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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肝臟疾病

部分患者未能清除病毒而發展為慢性乙型肝炎

受感染時的年齡愈小，風險愈高

若初生嬰兒受到感染，有九成機會發展為慢性乙型肝炎

未有接受治療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當中，約15-40%長遠會出現肝硬化或肝癌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可持續沒有症狀，直至肝臟受嚴重損害後才出現徵狀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慢性肝炎 肝硬化 肝癌

乙型肝炎簡介

香港的肝癌病人中，約八成屬乙型肝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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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的傳播途徑

本港大部份乙型肝炎患者是經母嬰傳播感染

無論在自然分娩或剖腹生產過程中，患有乙型肝炎的母親都有機會把
乙型肝炎病毒傳播給嬰兒

乙型肝炎簡介

母嬰傳播
性接觸

接觸感染者的
血液或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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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流行情況

衞生署 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首次納入關於病毒性肝炎的調查問題和測試，
分析本港人口病毒性肝炎的狀況

住戶調查

• 成功訪問超過16 000名 15歲或以上的陸上
非住院香港人口

• 病毒性肝炎病史及治療情況、慢性病毒性
肝炎及相關的併發症等資料

身體檢查

• 抽選15至84歲受訪者進行身體檢查

• 共超過2 000名受訪者完成涵蓋主要肝炎病毒
(甲型、乙型、丙型和戊型)  的血液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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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流行情況

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發現，

6.2%的參與者 (15至84歲 )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測試呈陽性 ，代表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按照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結果作推算，全港整體人口當中

約5.6%
41萬人

患有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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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在香港屬

中高流行程度

世界衞生組織按一般人口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率劃分乙型肝炎流行程度為:

高 (>8%) 、中高 (5% - 7.9%)、中低 (2% - 4.9%) 及低 (<2%)



本地流行情況

年青一代的乙型肝炎感染率明顯較低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率
15至24歲 = 0.3%
25至34歲 = 1.5%

自1980年代實施的一系列預防

乙型肝炎母嬰傳播的措施

有效降低年青一代至少於1%的

乙型肝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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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 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

https://www.hepatitis.gov.hk/tc_chi/mtct/maternal_transmission_of_hepatitis_b.html


預防乙肝母嬰傳播

自1980年代本港已採取一糸列預防乙型肝炎母嬰傳播的措施

為所有新生嬰兒
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為所有孕婦進行
乙型肝炎篩查

為乙肝孕婦所生的嬰兒
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自2001年起，衞生署定期進行全港免疫接種覆蓋

調查，以監察本港學前兒童的疫苗接種率。

過去的調查一直顯示，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種覆蓋率

維持在非常高水平，達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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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patitis.gov.hk/tc_chi/mtct/maternal_transmission_of_hepatitis_b.html


本地流行情況

預防乙型肝炎母嬰傳播的措施有效降低年青一代的

乙型肝炎感染率

香港整體人口的乙型肝炎感染率呈下降趨勢

醫務衞生署
1978-79年

9.5%

衞生署
2001年

8.8%

香港大學
2015-16年

7.2%

香港中文大學
2018-20年

6.3%

衞生署
2020-22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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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香港醫學會醫刊，1985，37(2)：27-30.
2. 2022年香港病毒性肝炎監測報告
3. 傳染病雜誌，2019，219(12)：1924-33.
4. 流行病學和感染，2023，151:e22.
5. 病毒性肝炎主題性報告（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



本地流行情況

35歲或以上人士的乙型肝炎感染率明顯較高

35至54歲人士 = 8.4%

主要是於1988年前出生，未受惠於普及兒童
乙型肝炎疫苗接種計劃的市民

乙型肝炎對本港公共衞生的負擔

仍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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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 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



乙肝患者就醫情況

不知道已感染乙型肝炎

~ 40% ~ 70%

沒有跟進乙型肝炎

經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發現患有乙型肝炎的參與者中

11



乙肝抗病毒藥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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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02 2005 2006 2008 2018

Lamivudine
拉米夫定

Adefovir
阿德福韋

Entecavir
恩替卡韋

Telbivudine
替比夫定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富馬酸替諾福韋

Tenofovir
alafenamide
磷丙替諾福韋

Peg-interferon
聚乙二醇干擾素

1990

Interferon-alpha
傳統干擾素

現時乙肝口服抗病毒藥物

 能有效抑制乙肝病毒複製，減低患上肝硬化、肝衰竭及肝癌的風險

 副作用少、抗藥風險低



防控病毒性肝炎

為達致世界衞生組織訂下於2030年或之前消除病毒性肝炎
作為公共衞生威脅的全球目標

政府於2018年7月成立預防及控制病毒性肝炎督導委員會，就預防及
控制病毒性肝炎的整體政策、具體策略和資源運用向政府提供建議

政府於2020年10月訂立《2020–2024年香港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

採納四項核心策略，制定了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及其他持份者的
具體行動，以推動消除慢性肝炎的進程

重點預防乙肝母嬰傳播

及早識別和治理慢性肝炎 13



預防乙肝母嬰傳播

為所有新生嬰兒
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為所有孕婦進行
乙型肝炎篩查

為乙肝孕婦所生的嬰兒
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為患有乙肝且
病毒載量高的孕婦
提供抗病毒藥物

為達致「無乙肝新一代」的目標
自2020年8月起，為患有乙肝且病毒
載量高的孕婦提供抗病毒藥物，
進一步降低母嬰傳播風險

預防乙肝母嬰傳播新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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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patitis.gov.hk/tc_chi/mtct/maternal_transmission_of_hepatitis_b.html


預防乙肝母嬰傳播

為達致「無乙肝新一代」的目標

自2022年1月起，為母親是乙肝患者的
嬰兒安排接種乙型肝炎疫苗後的血清測試，
確保高危嬰兒已受保護

截至2023年底，共1990名嬰兒接受了
接種乙肝疫苗後的血清測試

94.8% ( 1886 )4.9% ( 97 )0.4% ( 7 )

當中62名兒童完成第二次乙肝疫苗接種及血清測試，
結果顯示全部都已對疫苗產生免疫反應及已受保護

預防乙肝母嬰傳播新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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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patitis.gov.hk/tc_chi/mtct/maternal_transmission_of_hepatitis_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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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篩查 早發現 早醫治

較高感染風險人士應及早檢測

及早識別和治理慢性肝炎

衞生署聯同醫院管理局透過多項措施，致力提升診斷及治療
慢性肝炎的服務容量

衞生署服務較高風險人士的相關單位一直加強以風險為本的
病毒性肝炎篩查服務

社會衞生科診所 (男男性接觸者及性工作者)

美沙酮診所 (注射毒品人士)

綜合治療中心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較高風險感染人士)

長者健康中心、婦女健康服務、公務員診所
(乙型肝炎患者的家庭成員及性伴侶)



衞生署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並聯同地區康健中心及非政府組織合辦健康推廣活動，
包括公眾講座及展覽，向市民推廣進行肝炎測試及醫療跟進的重要性

繼續為醫護人員及風險群組服務提供者提供培訓
17

早篩查 早發現 早醫治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666428185529830&set=a.348153910690594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1JkKZ3CcY9ms6XsXuW11kFJ_oBGPe10


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於2023年9月制訂《慢性乙型肝炎成年病人的基層醫療治理指引》
並於醫管局試行基層醫療與專科的合作治理模式

病情穩定的患者由基層醫療醫生治理

病情較複雜的患者由肝臟專科醫生跟進

有關經驗將有助規劃在基層醫療層面進行篩查及治理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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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篩查 早發現 早醫治



督導委員會確立必須在基層醫療層面提升乙型肝炎的診斷和
治療能力，以應付乙型肝炎篩查及長期醫療護理的大量需求

衞生署正委託大學進行研究，就在本港推行乙型肝炎篩查作
經濟效益評估，將為制訂擴大乙型肝炎篩查的策略和資源
運用提供重要參考

督導委員會將繼續密切關注本地及國際的情況，就預防及控
制慢性肝炎的可行、可持續而有效的策略，向政府提供建議，
並將制定下一份 2025–2030年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

💰💰

防控病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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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聯同持份者攜手努力，以實現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標

學術機構

非政府組織

專業團體
20

防控病毒性肝炎



健康建議

較高感染風險人士應及早檢測

慢性肝炎患者應定期跟進和檢查，
以及早醫察覺和治理肝臟的變化

市民應採取預防感染肝炎的措施，
例如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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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議



有關病毒性肝炎主題性報告及資訊，可瀏覽 www.hepatitis.gov.hk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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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議

http://www.hepatitis.gov.hk/
http://www.hepatiti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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