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五
歲
的
張
先
生
，
去
年
十

月
便
給
肺
炎
盯
中
，
經
歷
了

一
場
從
未
如
此
辛
苦
過
的
大
病
，
他
留

院
治
療
期
間
，
曾
經
有
一
刻
以
為
，
生

命
可
能
就
這
樣
結
束
。

「
這
是
十
月
中
發
生
的
事
，
當
時

我
發
燒
，
以
為
是
感
冒
，
翌
日
見
有
點

咳
嗽
，
於
是
去
見
醫
生
，
記
得
當
天
是

星
期
六
，
醫
生
處
方
了
五
日
藥
包
括
退

燒
藥
給
我
，
但
我
服
後
好
像
沒
有
甚
麼

好
轉
，
雖
然
之
後
沒
有
甚
麼
咳
嗽
，
但

人
卻
很
疲
累
，
渾
身
乏
力
，
走
路
也
腳

軟
軟
的
…
…
其
後
捱
到
星
期
四
，
我
見

實
在
太
不
對
勁
，
着
實
太
辛
苦
，
傍
晚

到
養
和
醫
院
求
醫
，
醫
生
幫
我
聽
肺
後

覺
得
不
妙
，
立
即
安
排
我
照
肺
X
光
，

結
果
發
現
肺
炎
，
要
我
即
時
入
院
，
並

安
排
氧
氣
治
療
…
…
」
張
先
生
向
記
者

說
。

原
來
當
時
護
士
為
張
先
生
檢
查

血
氧
濃
度
時
，
發
現
已
跌

至
百
分
之
九
十
，
正

常
應
有
百
分
之

六

▲  林冰醫生說，肺炎是因為上
呼吸道細菌向下移感染肺部，
造成炎症，並不是傳染病。

二○○三年一場「沙士」
(非典型肺炎)風暴，奪去接近
三百條寶貴生命，令人驚醒肺
炎可奪命。無論是非典型肺炎
還是典型肺炎，當病況嚴重破
壞呼吸系統，病人都可能喪
命。而肺炎一直是香港常見疾
病，每年因肺炎而死亡人數達
數千以上。一般人容易感染肺
炎嗎？感染肺炎有何病徵？我
們如何預防感染肺炎？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文彪

肺X光片顯示張先生的左下肺出現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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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八
至
一
百
。
問
他
有
否
感
到
呼

吸
急
促
，
或
呼
吸
沉
重
嗎
？
張
先
生

說
沒
有
，
只
是
累
得
全
身
乏
力
。

肺
炎
情
況
嚴
重
的
張
先
生
入
院

後
，
醫
生
馬
上
為
他
安
排
吊
注
藥
物

治
療
，
期
間
並
進
行
了
多
項
血
液
測

試
。
幸
好
在
住
院
第
三
天
病
況
已
有

改
善
，
第
四
天
轉
為
口
服
藥
。

細
菌
下
移 

感
染
肺
部

「
第
十
天
照
肺
X
光
，
醫
生
說
肺

炎
已
經
改
善
，
但
仍
需
要
多
服
幾
天

抗
炎
藥
物
，
前
後
我
住
了
兩
星
期
才

離
院
。
」
張
先
生
說
。

能
出
院
是
好
事
，
但
張
先
生
兒

子
卻
有
點
擔
心
，
因
為
母
親
張
太
正

接
受
化
療
，
抵
抗
力
弱
，
兒
子
擔
心

父
親
肺
炎
會
傳
染
母
親
，
曾
要
求
醫

生
給
父
親
多
住
院
幾
天
。
但
醫
生
叫

他
毋
須
擔
心
，
因
為
肺
炎
不
會
傳

染
。

肺
炎
不
是
傳
染
病
嗎
？
如
肺
染

不
具
傳
播
力
，
那
麼
張
先
生
為
何
會

感
染
肺
炎
呢
？

養
和
醫
院
呼
吸
系
統
中

心
主
任
林
冰
醫
生
說
，
肺
炎

是
常
見
疾
病
，
十
年
前
每
年

有
四
千
人
因
肺
炎
而
死
亡
。

肺
炎
在
這
十
年
來
不
但
沒
有

減
少
趨
勢
，
而
且
更
顯
著
上

升
。
根
據
衞
生
署
統
計
數

字
，
二○

一
三
年
因
肺
炎
住

院
就
有
五
萬
五
千
多
人
，
因
肺
炎
而

死
亡
則
有
六
千
八
百
人
。

甚
麼
是
肺
炎
？
是
否
肺
受
感
染
發

炎
，
在
X
光
片
見
到
肺
花
白
即
是
有
肺

炎
？
林
冰
醫
生
說
，
X
光
可
以
診
斷
肺

炎
，
但
肺
X
光
片
花
白
不
一
定
是
肺

炎
。
典
型
的
肺
炎
X
光
片
除
了
有
花
白

位
置
，
中
間
還
有
氣
管
影
象
，
這
就
是

肺
炎
象
徵
。

病
人
常
向
他
查
問
肺
炎
會
否
傳

染
？
是
否
要
隔
離
？
林
冰
醫
生
說
，
肺

炎
不
會
傳
染
，
除
非
由
結
核
桿
菌
引
起

的
肺
炎
（
即
肺
癆
）
才
會
傳

染
；
『
沙
士
』
即
非
典
型
肺

炎
是
由
病
毒
引
起
，
故
會
傳

染
，
但
一
般
細
菌
性
肺
炎
不

具
傳
染
性
。

為
何
人
會
感
染
肺

炎
？
林
冰
醫
生
解
釋
：
「
當

我
們
有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儀器透過不同波
段光線而得出血液
攜氧比例。

▲  這部儀器可以檢
查病人心跳及血液
含氧量。

▲
 

一
半
肺
炎
由
肺
炎
鏈
球
菌
引
致
。

▲

 肺炎患者或會
有胸痛病徵。

肺炎病徵
‧咳嗽
‧發燒及發冷
‧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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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喉
嚨
的
細
菌
向
下
走
，
走
到
肺

部
造
成
感
染
，
便
是
肺
炎
。
何
解
平

時
細
菌
沒
有
向
下
走
？
因
為
人
體
在

免
疫
功
能
正
常
下
，
細
菌
不
會
越
界
，

但
在
傷
風
感
冒
後
，
因
上
呼
吸
道
免

疫
功
能
受
到
破
壞
，
故
喉
嚨
細
菌
可

以
向
下
走
並
越
界
感
染
肺
部
。
」

 病情
嚴
重 
才
需
住
院

肺
受
感
炎
後
，
典
型
病
徵
是
肺
部

組
織
發
炎
、
咳
嗽
，
部
分
患
者
會
胸

痛
。
為
何
會
胸
痛
？
林
醫
生
解
釋
，
肺

部
沒
有
痛
的
神
經
線
，
不
會
感
到
痛

楚
，
但
肺
表
面
由
胸
膜
包
住
，
胸
膜
上

有
很
多
神
經
線
，
肺
發
炎
時
影
響
表
面

胸
膜
，
因
而
產
生
痛
楚
，
特
別
是
當
用

力
呼
吸
、
上
身
移
動
、
咳
嗽
或
笑
時
，

胸
膜
一
被
拉
扯
就
會
引
發
胸
痛
。
但
肺

炎
患
者
不
一
定
出
現
胸
痛
，
咳
嗽
和
發

燒
是
最
典
型
病
徵
。
而
痰
液
一
般
會
在

肺
炎
接
近
康
復
時
才
會
出
現
。

感
染
肺
炎
後
是
否
需
要
入
院
治

療
？
林
醫
生
說
，
肺
炎
患
者
不
一
定
要

住
院
，
如
患
者
有
神
志
混
亂
、
超
過

六
十
五
歲
、
呼
吸
每
分
鐘
超
過
三
十
下

（
正
常
十
二
至
二
十
下
），
血
壓
上
壓
低

於
九
十
毫
米
水
銀
柱
，
均
反
映
感
染
情

況
嚴
重
，
需
要
入
院
治
療
。

「
抵
抗
力
差
如
糖
尿
病
患
者
，
有

慢
性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或
心
血
管
疾
病
人

士
較
易
患
肺
炎
。
長
者
、
兒
童
及
居
住

院
舍
人
士
亦
容
易
感
染
肺
炎
。
而
切
除

脾
臟
人
士
，
亦
是
肺
炎
高
危
患
者
。

 組織
化
驗 

確
定
病
因

確
診
肺
炎
後
，
如
屬
細
菌
性
肺

炎
，
醫
生
會
盡
快
用
藥
。
研
究
發
現
如

在
確
診
後
四
小
時
內
用
抗
生
素
可
減
少

死
亡
率
。
用
藥
後
四
十
八
小
時
內
會
有

明
顯
進
步
，
發
燒
情
況
會
改
善
。

「
由
於
五
成
肺
炎
是
由
肺
炎
鏈
球

菌
引
致
，
故
會
處
方
針
對
鏈
球
菌
藥

物
。
另
外
約
有
二
至
三
成
患
者
同
時

有
非
典
型
細
菌
，
故
一
般
需
要
多
過

一
種
抗
生
素
。
如
兩
日
內
病
情
沒
有

改
善
，
可
能
病
菌
有
抗
藥
性
或
並
非

細
菌
感
染
，
有
機
會
是
自
身
免
疫
性

肺
炎
，
患
者
兩
邊
肺
的
邊
緣
發
炎
，

會
氣
喘
，
一
般
肺
炎
患
者

不
氣
喘
。
醫
生
需
要
用
氣

管
鏡
鉗
取
組
織
進
行
化

驗
，
確
診
自
身
免
疫
性
肺

炎
後
，
八
成
患
者
在
使
用

類
固
醇
後
病
情
改
善
。
」
林

醫
生
說
。

為
及
早
分
辨
是
細
菌
性

肺
炎
或
是
自
身
免
疫
性
肺

炎
，
醫
生
會
檢
驗
血
液
中
的

降
鈣
素
原（Procalcitonin

，

PC
T

）
，
如
呈
陽
性
有
即
是

細
菌
性
感
染
。
驗
血
報
告

約
一
至
兩
小
內
完
成
。

真
菌
亦
會
引
起
肺
炎
。
「
大
部
分

免
疫
功
能
正
常
的
人
，
真
菌
不
會
引
起

肺
炎
，
但
對
於
一
些
免
疫
力
差
人
士
，

如
骨
髓
移
植
後
服
用
類
固
醇
、
長
期
病

患
者
如
糖
尿
病
人
，
就
有
較
大
風
險
。

診
斷
真
菌
感
染
肺
炎
，
醫
生
需

要
用
氣
管
鏡
進
入
肺
部
，
鉗
取
肺
組

織
見
到
霉
菌
的
菌
絲
才
能
確
定
。
但

一
些
白
血
病
人
士
，
血
小
板
低

▲  林冰醫生說，真
菌感染亦會造成肺
炎，需要進行氣管
鏡檢查，抽取組織
化驗才能確定。

▲

▲ 

現
時
有
兩
種
預

防
肺
炎
鏈
球
菌
疫
苗

供
選
擇
，
林
冰
醫
生
說

各
有
好
處
，
最
好
兩
種

打
齊
。

高清電腦掃描，
可以檢查是否有
支氣管炎。

醫 療 檔 案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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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無
法
進
行
這
項
檢
查
，
但
在
適
當

臨
牀
病
徵
下
，
都
可
以
診
斷
然
後
用

藥
。
」
林
醫
生
說
。

肺
結
核
引
發
的
肺
炎
亦
屬
常

見
，
香
港
每
年
有
五
千
餘
個
案
。
患

者
同
樣
在
肺
X
光
中
呈
現
花
白
，
但

不
能
作
為
診
斷
指
標
，
需
要
找
到
肺

結
核
菌
或
蛋
白
才
能
確
診
。

 注射
疫
苗 

提
高
保
護

肺
炎
是
下
呼
吸
道
發
炎
疾
病
，

支
氣
管
炎
亦
屬
下
呼
道
疾
病
，
久
咳

未
癒
患
者
求
醫
時
，
醫
生
很
多
時
說

是
支
氣
管
炎
。
林
醫
生
指
出
，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的
支
氣
管
炎
是
病
毒
引

起
，
百
分
之
八
是
細
菌
引

起
。
對
非
吸
煙
人
士
，
無
論

是
細
菌
或
是
病
毒
感
染
的
支

氣
管
炎
，
有
沒
有
治
療
都
會

在
一
星
期
後
痊
癒
。
如
咳
嗽

超
過
一
星
期
，
就
不
是
支
氣

管
炎
。支

氣
管
擴
張
亦
屬
常

見
，
患
者
因
為
支
氣
管
闊

了
，
無
法
掃
走
痰
液
，
致
長

期
積
痰
。
當
痰
液
積
在
氣
管
，
細
菌

便
有
機
會
繁
殖
，
引
致
支
氣
管
發

炎
。
診
斷
支
氣
管
擴
張
，
需
要
進
行

高
解
像
的
電
腦
掃
描
。

由
於
這
屬
結
構
性
改
變
，
無
法

用
藥
物
令
支
氣
管
回
復
舊
貌
，
但
患

者
可
以
請
家
人
幫
忙
在
背
後
輕
拍
下

肺
，
透
過
振
動
令
痰
液
鬆
動
，
容
易

排
走
。支

氣
管
擴
張
患
者
，
需
要
控
制

令
氣
管
痰
多
的
疾
病
，
包
括
鼻
敏

感
、
胃
酸
倒
流
。
如
有
傷
風
感
冒
引

致
支
氣
管
擴
張
發
作
，
需
要
服
用
抗

生
素
，
以
減
少
支
氣
管
發
炎
機
會
，

避
免
因
多
次
發
作
而
令
肺
功
能
下

降
。

一
般
健
康
人
士
，
患
肺
炎
風
險

高
嗎
？
如
何
避
免
肺
炎
？
是
否
需
要

注
射
預
防
疫
苗
？
林
醫
生
說
，
一
般

免
疫
力
正
常
人
士
患
肺
炎
風
險
不

高
，
但
長
期
病
患
者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人
士
及
兒
童
，
因
有
較
大
機
會
感

染
肺
炎
，
故
應
注
射
預
防
疫
苗
，
特

別
是
兒
童
，
如
有
侵
入
性
肺
炎
可
以

引
發
腦
膜
炎
，
故
建
議
為
兒
童
安
排

注
射
疫
苗
。

去
年
十
月
確
診
肺
炎
的
張
先
生

已
痊
癒
，
他
說
一
生
人
從
未
大
病
至
入

院
，
今
次
對
他
來
說
是
從
未
如
此
辛
苦

過
的
經
歷
。
由
於
年
紀
大
，
為
免
再
患

肺
炎
，
他
在
林
冰
醫
生
建
議
下
，
最

近
注
射
了
肺
炎
球
菌
疫
苗
。

除了細菌感染，即侵入性肺炎，
亦有一種吸入性肺炎，常見於長者。

林冰醫生解釋，進食、呼吸是兩條管道，
空氣經氣管進入肺部，食物及水經食道進入胃部。
但年長人士因為機能退化，或曾有鼻咽癌接受放射
治療後吞嚥功能受損，進食時食物有機會跌入氣
管，俗稱「落錯格」。功能正常人士當有食物跌入氣
管會咳嗽，將食物咳出，但經常有食物跌入氣管反
應會愈來愈遲鈍，當食物積在肺部就會發炎。

「細菌性肺炎通常是一邊肺葉發炎，吸入性肺
炎則常見兩邊肺都發炎。如發現患者雙下肺都發
炎，很有機會是吸入性肺炎。」

長者提防
吸入性肺炎

▲ 學童有較大機會患上各
種病症，包括肺炎。

▲

 院舍長者免疫力較
弱，吞嚥能力亦較弱，
故應多加提防及保護，
避免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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