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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流感是威脅人類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

• 2008年共有 504 人士因流感而在威爾斯親

王醫院留醫

• 增加對流感傳播模式的認識有助有效地控

制其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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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帶地區每年冬季都會出現一個流感高峰

• 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每年的流感高峰出現時間則變化較大，

而且資料亦不多

• 在香港，流感在夏季亦有「相當」活躍度

• 增加流感季節性變化的認識有助於計劃注射疫苗時間及醫

護資源分配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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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 

• 香港流感季節性活躍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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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 10 年: 1997-2006
• 確診的甲型及乙型流感

•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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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6 確診流感個案

• 10 年間:
總數 = 7538 病者

甲型: 6076 (81%)
乙型: 1462 (19%)

• 每年:
甲型: 244 – 1183病者

乙型: 51 – 268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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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6 年 : 每週甲型流感入院人數

•甲型流感有2個高峰

•冬/春季高峰 :  二、三月

•夏季高峰 :  六、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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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6 年 : 每週乙型流感入院人數

•乙型流感有1個 (有時2個) 高峰

•主峰: 冬/春季高峰 : 二、三月

•副峰, 不經常: 夏季高峰 - 10年內有4年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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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二): 

• 香港流感活躍度與天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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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的概念:

• 1997-2006年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確診流感個

案

• 沙田每天的氣温和相對濕度

• 與入院前的天氣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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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流感與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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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0771x + 2.5335
R2 = 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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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0486x - 1.3062
R2 =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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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甲型流感高峰出現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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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乙型流感高峰出現的氣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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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型流感影響人類健康較乙型流感大

• 在香港，甲型和乙型流感都有兩個高峰，但兩類

流感出現高峰的情况都不同

• 流感的活躍度與氣溫和相對濕度有相關，會繼續

研究如何應用這方面的發現

主要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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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與假設:

人體健康
及

對流感的抵抗力

觀察到的現象代表一個複雜相互作用的整體效應

病毒的
存活能力

傳播能力

間接影響:

人類活動,

空氣流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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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變化天氣變化



帶給公眾的重要訊息:

• 在香港，何時注射疫苗最好 ??

• 提早或延遲注射疫苗有不妥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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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流感冬/春季和夏季高峰相對強度的變化

非典型肺炎

冬/春季 >> 夏季

冬/春季 ==夏季

冬/春季 <<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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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每年注射疫苗的時間最好在11月 - 12 月

• 香港有兩個流感高峰

• 疫苗在注射後 1-3 週 才產生保護能力，保護期只維持數月

• 提早注射疫苗可能對近年在香港活躍度越來越高的夏季高峰失去保護

能力

• 延遲注射疫苗則未能及時對冬/春季的高峰產生保護能力

帶給公眾的重要訊息帶給公眾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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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公眾的重要訊息帶給公眾的重要訊息::

• 預計香港今年夏天的天氣接近正常

• 市民在未來數月需特別注意個人及公眾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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