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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哮喘病是最常見的兒童

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香港
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
少年科學系於1995至2001年
進行的相關研究顯示，介乎6
至7歲的學童出現嚴重哮喘病

徵的病例有明顯上升的趨
勢。流行病學的數據明確說
明空氣污染跟兒童哮喘病發
率息息相關。故此，港大兒
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於 1997至
2002年期間，將每日入院的
哮喘病童人數與空氣污染的

關係作時間序列分析，當中
空氣污染物濃度的數據是取
自全港10個空氣監察站。

研究方法
研究員搜集了醫院管理

局轄下所有公立醫院內，18
歲或以下的哮喘病童、流感
病童及整體的每日入院人
數；同時，也向環境保護署
收集了5種空氣污染物及懸浮
粒子的每日濃度平均值，包
括10微米或以下的懸浮粒子
(PM

10
)、2.5微米或以下的懸浮

粒子(PM
2.5
)、二氧化氮(NO

2
)、

二氧化硫(SO
2
)及臭氧(O

3
)。另

外，更有來自香港天文台的
氣象資料。

研究員運用國際認可的
統計模式，分析每日污染物
濃度與入院的哮喘病童人數
的相互關係，其他可能影響
分析準確度的因素，例如天
氣、假期和流行性感冒的情
況，均已考慮其中，並作出

相應的調整。

結果
空氣中的二氧化氮、臭

氧、10微米及2.5微米或以下
的懸浮粒子的濃度變化，跟
哮喘兒童的入院人數有很大
的關連。若空氣中的二氧化
氮濃度上升，其後三日的哮
喘病童的入院人數便增加
5.64%。其他污染物的濃度上
升亦會增加入院病童的人
數，分別升幅是：臭氧為
3.76%，10微米或以下的懸浮
粒子為3.67%，2.5微米或以
下的懸浮粒子則為3.24%。

結論
研究顯示哮喘兒童的入

院數字隨空氣中二氧化氮、
臭氧、10微米及2.5微米或以
下的懸浮粒子的濃度增加而
上升。本研究更是首項科
研，指出空氣中2.5微米或以
下的懸浮粒子濃度與哮喘病

童入院的密切關係。

對公眾健康的啟示
儘管研究結果看似微不

足道，然而它對整體人口的
健康提示卻是舉足輕重。在6
年的研究期內，每日哮喘病
童的平均入院人數為12人；
若把二氧化氮、臭氧及10微
米以下的懸浮粒子的上升濃
度百分率加起來，每日哮喘
病童的平均入院比率便會相
應增加13%；假如把空氣污
染物的濃度平均下調約
50%，病童入院數字可減少
3,400人。基於上述空氣污染
物濃度與病童入院數字的直
接關係，污染物濃度並無上
限可言，應該越低越好。政
府有關部門制訂相關法例
時，須考慮高危人士的健康
狀況，如長者、幼童、患有
慢性呼吸道或心血管疾病的
人士，從而加強立法規管空
氣的質量。

香港在過去10年的空氣質素迅速變差，導致
出現嚴重哮喘病徵的人數明顯上升。香港大
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為了深
入了解空氣污染物對哮喘病的影響，對空氣
污染物水平及哮喘病童入院人數的關係進行
研究，發現兩者數字成正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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