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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鉛含量低於標準兒童有機會出現專注力問題、IQ低 

香港兒科醫學會、香港兒科基金：兒童問題不能見步行步   

制訂全面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刻不容緩   

 
兒童是香港的未來，成年人有責任為他們營造安全、公平、健康成長的發展環境。不過，連日來多宗

兒童被父母傷害的新聞、擾攘多月的鉛水事件，政府至今仍然沒有完整的處理方法支援受影響的兒

童。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表示，兒童問題不能見步行步，現今的兒童面對不少新類型的健

康挑戰，虐兒及鉛水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種種問題均反映制訂香港兒童健康政策的重要性。 

 
鉛水事件擾攘多月，成年人製造出來的問題，最終卻是兒童承受惡果。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

金於上月就鉛水對兒童健康的影響舉辦專家論壇，並徵詢兩位醫學界國際權威——國際兒科醫學會

(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 IPA)環境健康技術諮詢小組主席 Prof. Ruth Etzel和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健康家庭和預防鉛毒中

心」主管 Dr. Mary-Jean Brown的意見。 

 

鉛水受害不只 6歲童  不超標仍損智商 

早前政府宣布為兒童驗血的年齡層由 6歲擴大到 8歲，但事實上，任何年齡的人體內含鉛都會影響健

康。鉛影響幾乎所有器官，對 6 歲以下兒童影響尤為嚴重。如果懷疑兒童攝取鉛，不論年齡均應接受

測試。 

 

政府將兒童血液含鉛的界線訂在 5 微克/dL，似乎高於 5 微克才會出現潛在的健康風險。然而，血液

裡根本不應含鉛，血鉛含量 5 微克只屬統計參考數據。「研究顯示即使血鉛低於 5 微克，兒童也有機

會受到不同的健康問題威脅，如智商較低、出現專注力、行為問題及學習成績較差等，為未來埋下公

共衛生，甚至社會問題的炸彈。我們建議政府應制定全面政策，支援受影響的兒童及長期跟進。」香

港兒科醫學會會長兼兒科專科王曉莉醫生說。 

 
港兒童政策見步行步 缺高層次整合 

鉛水問題不斷蔓延，卻欠缺完整的處理方法支援受影響的兒童，正正反映政府忽視兒童需要。一套良

好的兒童政策，需要從兒童的角度出發，整體並從高層次地制定整合的政策。奈何目前政府針對兒童

的政策分散、部門各自為政，亦缺乏專門應對兒童健康發展的長遠政策。 

 
「雖然香港政府亦有關注兒童健康，例如提供免費疫苗給兒童接種來預防傳染病，但在疾病以外，現

今兒童正面對不少新類型的健康挑戰，如身體(如肥胖及糖尿病)、環境、個人發展、行為或情緒問題

等。鉛水事件正反映環境問題時刻威脅兒童健康，政府卻欠缺全面而有效的應對方法。」香港兒科醫

學會前會長兼兒科專科趙長成醫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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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批評港府無兒童政策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 2013 年也曾批評，港府投放在教育、社會福利的資源仍然不足，促請香港

政府訂立一套全面的兒童政策，同時應調撥充足資源、人手、技術，成立專責兒童政策的兒童事務委

員會，保障兒童權益。 

 

預防加上儘早介入   可減高達 7成半治療成本 

一套完整全面的兒童政策極為重要，儘早介入兒童問題，有助減輕日後對公共醫療系統的負擔，也可

舒緩不少社會問題，減低未來的社會成本。研究顯示，若調撥資源儘早介入並改善兒童健康，可減少

高達 7成半的治療成本。 

 
兒科醫學會及兒科基金制訂「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倡議書」 

「兒童健康政策最重要是以兒童為本，針對兒童成長及發展的各種需要，全面分析及長遠跟進。政策

應為跨部門的，更需具備充足的資源及更具系統地執行。而完整的兒童健康政策應涵蓋多方面，包括

維護公平資源分配和消除健康差距、優化健康服務、增強兒童的全面健康發展、倡導和提升健康知

識、提高公眾認識和尊重兒童權利。」香港兒科基金主席兼國際兒科醫學會前會長陳作耘醫生說。 

 

有見及此，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在過去 3 年聯同過百名醫護專業人士、經濟學者、教育學

者及社福界專業人士等，為本港兒童健康問題把脈，首次制訂「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倡議書」供特區政

府開展研究，期望為香港制訂一個完整及可行的兒童健康政策。經過 3年逾 4,320 小時的反覆研究及

諮詢，及透過六場公共論壇收集市民的意見，「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倡議書」已於 2015年 8月完成，為

政府訂下政策的優先次序及資源投放的方向。 

 
各政策範圍的重點建議包括： 

醫療 

� 促進母乳餵哺和加強嬰幼兒早期營養的認識 

� 為全港新生嬰兒提供更全面代謝性疾病的篩查 

� 增加幼兒早期培育，以促進兒童的最佳發展 

� 為兒童提供全面的精神健康支援 

� 在學校和家庭中推廣運動，有利兒童生長 

� 提倡孩子的遊戲權利，有助身心均衡發展 

� 確保兒童在安全的環境成長 

� 鼓勵市民有基本預防保健意識 

 
社會 

� 整合及協調各政府部門和資源分配以支援貧窮兒童 

� 鼓勵和諧家庭、鄰舍互助，為兒童提供最好的成長環境 

� 促進家庭、學校和社區成為合作夥伴，為兒童謀福祉 

� 確保不同年齡、種族、背景的兒童享有同等權利 

� 在政府不同的政策中，優先考慮兒童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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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增強家長教育，以鞏固家庭作為培育兒童的基本單位 

� 加強整個社會的健康素養訓練和媒體資訊的認識 

� 推行 15年免費教育 

� 整個社會不應該過分強調學業成績或個人成就 

� 鼓勵全人教育，包括生活技能訓練和道德培訓 

� 教育應配合不同孩子的發展需要、能力、獨特潛力和興趣 

� 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家庭提供照顧和支援 

� 為提供融合教育的學校增加資源和支援 

 
護理和輔助醫療 

� 關注兒童精神健康，確保足夠服務和支援 

� 在學校及家庭提倡健康飲食和健康的生活模式 

� 為殘疾兒童設立中央名冊，監察及跟進服務需要 

� 給長期病患的孩子及家庭制定長期康復計劃 

� 完善從兒科到成人服務的平穩過渡 

� 關顧少數族裔兒童和特殊兒童的需要 

� 作為兒童權益的倡導者， 為不懂得表達自己需要的孩子們發聲 

 
青年角度 

� 鼓勵青年人有夢想，透過實際行動實現夢想 

� 成年人要聆聽青年人的聲音、尊重他們的想法 

� 家長應在青年人的發展階段提供指導和支持 

� 目前教育制度只專注於學術成果，年青人感到壓力 

� 社會和家長應該給年青人提供更多精神健康的支援 

� 社會上有許多資源是分散和不協調，以致青年人難而運用 

� 年青人敦促政府提供更多資源給青年作多元化的發展 

 
家長角度 

� 當下「一條龍」的教育體系給家長及學童帶來很大的壓力 

� 家長希望子女贏在起跑線，造就「怪獸家長」的衍生 

� 家長和學校應該加強溝通及協作 

� 提供更多家長培訓及支援 

� 改變社會只注重學業成績的價值觀 

 
環境角度 

� 環境廣泛的定義不僅「生活環境」、 還應包括「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學校環境」、 「朋輩環

境」、「法律環境」和「遊戲環境」 

� 應提升公眾對於「環境健康」的認識 

� 政府和專業團體應就不同「環境」健康議題加強合作及提出改善政策 

� 政策制定者和所有持份者應加強認識環境對兒童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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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兒童健康政策刻不容緩 

「我們期望政府以此為藍本，開展研究，為香港制訂一個完整及可行的兒童健康政策，同時透過專責

的兒童事務委員會研究、監察及執行。兒童從來不是成人的附屬品，是獨立的生命個體，社會有責任

幫助兒童建立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政府對此責無旁貸。」王曉莉醫生說。 

 

- 完   - 

 
香港兒科醫學會 

香港兒科醫學會於 1962 年成立，成員主要為兒科醫生及醫護專業人士。學會致力提升公眾對兒童健

康的認知、保持兒科專科醫生的高專業水平、透過公眾教育推廣兒童健康、促進兒童權益及保障兒童

的權利。網址： www.medicine.org.hk/hkps/  

 
香港兒科基金  

香港兒科基金是由一群資深兒科專科醫護人員及社會賢達組成的非牟利團體，成立目的爲捍衛兒童健

康成長，及提供切合社會需要的公眾健康教育。至今成立 21 年。網址：www.hkpf.org.hk。 

 

 

 

附錄一： 

處理鉛水事件政策建議： 

� 全面檢視鉛毒問題，包括其他可能含鉛的環境因素 

� 為受影響的兒童訂出全面跟進及支援的長遠政策 

� 設立中央資料庫，持續監察體內含鉛兒童的身體狀況 

� 調撥資源支援受鉛水影響的兒童、家長及學校 

� 提供適當的教育給受影響的家長、學校、老師，從而支援有需要的兒童 

� 為受鉛水影響的兒童(任何年齡)進行血液含鉛初步篩檢 

� 按美國疾控中心建議，如篩檢後血液中鉛的水平> 5 控 g/dL，再作進一步的抽血檢查 

� 統籌不同部門定期監測環境中其他有害物質，如鎘(cadmium)、水銀、致癌物質等 

� 儘快找到污染源頭，避免大規模環境污染事件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