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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疾病資訊

•感染控制建議

–家居檢疫人士

–物業管理人員

•相關指引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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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 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 病徵

–發燒、乾咳、感到疲乏(最常見)

–鼻塞、頭痛、結膜炎、喉嚨痛

–腹瀉

–喪失味覺或嗅覺

–皮疹

• 有些受感染者只有很輕微或不明顯的病徵

• 有些則可能出現嚴重的徵狀，例如呼吸困難、胸口痛或精神混亂等

• 年齡較大或本身有健康問題的患者（例如高血壓、心肺疾病、糖尿病或癌症
等），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情況

• 潛伏期

–大多是1-14天

Coronavirus
冠 狀 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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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途徑
主要傳播途徑

飛沫傳播

• 透過由患者咳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

接觸傳播

• 直接接觸：透過接觸感染者的分泌物或其他體液

• 間接接觸：透過接觸受到患者體液污染的環境及物品

時刻保持手部衞生、正確佩戴貼面
的外科口罩和正確的環境清潔及消
毒能有效降低感染和傳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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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新冠疫情現時非常嚴峻，為盡快遏止病毒擴散，政府已推

行「居安抗疫」計劃

–衞生署會分別向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或次密切接觸者
發出14天或4天強制家居檢疫令

•政府強烈呼籲各持份者攜手協力， 使「居安抗疫」計劃
能順利實行。為將傳播風險減至最低，衞生署已制訂感染
控制指引給予相關人士／單位，當中包括

–家居檢疫人士

–網購公司和餐飲外賣平台的快遞員

–物業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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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檢疫人士

•為密切接觸者(14天)或次密切接觸者即與密切
接觸者同住的人士(4天)

•除了棄置垃圾、前往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採樣，
或經由家居檢疫小組允許的指定活動外，必須
於整個檢疫期間逗留在該單位內
–除上述活動外，檢疫期間必須關上該單位的大門

•如符合以下條件，可以將垃圾棄置於指定的垃
圾收集點，包括：
1. 當日的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

2. 佩戴一個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及

3. 於離開單位前做好手部衞生並於棄置垃圾後儘快返
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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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Control Advice to Persons of Home QuarantineAnnex 2

附件2



(Close Contacts or Contacts of Close Contact)

給家居檢疫人士的感染控制建議（密切接觸者或次密切接觸者）



Infection Control Advice to Persons Undergoing Home Quarantine

給家居檢疫人士的感染控制建議



· Stay in place of quarantine during the whole quarantine period, except for disposal of garbage, going to community testing centres for swab taking, or for any other activities as agreed by Home Quarantine Task Force (HQTF)

除了棄置垃圾、前往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採樣，或經由家居檢疫小組允許的指定活動外，必須於整個檢疫期間逗留在該單位內



· Any other person(s) should not enter the place of quarantine (e.g. friends or relatives not living together) 

其他人士（包括朋友、親友或非同住人士），不可進入該單位



· Keep the flat door close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except for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除上述活動外，檢疫期間必須關上該單位的大門



· Perform hand hygiene frequently and observe cough manner

經常清潔雙手和注意咳嗽禮儀



· Keep the place well ventilated by keeping windows open as far as feasible

盡可能打開窗戶以保持單位空氣流通



· Clean and disinfect the home environment daily with 1 in 99 diluted household bleach (mixing 10 ml of bleach containing 5.25% sodium hypochlorite with 990 ml of water), leave for 15-30 minutes and then rinse with water. For metallic surface, disinfect with 70% alcohol

每日清潔和消毒家居環境。可使用1比99稀釋家用漂白水（把10 ml含5.25% 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990 ml清水混和）消毒，待15至30分鐘後，用清水清洗並抹乾，金屬表面則可用70%酒精消毒



· If places are contaminated by respiratory secretions, vomitus or excreta, use strongly absorbent disposable towels to clean up the visible matter. Then disinfect the surface and the neighbouring area with disinfectant. For non-metallic surface, disinfect with 1 in 49 diluted household bleach (mixture of 10ml of household bleach containing 5.25% sodium hypochlorite with 490ml of water), leave for 15-30 minutes, and then rinse with water. For metallic surface, disinfect with 70% alcohol

被呼吸道分泌物、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的物品表面或地方，應先用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理可見的污物，然後用1比49稀釋家用漂白水（把10 ml含 5.25%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490ml清水混和）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及鄰近各處，待15至30分鐘後，用清水清洗並抹乾，金屬表面則可用70%酒精消毒



· Put the toilet lid down before flushing 

如廁後先蓋廁板再沖廁



· Wash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after toileting

如廁後應以梘液和水清潔雙手



· Pour about half a litre of water in each floor drain outlet once per week

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



· For household member who develops respiratory symptom, he or she should put on a well-fitted surgical mask, and inform relevant parties as advised as soon as possible

若出現發燒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徵或身體不適，應戴上一個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及即時聯絡有關單位



· Wear a well-fitted surgical mask properly whenever open the door to receive deliveries or leave the flat for garbage disposal after a negative same-day Rapid Antigen Test (RAT) result 

如當日的快速測試結果呈陰性，在必須正確佩戴一個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後，可以打開單位大門接收送遞物品或棄置垃圾





Infection Control Advice for Receiving Delivery Items (e.g. meals, and online purchase goods) 

接收送遞物品（例如膳食，網上購物貨品）時的感染控制建議



· May put a chair outside the flat for receiving delivery items

可將椅子放在單位外，以接收送遞的物品



· Collect them after the delivery person has left as far as feasible.  

應等待送遞人員離開樓層時，才接收送遞物品



· Wear a well-fitted surgical mask properly when opening door to collect delivery items

開門接收物品前，必須正確佩戴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



· Close the door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collected the items

接收物品後儘快把大門關上



· The packaged bag(s) should be properly wrapped before disposal in rubbish bins of the flat; Practice hand hygiene afterwards

妥善包紮好物品的包裝袋後棄於家中的垃圾桶內，然後清潔雙手





Infection Control Advice for Garbage Disposal

棄置垃圾時的感染控制建議



· Dispose garbage to designated refuse collection point is allowed provided (1) negative same-day Rapid Antigen Test (RAT) result, (2) wear well-fitted surgical mask properly, (3) practice hand hygiene before leaving the flat and immediately after returning 

如符合以下條件，可以將垃圾棄置於指定的垃圾收集點，包括：（i）當日的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ii）佩戴一個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及（iii）於離開單位前做好手部衞生並於棄置垃圾後儘快返回單位



· Properly wrap the garbage with strong garbage bag (or use double bags if necessary) and do not overfill the bags to avoid leakage 

用堅固的垃圾袋（如有需要或可使用兩個垃圾袋）將垃圾妥善包紮好，切勿過滿以避免洩漏



· Keep the duration of door opening and leaving flat as short as possible

盡量縮短打開單位門口和離開單位棄置垃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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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送遞物品時

•他們的親友、網購公司、或餐飲外賣平台的快遞員可為接
受家居檢疫人士送遞日常用品和食物送至接受家居檢疫人
士的住址單位外，但不可進內，以減低他們受感染的風險

–可將椅子放在單位外，以接收送遞的物品

–應等待送遞人員離開樓層時，才接收送遞物品

–開門接收物品前，必須正確佩戴緊貼面部的外科口罩

–接收物品後儘快把大門關上

–妥善包紮好物品的包裝袋後棄於家中的垃圾桶內，然
後清潔雙手



給物業管理人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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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個人衞生
• 每天工作前需先量度體溫，如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病徵或突然喪

失味覺/嗅覺時，要立即通知管理層並求醫，不要上班

• 正確佩戴外科口罩，口罩須能緊貼面部並完全覆蓋口、鼻和下巴

• 注意個人衞生，正確清潔雙手，尤其在觸摸眼晴、口和鼻前、如廁
後及觸摸公共設施後，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時，須用梘液及清水潔手
；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用含70-80%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 提醒住戶正確佩戴口罩及正確清潔雙手

• 盡量與住戶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減少與住戶接觸

•完成整個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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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安排

• 協助或為網購公司和餐飲外賣平台的快遞員提供便利，以
便他們可以將日常用品和食物送至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住
址單位外

•應要求所有訪客登記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探
訪日期及時間），以方便在有需要時追蹤接觸者
–如果物業已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應鼓勵所有訪
客使用

•為所有進入大廈的訪客作體溫監測，並拒絕發燒訪客進入
大廈

•所有訪客在進入大廈前必須戴上口罩及保持雙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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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空氣流通

•如情況許可，應適當地打開窗戶以增加鮮風供應

•如在室內空間使用風扇（如掛牆風扇、擺動型風扇
或抽氣風扇），應同時增加與室外空氣轉換（如開
啟窗戶或將空調設備的鮮風增至最大）。儘可能避
免風從一人（或一組人）吹向其他人

•確保空調系統運行良好，並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供應
，並定期清潔空氣過濾器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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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環境清潔和消毒

• 病毒可在環境中生存一段時間，所以需要加強清潔和消毒經常接觸的
表面和公共物件

• 提醒清潔人員於大廈內有受檢疫人士，並確保清潔人員於執勤時嚴格
遵守相關的感染控制措施

• 加強大廈公共地方的環境清潔和消毒以保持環境衛生
– 公眾經常到訪的地方 (例如升降機、扶手電梯 、大堂入口、等候 處、

走廊、更亭、大堂詢問處和休憩地方)，每天清潔和消毒最少兩次

– 經常接觸的表面(例如按鈕、扶手、拉手、坐椅和信箱)，最少每二至四
小時清潔和消毒一次，並於有明顯污垢時清潔和消毒

– 每天妥善清除存放於垃圾房內的垃圾及廢物，每天清潔和消毒相關設施
最少兩次

• 定期清潔升降機內的抽氣扇，並保持其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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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消毒劑和方法

漂白水
1:49

• 消毒劑的選擇
 含5.25%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是方便有效的消

毒清潔劑
 稀釋漂白水時要用冷水，因為熱水會令主要

成分分解，失去效能
 經稀釋的漂白水應該在準備後24小時內使用

 消毒金屬表面，可使用70%酒精抹拭消毒

 不建議噴灑消毒液。這樣做或對身體有害，而且
並不會降低病毒傳播

 如果使用消毒液，應該用浸透消毒液的抹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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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和消毒

•使用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即把 1 份含5.25%次氯酸
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99 份清水混和）消毒，待15－30分鐘
後，用水清洗並抹乾

•被呼吸道分泌物、嘔吐物汚染的物品表面或地方，應先用
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理可見的污物，然後用1 比 49 稀
釋家用漂白水（把一份含 5.25% 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49 份清水混和）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及鄰近各處，待 15－
30 分鐘後，用水清洗並抹乾

•電子產品和金屬表面則可用70%酒精消毒

14



注重手部衞生

最簡單、最有效防止傳染病傳播的方法

•梘液和清水
當手部沾有明顯污垢時或如廁後，以梘液和清水
洗手

•酒精搓手液
如手部沒有明顯污垢時，宜用70-80%酒精搓手液
潔手

搓手最少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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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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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衞生示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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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AxTV9COcoUg

https://youtu.be/AxTV9COcoUg


最後，政府鄭重呼籲所有市民
提高警覺，做好個人衞生，妥
善佩戴口罩，接種疫苗，同心
抗疫，攜手將疫情的影響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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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指引和教材

• 物業管理的感染控制須知 (影視教材)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101468.html

•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給物業管理的健康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for_properties_management_for_nid_
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pdf

• 給物業管理人員的感染控制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ic_advice_to_property_management_chp_tc.
pdf

• 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處理郵件、食品及包裝的健康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for_handling_mail_food_product_and
_packaging_on_the_prevention_of_covid_19_chi.pdf

•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資訊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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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gov.hk/tc/static/101468.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for_properties_management_for_nid_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ic_advice_to_property_management_chp_tc.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for_handling_mail_food_product_and_packaging_on_the_prevention_of_covid_19_chi.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居安抗疫計劃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ome-quarant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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