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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人等器官 今年移植130宗
網上紀念公園啟動 鼓勵市民死後遺愛人間

兩成港人睡眠欠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去年錄得破紀錄的141宗屍體器

官移植個案，今年截至本月15日，則有130宗，但每年卻有約1,800個

病人輪候器官移植，器官捐贈仍是「供不應求」。為進一步推廣器官捐

贈的觀念，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生命之樹」及香港移植學會「毋忘

我．頌新生」網上紀念公園昨日啟動，表揚器官捐贈者

的無私情操，鼓勵市民死後遺愛人間。

港珠澳橋主體工程 投保278億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港珠澳大橋主

體工程項目建築工程一切險及第三者責任險保險合約由
以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首席承保公司的6大
保險商投得，保險期限約為6年，投保金額高達人民幣
278億元，創下內地單個工程保險標的新高。保單簽約儀
式日前在廣州舉行，以確保大橋主體工程於12月底正式
動工。

中國人保等六保險商承保

據稱，首席承保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公司承保
份額為5成，參與共保的其他5家公司分別為中國平安財
險、中國太平洋財險、中國大地財險、中銀保險及太平
財險。此前，全球最大的保險經紀公司達信（Marsh）已
被聘為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的保險經紀。
早在今年9月，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公開招標首席承保公

司及共保公司。此外，國際再保險公司也將在港珠澳大
橋建設期間全程參與風險管理服務。作為世界最長、建
設技術最難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為罕見的「橋、

島、隧」一體化的交通集群項目，施工工藝複雜。

填海工程去年動工進展順利
備受關注的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填海工程去年

12月正式動工以來，目前工程推進順利，人工島東、南
護岸部分已露出水面，填海工程將於2012年底前完工。
珠海市推進港珠澳大橋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許秋萍
介紹，預計島隧工程將於12月底正式開工。港珠澳大橋
主橋的橋樑工程亦估計將在明年年底之前開工。

後生吸毒因朋輩
成人多為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毒品令人泥足深
陷，難以自拔，是甚麼原因促使吸毒者初嚐毒品？
有團體分析201名13至59歲戒毒者，探討他們吸毒的
原因，發現21歲或以上的年長吸毒者當中，約60%
人因情緒低落而吸毒，尤以女性(70%)較普遍；年輕
吸毒者（21歲以下）方面，52%人受朋輩影響吸
毒。團體認為，年輕及年長高危族所承受的毒品引
誘各異，當局應推出針對性的禁毒宣傳。
戒毒治療康復輔導中心PS33於2008年至2010年對

201宗戒毒個案進行研究。整體而言，「不開心」是
最常見的吸毒原因，佔整體個案的51.7%。按年齡
組別分析，21歲或以上的吸毒者當中，約60%人因
「不開心」吸毒，顯示年長人士面對的社會、家庭壓
力沉重，容易沉淪毒海，其中年長女性(70%)更容易
為情緒所牽動。另一個因素是朋輩的影響，在年輕
吸毒者之中較為常見，年輕男性和年輕女性分別有
54%和48.6%，因為「認威」、逞強、難以拒絕朋友
而試毒。
現年24歲的阿詩服食冰毒6年多，初試是因為貪新

鮮，她先在的士高吸毒，後來便躲在家吸食，有時
獨留家中都會令她起心癮，社工便教導她不要留在
家中，避開高危處境，慢慢戒毒。

團體指宣傳不應一味靠嚇
PS33尖沙咀中心主任夏民光稱，應了解吸毒者於

何時何地最容易受誘惑，以及甚麼人給予的毒品最
難拒絕，才能「對症下藥」進行抗毒工作。PS33深
水㝸中心主任何鳳娟表示，當局的禁毒宣傳不應只
用恐嚇方法，應該教導如何處理高危處境，家長亦
應了解子女的吸毒原因，盡量幫助他們避開高危處
境。

■研究指21歲以下吸毒者易受朋輩影響，而21歲
或以上吸毒者則會因情緒問題吸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昨日出席啟動儀式的醫管局主席胡定
旭表示，全球每年每100名在器官捐贈輪
候名冊上的病人，便有9人最終未及移植
已逝世。香港移植學會會長李錦滔指
出，海關督察許細文捐肝救同袍事件
後，器官移植個案雖然略升，但仍有大
批頻臨生死邊緣的病人等候合適器官。

婆婆捐兒器官救多個家庭
「全屍」觀念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

但年屆77歲的陳婆婆卻有不同看法。陳
婆婆的兒子梁啟雄，6年前在內地駕電單
車時遇劫，不幸釀成交通意外，其後送
往香港的醫院搶救，但終告不治。接到
愛兒救不活的噩耗後，陳婆婆卻能即時
放下傷痛，委託醫生即時通知器官捐贈
部門，將兒子的所有器官，包括皮膚及
骨等全數捐出。
她說：「（兒子）離世已是鐵一般的事

實，他生前樂於助人，雖然沒有提及死
後器官捐贈，但我相信他的想法與我一
樣，我希望替他做最後一件事，救活其
他人。」最終，梁啟雄的心、肝、肺、
腎及眼角膜均適合捐贈，拯救了多個家
庭；其腦袋更被捐出用作醫學研究。

輪候兩年幸獲肝保命
現年48歲的司徒先生，因肝硬化輪候器

官移植兩年，期間經常神志不清，需多
次進出醫院。今年中，更獲醫生告知，
若兩星期內未能接受移植，則有性命危
險，尚幸終輪候到合適器官，現在已重
獲新生。他說：「我要多謝捐贈者的家
人，令我可以重生，實在是無言感激。」
威爾斯醫院的「生命之樹」是一棵鳳凰

木，寓意「循環及重生」；「生命之樹」
旁邊則豎立一個名為「盛放」的雕塑，寓
意接受器官移植後的生命燦爛而美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人生活壓力不容忽
視，醫管局跟進54名睡眠質素欠佳的病人，他們在睡
床上「眼光光」的平均時間佔整個睡眠過程的43%，
分別有16%及27%病人出現輕微抑鬱和焦慮。經過為
期3個月的治療後，病人在睡床上「眼光光」的時間減
至29%，有專家建議睡前泡熱水浴和深呼吸有助入
睡。

部分病人出現抑鬱焦慮
醫管局九龍中醫院聯網去年推出「一站式」跨專業

治療計劃，以資深醫護及社工等團隊，為病人進行評
估及治療，跟進170多名因身心健康問題導致睡眠欠佳
的病人。在已分析的54名個案中，部分人出現輕微抑
鬱和焦慮，參照世衛的身心健康評估，他們的平均得
分低於13分的中位數，只有11.9分。

老翁67%床上時間「眼光光」
九龍醫院一級職業治療師潘輝表示，1998年的調查

發現，有11.9%受訪港人出現睡眠困難，至2008年睡眠
欠佳人數增至20%，反映都市人的壓力問題日增。他
又稱，在已分析的54名個案中，經治療後已增加入睡
時間。其中76歲的張伯以往在睡床上有67%時間「眼
光光」，接受醫護意見推遲上床時間，經治療後，「眼
光光」時間已減至50%。
九龍中醫院聯網家庭醫學及普通科門診副顧問醫生

陳仕鑾表示，身心情緒問題會影響入睡，目前被轉介
進行睡眠質素治療的病人，多數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
等疾病，醫護會在病人求診時進行識別，再作轉介。
九龍醫院部門經理鄭吳倩華表示，若市民遇上睡眠困
難，入睡前應先放鬆情緒，泡熱水浴和深呼吸，均有
助入睡。

菲傭團體抗議菲新保險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菲律賓勞工部上月初

起強制赴海外工作的傭工購買保費約1,123港元勞工保
險，費用由僱傭中介公司或僱主支付。有關注在港外
傭權益的團體透露，已有僱主表明會把保費轉嫁予菲
傭，團體擔心新措施會削弱僱主聘請菲傭的意慾，轉
聘其他國家的外傭，間接害菲傭「丟飯碗」；團體促請
菲政府盡快修訂新措施，避免僱主重複購買保障範圍
相同的保單。
菲政府有關措施規定赴海外工作的國民，其僱主或

僱傭中介公司須向該國3間指定承保公司購買為期2
年、保費144美元（約1,123港元）的勞工保險，保障
範圍包括因工受傷、意外死亡及自然死亡等。但現時
本港法例規定僱主須為外傭購買勞工保險，與菲政府
規定的保險相若。

有僱主表明保費轉嫁菲傭
香港菲印泰外傭權益關注組表示，已有僱主表明在

菲傭薪金內扣減有關的保費開支。關注組又批評，新
措施推行1個多月，但訊息仍然混亂，許多菲傭對措施
一知半解。關注組上月去信菲律賓駐港領事館查詢，
惟至今未獲回覆。有關注組成員指出，菲政府指定的3
間承保公司在香港沒有分公司，菲傭如須申索，便需
越洋辦理手續，甚至有可能要親自返國申索，費時失
事，最終能否獲得賠償也成疑。

關注組發言人之一Marlyn解釋，菲律賓的保險申索
制度極不完善，她曾為患病入院的父親向保險公司索
償，擾攘接近8年始獲得賠償，金額更不及保單訂明的
一半。她認為，菲政府對保險公司監管不力，保險公
司也無法保障在海外打工的傭工。
關注組上周日舉行簽名活動，抗議菲政府倉促推行

新措施，並於昨午向菲律賓駐港領事館人員遞交收集
得來的900個簽名及請願信。

▲陳婆婆指出，兒子離世
已成事實，希望他的器官
可以遺愛人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生命之樹」以「循
環及重生」為主題，以
表達器官捐贈者、受贈
者及其家人對器官捐贈
過程的感覺；本身用上
鳳 凰 木 則 寓 意 鳳 凰 重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陳仕鑾（中）表示，身心情緒問題會影響入睡，目
前被轉介進行睡眠質素治療的病人，多數患有高血壓
及糖尿病等疾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香港菲印泰外傭權益關注組昨午向菲律賓駐港領事
館人員遞交請願信，促請菲政府盡快修訂新措施，免
菲傭「丟飯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