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足口病是一種由腸病毒引致的傳染病，通常由腸病毒如柯薩奇病毒和腸病毒71型
引起，而且多數在夏季及初秋時份出現，潛伏期約三至七天。

手足口病常見於嬰孩及五歲以
下的小童身上，由於傳染性高，
所以很容易在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做成爆發性傳染。

手足口病有甚麼病徵？

手足口病的患者會發燒，口腔有疼
痛的潰瘍，以及帶有水疱的皮疹，
喉嚨痛，食慾不振等；另外手掌和
腳掌會出現紅點，但並不痕癢。

誰容易受到感染？

甚麼是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經甚麼途徑傳播？

手足口病是透過人同人之間，直接接觸患者的鼻或喉嚨分泌、
唾液、穿破的水疱以及糞便而傳播。此病的傳播能力由病發
開始，或會維持數星期，直至糞便中的病毒消失為止。

因手足口病而引起的
併發症十分罕見，如
病毒性腦炎及類似小
兒麻痺症的症。

手足口病會引併發症嗎？

怎樣預防手足口病？

• 要有效預防手足口病，最重要是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 要嚴謹遵守個人衛生措施，包括經常洗手、咳嗽或打噴嚏時掩著口鼻，以及避免

與患者有親密接觸。
• 另外，亦要保良好的環境衛生，例如將染污的物件及其表面清洗乾淨，以及保持

室內空氣流通。
• 兒童應避免上學或參加團體活動，直至病徵消退以及身上的水疱乾涸及結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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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患上手足口病，應怎様做？
現時並沒有特定的治療方法，大部份患者的病徵如發燒、潰瘍及皮疹於一個星期後便會
自動消退。於患病期間，可採用症狀療法，例如：

5. 紓緩口腔潰瘍、皮疹、喉嚨痛等痛楚
• 保持患者口腔清潔及濕潤。
• 避免進食粗硬、太熱或辛辣食物。
• 刷牙時避免碰觸患處。
• 按醫生處方給予患者止痛藥物、藥膏或漱口水。

6. 改善食慾
• 避免於餐前喝大量飲料。
• 進食水份較多的食物，例如：粥，湯粉麪，粟米湯等，避免太乾的食物。
• 變化烹調方式，藉色、香、味的調配來引起食慾。
• 少食多餐，避免一次過供應大量的食物，可在每餐之間加一些小點心，例如：雞蛋、

牛奶、水果等含豐富營養的食物
• 避免油膩食物及零食。

7. 護理身體的皮疹及水泡
• 皮疹常於一個星期後便會自動消退，水泡亦會自行乾涸及結痂。
• 教導小孩切勿抓破水泡，如水泡有破損，切勿胡亂塗藥。
• 若不慎接觸穿破的水疱，必須立即洗手，以免傳播疾病。

2.  飲食：
• 宜進食有營養、清淡

及易消化的食物，避
免肥膩食物。

• 補充大量水份，但要
注意尿量及進水量的
平衡。

3.  休息
• 鼓勵患者臥床休息。
• 避免劇烈運動，待退

熱後，以漸進之運動
以恢復體力。

4.  保持舒適
• 應即時更換汗濕衣

服和被舖。
• 用暖巾抹汗。
• 使用棉質內衣物，

以吸汗及保暖。

1. 減低患者的熱度
• 環境方面：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可開冷氣或風扇。
• 冷敷法：給予患者冷飲，額上敷冰袋等。
• 溫水擦浴：可用32℃－ 34℃溫水進行擦浴，這樣可以增加皮

膚溫度的傳導發散，刺激血管擴張，促進熱的散發。
• 按醫生處方給予患者退熱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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