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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荃灣區中學生健康調查報告 

背景  

為配合「荃灣健康安全城市」計劃，荃灣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核下社區診斷工作小

組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於二零零三年三月進行了荃灣區

中學生健康調查。 

是次調查以問卷形式進行，內容包括學生的飲食習慣、體重控制、運動、口腔健康、

個人安全、吸煙、飲酒、藥物濫用、性行為、暴力行為及心理健康，以了解區內青少年

的健康行為狀況及需要，並供日後各項倡健活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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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資料 

 

是次調查共有 2 間中學參與，合共 1132 位中一至中三學生 (圖 1)；男生與女生的

百分比分別為 48.1%及 51.9% (圖 2)。 
 

 
 
 
 
 
 
 
 
 
 
 
 

圖 2.  受訪學生男女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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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受訪學生的年級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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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資料 

 
父母親教育程度 

大部份學生的父母的教育程度為中學或以上（表 1）。 
 

表 1. 受訪學生父母的教育程度 
男生 女生 

 
父親 母親 父親 母親 

小學或以下 28.2% 29.4% 28.3% 30.4% 
中學或以上 71.8% 70.6% 71.7% 69.6% 

 
 
自評學業成績 

圖 3 顯示 57.6%的男生形容自己在過去 12 個月內的學業成績為「中等」或以上；

而相對男生來說，女生對自己的學業成績有較正面的評價。70.8%的女生認為自己的的

學業成績為「中等」或以上，接近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發現 (72.4%的學生認為

自己的學業成績達「中等」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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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自我評估學業成績

男生 (人數=496) 女生 (人數=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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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健康情況 
超過 6 成（65.5%）的男生認為自己在過去 12 個月內的健康狀況是「極好」、「很好」

或「好」。而 58.5%的女生認為自己的健康狀況達到「好」的程度或以上（圖 4），相對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 67.8%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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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自我評估健康情況

男生 (人數=519) 女生 (人數=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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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飲食習慣 

 

健康的飲食習慣 

學生每天進食生果、蔬菜及奶類飲品的比例偏低（表 2）：只有 10.3%的男生及 14.3%

的女生每天吃生果兩份或以上。而只有各 7.4%的男生及女生每天吃三份或以上蔬菜；

奶類飲品方面，更只有 6.3%的男生及 5.4%的女生有每天喝兩杯或以上的習慣。 
 

表 2.  健康的飲食習慣 

男生 女生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每天最少吃生果兩份 54 10.3% 81 14.3% 

每天最少吃菜三份 39 7.4% 42 7.4% 

每天最少喝兩杯奶類飲品 33 6.3% 31 5.4% 

 

不健康的飲食習慣 

根據表 3，男生最常吃的三類零食及飲品依次為豆奶、檸檬茶、紙包果汁等含糖飲

品 (45.1%)，汽水 (39.3%)及朱古力或糖果 (27.7%)。女生方面，最常吃的零食及飲品分

別為朱古力或糖果 (42.7%)、豆奶、檸檬茶、紙包果汁等含糖飲品 (39.9%) 、街頭小食

(21%) 及甜品、雪糕、蛋糕、西餅或撻 (21%)。 

表 3.  不健康的飲食習慣 

男生 女生 在過去 7 天內，學生吃過 

以下食物 4 次或以上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薯條、薯片、芝士波或蝦條等零食 62 11.9% 87 15.3% 

朱古力或糖果 145 27.7% 243 42.7% 

涼果 (如話梅、果乾或肉乾) 47 9% 42 7.4% 

點心、魚旦、釀青椒等街頭小食 135 25.8% 119 21% 

甜品、雪糕、蛋糕、西餅或撻 101 19.3% 119 21% 

汽水 206 39.3% 114 20.1% 

豆奶、檸檬茶、紙包果汁或類似的含糖飲品 237 45.1% 226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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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早餐 

22.6%的男生（圖 5a）及 21.7%的女生（圖 5b）沒有進食早餐的習慣，相對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 16.7%為高。 

 

圖 5a.  有否進食早餐 (男生) 

沒有

22.6%

有

77.4%

 
男生 (人數=522) 

 
 
 

圖 5b.  有否進食早餐 (女生) 

沒有

21.7%

有

78.3%  
女生 (人數=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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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重控制 

 
體重評估 

大部份學生對自己的體重缺乏正確的認知。根據圖 6a 及 圖 6b，只有 45.5%的男生

及 33.5%的女生形容自己的體重為正常。但根據學生提供的身高、體重及對照生長圖表

來計算，接近 8 成的男生及女生的體重屬於正常的範圍內。另外，18.9%的男生及 11.2%
的女生有過重的問題。 

 

 

 

 
 
 
 
 
 
 
 
 
 

 

 

 

 

 

 

 

 

 

 

 

* 根據學生填寫之身高和體重及對照生長圖表而計算出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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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a. 自評體重及報稱體重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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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 自評體重及報稱體重 (女生)

自評體重 (人數=567) 報稱體重    (人數=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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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控制方法 

大部份的學生採用健康的方法來減輕體重或防止體重增加。當中 60.6%的男生及

64.3%的女生選擇做運動；另外亦有 25.2%的男生及 40.8%的女生以減少食量、減少卡路

里攝取、或吃低脂食物的方法來控制體重（表 4）。 

 

表 4.  控制體重的方法 

男生 女生 在過去 30 天內，學生有採用以下 

方法來減輕體重或防止體重增加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減少食量、減少卡路里攝取、或吃低脂食物 133 25.2% 231 40.8% 

不進食達 24 小時或以上(亦稱為絕食) 16 3% 7 1.2% 

在未經醫生指示下服食減肥藥 15 2.9% 11 1.9% 

扣喉引致嘔吐或服食瀉藥 14 2.7% 6 1.1% 

做運動 319 60.6% 366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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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動 

 

定期做運動的定義為 (A)每週進行最少 3 次 20 分鐘或以上的劇烈運動或 (B) 每週

進行最少 3 次 30 分鐘或以上的休閒運動。調查發現區內中學生有 42.7% (224) 的男生和 
31.8% (181) 的女生會定期做運動，相對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 49.9%為低。再者，

分別有 59.3% (310) 的男生和 53.7% (305) 的女生每天用 3 小時或以上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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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口腔健康 

 
學生有每天刷牙的習慣分別為 95.4% (503)的男生和 98.6% (560)的女生。而曾在過

去 12 個月內到牙科診所作牙齒檢查、洗牙或其他牙科護理/手術的學生只有 20.3% (107) 
的男生和 19.8% (112)的女生，顯示學生的口腔保健意識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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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人安全 

 
區內學生的安全意識偏低（圖 7）：67.8%的男生及 52.8%的女生在參與踏單車、玩

滑板車、滾軸溜冰等活動時沒有戴上任何保護裝備，如頭盔或護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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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活動時有否戴上保護裝備

男生 (人數=323) 女生 (人數=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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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危健康行為 

 
吸煙、飲酒及藥物濫用 

在受訪前 30 天內，14.5%的男生及 7.9%的女生曾經吸煙；而飲過 1 杯酒或以上的

各為 21.3%的男生及女生。另外，5.9%的男生及 4.2%的女生報稱曾服用非法藥物 (表
5)。 
 

表 5.  吸煙、飲酒及藥物濫用 

男生 女生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過去 30 天內曾吸煙         
(只吸過一、兩口也計算) 76 14.5% 45 7.9% 

過去 30 天內最少飲 1 杯酒 111 21.3% 121 21.3% 

曾服用非法藥物            
(非經醫生署方的藥物) 31 5.9% 2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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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行為 
7.6%的男生及 5.9%的女生表示曾與他人發生性行為 (圖 8)。 

7.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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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男生 (人數=514) 女生 (人數=564)

圖8. 曾與他人發生性行為

 
 
 
對於曾有性行為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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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a. 第一次與人發生性行為的歲數

男生 (人數=37) 女生 (人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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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b. 在過去3個月內曾與多少人發生性行為

男生 (人數=37) 女生 (人數=29)
 

附註：百分比基於有性行為經歷的學生 



 14

40.5%

10.3%

0%

10%

20%

30%

40%

50%

男生 (人數=37) 女生 (人數=29)

圖9c. 在最近一次性行為之前飲酒或使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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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d. 於最近一次性行為沒有採用避孕方法

 
 

 

 

 

 

 

 

 

 

 

 

 

 

 

 

 

附註：百分比基於有性行為經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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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暴力行為 

 
表 6 顯示學生報稱最常遇到的三類被欺凌的情況為： 1)個人財物被偷或被破壞 (男

生：25%；女生：25.7%)； 2)參與打架 (男生：23.2%；女生：5.4%) 及 3)被別人性騷擾 (男

生：15.3%；女生：18.6%)。這與 2001 年同類型調查結果相似，但是荃灣區男生因打架

受傷而需經醫護人員處理的比例 (5.9%)比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 2.9%為高。 

 
表 6. 被欺凌的情況 

男生 女生 
在過去 12 個月內，學生有被欺凌的情況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在學校內被人以武器(如刀、槍或棍)恐嚇或傷害 27 5.2% 21 3.7% 

參與打架 122 23.2% 31 5.4% 

因打架受傷而需經醫護人員處理 31 5.9% 4 0.7% 

個人財物被偷或被破壞 131 25% 146 25.7% 

被別人性騷擾 80 15.3% 10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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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心理健康 
 

生活滿意程度 
生活滿意程度指數介乎 5 至 30 分，分數愈高表示學生愈滿意自己的生活狀況。男

生及女生的生活滿意程度指數的中位數分別為 19 分及 18 分（表 7），跟 2001 年全港性

同類型調查的 19 分沒有顯著分別。 

 
表 7. 生活滿意程度指數 

 最小值 第 25 個   
百分值 中位數 第 75 個   

百分值 最大值 

男生 5 15 19 22 30 

女生 5 15 18 21 30 

 
 
抑鬱傾向 

抑鬱分數介乎 0 至 36 分，13 分為臨床分割點。 13 分或以下表示沒有抑鬱徵狀，

13 分以上表示學生有不同程度的抑鬱徵狀。35.5%的男生及 47.2%的女生有抑鬱徵狀（圖 
10），相對 2001 年全港性同類型調查的 35.8%為高。 

35.5%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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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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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人數=510) 女生 (人數=544)

圖10. 抑鬱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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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健康情況 
 女生的情感健康情況普遍比男生為差（表 8），其中更分別有 9.7%的女生表示

曾計劃自殺及 7.2%的女生報稱曾有自殺行為。 
表 8. 情感健康情況 

男生 女生 
報稱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有以下情況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感到傷心和絕望 124 23.7% 177 31.3% 

輕微傷害自己 58 11% 118 20.7% 

曾認真地考慮自殺 53 10.1% 88 15.5% 

曾計劃如何自殺 31 5.9% 55 9.7% 

曾作出自殺行為(如割手腕、服食過量藥物) 13 2.5% 41 7.2% 

  
 
求助對象 

當有自殺念頭時，大部份的學生(79%)會尋求朋友或同學的協助。而不足 1/4 的學生 
(22.2%)會向家人求助 (表 9)。 

表 9. 有自殺念頭時的求助對象 

尋求協助對象 人數 百分比 

朋友或同學 64 79% 

社工 26 32.1% 

教師 19 23.5% 

家人 18 22.2% 

81 位同學曾尋求協助  
* 此題是「可選多項」題目，所列數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數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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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暴力行為與心理健康的關係 
 
情緒健康與打架 

調查顯示曾參與打架的學生較多出現負面的情緒及自毀傾向〈表 10〉。 
 

表 10. 情緒健康與打架與的關係 

 有參與打架 沒有參與打架 p 值 

感到傷心和絕望 40.3% 25.7% <0.05 

曾經輕微傷害自己  26.3% 14% <0.05 

曾認真地考慮自殺 26.3% 10.6% <0.05 

曾計劃如何自殺 21.2% 5.9% <0.05 

曾作出自殺行為 (如割手腕、服食過量藥物) 14.7% 3.3% <0.05 

 

 

被欺凌的情況與抑鬱傾向 
表 11 顯示有抑鬱傾向的學生被欺凌的情況較沒有抑鬱傾向的學生為嚴重。 

 
表 11. 被欺凌的情況與抑鬱傾向的關係 

 有抑鬱傾向 沒有抑鬱傾向 p 值 

在學校內被人以武器(如刀、槍或棍)恐嚇或傷害 8.6% 1.4% <0.05 

參與打架 15.1% 12.7% 0.282 

因打架受傷而需經醫護人員處理 4.7% 1.9% <0.05 

個人財物被偷或被破壞 30.7% 21.6% <0.05 

被別人性騷擾 24.7% 10.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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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凌的情況與生活滿意程度 

曾在學校內被人以武器恐嚇或傷害、參與打架及個人財物被他人偷竊或破壞的學生

的生活滿意程度明顯較其他學生為低 (表 12)。 
 

表 12. 被欺凌的情況與生活滿意程度的關係 

有 沒有 
 

生活滿意程度指數平均值 p 值 

在學校內被人以武器(如刀、槍或棍)恐嚇或傷害 16.18 18.06 <0.05 

參與打架 17.01 18.14 <0.05 

因打架受傷而需經醫護人員處理 17.47 18.02 0.541 

個人財物被偷或被破壞 17.29 18.23 <0.05 

被別人性騷擾 17.39 18.12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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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抑鬱傾向與生活滿意程度的關係 

 
有抑鬱傾向的學生的生活滿意程度 (15.89 分) 明顯較沒有抑鬱傾向的學生 (19.51 分) 為

低 (表 13)。 
表 13. 抑鬱傾向.與生活滿意程度的關係 

抑鬱傾向 
 

有 沒有 p 值 

生活滿意程度指數 15.89 19.51 <0.05 

* 生活滿意程度指數介乎 5 至 30 分，分數愈高表示學生愈滿意自己的生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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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抑鬱傾向與高危健康行為的關係 

 
有抑鬱傾向的學生明顯較沒有抑鬱傾向的學生多出現高危健康行為，包括吸煙、服

用非法藥物及跟他人發生性行為 (表 14)。 

 
表 14. 高危健康行為與抑鬱傾向的關係 

 有抑鬱傾向 沒有抑鬱傾向 p 值 

過去 30 天內曾吸煙 (只吸過一、兩口也計算) 15.8% 7.3% <0.05 

過去 30 天內最少飲 1 杯酒 23.9% 19.7% 0.095 

曾服用非法藥物 (非經醫生署方的藥物) 6.2% 3.6% <0.05 

曾發生性行為 10.2% 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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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此調查中，大部份學生的飲食習慣未能達到健康飲食指引的要求，例如每天吃早

餐，每天最少吃兩份水果、三份蔬菜及兩份奶類及其製品等。委員會可考慮在區內學校

加強推廣健康飲食，透過多元化的活動，鞏固學生有關健康飲食的知識，並培養學生實

踐良好的飲食習慣。 

調查結果亦顯示學生對自己的體重及外表沒有正確的認知，超過一半學生認為自己

體重過重或過輕，而根據學生報稱的體重計算結果顯示只有約四份之一的學生有體重問

題。現今香港青少年飲食失調的問題有上升的趨勢，委員會應培養學生對自己的體重及

外表有正確的認知，使學生認識及接納個人形象以加強自信心，免受傳媒影響，從而減

低患上飲食失調症的機會。 

此外，不足一半學生會定期做運動；而接近六成的學生每天用 3 小時或以上看電視。

委員會可加強區內的體育及康樂設施，並透過不同運動推廣計劃，為學生提供不同種類

的運動，以切合不同學生的興趣；從而鼓勵學生多參與運動及建立持續運動的習慣，減

少看電視和玩電腦等靜態活動。調查亦發現學生的安全意識不足，大部份學生在參與踏

單車、玩滑板車、滾軸溜冰等活動時，甚少或從不會戴上保護裝備 (如頭盔或護膝)。委

員會應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工作，以減低學生的意外受傷。 

部份學生會接觸到煙、酒、非法藥物及性行為。委員會可考慮加強這方面的教育，

協助學生建立健康的生活模式，從生理上、心理上及社會性上實踐健康生活，從而減低

學生的高危行為。就性教育方面，學校可先為教職員提供相關培訓，讓教職員有充足的

準備，締造一個正面自然的談性空間，有助日後在校內推行性教育。 

 調查發現，學生的心理健康問題值得關注，接近四成的男生及一半的女生有不同程

度的抑鬱徵狀，而約一成學生表示曾考慮自殺或真正計劃自殺。另外，本調查顯示暴力

行為與抑鬱傾向有正向的關係，委員會可在區內加強預防欺凌及暴力行為的工作。根據

本中心推行「健康學校」的經驗，擁有良好校風及社區關係的學校，學生的抑鬱徵狀指

數較低。因此，區內學校可在社交環境及社區關係方面下更多的功夫。透過營造一個愉

快融洽的社交環境，為學生建立社交支援網絡，並透過社區資源及家校合作增進學生的

情緒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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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委員會可考慮為學生提供歷奇活動訓練。歷奇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生面對

逆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讓學生更積極及勇敢地接受未來的挑戰，減低他們因解決問題

能力不足或不能面對挫折而造成自我傷害的可能性。 

再者，歷奇活動能改善學生在學習、情緒、朋輩關係及家庭上的問題。歷奇活動透

過發掘青少年的潛能，給予他們滿足感和成就感，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自尊感，有

效預防偏差行為及高危健康行為。而歷奇活動強調在遊戲中學習，很適合缺乏學習動機

的學生參與。借助此類具新鮮感、多變而富挑戰性的歷奇程序，可以鼓勵學生了解自己

的特點及發展多方面的潛能，並體會突破個人極限的樂趣，提昇處事的能力和動機，從

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上為是次中學生健康調查的分析報告，當中反映荃灣區學生的生理和心理健康狀

況，  貴委員會可就學生的情況及需求訂立相應的策略，以讓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為

青少年的健康成長而共同努力。如  貴委員會就本調查有任何疑問或欲討論報告結果，

請聯絡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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