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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測試和現時醫院採用的測試 
有何不同？

自疫情開始在本港出現後，市民一般認

知的測試方法是醫護人員從疑似感染人士的

鼻咽或喉嚨採集樣本，例如鼻咽分泌物、唾

液或痰涎，使用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T-

PCR）進行病毒基因測試，直接檢測病人體液

是否含有病毒基因，此方法的好處是，在感

染的較早期及不用等待身體的免疫系統作出

反應已經可以作出診斷，而且準確度高。

坊間的快速測試工具採用的樣本和方

法跟醫院現時採用的不同。感染及傳染病科

專科醫生曾祈殷指出，快速測試工具主要是

一個測試卡，以病人的血液滴在測試卡的特

定位置，測試病人體內有否對新型冠狀病毒

產生抗體，而非直接測試病毒抗原或基因。

甚麼是抗體？
當 人 體 的 免 疫 系 統 偵 測 到 有 細

菌或病毒入侵，便會產生一些稱為抗體

（antibody）的蛋白質去對付這些入侵的細

菌或病毒。抗體有多種，而與快速測試工具

原理相關的包括IgM和IgG兩種。IgM是在

感染細菌或病毒後早期產生的一種抗體，

其功能是暫時性的；而IgG在感染的後期產

生，但作用時間長，有助於身體徹底清除病

毒感染。因此，可以大致理解為，如果在血

液樣本只偵測到IgM，表示患者處於感染的

早期；如果同時偵測到IgM及IgG，表示患者

處於感染的中期；如果只偵測

到IgG，表示患者處於感染的

後期或感染已經結束。必須注

意，最終的臨床診斷，還是需

要專業醫護人員結合臨床證

據和其他檢測，例如RT-PCR

檢測病毒基因、電腦掃描肺部

等，才能確定有否受到感染。

有供應這類快速測試工

具的急症科專科醫生司徒敬

豪表示，這幾個月來隨着疫情

的發展，快速測試工具已發展

到第三代，第一代只能偵測到IgM，第二代

可偵測到IgM及IgG，但只能將結果混合在

測試卡一條結果線上顯示，到最近的第三

代，已可將IgM及IgG的檢測結果在測試卡

上分開顯示。他建議病人購買前，可向供

應商查詢測試工具是否已獲歐盟、中國國

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或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

局等機構的認證，較有保障。

提防「假陰性」
曾祈殷指出，抗體測試的準確度要視

乎病人感染達到甚麼階段，如果感染是在

早期，即是所謂的潛伏期或病發初期，測試

未必能偵測到相關的抗體，因為通常要在

病發後7至10天身體才可製造足夠被偵測

到的抗體水平。因此在潛伏期或病發初期

內進行這類測試，很大機會得到所謂假陰性

（false negative）的結果，意指病人其實已

受感染，但測試卻顯示陰性反應。然而，有

報道指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在潛伏期內已經

有可能傳染他人。曾醫生指出，相對而言，

採用鼻咽分泌物、喉嚨或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病毒的基因測試，在潛伏期的後期已經

有機會檢測得到病毒，而且準確性較高。

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測試 
存「假陰性」風險存「假陰性」風險    
勿胡亂自行檢測

新型冠狀病毒（2019冠狀病毒病）感染已在全球大流行，截至2020年4月初，確診個

案已超過120萬宗，死亡個案超過6萬。本港的確診個案在3月下旬亦急速增加，截至2020年4月

5日，已達到890宗。現時有數個方法檢測新型冠狀病毒，例如檢驗鼻咽分泌物、深喉唾液、痰涎、大便、

氣管內窺鏡樣本等。近日市面出現一些快速測試工具，售價由數百元至近千元，聲稱使用者可於15分鐘內檢測

出有否受到感染。這些測試工具的原理是甚麼？測試結果是否準確？本會邀請了醫學專家提供意見。

快速測試採用血液樣本，

並非鼻咽分泌物、唾液

或痰涎。

快速測試工具測試卡

消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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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敬豪指出，現時疫情嚴峻，病人

未必願意貿然去醫院接受檢查，而一般私家

診所內沒有適當的負壓房或保護衣，不適宜

進行有較大風險的採樣程序，例如抽取深

喉唾液或進行氣管鏡檢查，採用快速測試

工具可以在較低風險的程序之內，得到具有

一定參考價值的結果，來判斷下一步需要接

受哪些檢查。如果獲得陽性結果，應該再以

診斷測試來確定是否受到感染；如果獲得

陰性結果，仍建議繼續觀察是否出現病徵，

最好過幾天後再做一次測試，以減低假陰性

的機會，又或採用其他測試方法。最好是徵

詢專業醫護人員意見，由他們決定採用哪些

測試，作出綜合評估；接受快速測試的人如

果已有病徵，但結果呈陰性，有機會是體內

暫時未有IgM抗體，應該在出現病徵起計的

14日內再採用其他測試方法以作確定。

其他有機會影響體內抗體水平的因

素，包括接受測試者的身體健康狀況、是

否正服用藥物及是否患有慢性病等。

快速測試作為篩查工具
醫學化驗可以粗略分為篩查測試

（screening test）和診斷測試（diagnostic 

test）兩大類。篩查測試的主要作

用是在大量有患病風險但看來健

康的人中，盡快找出可能患病的

人；而診斷測試則是用於已有相關徵狀或

在篩查測試得出陽性結果的人，以判定是

否真的患有該病。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

抗體測試是一種免疫學測試，有其本身

的限制，如果測試的群體當中，感染的流

行程度屬低的話，以抗體測試作為診斷

測試便不理想。以是次新型冠狀病毒的

情況而言，患者中常見的徵狀與一般上

呼吸道感染相似，如果有類似徵狀的人

都接受專為新型冠狀病毒而設的抗體測

試，錯誤診斷的比率就會偏高。正如前文

所述，感染後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產生

抗體，因此接受抗體測試的時間會影響

結果。

司徒敬豪相信，新型冠狀病毒快速

測試工具可作為篩查用途，原因是方便使

用、顯示結果的速度較其他現有方法快、

具有一定的靈敏度，而病人只需要接受手

指頭穿刺以取得少量血液，會較易接受。

他認為，這種快速測試工具近似大家熟悉

的驗孕棒和血糖機，以簡單的採樣方法和

儀器去初步得出一些身體狀況的資料和數

據，之後再由較專業的器材來確定結果。

曾祈殷則認為，一般病人未必懂得如何

處理針頭採血，又或有些人見到血液便會恐慌，

未必適合在家自行使用這類測試工具，因此他

建議還是由專業醫護人員進行測試較妥當。

衞生署意見
用作 檢驗 人

體樣本並主要以提

供有關診斷、監察

或相容性測試資料

為目的的儀器及相

關工具，屬於體外

診斷醫療儀器。目

前，香港並無特定

法例規管醫療儀器

（包括體外診斷醫

療儀器）的製造、進口、出口、銷售及使用。然

而，視乎有關醫療儀器的性質和特點，一些儀

器可能會受某些現行法例的規管。為進一步

保障公眾健康，政府正制定相關法例規管醫

療儀器，以確保在香港供應的醫療儀器符合

有關安全、性能和品質的規定。

對於近日市面出售聲稱可用作2019冠

狀病毒病測試的家用體外診斷醫療儀器，衞

生署提醒市民，有關產品的效用及準確性存

疑。市民不應自行購買或使用家用體外診斷

醫療儀器進行病毒檢測。任何家用體外診斷

醫療儀器的測試結果均不能代替醫生的診

斷。如有病徵或懷疑，應盡早向醫生求診。

結語
本港的確診個案數量每天以雙位數字增

加，市民感到擔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進行檢

測需要有一定的採樣技巧和解讀結果的能力。

胡亂自行檢測，未必能確定有否受到感染。最

好是徵詢專業醫護人員意見，由他們在評估風

險後，決定採用的測試方法和進行採樣、檢測

及解讀，以策安全。本會亦希望有關當局加強

規管醫療儀器，包括安全、性能、品質、進口、

銷售和使用等方面，以保障公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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