

列 ， 以 確 定 豬 隻 是 否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研 究 範 圍  

 
12.  這 項 研 究 的 目 標 樣 本 是 本 港 屠 房 屠 宰 豬 隻 的 新 鮮 肝 臟 。 由 於 本 港 約

八 成 豬 隻 (包 括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及 本 地 豬 場 的 豬 隻 )由 上 水 屠 房 處 理，因 此 全

部 樣 本 都 在 上 水 屠 房 收 集 。  
 

研 究 方 法  

 
抽 取 樣 本 方 法  
 
13.  資 料 顯 示 ， 年 初 幾 個 月 錄 得 的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較 多 ， 3 8 所 以 抽 樣 工 作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中 至 五 月 進 行 。  
 
14.  中 心 的 屠 房 (獸 醫 )組 負 責 在 屠 房 收 集 豬 肝 樣 本，並 記 錄 有 關 豬 隻 的 年

齡 及 來 源 地 (即 中 國 內 地 各 地 區 或 香 港 )。本 港 進 口 並 屠 宰 的 兩 類 活 豬，即

燒 種 豬 (約 四 月 齡 )和 肉 豬 (約 六 月 齡 )， 屬 於 同 一 個 品 種 ， 當 中 以 肉 豬 佔 大

多 數 。 肉 豬 和 燒 種 豬 基 本 上 是 年 齡 不 同 ， 兩 者 的 內 臟 都 可 出 售 ， 供 市 民

食 用 。 負 責 人 員 每 月 收 集 肉 豬 和 燒 種 豬 的 肝 臟 樣 本 各 十 個 左 右 。 他 們 可

隨 意 揀 選 豬 隻 抽 取 樣 本 ， 但 須 盡 可 能 選 取 在 同 一 天 從 中 國 內 地 不 同 豬 場

進 口 的 豬 隻 ， 並 且 須 每 月 抽 取 一 個 本 地 豬 場 的 肉 豬 樣 本 。  
 
15.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中 至 五 月 ， 我 們 從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六 個 地 區 (江 西 、 河

南、湖 北、湖 南、 廣 東 和 廣 西 )及 本 地 豬 場 的 肉 豬 收 集 了 49 個 肝 臟 樣 本 。

同 時 ， 又 從 來 自 上 海 和 廣 東 的 燒 種 豬 收 集 了 51 個 樣 本 。 在 抽 樣 期 間 ， 並

無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其 他 地 區 的 燒 種 豬 可 供 採 集 樣 本 ， 上 海 和 廣 東 似 乎 是 本

港 進 口 燒 種 豬 的 主 要 來 源 地 。 有 關 生 產 肉 豬 或 燒 種 豬 的 豬 場 ， 我 們 並 無

分 項 統 計 數 字 。 抽 樣 豬 隻 的 豬 場 和 抽 取 樣 本 的 數 目 載 於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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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這 項 研 究 收 集 的 樣 本 與 二 零 零 九 年 活 豬 進 口 統 計 數 字 概 覽   
 

 
地區    

肉豬樣本  
 

燒種豬樣本  
二零零九年 

活豬進口∕供應數字 

  
豬場數目  

(個)  
樣本數目

(個) 
豬場數目

(個) 
樣本數目

(個) 
豬場數目

(個)  
豬隻數目

(頭) 

上海   不適用   不適用  4 27 6  18 461 

浙江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6  42 861 

褔建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2  4 238 

江西   4  4 不適用  不適用  20  267 588 

河南   7  7 不適用  不適用  26  155 600 

湖北   4  4 不適用  不適用  13  74 929 

湖南   3  3 不適用  不適用  29  95 914 

廣東   24  25 12 24 84  898 032 

廣西   1  1 不適用  不適用  7  30 346 

海南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3  6 411 

重慶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1  2 993 

香港   4  5 不適用  不適用  43  84 655 

總數   47  49 16 51    

 
化 驗 分 析  
 
16.  樣 本 收 集 後 ， 一 律 放 入 病 毒 運 送 液 ， 並 保 存 在 攝 氏 4 度 或 以 下 ， 送

交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公 共 衞 生 化 驗 服 務 處 ， 以 便 進 行 分 析 。 其 後 ，

樣 本 一 直 保 存 在 攝 氏 零 下 80 度 以 下 ， 直 至 進 一 步 處 理 為 止 。 如 樣 本 的 測

試 結 果 呈 陽 性 ， 我 們 會 對 樣 本 檢 出 的 病 毒 的 ORF2 部 分 序 列 進 行 測 序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曾 根 據 病 毒 的 ORF2 部 分 序 列 研 究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然

後 比 較 從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發 病 )分 離 到 的 病

毒 ， 以 及 GenBank (http://www.ncbi.nlm.nih.gov/)基 因 序 列 數 據 庫 收 錄 的 病

毒 序 列 。 4 6 我 們 根 據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研 究 方 法 ， 確 定 病 毒 的 基 因 型 。  
 
結 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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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負 責 分 析 從 豬 肝 樣 本 及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檢 出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的 基 因 關 係 。 中 心 的 風 險 評 估 組 負 責 分 析 豬 肝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檢 測 結

果 。  
 

結 果  

 
本 港 屠 宰 的 豬 隻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況  
 
18.  在 51 個 燒 種 豬 肝 臟 樣 本 中，有 16 個 (31%)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而 49 個 肉 豬 肝 臟 樣 本 則 全 部 檢 測 不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來 自 上 海

和 廣 東 的 燒 種 豬，樣 本 呈 陽 性 的 比 率 分 別 是 22% (6/27)  和 42% (10/24)。

燒 種 豬 樣 本 分 別 來 自 上 海 四 個 豬 場 和 廣 東 12 個 豬 場 的 豬 隻，當 中 上 海 兩

個 豬 場 和 廣 東 七 個 豬 場 有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19.  此 外 ， 我 們 從 廣 東 其 中 兩 個 有 燒 種 豬 樣 本 呈 陽 性 反 應 的 豬 場 (GD11
和 GD19)， 分 別 都 有 抽 取 兩 個 肉 豬 樣 本 進 行 化 驗 ， 結 果 都 檢 測 不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在 燒 種 豬 肝 臟 樣 本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20.  在 抽 樣 期 間 ， 我 們 每 個 月 都 發 現 有 燒 種 豬 肝 臟 樣 本 對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陽 性 樣 本 比 率 最 高 的 月 份 為 五 月，其 次 為 一 月，有 關 數 據 見 表 2。 
 
表 2： 按 月 列 出 燒 種 豬 肝 臟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的 比 率  
 

月 份   陽 性 樣 本 數 目 ∕ 測 試 樣 本 數 目 (%) 

一 月   3 /8(38%) 

二 月   3 /13(23%) 

三 月   2 /10(20%) 

四 月   3 /10(30%) 

五 月   5 /10(50%) 

 
21.  由 於 樣 本 數 目 有 限 ， 我 們 並 沒 有 按 月 對 每 個 豬 場 的 豬 隻 進 行 連 續 抽

樣 。 不 過 ， 在 一 些 有 抽 取 多 於 一 個 樣 本 的 豬 場 ， 我 們 亦 再 驗 出 有 樣 本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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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性 反 應 。 九 個 豬 場 有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其 中 有 七

個 豬 場 (GD07、 GD11、 GD12、 GD13、 GD18、 SH01 和 SH03)在 抽 樣 期 間

的 不 同 月 份 有 抽 取 多 於 一 個 樣 本。這 七 個 豬 場 中，有 四 個 (GD11、GD13、

SH01 和 SH03)在 抽 樣 期 間 有 不 只 一 個 樣 本 呈 陽 性 反 應 。  
 
從 豬 肝 及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基 因 關 係  
 
22.  對 於 全 部 16 個 呈 陽 性 反 應 的 燒 種 豬 樣 本，我 們 對 檢 出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ORF2 部 分 序 列 進 行 測 序 ， 以 確 定 病 毒 的 基 因 型 。 序 列 分 析 顯 示 這

些 樣 本 的 分 離 株 全 部 屬 於 基 因 IV 型 。  
 
23.  為 確 定 豬 肝 是 否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我 們 比 較 從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和 豬 肝 樣 本 分 離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部 分 序 列 。 根 據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數 據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發 病 的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有 48 宗 。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發 現 ， 其 中 7 宗 個 案 (表 3 樣 本 1 至 樣 本

7)的 病 毒 ， 與 這 項 研 究 的 豬 隻 樣 本 有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在 這 7 宗 個 案 中 ，

有 3 宗 的 患 者 稱 曾 進 食 豬 內 臟 (即 腸 臟 或 肝 臟 )，而 當 中 有 2 宗 在 這 項 研 究

的 抽 樣 期 加 上 戊 型 肝 炎 的 預 計 潛 伏 期 一 段 時 間 內 發 病 。 至 於 其 他 個 案 ，

有 1 宗 的 患 者 未 能 提 供 其 進 食 的 食 物 資 料 ， 其 餘 3 宗 的 患 者 則 曾 於 潛 伏

期 內 進 食 豬 肉 及 ∕ 或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 如 表 3 所 示 ， 從 戊 型 肝 炎 患 者 和

豬 隻 樣 本 檢 出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可 找 到 四 個 羣 組  (每 個 羣 組 的 分 離 株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另 外 ， 同 一 羣 組 內 有 些 病 毒 分 離 株 來 自 不 同 地 區 的 豬 隻 。  

 
24.  此 外 ， 這 項 研 究 檢 出 的 一 些 病 毒 分 離 株 ， 其 ORF2 的 部 分 序 列 ， 與

GenBank 基 因 序 列 數 據 庫 收 錄 的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表 3)和 動 物 樣 本 的 分 離 株

相 同 。 過 去 有 兩 宗 分 別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和 二 零 零 七 年 發 病 的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HK117-2006 和 HEV/HK/2007/4308)，其 病 毒 分 離 株 的 基 因 序 列，與 這 項

研 究 抽 樣 期 間 收 集 的 兩 個 豬 肝 樣 本 (V09-046 和 V09-069)和 錄 得 的 4 宗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發 病 的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樣 本 2 至 樣 本 5)的

病 毒 分 離 株 相 同 ； 有 關 的 兩 個 豬 肝 樣 本 都 是 來 自 廣 東 同 一 個 豬 場 的 豬

隻 。 此 外 ， 這 項 研 究 收 集 的 另 一 個 豬 肝 樣 本 (V09-061)， 其 病 毒 分 離 株 亦

與 中 國 西 北 部 的 一 個 豬 隻 膽 汁 樣 本 (ZJKS56)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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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從 豬 肝 樣 本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從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以 及 GenBank 基 因 序 列 數 據 庫 收 錄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序 列 三 者 之 間

的 基 因 關 係  
 
 

樣 本 編 號 # 月 份 ◊  來 源  豬 場 * 備 註 ∕  
GenBank 序列號

ORF2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的 樣 本  
羣 組 1 樣 本 2 二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樣 本 3 三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樣 本 4 四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樣 本 5 五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HEV/HK/2007/4308 /  人 類  / FJ21797846 
 HK117-2006  /  人 類  / FJ43845448 
 V09-046 二 月  豬 隻  GD13 本 研 究  
 V09-069 三 月  豬 隻  GD13 本 研 究  
羣 組 2 樣 本 7 四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V09-058 二 月  豬 隻  GD11 本 研 究  
羣 組 3 樣 本 6 四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V09-035 一 月  豬 隻  SH03 本 研 究  
 V09-082 四 月  豬 隻  SH03 本 研 究  
 V09-116 五 月  豬 隻  SH03 本 研 究  
 V09-117 五 月  豬 隻  GD18 本 研 究  
羣 組 4 樣 本 1 一 月  人 類  / 本 研 究  
 V09-003 一 月  豬 隻  SH01 本 研 究  
 V09-079 四 月  豬 隻  SH01 本 研 究  
 V09-110 五 月  豬 隻  GD07 本 研 究  
不 屬 於 上 述 羣 組 的 其 他 樣 本  
 V09-005 一 月  豬 隻  GD08 本 研 究  
 V09-055 二 月  豬 隻  SH01 本 研 究  
 V09-061 三 月  豬 隻  GD19 本 研 究  
 V09-097 四 月  豬 隻  GD13 本 研 究  
 V09-099 五 月  豬 隻  GD11 本 研 究  
 V09-108 五 月  豬 隻  GD12 本 研 究  
註 ：  #：  “V09”  –  豬 肝 樣 本 的 代 碼 。  
  “樣 本 ”  –  人 類 分 離 株 的 代 碼 。  

  有 關 其 他 樣 本 的 代 碼 ， 請 參 看 內 文 。  
◊  :  樣 本 收 集  
*：  “SH” –  上 海 豬 場 的 代 碼 。  

  “GD” –  廣 東 豬 場 的 代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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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25.  這 項 研 究 在 燒 種 豬 (約 四 月 齡 )的 新 鮮 肝 臟 樣 本 檢 測 到 基 因 IV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另 一 方 面，一 些 從 豬 隻 及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找 到 的 分 離 株，其 ORF2
的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這 些 分 離 株 並 非 只 限 來 自 同 一 個 豬 場 或 同 一 個 地 區 的

豬 隻 。  
 
豬 隻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況  
 
26.  豬 隻 帶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的 比 率 偏 高 ， 反 映 各 個 地 區 的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普 遍 。 1 9 - 2 7 中 國 東 北 部 、 日 本 、 泰 國 以 至 美 國 中 西 部

的 研 究 均 發 現 ， 二 至 三 月 齡 以 上 的 豬 隻 帶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的 比 率 較

高。 1 7 、 2 4 - 2 6 、 4 9 中 國 內 地 數 項 研 究 的 報 告 亦 指 出，豬 隻 帶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比 率 介 乎 54% 至 80% 以 上 ， 視 乎 檢 測 的 豬 隻 年 齡 組 別 而 定 。 1 4 、 1 5 、 1 7 、 1 8

如 表 4 所 示 ， 中 國 內 地 不 同 地 區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豬 隻 均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雖 然 這 項 研 究 並 不 包 括 檢 測 豬 隻 是 否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抗 體 ， 但 相

信 本 港 進 口 活 豬 於 幼 年 時 曾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可 能 亦 甚 普 遍 。 實

驗 顯 示，病 毒 可 在 豬 隻 體 內 存 留 一 段 時 間 (即 一 至 三 周 )。 1 9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後 會 產 生 抗 體 ， 或 許 因 此 不 會 再 受 感 染 。 受 感 染 的 豬 隻 並 無 症

狀 ， 而 且 可 自 然 痊 癒 。 這 項 研 究 顯 示 ， 只 有 燒 種 豬 的 肝 臟 樣 本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但 肉 豬 (約 六 月 齡 )的 肝 臟 樣 本 卻 檢 測 不 到 病 毒 。  
 
27.  這 項 研 究 收 集 的 燒 種 豬 樣 本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兩 個 地 區 ， 即 上 海 和 廣

東 。 由 於 並 無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其 他 地 區 的 燒 種 豬 樣 本 ， 估 計 本 港 進 口 的 活

燒 種 豬 主 要 來 自 這 兩 個 地 區 。 雖 然 只 有 這 兩 個 地 區 的 樣 本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但 並 非 只 限 這 兩 個 地 區 的 豬 隻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如 表 4 所 示 ，

中 國 內 地 其 他 地 區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豬 隻 據 報 亦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28.  這 項 研 究 測 試 的 樣 本 ， 陽 性 比 率 (31%)較 過 往 上 海 、 廣 東 及 其 他 地 區

的 研 究 錄 得 的 比 率 為 高 (見 表 4)。 其 中 一 項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 上 海 郊 區 豬 場

錄 得 的 陽 性 比 率 約 為 26%， 各 個 郊 區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比 率 由 0% 
至 41.7% 不 等 ， 惟 抽 樣 的 豬 隻 年 齡 不 詳 。 3 3 這 些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不 同 豬 場

的 陽 性 比 率 可 能 相 差 很 大 。  
 
29.  此 外 ， 抽 樣 豬 隻 的 目 標 年 齡 組 別 不 同 ， 以 及 樣 本 的 種 類 不 同 (例 如 這

項 研 究 收 集 肝 臟 樣 本 ， 但 過 往 上 海 和 廣 東 的 研 究 則 收 集 糞 便 或 血 清 樣

本 )， 陽 性 比 率 亦 可 能 有 差 異 。 有 意 見 認 為 ， 採 用 肝 臟 、 腸 繫 膜 淋 巴 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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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 汁 等 樣 本 進 行 研 究 ， 檢 測 病 毒 的 敏 感 度 會 較 血 清 或 糞 便 樣 本 為 高 ， 原

因 可 能 是 病 毒 在 肝 臟 、 淋 巴 結 等 器 官 或 組 織 複 製 和 積 聚 。 5 0  
 
表 4： 近 年 一 些 有 關 中 國 內 地 和 國 外 豬 隻 樣 本 含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研 究   
 

地區 豬隻年齡和抽樣地點 抽樣期 樣本種類 陽性比率 基因型 

上海及廣東 

中國東部 (浙江省

德清縣、上海市附

近地點) 30 

豬場  二零零二年

及二零零四

年 

糞便樣本 9.6% (27/282) 選 取 的 分 離 株 全

屬基因 IV 型。 

中 國 東 部 ( 德 清

縣) 30 
屠場 

 

二零零四年 膽汁樣本 3.1% (5/160) 選 取 的 分 離 株 全

屬基因 IV 型。 

上海市及江蘇省 14 39 個豬場 二零零四年

至二零零六

年 

血清樣本 母豬(八至三十月齡)：0% 
(0/135) 

豬隻(屠房)：6.7% (2/30) 

豬隻(四至六月齡)：5.2% 
(5/96) 

豬隻(一至三月齡)：8.3% 
(11/133) 

有 1 株分離株屬

基因 III 型，其餘

屬基因 IV 型。 

上海地區 35 23 個豬場的二至四月

齡豬隻 
二零零七年

九月至十一

月 

糞便樣本 5% (24/480) 全屬基因 IV 型。

上海郊區 33 上海 10 個郊區的 37
個豬場 

－ 糞便樣本 26.1% (111/426) 32 株經測序的分

離株中，22 株屬

基因 III 型，10 株

屬基因 IV 型。 

廣東省韶關地區 36 3 個 豬 場 的 一 至 五 月

齡豬隻 
－ 糞便樣本 一至五月齡豬隻 + 母豬樣

本：6.1% (6/99) 

三至五月齡豬隻：8.6% 
(6/70) 

全屬基因 IV 型。

中國內地其他地區 

北京南郊 51 幼豬(<三月齡) － 糞便樣本 19/83 (22.9%) 全屬基因 IV 型。

中國中部(阜陽、

淮北及蘇州) 52 
11 個豬場的四至三十

六周齡豬隻 
二零零八年

三月至八月

糞便樣本 39/554 (7.0%) 全屬基因 IV 型。

中國西北部(西
安、喀什及大同) 
34 

四至六月齡豬隻 二零零七年

四月至五月

膽汁樣本 1.8% (11/603) 全屬基因 IV 型。

其他國家 

法國南部 28  三月齡豬隻：沃克呂兹

省 豬 場 來 自 不 同 地 區

的豬隻 

六月齡豬隻：德龍省屠

房 

二零零七年

一月至七月

 

糞便樣本 三月齡豬隻：65% (65/100)  

六月齡豬隻：0% (0/107)  

全屬基因 II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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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利北部 53 6 個豬場： 

三至四月齡豬隻(斷奶

豬) 

八至九月齡豬隻(肥育

豬) 

小母豬(0 胎次) 

年輕母豬(1 至 2 胎次) 

老母豬(>2 胎次) 

二零零六年

一月至六月

糞便樣本 小母豬：43.1% (25/58) 

年輕母豬：38.6% (22/57) 

老母豬：53.4% (31/58) 

斷奶豬：42.2% (27/64) 

肥育豬：27.0% (10/37) 

基因 III 型：16 株

分離株。 

日本 25  來自 20 個縣 92 個商營

豬 場 的 一 至 六 月 齡 豬

隻 

－ 血清樣本 整體：4 % (55/1425) 

一月齡豬隻：0% (0/218) 

二月齡豬隻：6% (11/198) 

三月齡豬隻：10% (32/310)  

四月齡豬隻：6% (10/180) 

五月齡豬隻：0.5% (2/383)  

六月齡豬隻：0% (0/136) 

基因 III 型：52 株

分離株； 

基因 IV 型：3 株

分離株。 

日本 

(北海道、本州的

青森縣和秋田

縣，以及九州的宮

崎縣和鹿兒島

縣)24 

25 個商營豬場 

2 500 個血清樣本 
每個豬場抽樣的豬隻： 
二月齡：20 頭 
三月齡：30 頭 
四月齡：20 頭 
五月齡：20 頭 
六月齡：10 頭 

二零零零年

及二零零二

年 

血清樣本 二月齡豬隻：0% (0/180) 

三月齡豬隻：15% (113/750) 

四月齡豬隻：13% (24/180) 

六月齡豬隻：0% (0/250) 

基因 III 型 
(128/137 株分離

株)； 

基因 IV 型 (9/137
株分離株)。 

韓國 27 13 個豬場的一至七月

齡豬隻及母豬 
— 血清樣本 一月齡豬隻：0% (0/21) 

二月齡豬隻：1.6% (1/62) 

三月齡豬隻：6.7% (2/30) 

四月齡豬隻：0% (0/15) 

 

總計：2.3% (3/128) 

基因 III 型。 

荷蘭 29 五至二十七周齡(平均

20 周齡)豬隻的混合樣

本 

二零零五年 糞便樣本 豬場的陽性比率：55% 
(53/97) 

全屬基因 III 型。

泰國 

(佛統府和 
叻丕府)26 

5 個豬場 二零零六年

九月至二零

零七年一月

血清和糞

便樣本 
血清樣本： 

整體：7.75% (20/258) 

一月齡豬隻：0% (0/41) 

二月齡豬隻：27.5% (11/40) 

三月齡豬隻：5.7% (4/70) 

四月齡豬隻：0% (0/42) 

六個半月齡豬隻：0% (0/19) 

母豬：10.8% (5/46) 

基因 III 型(20 個

選取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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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這 項 研 究 檢 出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全 部 屬 於 基 因 IV 型 ； 如 表 4 所 示 ， 中

國 內 地 有 關 豬 隻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研 究 亦 經 常 檢 測 到 這 個 基 因 型 的 病

毒 。 雖 然 有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上 海 郊 區 發 現 基 因 I I I 型 病 毒 的 情 況 較 基 因

IV 型 普 遍 ， 但 這 項 研 究 在 上 海 三 個 豬 場 的 豬 隻 樣 本 卻 檢 測 不 到 基 因 I I I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而 且 這 種 基 因 型 病 毒 在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中 亦 甚 為 罕

見 。 3 3 、 3 9 、 4 6 、 4 8 此 外，上 海 另 一 項 研 究 亦 只 在 當 地 豬 場 檢 測 到 基 因 IV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3 5  
 
31.  這 項 研 究 從 來 自 廣 東 的 豬 隻 找 到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中 ， 有 一 株 與 過 往 的

研 究 從 中 國 西 北 部 的 豬 隻 膽 汁 樣 本 找 到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基 因 序 列 相 同 。 3 4

此 外 ， 這 項 研 究 發 現 一 些 從 來 自 上 海 和 廣 東 的 豬 隻 樣 本 檢 出 的 病 毒 ， 其

ORF2 的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基 於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流 往 來 ， 加 上 豬 隻 買 賣 活 動 ，

如 果 有 人 或 豬 隻 感 染 或 帶 有 病 毒 ， 就 可 能 會 廣 泛 傳 播 病 毒 。 上 海 發 現 基

因 IV 型 及 基 因 III 型 戊 型 肝 炎 變 種 病 毒 ， 當 中 一 些 病 毒 亞 羣 與 中 國 內 地

其 他 地 區 甚 至 其 他 國 家 發 現 的 病 毒 毒 株 非 常 相 近 。 3 3 、 3 5 上 海 市 民 食 用 的

豬 隻 ， 估 計 有 六 成 來 自 內 地 其 他 地 區 。 3 5 另 一 方 面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亦 可

經 受 污 染 的 水 傳 播 。 研 究 發 現 豬 場 下 游 地 區 的 居 民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風 險 ， 較 上 游 地 區 的 居 民 高 出 29%。 5 4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傳 給 人 類 的 途 徑  
 
32.  從 豬 隻 及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檢 出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兩 者 的 基 因 關 係 或

可 提 供 線 索 ， 找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大 部 分 屬 於 基 因 IV 型 ， 只 有 少 數 屬 於 基 因 I 型 或 I I I 型 ， 而 這

項 研 究 從 豬 肝 檢 出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全 部 均 屬 基 因 IV 型。4 6 、 4 8 中 國 中 部

一 項 研 究 的 報 告 指 出 ， 雖 然 區 內 找 到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全 部 屬 於 基 因 IV
型 ， 但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人 豬 之 間 出 現 交 叉 感 染 的 情 況 。 5 2 不 過 ， 這 項 研 究

發 現 ， 一 些 從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分 離 到 的 本 地 病 毒 分 離 株 ， 與 豬 隻 樣 本

的 非 常 相 近 ， 即 兩 者 的 ORF2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33.  從 豬 肝 樣 本 檢 出 而 基 因 序 列 與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相 同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中 ， 有 些 分 離 株 (V09-046 和 V09-069)來 自 同 一 個 豬 場 但 不 同 月 份 的 豬 隻

樣 本 ， 而 且 與 研 究 期 間 發 病 的 多 宗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及 過 去 錄 得 的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分 離 株 非 常 相 近 ， 4 6  4 8 反 映 有 關 病 毒 毒 株 在 輸 港 豬 隻 與 本 港 市 民

之 間 傳 播 可 能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 上 海 的 研 究 亦 發 現 ， 基 因 IV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同 時 在 豬 隻 與 人 類 之 間 傳 播 ， 並 認 為 豬 隻 是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主 要 宿

主 ， 原 因 是 豬 隻 體 內 的 病 毒 數 量 較 人 體 為 多 。 3 0 此 外 ， 一 項 血 清 流 行 病

學 研 究 發 現，鄉 郊 社 區 無 聲 爆 發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但 並 無 蔓 延 至 鄰 近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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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 可 見 人 類 與 豬 隻 相 比 ， 未 必 是 有 效 傳 播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病 媒 。 3 0 、 5 5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豬 隻 可 能 是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源 頭 。  
 
34.  在 上 文 所 述 的 7 宗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中 ， 只 有 3 宗 的 患 者 報 稱 曾 於

潛 伏 期 內 進 食 豬 內 臟 (即 肝 臟 或 腸 臟 )，另 有 3 宗 的 患 者 曾 於 潛 伏 期 內 進 食

豬 肉 及 ∕ 或 介 貝 類 水 產 ， 餘 下 1 宗 則 患 者 曾 進 食 的 食 物 資 料 不 詳 。 雖 然

豬 隻 其 他 部 位 的 組 織 亦 可 能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但 進 食 未 經 烹 煮 並 帶 有

病 毒 的 豬 肝 而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風 險 ， 可 能 較 進 食 豬 隻 的 骨 骼 肌 為

高 。 5 6 本 地 烹 飪 作 業 ， 豬 肉 一 般 是 煮 至 全 熟 ， 但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豬 肝 並 不

難 發 現 。 再 者 ， 豬 肉 來 自 肉 豬 ， 而 在 這 項 研 究 中 ， 只 有 燒 種 豬 驗 出 含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另 一 方 面 ，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可 能 存 在 其 他 風 險 因

素 ， 例 如 飲 用 受 污 染 的 水 和 進 食 生 的 或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介 貝 類 水 產 。 不 少

文 獻 亦 有 記 述 這 些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風 險 因 素 。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研 究

顯 示 ， 至 今 錄 得 的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全 部 屬 偶 發 性 感 染 ， 當 中 並 無 明 顯

的 流 行 病 學 關 聯 性 ， 況 且 只 有 部 分 個 案 的 患 者 稱 曾 進 食 豬 內 臟 ， 因 此 難

以 確 定 個 別 個 案 的 確 實 感 染 源 。  
 
35.  介 貝 類 水 產 亦 據 報 是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日 本 的 研 究 顯

示，產 自 當 地 河 流 的 一 種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32 包 中 有 2 包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11 有 研 究 指 出 ， 進 食 介 貝 類 水 產 亦 與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有 關 。 5 7 、 5 8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屬 濾 食 動 物 ， 以 過 濾 海 水 的 方 法 攝 取 食 物 分 子 和 養 分 ， 所

以 體 內 容 易 積 聚 來 自 受 污 染 海 水 的 病 毒 ， 包 括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因 此 ， 即

使 以 往 的 研 究 並 無 指 出 介 貝 類 水 產 是 戊 型 肝 炎 的 主 要 傳 播 媒 介 ， 但 進 食

產 自 或 飼 養 於 受 污 染 水 域 並 且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介 貝 類 水 產 亦 可 能 是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4 5 、 4 6  

 
36.  病 毒 經 食 物 傳 播 在 流 行 病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 現 時 亦 不 清 楚 。 由 進 食 食

物 而 引 致 戊 型 肝 炎 疾 病 只 有 在 日 本 有 文 獻 記 載 ， 而 在 其 他 國 家 並 沒 有 記

載 ， 直 到 最 近 ， 一 種 通 常 生 食 的 法 國 傳 統 香 腸 豬 肝 腸 (雖 然 生 產 過 程 會 包

括 煙 燻 數 天 )， 在 法 國 據 報 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感 染 源 。 4 0 、 5 9 此 外 ， 正 如 世

衞 和 糧 農 組 織 的 微 生 物 風 險 評 估 所 述 ， 與 諾 如 病 毒 和 甲 型 肝 炎 病 毒 相

比 ， 並 沒 有 有 關 新 發 現 的 病 毒 如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可 以 經 食 物 處 理 人 員 傳

播 的 明 確 證 據 。 4 0 雖 然 確 切 的 傳 播 方 式 還 有 待 確 定 ， 但 根 據 現 有 的 資 料

顯 示 ， 食 源 性 傳 播 是 有 可 能 的 。 4 0 此 外 亦 有 其 他 與 食 物 不 相 關 潛 在 的 傳

播 途 徑，在 一 些 地 區 亦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通 過 輸 血 而 傳 播 的 報 告 6，而 一 些

血 清 流 行 病 學 研 究 也 顯 示 獸 醫 和 豬 農 因 職 業 而 接 觸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可

能 性。 5 4 、 6 0 、 6 1 戊 型 肝 炎 的 潛 伏 期 長，故 此 難 以 確 定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是

否 涉 其 他 與 食 物 相 關 或 不 相 關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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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場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來 源  
 
37.  研 究 顯 示 ， 一 些 豬 場 有 多 於 一 個 樣 本 對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測 試 呈 陽 性 反

應 ， 因 此 豬 場 環 境 可 能 是 豬 隻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源 頭 。 在 實 驗 環 境 下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只 是 經 口 糞 途 徑 傳 播 ， 並 沒 有 經 扁 桃 腺 和 鼻 分 泌 物 或 受 污 染

的 針 筒 傳 播 。 不 過 ， 三 頭 實 驗 豬 隻 中 ， 只 有 一 頭 證 實 經 這 個 途 徑 受 到 感

染 。 有 關 研 究 報 告 的 作 者 認 為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數 量 較 多 或 多 次 接 觸 到

病 毒 ， 才 會 出 現 經 口 糞 途 徑 感 染 的 情 況 。 6 2 在 豬 場 的 實 際 環 境 ， 大 量 豬

隻 飼 養 於 空 間 有 限 的 豬 舍 ， 不 同 豬 隻 排 出 的 糞 便 堆 在 一 起 。 豬 隻 接 觸 到

糞 堆，便 可 能 出 現 經 口 糞 途 徑 感 染 的 情 況。6 2 研 究 顯 示，在 豬 場 環 境 內 (如

糞 漿 中 )檢 測 到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6 3 、 6 4 此 外，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可 經 由 帶 有 病 毒

的 母 豬 傳 給 小 豬 。 一 項 研 究 指 出 ， 幼 豬 提 早 斷 奶 並 且 與 母 豬 分 隔 ， 或 有

助 減 低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機 會 。 6 5 - 6 7 目 前 ， 農 場 內 和 農 場 之 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傳 播 的 具 體 風 險 因 素 並 不 清 楚 。 1 9  

 
38.  豬 場 的 衞 生 情 況 或 會 影 響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普 遍 情 況 ； 豬 場

衞 生 情 況 較 差 ， 據 報 豬 隻 感 染 或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機 會 較 高 。 3 1 、 3 3 不

過 ， 有 研 究 顯 示 ， 即 使 豬 場 實 施 較 嚴 格 的 衞 生 措 施 ， 對 豬 隻 會 否 感 染 基

因 IV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影 響 不 大 。 3 2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目 前 並 無 提 出 豬

場 衞 生 管 制 的 建 議 。  
 
39.  在 檢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豬 場 逐 一 檢 驗 豬 隻 是 否 帶 有 病 毒 ， 可 能 作 用

不 大，因 為 豬 隻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普 遍，而 且 豬 隻 即 使 感 染 病 毒 ，

成 年 時 通 常 已 經 痊 癒 。 至 於 幼 豬 傳 播 病 毒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必 須 取 得 進 一

步 資 料 ， 包 括 傳 播 途 徑 及 這 個 感 染 源 相 對 於 其 他 潛 在 風 險 因 素 對 引 致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的 影 響 ， 才 能 定 出 適 當 的 風 險 管 理 方 案 。  

 
食 物 安 全 建 議  
 
40.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感 染 源 可 能 是 豬 隻 ， 但 亦 可 能 有 其 他

感 染 源 。 此 外 ， 發 達 國 家 也 有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 感 染 途 徑 、 源 頭 和 發 病 率

則 仍 未 能 確 定 。 6 、 1 9 、 4 0 近 期 有 一 項 研 究 探 討 歐 洲 國 家 本 土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傳 播 途 徑 及 風 險 因 素 ， 結 果 認 為 沒 有 證 據 確 定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的 主 要 傳 播 途 徑 或 風 險 因 素 ， 但 經 動 物 傳 染 的 可 能 性 似 乎 甚 高 。 6 8 由 於

有 證 據 顯 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經 豬 隻 傳 播 ， 因 此 ，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的 建 議 可 有

助 預 防 戊 型 肝 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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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這 項 研 究 測 試 豬 隻 肝 臟 樣 本 ， 但 豬 隻 體 內 並 非 只 限 肝 臟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研 究 發 現，豬 隻 感 染 豬 戊 型 肝 炎 病 毒，病 毒 不 單 會 在 肝 臟 複 製 ，

還 會 在 淋 巴 結 、 結 腸 、 小 腸 及 脾 臟 複 製 ； 豬 隻 感 染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病 毒 除 了 在 上 述 器 官 複 製 外 ， 還 會 在 胃 部 、 腎 臟 、 扁 桃 腺 及 唾 腺 複 製 。 6 9

此 外 ， 如 上 文 所 述 ，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亦 可 能 是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潛 在 感 染

源 。 我 們 必 須 妥 善 處 理 和 配 製 這 些 食 物 ， 以 減 低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及 其

他 食 源 性 病 原 體 的 風 險 。  
 
42.  徹 底 煮 熟 食 物 ， 可 消 除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豬 肝 在

攝 氏 191 度 下 炒 5 分 鐘 或 在 沸 水 中 煮 5 分 鐘 (豬 肝 內 部 溫 度 達 攝 氏 71 度

或 以 上 )， 然 後 製 成 勻 漿 ， 注 射 入 豬 隻 體 內 ， 結 果 接 受 注 射 的 豬 隻 並 無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7 0 此 外 ， 在 滾 水 中 煮 以 提 高 中 心 溫 度 至 攝 氏 90 度 不 少

於 90 秒，是 歐 洲 國 家 對 於 在 污 染 程 度 較 高 的 水 域 所 收 集 的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的 強 制 性 要 求 ， 而 這 種 處 理 方 法 亦 適 用 於 比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更 能 抵 抗 熱

力 的 甲 型 肝 炎 病 毒 。 7 1 - 7 3 有 些 人 可 能 愛 吃 剛 熟 的 豬 肝 或 介 貝 類 水 產 ， 認

為 這 樣 較 為 美 味 ， 所 以 豬 肝 和 其 他 豬 產 品 及 介 貝 類 水 產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例

如 進 食 火 鍋 或 生 滾 粥 時 )未 必 會 徹 底 煮 熟 ， 於 是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及 其 他

食 源 性 病 原 體 的 風 險 便 會 增 加 ， 特 別 是 對 高 危 人 口 組 別 而 言 。  
 
43.  孕 婦 (尤 其 是 妊 娠 第 三 期 的 孕 婦 )染 上 戊 型 肝 炎 可 能 會 致 命 。 除 孕 婦

外 ， 慢 性 肝 病 患 者 應 慎 防 感 染 食 源 性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因 為 有 報 告 指 出 ，

在 發 達 國 家 ， 慢 性 肝 病 患 者 如 再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可 導 致 嚴 重 肝 臟 代

償 失 調 ， 發 病 率 及 死 亡 率 均 較 高 。 4 此 外 ， 有 關 一 九 九 八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研 究 發 現 ，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患 者 的 年 齡 中 位 數 為 48.5 歲 ， 7 4

表 示 半 數 患 者 的 年 齡 超 過 這 個 歲 數 。 因 此 ， 長 者 亦 應 小 心 留 意 容 易 帶 有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食 物 。  
 
44.  食 物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應 遵 守 良 好 的 個 人 和 衞 生 守 則 ； 徹 底 煮 熟 肉 類 和

內 臟 ； 防 止 食 物 煮 熟 後 受 到 污 染 。 中 心 已 訂 定 配 製 和 處 理 肉 類 和 肉 類 製

品 (包 括 內 臟 )的 安 全 指 引 ， 以 及 預 防 甲 型 肝 炎 及 戊 型 肝 炎 的 食 物 衞 生 守

則 。 這 些 指 引 和 守 則 一 般 都 適 用 於 預 防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和 其 他 食 源 性

病 原 體 。  
 
研 究 的 局 限 和 日 後 的 研 究  
 
45.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成 為 新 發 現 病 毒 的 情 況 ， 或 須 予 緊 密 監 察 。 從 這 項 研

究 可 見 ， 從 中 國 內 地 進 口 豬 隻 及 本 港 患 者 檢 出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毒 株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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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 些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我 們 必 須 監 察 動 物 和 人 類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的 情

況 ， 以 掌 握 病 毒 的 流 行 趨 勢 。  
 
46.  這 項 研 究 發 現 ， 豬 隻 可 能 是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感 染 源 。

不 過 ， 這 項 研 究 只 對 病 毒 的 ORF2 部 分 序 列 進 行 測 序 。 如 果 有 更 多 基 因

序 列 數 據 (即 其 他 基 因 數 據 )，可 有 助 確 定 研 究 結 果 及 確 定 與 其 他 毒 株 的 關

聯。此 外，一 些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病 毒 分 離 株，其 部 分 序 列 與 豬 隻 的 不 同 ，

並 沒 有 納 入 這 項 研 究 的 範 圍 。 分 析 其 他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的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基

因 序 列 數 據 ， 或 有 助 確 定 不 同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毒 株 的 流 行 情 況 ， 以 及 豬 隻

帶 有 的 病 毒 毒 株 是 否 在 人 類 比 較 流 行 。  
 
47.  應 留 意 的 是 ， 這 項 研 究 的 樣 本 數 目 有 限 ， 而 且 只 收 集 豬 肝 樣 本 進 行

測 試 。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亦 可 能 還 有 其 他 感 染 源 。 測 試 其 他 種 類 的 食 物 (例 如

非 即 食 的 雙 殼 介 貝 類 水 產 )可 取 得 進 一 步 資 料 ， 有 助 找 出 本 地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其 他 潛 在 感 染 源 。 此 外 ， 由 其 他 來 源 而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 如 受 污 染 的

水 ， 並 沒 有 包 括 在 是 次 研 究 中 。  
 

結 論 及 建 議  

 
48.  這 項 研 究 顯 示 ， 本 港 市 面 供 應 的 新 鮮 豬 肝 中 ， 燒 種 豬 的 肝 臟 樣 本 檢

測 到 基 因 IV 型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 但 肉 豬 (大 部 分 從 中 國 內 地 進 口 的 活 豬 )的

肝 臟 樣 本 卻 檢 測 不 到 病 毒 。 一 些 豬 隻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 與 本 地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包 括 在 抽 樣 期 間 發 病 的 個 案 及 過 去 錄 得 的 個 案 )的 病 毒 分 離 株 部 分 序

列 相 同 ， 這 些 資 料 顯 示 豬 隻 可 能 是 本 地 人 類 戊 型 肝 炎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病

毒 源 頭 。 另 一 方 面 ， 不 少 文 獻 指 出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可 通 過 其 他 源 頭 傳 播 ，

例 如 受 污 染 的 水 或 未 徹 底 煮 熟 的 貝 類 水 產 。 事 實 上 ， 一 些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檢 出 的 病 毒 有 部 分 序 列 與 豬 隻 樣 本 相 同 ， 但 患 者 在 發 病 前 並 無 進 食 豬 內

臟 。  
 
49.  有 證 據 顯 示 ， 豬 隻 可 能 是 戊 型 肝 炎 的 感 染 源 ， 因 此 現 時 中 心 提 出 的

建 議 主 要 針 對 食 物 安 全 。 食 物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應 遵 守 良 好 的 個 人 和 衞 生 守

則 ； 徹 底 煮 熟 肉 類 和 內 臟 ； 防 止 食 物 煮 熟 後 受 到 污 染 。 對 於 孕 婦 、 長 者

及 慢 性 肝 病 患 者 等 屬 於 高 危 人 口 組 別 的 人 士 來 說 ， 這 些 建 議 尤 為 重 要 。

中 心 已 訂 定 配 製 和 處 理 肉 類 和 肉 類 製 品 (包 括 內 臟 )的 安 全 指 引，以 及 預 防

甲 型 肝 炎 的 食 物 衞 生 守 則。這 些 指 引 和 守 則 一 般 都 適 用 於 預 防 戊 型 肝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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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最 後 ， 我 們 建 議 食 物 業 界 和 市 民 日 常 處 理 食 物 時 ， 應 實 踐 “食 物 安 全

五 要 點 ”， 以 配 製 安 全 而 衞 生 的 食 物 ：  
 

1 .  精 明 選 擇 (選 擇 安 全 的 原 材 料 )  

2 .  保 持 清 潔 (保 持 雙 手 及 用 具 清 潔 )  

3 .  生 熟 分 開 (分 開 生 熟 食 物 )  

4 .  煮 熟 食 物 (徹 底 煮 熟 食 物 )  

5 .  安 全 溫 度 (把 食 物 存 放 於 安 全 溫 度 )  

 
下 文 為 業 界 和 市 民 提 供 一 些 實 用 貼 士 ， 以 協 助 他 們 在 日 常 生 活 應 用 “食 物

安 全 五 要 點 ”， 從 而 減 低 從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感 染 戊 型 肝 炎 病 毒 及 其 他 食 源

性 病 原 體 的 風 險 。  
 
給 業 界 的 建 議  
 
選 購 及 接 收  

 向 認 可 和 可 靠 的 供 應 商 購 買 食 物 及 食 物 配 料 。  

 選 用 新 鮮 和 衞 生 的 食 物 配 料 ， 並 在 接 收 配 料 時 檢 查 品 質 。  

 
貯 存  

 最 好 用 兩 個 雪 櫃 分 開 貯 存 生 的 食 物 和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 。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 和 生 的 食 物 (例 如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如 貯 存 在 同 一

雪 櫃 ：  

 用 有 蓋 的 容 器 存 放 食 物 ， 避 免 生 的 食 物 與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互

相 接 觸 。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放 在 雪 櫃 上 格 ， 生 的 食 物 放 在 下 格 ， 以 免 生

的 食 物 汁 液 滴 在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上 。  
 
配 製  

 設 備 和 用 具 接 觸 食 物 的 表 面 應 保 持 清 潔 衞 生 。  

 用 具 和 工 作 枱 每 次 使 用 後 ， 用 熱 水 和 清 潔 劑 清 洗 。  

 把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切 成 薄 片 ， 以 加 快 受 熱 的 速 度 ， 尤 其 是 用 於 火 鍋

和 生 滾 粥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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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不 同 的 用 具，分 開 處 理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和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例 如 以 不 同 顏 色 的 標 籤 識 別 不 同 的 用 具 (包 括 砧 板 和 刀 )： 

紅 色  －  生 的 食 物  

藍 色  －  煮 熟 的 食 物  

綠 色  －  即 食 食 物  
 
烹 煮  

 視 乎 厚 度 和 份 量 ， 將 切 片 的 豬 肝 ， 用 沸 水 烹 煮 或 熱 煎 鍋 /鑊 炒 最 少 三

至 五 分 鐘 。  

 食 物 處 理 人 員 應 注 意 ， 加 熱 到 中 心 溫 度 攝 氏 90 度 及 維 持 1.5 分 鐘 才

可 滅 活 貝 類 水 產 中 的 甲 型 肝 炎 病 毒 。 因 此 ， 對 於 貝 類 海 產 ， 要 用 沸

水 烹 煮 至 外 殼 打 開 ， 然 後 再 煮 三 至 五 分 鐘 。  

 烹 煮 肉 類 及 內 臟 ， 須 煮 至 肉 汁 清 澈 而 不 呈 紅 色 ， 煮 熟 的 肉 類 及 內 臟

切 開 時 不 應 見 血 。  

 
個 人 衞 生  

 經 常 保 持 良 好 的 個 人 衞 生 習 慣 ， 包 括 ︰  

 在 處 理 食 物 前 、 配 製 食 物 期 間 、 處 理 生 的 肉 類 或 內 臟 後 ， 以 及

處 理 不 潔 的 設 備 或 用 具 後 ， 在 水 龍 頭 下 以 清 水 和 梘 液 徹 底 清 洗

雙 手 20 秒 ；  

 外 露 的 傷 口 應 貼 上 鮮 色 的 防 水 膠 布 或 戴 上 手 套 ；  

 如 染 上 或 懷 疑 染 上 傳 染 病 或 出 現 感 冒 、 腹 瀉 、 嘔 吐 、 發 燒 、 咽

喉 痛 及 腹 痛 等 病 徵 ， 應 暫 停 處 理 食 物 。  
 
給 市 民 的 建 議  
 
選 購 及 接 收  

 向 認 可 和 可 靠 的 店 鋪 購 買 食 物 及 食 物 配 料 。  

 選 購 新 鮮 和 衞 生 的 食 物 配 料 ， 並 在 接 收 配 料 時 檢 查 品 質 。  

 
貯 存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應 與 其 他 食 物 分 開 放 置 在 購 物 手 推

車 和 購 物 袋 ， 避 免 汁 液 污 染 其 他 食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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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 物 放 入 雪 櫃 時 ：  

 用 有 蓋 的 容 器 存 放 食 物 ， 避 免 生 的 食 物 與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互

相 接 觸 。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放 在 雪 櫃 上 格 ， 生 的 食 物 放 在 下 格 ， 以 免 生

的 食 物 汁 液 滴 在 即 食 或 煮 熟 的 食 物 上 。  
 
配 製  

 食 物 配 製 範 圍 和 接 觸 食 物 的 用 具 應 保 持 清 潔 衞 生 。  

 用 具 和 工 作 枱 每 次 使 用 後 ， 用 熱 水 和 清 潔 劑 清 洗 。  

 把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切 成 薄 片 ， 以 加 快 受 熱 的 速 度 ， 尤 其 是 用 於 火 鍋

和 生 滾 粥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  

 用 不 同 的 用 具，分 開 處 理 生 的 食 物 (包 括 生 的 肉 類 和 內 臟 )和 煮 熟 或 即

食 的 食 物，例 如 以 不 同 顏 色 的 標 籤 識 別 不 同 的 用 具 (包 括 砧 板 和 刀 )： 

紅 色  －  生 的 食 物  

藍 色  －  煮 熟 的 食 物  

綠 色  －  即 食 食 物  
 
烹 煮  

 視 乎 厚 度 和 份 量 ， 將 切 片 的 豬 肝 ， 用 沸 水 烹 煮 或 熱 煎 鍋 /鑊 炒 最 少 三

至 五 分 鐘 。  

 消 費 者 應 注 意 ， 加 熱 到 中 心 溫 度 攝 氏 90 度 及 維 持 1.5 分 鐘 才 可 滅 活

貝 類 水 產 中 的 甲 型 肝 炎 病 毒 。 因 此 ， 對 於 貝 類 海 產 ， 要 用 沸 水 烹 煮

至 外 殼 打 開 ， 然 後 再 煮 三 至 五 分 鐘 。  

 烹 煮 肉 類 及 內 臟 ， 須 煮 至 肉 汁 清 澈 而 不 呈 紅 色 ， 煮 熟 的 肉 類 及 內 臟

切 開 時 不 應 見 血 。  

 在 進 食 火 鍋 時 ， 使 用 兩 套 筷 子 和 用 具 ， 分 開 處 理 生 和 熟 的 食 物 ， 以

免 交 叉 污 染 。  

 
個 人 衞 生  

 經 常 保 持 良 好 的 個 人 衞 生 習 慣 ， 包 括 ︰  

 在 處 理 食 物 前 、 配 製 食 物 期 間 、 處 理 生 的 肉 類 或 內 臟 後 ， 以 及

進 食 前 ， 在 水 龍 頭 下 以 清 水 和 梘 液 徹 底 清 洗 雙 手 20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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