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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醫」揭長壽秘訣：吃清吃苦吃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肝癌是本
港第3號「癌症殺手」。但隨㠥醫療技術進
步，患者存活率於過去20年間，提升約10個
百分點至55%。不過，醫療費高昂，調查發
現，13%肝癌患者由確診至今，耗資逾20萬
元。62%受訪者指，完全不能承擔費用，政
府藥物資助計劃及關愛基金並無涵蓋肝癌藥
物。香港肝癌基金會建議，政府審視藥物資
助計劃，減輕肝癌患者負擔。該會又建議，
乙型肝炎及肝硬化患者，每半年進行一次檢
查，以便及早發現肝臟病變。
香港肝癌基金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於今年7月至8月，以面談形式，訪問300
位18歲或以上肝癌患者。結果發現，62%受
訪者在確診肝癌前，已患乙型肝炎；27.9%
患肝硬化；16.5%在確診前並無患有任何肝
病。此外，44%在出現病徵後，才發現自己
患有肝癌。

超聲波檢測 倡半年一次
基金會主席潘冬平表示，乙型肝炎、肝硬

化是導致肝癌的主要因素。早期肝癌根治機
會高，建議乙肝或肝硬化患者，每半年進行
一次腹部超聲波及血液檢測，及早發現肝臟
病變。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醫療技術大為改善。

根據瑪麗醫院數字，於1991年至2010年期
間，接受切除手術的肝癌患者，5年存活率
由46%升至55%，但醫療費相當昂貴。是次
調查指，32%受訪者由確診至今，已花逾5
萬元醫藥費。

消融醫治佳 耗資逾百萬
當中，13%更花逾20萬元。於去年4月確

診肝癌的張先生表示，去年9月接受消融技
術醫治後，腫瘤沒有再復發，但醫療費耗資
逾100萬元。潘冬平指，社會對肝癌患者的
支援較其他癌症少。例如政府藥物資助計劃
以及關愛基金，亦沒有涵蓋肝癌藥物，建議
政府重新審視藥物資助計劃。

肝癌醫費貴 基金倡審視藥資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

療和化療是肝癌傳統療法，但會殺
死正常細胞，以及導致脫髮。有研
究發現，利用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
法（SIRT），通過放射線摧毀腫瘤
細胞，可把癌症病人平均存活期提
升至12.8個月，較傳統治療的6個
月長。90%接受SIRT的病人腫瘤有
不同程度的收縮。1/3病人腫瘤更
收縮一半以上。此外，SIRT不會
引起併發症，為肝癌患者帶來曙
光。

輻射集一點 副作用較少
SIRT屬於微創手術，醫生只需要

在病人大腿內側，把放射性同位素
注射進供血至肝腫瘤的肝動脈，大
部分放射性物質便會被肝腫瘤吸
收。由於輻射集中一點，正常細胞
所受輻射量不多，傷害亦較少，故
不會出現電療和化療的嚴重併發症
及副作用。
SIRT不僅副作用少，療效亦高。

養和醫院綜合腫瘤科中心副主任梁
惠棠表示，SIRT可以把肝癌病人平
均存活期提升至12.8個月，較傳統

治療的6個月長。根據臨床經驗，
SIRT與傳統電療和化療相比，腫瘤
收縮幅度大，90%病人腫瘤有不同
程度的收縮；1/3人腫瘤更收縮50%
以上。但梁惠棠指，治療只是紓緩
性介入治療，絕少病人出現根治性
收縮。
此外，SIRT會帶來頭暈、發燒、

肝酵素上升等副作用，肝功能太差
和肝癌已廣泛擴散的病人，不適宜
接受SIRT治療。

體內放射治肝癌 「延壽」逾1年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佩琪）港
人經常熬夜、進食
生冷食物、身處空
調環境等，加上天
氣炎熱潮濕，容易
誘發濕疹，甚至具
遺傳性的銀屑病
（俗稱牛皮癬）等皮
膚病。從中醫角度
分析，皮膚病與
「脾虛」有關：在皮
膚出現的炎症症
狀，只是體質問題
表徵，例如：牛皮
癬因血熱、血燥或血瘀所致；濕疹可能與風熱、濕熱
或「脾虛」有關。有別於西醫使用外敷藥物，中醫透
過「治本」，解決皮膚問題。

港人常開冷氣易致「脾虛」
醫管局中醫總部每年舉辦中醫「北上南下」計劃，

安排香港和內地中醫定期交流。該局早前邀請擅長治
療皮膚病的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盧傳堅來港，跟醫管
局轄下中醫診所中醫師分享治療牛皮癬和濕疹的經
驗，並親自應診。盧傳堅表示，香港位於嶺南，天氣
炎熱潮濕，容易出現由濕熱誘發的濕疹。但港人的都
市生活模式：作息不定時、經常使用空調、飲食不健
康、經常進食生冷食物等，都會損害脾胃，導致「脾
虛」，濕疹病發機會較高。

過多苦寒藥 令病人肚瀉
至於患者皮膚出現白色鱗屑的牛皮癬，盧傳堅表

示，同樣是體質差導致，約80%至90%患者出現血熱、
血燥或血瘀症狀。但盧傳堅指，他所接觸的香港中
醫，大部分處方清熱解毒的藥方，未能對症下藥，只
能「治標」。而且處方藥量大、選用較多藥性苦寒的藥
材，過多苦寒藥材會令病人肚瀉，反而更傷脾胃，影
響中醫所說的身體「正氣」。她說，皮膚表面出現的炎
症，其實是身體問題警號，中醫從「治本」角度入
手，治好身體「根本」問題。
從中醫角度來看，牛皮癬患者應忌煙酒、公雞、榴

槤、海鮮、辛辣燥熱等食物；濕疹患者則應飲食清
淡，避免肥甘厚味、海鮮、辛辣刺激及難消化的食
物，以及不能吸煙。盧傳堅說，如可行，應於晚上11
時至凌晨1時入眠，養身體「正氣」。她提醒，港人常
誤以為自己「上火」，喝涼茶「下火」，但不適當飲用
涼茶，同樣會傷害脾胃，令體質更差。

醫局邀粵名醫
分享治濕疹經驗

11集團涉一麵包兩膠袋
棄置量升21%達3.17億 團體質疑獨立包裝非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港府實施膠袋徵費計劃迄

今兩年多，但麵包店膠袋使用量有增無減。根據環保署堆

填區統計顯示，麵包店膠袋棄置量由2009年2.62億個，飆

升至去年3.17億個，升幅高達21%。有環保團體調查發現，

東海堂、美心、君蘭、奇華及皇后麵包店集團均出現「1包

2袋」情況：1個麵包由1個獨立膠袋包裝，再加1個塑膠購

物袋。團體呼籲業界及市民自律，減用獨立包裝，令整體

麵包店膠袋棄置量下降最少20%至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法
律改革委員會今年6月發表《慈善組
織》諮詢文件，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
員會，以規管慈善組織，並賦予委員
會審批籌款活動申請及監察款項運用
的權力。法改會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
主席陳智思表示，不少團體反映對有
關建議的憂慮。而委員會已應團體要
求，把原定本月16日結束的諮詢期，
延長至10月31日。他期望委員會明年
初把報告提交法改會。
香港現有約6,000個慈善組織，但現

行法例卻未有全面法律框架予以規
管。法改會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作為慈善組織的非官方監管機構。理
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
中心昨日與社區組織協會等團體，舉
辦一個研討會。

陳智思樂意把人權納監管
會上，陳智思指，不同團體已向委

員會反映不同憂慮。例如，一些宗教
界團體指出，團體問責對象是教友而
非廣大市民；自助組織則擔心加強監
管令成本急升。陳智思強調，諮詢文
件屬方向性文件，一直未能定性是慈
善團體的人權組織，委員會不會避
談。只要社會有共識，樂意把人權納
入監管範疇。
正言匯社社長張超雄認為，只要修

改現有行政措施，已可達致監管效
果，質疑是否需要成立獨立委員會。
他指，目前由稅務局處理慈善組織帳
目，一旦帳目有問題，立法會可向稅
局問責。但如果成立慈善事務委員
會，由於委員會並非官方機構，慈善
組織即使不交代，也無可奈何。「現

在至少政府部門有權跟進，亦可透過申訴專員去
查」。社工總工會代表指，增加一個監管機構，
只會「架床疊屋」，但同意當局檢討現行架構有
否足夠人手。
綠色和平行政與區域發展總監馮家強指，諮詢

文件主要針對公開街頭籌款及職業籌款人資料。
但市民關心的議題，如慈善團體接受多少企業捐
助及慈善晚會、音樂會、電視籌款節目等所涉及
的開支，諮詢文件卻無提及，建議一併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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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鑑於膠
袋徵費第2階段諮詢的結果，反映
市民普遍認為，應以膠袋盛載新鮮
食物；至於徵費應否擴大至盛載麵
包的「第2重」膠袋，則須綜合意
見再作討論。局方待立法會復會
後，把諮詢結果與其他減廢政策提
交討論。
綠領行動上月中派員在全港抽查

18個麵包店集團，發現61%（11個）
集團均出現「包上再包」濫發膠袋
情況。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指，
東海堂、美心、君蘭、奇華及皇后
麵包店集團，都會預先把麵包獨立
包裝再上架。而前線員工在出售
時，又再額外以塑膠購物袋盛載予
顧客，造成「1包2袋」或「多包多袋」
現象，即買得越多，膠袋量越多。

同一個集團 見雙重標準
另外，何漢威指，調查發現，即

使同一集團經營的連鎖麵包店，亦
會出現雙重標準。他以港鐵沿線麵
包店為例：位於繁忙地點的麵包
店，大部分都會以獨立包裝形式出
售；但其他地區則沒有。他認為，
企業為求便利顧客、省卻成本、減
少聘用人手及美觀討好，才會預先
把麵包獨立包裝。
綠領行動經已去信13間麵包店集

團，促請改善麵包包裝問題，僅4
間有以書面回覆。團體將對麵包店
濫發膠袋情況作出跟進，若發現業
界未有改善，不排除到有關麵包店
門外抗議。

麵包味不同 要求分開裝
馥軒麵包西餅店務員洪小姐表

示，「雖然公司有吩咐應減少膠袋
使用量，但麵包有甜、有鹹，又含
醬料、餡料。10名顧客僅1人沒有
要求分開盛載」。超群餅店助理業
務發展經理蕭棟林表示，麵包即使
沒有獨立包裝，亦不會影響麵包味
道、品質及衛生。公司自2006年實
行「無膠袋日」，平口膠袋使用量
已下降近10%。

籲擴展徵費 制定包裝法
何漢威贊成，港府盡快把膠袋徵

費擴展至全港6萬個零售點，包括
盛載乾貨及報紙的膠袋。不過，他
又稱，理解盛載新鮮食物，如麵包
等可獲豁免。但他建議，政府考
慮制定「包裝法」，規管獨立包裝
的應用，又呼籲業界自律取消使
用獨立包裝，加強教育員工環保
意識，並在收銀機及八達通繳費
處張貼節約膠袋提示；市民亦應
主動拒收獨立包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都市人為
了健康，不惜一擲千金，以購買保健食
品、參茸海味。不過，曾為中南海「御
醫」、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客座教授
（兼職）吳錦研究發現，長壽秘訣很簡
單─吃得清、吃得苦、吃得天然。吳
錦對世界5大長壽村：廣西巴馬小村進
行研究，為村內人瑞逐一把脈，發現他
們雖然年事已高，但體質不亞於壯年
人，原因是該村貧困，人瑞吃素和粗糧
為主，還要幹活，患病也甚少服藥，靠
自身抵抗力抗病，免疫能力與日俱增，
疾病難以動搖身體根基。

研小村人瑞 比較港人體質
資料顯示，巴馬小村有超過10名逾百

歲人瑞，村民平均壽命超過80歲，是世
界5大長壽村之一，引起中外醫學界的
興趣，期望揭開村民長壽之謎。因醫治
癌症及奇難雜症聞名的吳錦，早前到訪
當地，為村內人瑞把脈，再比較香港病
人體質。結果發現，人瑞雖然年紀老
邁，但身體機能比城市人還要健壯，而

且腦筋清晰，「有的視力良好，做刺繡
又快又準；有的仍做小生意，會議價，
腦子清晰；有的山上山下整天走不
停」。

少用調味料 養抗病能力
吳錦觀察人瑞起居飲食，總結健康長

壽的關鍵是：吃得清淡，以及吃得苦。
吳錦指，巴馬糧食資源匱乏，更遑論醫
藥資源，故村民多以粗糧為主食，「連
調味料也少用，少鹽、少油、少糖」。
村民生病也甚少服藥，靠自身免疫力抗
病，「人是有抗病能力。如果經常靠抗
生素、維生素抗病，抵抗力久未操練便
會減弱，易被疾病入侵」。

生存鬥志強 更勝新一代
吳錦又發現，基因不是長壽的鑰匙，

部分巴馬人瑞比子女還要長命，「子女
死了20、30年，他們（人瑞）還活㠥。」
原因可能是，巴馬新一代生活較上一代
改善，吃的苦不及上一代。她指出，人
瑞經歷過不少人生跌宕，咬緊牙關一一

克服，生存鬥志強，足以抵禦頑疾。但
在溫室長大的新一代，卻未必有這能
耐。
相比之下，吳錦發現，不少香港病人

生活富庶，最注重飲食，卻攝取過量動
物蛋白，「營養太好，反而加快代謝，

加速癌細胞生長」。
此外，港人生活環境舒適，不像鄉下

人整天勞動，身體機能維持良好狀態。
她建議港人生活要以回歸自然為原則，
減少進食化學添加劑和藥物，以及增加
運動量。

■梁惠棠表示，選擇性體內放射
治療法可將肝癌病人平均存活期
提升至12.8個月。

■潘冬平建議患乙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
每半年進行一次腹部超聲波及血液檢測。

調查單位供圖

■何漢威(中)呼籲，業界應自律取消使用獨立包裝，加強教育員工的環保意識，並在收銀
機及八達通繳費處張貼「1袋盛載所有麵包」的「溫馨提示」。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 綠 領 行 動
昨 早 到 山 崎
麵包店購買4
個 麵 包 ， 竟
出現「4包5
袋 」 的 濫 發
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謝雅寶 攝

■中醫盧傳堅認為，皮膚病與
「脾虛」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佩琪 攝

■陳智思(左)表示，委員會已應團體要求，將
原定本月16日結束的《慈善組織》諮詢期，延
長至10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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