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傳染病直擊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飲酒、 2019 冠狀病毒病與非傳染病 

 本份刊物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非傳染病處出版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8 樓   http://www.chp.gov.hk  版權所有 

要點 

※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下 稱「冠 狀 病 毒 病」）的 大 流 行，對 市 民 在 生 活 及 健 康 方 面 的 

行 為 帶 來 許 多 影 響，當 中 包 括 飲 酒 的 模 式。一 項 涉 及 多 個 國 家 的 調 查 顯 示，很 多 

飲 酒 人 士 在 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期 間 增 加 了 飲 酒 量。  

                                

                                       

 

※ 酒 精 是 一 種 有 毒 物 質，直 接 和 間 接 影 響 身 體 多 個 器 官 和 系 統，可 使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惡 化，也 會 使 身 體 出 現 各 種 毛 病。飲 酒（尤 其 是 大 量 飲 酒）會 削 弱 免 疫 系 統，

令 飲 酒 人 士 更 容 易 受 到 感 染。有 研 究 顯 示，飲 酒 會 增 加 患 上 嚴 重 呼 吸 道 感 染 的

風 險，包 括 肺 炎。 

                                     

                                       

                                

 

※ 酒 精 是 多 種 包 括 癌 症、心 血 管 及 循 環 系 統 疾 病、肝 病、二 型 糖 尿 病 和 胰 腺 炎 等   

慢 性 非 傳 染 病 的 誘 因 之 一。此 外，家 暴 和 虐 待 兒 童 也 往 往 與  酗 酒 有 關。 

                                          

 

※ 「冠 狀 病 毒 病」大 流 行 之 際，飲 酒 無 助 於 應 對 枯 燥 的 生 活、壓 力 和 其 他 負 面 情 緒。  

衞 生 署 呼 籲 市 民 採 取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避 免 飲 酒，以 加 強 免 疫 系 統，保 持 身 體  

強 健。讓 我 們 繼 續 同 心 抗 疫！ 

                              

                                      

http://www.ch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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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 狀 病 毒 病（下 稱「冠 狀 病 毒 病」）  

的 大 流 行，對 市 民 在 生 活 及 健 康 方 面 的 行 為  

帶 來 許 多 影 響，當 中 包 括 飲 酒 的 模 式 1。從  

以往的公共衞生危機，例如 2003 年嚴重急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可 以 證 明 2, 3，市 民 是 會  

因 為 壓 力 或 其 他 負 面 情 緒 而 增 加 飲 酒 量。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期間的飲酒概況 

為 要 遏 止 冠 狀 病 毒 病 傳 播，世 界 各 地 政 府

都 實 施 社 交 距 離 措 施（包 括 居 家 令 和 隔 離

檢 疫 措 施），這 難 免 會 對 市 民 的 身 心 健 康 

構成負面影響。2020 年 5 月至 6 月，在倫敦 

的 一 所 獨 立 研 究 機 構（Global Drug Survey） 

開 展 有 關 冠 狀 病 毒 病 為 期 七 周 的 特 設 

調 查，以 了 解 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對 市 民 飲 酒 

以 至 服 用 其 他 藥 物、精 神 健 康 和 人 際 關 係

方面的影響 4。調查涉及 11 個國家（英 國、 

瑞 士、愛 爾 蘭、德 國、法 國、荷 蘭、奧 地 利、 

澳 州、新 西 蘭、巴 西 和 美 國）逾 55 000 名 

受 訪 者。根 據 所 收 集 的 資 料，相 比 2020 年 

2 月 防 控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限 制 措 施 實 施 

之 前，43% 的 飲 酒 人 士 表 示 飲 酒 次 數（即 

過去 30 天的飲酒日數）有所增加，36% 增加 

了 飲 酒 量（即 每 個 飲 酒 日 的 標 準 單 位 酒 類 

飲品數目），23% 增加了暴飲次數（即一次過 

飲 五 杯 酒 或 以 上 的 日 數）。增 加 飲 酒 的 原 因 

方 面，超 過 五 分 之 二 的 飲 酒 人 士 指 因 為 有 

更多時間飲酒（42%）和生活格外枯燥（41%） 

所 致 ； 也 有 相 當 大 比 例 的 飲 酒 人 士 聲 稱 

                  

                 

                

            

              

                    

                

                 

           

          

                

                

                       

                 

            

                  

           

              

              

           

                

               

         

                    

                

                  

 

           因 為 感 到 壓 力（27%）、沮 喪（21%）或 孤 單

          （20%）； 還 有 些（14%）表 示 因 為 囤 積 了 

              酒 精 飲 品，所 以 在 家 飲 酒 比 平 時 多。不 過， 

        分 別 有 25%、22% 和 29% 的 飲 酒 人 士 聲 稱 

                減 少 了 飲 酒 次 數、飲 酒 量 和 暴 飲 次 數，主 要 

原 因 是 減 少 了 光 顧 平 時 飲 酒 的 地 方（67%） 

和 與 酒 友 的 接 觸 （64%）4。 

至於香港方面，一項於 2020 年 4 月 9 日至 

23 日 進 行 的 電 話 調查，訪 問 了 超 過 1 500 名 

18 歲 或 以 上 的 居 民。結 果 發 現 自 冠 狀 病 毒 

病 爆 發 以 來，5.5% 的 飲 酒 人 士 表 示 飲 酒 

量 有 所 增 加，而 瀏 覽 社 交 媒 體 或 網 上 論 壇 

有 關「飲 酒 ／ 吸 煙 可 預 防 冠 狀 病 毒 病」等 

錯 誤 訊 息、家 居 隔 離 時 間 較 長、有 焦 慮 和 

抑 鬱 等 精 神 困 擾 症 狀，都 與 飲 酒 量 增 加 

息息相關。另一方面，36.8% 的飲酒人士表示 

減 少 了 飲 酒 量，原 因 可 能 是 資 料 搜 集 期 均 

實 施 社 交 距 離 措 施，以 及 酒 吧、酒 館 和 會 所 

等 主 要 飲 酒 場 所 被 強 制 關 閉 5。 

              

                  

           

                    

                

                

              

                  

           

              

                   

 

飲酒的禍害 

酒 精 是 一 種 有 毒 物 質，直 接 和 間 接 影 響 

身 體 多 個 器 官 和 系 統，可 使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惡 化，也 會 使 身 體 出 現 各 種 毛 病。在 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之 際，飲 酒 無 助 於 應 對 枯 燥

的 生 活、壓 力 和 其 他 負 面 情 緒，反 而 會 加 重 

驚 恐 症、焦 慮 症、抑 鬱 症 和 其 他 精 神 紊 亂 

的 症 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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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尤其是大量飲酒）也會削弱免疫系統， 

令 飲 酒 人 士 更 容 易 受 到 感 染。酒 精 會 損 害 

肺 部 上 呼 吸 道 粘 膜 纖 毛 的 清 除 能 力，減 弱 

免 疫 細 胞（如 肺 泡 巨 噬 細 胞）的 功 能， 

以 及 破 壞 下 呼 吸 道 上 皮 細 胞 組 成 的 防 禦 

屏 障 7。有 研 究 顯 示，飲 酒 會 增 加 患 上 嚴 重 

呼吸道感染的風險，包括肺炎 8。 

     

     

     

     

     

              

 

此 外，酒 精 是 多 種 包 括 癌 症（如 口 腔 癌、 

咽 癌、喉 癌、食 道 癌、肝 癌、大 腸 癌 和 女 性 

乳癌）、心血管及循環系統疾病（如高血壓、 

中 風、心 臟 傳 導 疾 患 和 其 他 心 律 不 整 

問 題）、肝 病（如 酒 精 性 脂 肪 肝、肝 硬 化 和 

肝 衰 竭）、二 型 糖 尿 病 和 胰 腺 炎 等 慢 性 非 

傳 染 病 的 誘 因 之 一 9。有 足 夠 證 據 表 明 

非 傳 染 病 會 顯 著 增 加 冠 狀 病 毒 病 惡 化 為   

重 10
 症 及 死 亡 的 風 險 。 

           

            

           

                       

               

                

                     

                                   

 

飲 酒 還 會 增 加 即 時 危 害 的 風 險，包 括 急 性 

酒 精 中 毒、損 傷（如 摔 倒 所 致）和 危 險 的 

性 行 為。酒 精 也 是 一 種 神 經 毒 素，對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正 在 發 育 的 腦 部 尤 為 有 害。青 少 年 

倘 有 酒 害 問 題，腦 神 經 影 像 會 顯 示 其 腦 部 

結 構 出 現 異 常，包 括 海 馬 體 和 前 額 葉 的 

體積減小 11, 12。青少年亦較成年人更快 及更  

容 易 13
 對 酒 精 產 生 依 賴 。 

               

              

           

                 

                   

                    

                

 

在家飲酒的潛在禍患 

在 家 飲 酒 會 帶 來 或 加 劇 其 他 有 害 影 響。對 

兒童和青少年而言，目睹父母在家飲酒（不論 

為 消 遣 還 是 情 緒 使 然），或 是 家 中 酒 精 

飲 品 隨 手 可 得，都 會 影 響 他 們 對 酒 精 的   

                 

              

                   

              

                 

              

               

             

 

           看 法、態 度 和 行 為，例 如 將 飲 酒 作 為 排 解  

            壓 力 或 枯 燥 生 活 的 方 法「合 理 化」、造 成 

             在 家 飲 酒 的 風 氣、鼓 吹 子 女 在 未 成 年 時  

                 飲酒，均會帶來各種短期及長期的後果 13, 14。  

              家 暴 和 虐 待 15
 兒 童 也 往 往 與 酗 酒 有 關 。 

應對冠狀病毒病   切勿飲酒 

不 管 任 何 情 況，市 民 都 不 應 該 借 酒 消 愁。 

與 其 在 家 藉 飲 酒 緩 解 壓 力、排 解 枯 燥 生 活 

或 打 發 時 間，不 如 嘗 試 做 家 居 運 動。中 等 

強 度 的 體 能 活 動 可 促 進 精 神 健 康、增 強 

免 疫 力 和 保 護 身 體 免 受 感 染（包 括 呼 吸 道 

感 染），更 可 預 防 大 多 數 令 冠 狀 病 毒 病 惡 化 

以 至 增 加 死 亡 風 險 的 非 傳 染 病 16, 17。在 家 

做 家 務 和 玩 有 運 動 元 素 的 電 子 遊 戲，亦 有 助

增 加 體 能 活  動，令 體 魄 強 健。 

               

               

                  

                    

                   

            

                    

                       

 

衞 生 署 呼 籲 飲 酒 人 士 認 識 酒 害，了 解 減 少 

甚 至 停 止 飲 酒 的 好 處。他 們 可 自 行 填 寫 經 

本 地 驗 證 的「飲 酒 與 健 康 篩 查 問 卷」，該 

簡 單 的 電 子 問 卷 可 助 飲 酒 人 士 快 速 評 估 

自 己 的 飲 酒 習 慣，了 解 飲 酒 有 否 影 響 自 己 

或 他 人 的 生 活。但 問 卷 只 是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的 參 考，不 能 代 替 由 專 業 醫 護 人 員 進 行 的 

全 面 評 估，或 作 為 診 斷 酒 精 依 賴 或 任 何 

其 他 醫 療 情 況 的 工 具。如 需 要 專 業 協 助，

請 徵 詢 家 庭 醫 生 的 意 見。  

              

               

                

            

                

           

                

                       

                 

（#全名為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酒精使用障礙鑑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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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後，政 府 實 施 社 交 

距 離 措 施，這 正 是 戒 酒 或 減 少 飲 酒 的 大 好 

良 機。要 知 道 更 多 有 關 飲 酒 與 健 康 的 

資 訊，以 及 減 少 飲 酒 或 戒 酒 的 建 議，請 

瀏 覽 衞 生 署「活 出 健 康 新 方 向」網 站

（www.change4health.gov.hk）。 

                           

                      

                             

                       

 

年 輕 人 的 生 活 與 健 康 不 應 與 酒 精 沾 上  

關 係。父 母 和 成 年 人 理 應 知 道，他 們 對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飲 酒 行 為 方 面 的 影 響 均 非 常 深 遠。 

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期 間，政 府 籲 請 市 民  

盡 可 能 留 在 家 中。全 家 人 均 在 家 時，兒 童 和  

青 少 年 很 有 可 能 目 睹 父 母 飲 酒，因 此 父 母  

更應以身作則，滴酒不沾。至於飲酒的父母，  

他 們 應 避 免 在 子 女 面 前 飲 酒，也 不 應 在 家  

囤 積 酒 精 飲 品，並 盡 量 將 飲 酒 量 減 至 最 少  

或 戒 酒。此 外，父 母 應 將 家 中 酒 精 飲 品 放 置  

在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接 觸 不 到 的 地 方，也 同 樣    

重 要。 

                       

              

                    

                     

           

               

              

               

             

              

                       

 

減少酒害 

減 少 酒 害 對 預 防 和 控 制 非 傳 染 病 至 關 

重要。在 2018 年 5 月，政府推出《邁向 2025 ： 

香 港 非 傳 染 病 防 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公 布

一籃子行動承諾，以及九項在 2025 年或之前 

實 現 的 本 地 目 標，當 中 包 括 降 低 成 年 人 及 

青 少 年 的 飲 酒 比 率 18。在 對 抗 冠 狀 病 毒 病 

期 間，衞 生 署 呼 籲 市 民 繼 續 採 取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避 免 飲 酒，加 強 免 疫 系 統，保 持 

身 體 強 健。讓 我 們 保 持 健 康，繼 續 同 心 

抗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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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文 署）將 於 2021 年 1 月 推 出「網 上 互 動 體 育 訓 練 課 程」，提 供 

健 體 舞、徒 手 健 體、身 心 伸 展、親 子 健 體、太 極、兒 童 健 體、健 體 瑜 伽 和 嘻 哈 舞 共 八 項 

活 動，讓 市 民 在 疫 情 期 間 可 留 在 家 中，透 過 網 上 平 台，以 互 動 形 式 學 習 及 進 行 體 能 運 動， 

同 時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課 程 是 一 站 式 網 上 資 源 中 心「康 文 署 寓 樂 頻 道」的 其 中 一 項 互 動 活 動，讓 教 練 與 市 民 

同 步 透 過 網 上 平 台 進 行 互 動 體 育 訓 練，從 而 推 廣 普 及 體 育，增 加 市 民 對 運 動 的 知 識

和 興 趣。 

巿 民 可 於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起，透 過 康 體 通 網 上 服 務（leisurelink.lcsd.gov.hk） 

報名，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課程 費用為 二十元。有關「網 上 互動體育 訓練課程」的詳情， 

請 瀏 覽 專 題 網 頁 www.lcsd.gov.hk/tc/visavis。 

非傳染病直擊旨在加強公眾對非傳染病及相關課題的認識，       

意識到預防和控制非傳染病的重要性。這亦顯示我們積極進行風險  

資訊溝通和致力處理非傳染病在我們社區引起的種種健康問題。 

編輯委員會歡迎各界人士的意見。 

如有任何意見或疑問，請聯絡我們，電郵so_dp3@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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