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個案3宗 遠遜前年52宗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私家

醫院醫療事故處理機制。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表示，浸會醫院初生嬰兒墮

地事故中，院方認為事件並不應列為嚴
重事故，不需向衛生署呈報，但當局卻
指事件為嚴重事故，應按《實務守則》
在事發後24小時通報，反映醫院與當局
在嚴重醫療事故的定義上存有嚴重落
差。有議員則質疑，現今機制下的呈報
數字並不可信，例如今年至今通報衛生
署的嚴重事故個案只有3宗，但去年及前
年分別有10宗及52宗，認為私家醫院有
隱瞞事故或漏報。

最多罰千元 議員促檢討法例
衛生署副署長譚麗芬表示，該署對近

年呈報嚴重事故驟降有所警惕，但無證
據顯示私院隱瞞事故。她又指，數字下
降可能和近年較多公營醫院醫生轉到私
院服務，令私院服務提升有關。不過，
她承認現時規管私院的法例45年來未曾
修訂，仍局限於只能在房舍、設施及人

手3個範疇作出規管，以往執行工作時
亦深感法例闊度及深度不足。她又指，
即使私家醫院違反有關法例，最高罰則
只為罰款1,000元。與會議員對極低的罰
則均感到嘩然，促請當局盡快檢討法
例。
至於發生嚴重事故的處理及呈報，譚

麗芬表示，受到法律賦予的權力限制，
現時只能以行政協議訂立的《實務手則》
作出規管，惟署方並無任何權力就發生
或不公布嚴重事故懲處醫院。她指出，

在完成修訂相關法例前，當局會繼續公
布對公眾衛生有威脅的醫療事故，以公
眾壓力令醫院受壓；若事故涉及專職醫
療人員，則會匯報相關管理局轉介跟
進，冀醫院能夠自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長遠

會規定所有醫院參與醫院認證計劃，藉
此完善處理醫療事故程序，而衛生署亦
可根據計劃內的責任條款加強規管。不
過他坦言，需要3年至4年全部醫院始能
完成認證計劃。

A12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1年11月15日(星期二)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名中醫類固醇藥膏 逾300人或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死者楊烽是一名39歲高
齡產婦，也是一名大有來頭的內地企業家，身兼廣東
省電腦商會副會長、廣州市天河女企業家協會副會
長，又擔任廣州華勝弘邦電腦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
理，該公司為「三星」電腦產品的中國區代理商。楊
生於廣東省豐順縣，居住廣州番禺祈福新村，育有3名
女兒，2001年在內地誕下一對雙胞胎，2005年曾在內
地接受流產手術，2009年再度懷孕，經朋友介紹來港
分娩。
死者丈夫施健昨與約10名家屬到庭應訊，並由大律

師范信恩代表，以廣東話作供時表現冷靜，作供後亦
一邊抄寫筆記一邊專心旁聽。他在庭外表示現階段未
想到會否向院方索償，一切須待死因研訊後才有定
奪。他指1歲半的女兒年紀太小未懂事，至今仍未知母
親死訊；而一對孖女卻一直悶悶不樂，「(似乎)有事放
在心入面」。被問及妻子為何曾接受流產手術，他則拒
絕回應，只說：「這點遲些會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著名中醫冼麗生自
行調配的濕疹藥膏含有類固醇成份，更有男童使用
後出現可引致肌肉萎縮的庫欣氏症候群。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周一嶽昨稱，衛生署翻查相關中醫的記錄
後發現，有逾300人可能曾獲處方該藥膏。由於類固
醇可透過皮膚進入人體，患者若長期及在身體上廣
泛面積使用有關藥膏，可能因吸入大量類固醇引起
併發症。衛生署及警方會繼續跟進事件。

周一嶽：個案轉介警方跟進
周一嶽表示，衛生署早前接獲一宗由醫管局轉

介，一名男童吸入過量類固醇引起併發症的個案，
經跟進調查，懷疑源頭由冼姓中醫師處方的藥膏引
起。該署其後再發現被該中醫師診治的病人中，有3
人獲處方的藥膏含類固醇，由於法例規定，任何並

非西醫人士，均不能處方及使用西藥，周一嶽稱，
有關個案已轉介警方跟進，而相關病人則由醫管局
醫生跟進中。

衛署設熱線供市民查詢
衛生署已設立熱線：21251133供市民查詢，該署

亦會主動聯絡曾獲處方濕疹藥膏的逾300名病人，了
解他們有否出現不良反應或徵狀。

冼麗生暫准保釋
該署日前公布，今年6月獲悉冼調配的藥膏摻雜西

藥，繼調查後，該署於8月2日聯同警方到冼麗生的
診所搜獲166樽可疑藥膏，而冼麗生亦被拘捕。他承
認自行調製藥膏，但不知悉藥方含類固醇。冼麗生
暫准保釋。

廣州企業家去年3月
在浸會醫院剖腹分娩後

失血過多致死，死因庭昨就事件展開聆
訊。主診麻醉科醫生透露，當日吩咐護
士向血庫提取血包，但足足等了半小時
才有一包血供應，比常規的10分鐘遲了2
倍。死者丈夫庭上雖然表現冷靜，但憶
述獲悉妻子死亡一刻仍難掩激動說：
「我當時不相信，好簡單的手術，為何會
這樣？」
39歲死者楊烽去年3月3日在浸會醫院

剖腹分娩後，隨即出現胎盤植入而大量
出血，需切除子宮止血，其後送入深切
治療部觀察，至3月7日因腦主幹細胞大
面積死亡宣告不治。麻醉科醫生謝成林
表示，當天進行剖腹分娩手術時，聽到
主診醫生林文浩和楊的丈夫對話，獲悉
她曾接受過婦產科手術，但手術很差，
因此預計將有嚴重產後出血。
至女嬰出世，楊果然產後血崩，血壓

一直下降。謝醫生表示根據自己19年經
驗，只見過三四次這種情況，認為事情
危急，病人隨時會因失血過多而死，約
中午12時，謝決定輸血，隨即向護士
說：「㟊血，盡快。」但他多次催促血
庫，包括叫護士致電相關部門，但仍遲
遲未收到血液。

多次催促 半小時才收血
半小時後謝醫生才收到一包血，當時

楊雖仍清醒，但已非常虛弱。謝醫生
指，急救血液應於10分鐘內送到，不明
白為何會出現延誤。他認為如果楊可以
提早輸血，未必會出現之後的情況。
謝醫生共為楊輸了10包血，但她失血

近1.3萬毫升，而正常人體只有約5千毫升
血液。對於儀器一度顯示楊手術期間曾
經停止脈搏的報告，謝醫生否認，並解
釋如果病人血壓過低或脈搏太虛弱，儀
器未必能夠顯示。
死者丈夫施健作供時指，妻子在分娩

前，曾經在港做過4次產檢，包括照超音
波，一切正常，並由是次主診醫生林文
浩負責。當日上午11時妻子剖腹分娩
時，他亦在場。手術期間林醫生曾詢問
他：「你太太上一個手術好爛，邊間醫
院做㝎？」施健沒有回應，林醫生續
說：「子宮同胎盤食住啊，係咪細醫院
來㝎？」謝醫生亦插口表示，上次手術
做得不好。
施健續稱，妻子產下女嬰後，向他表

示呼吸很困難。但林醫生叫他到外面接
待室等候，不久林叫他簽署授權做子宮
切除手術。下午3點半手術完成，林醫生
向他表示「手術成功」，但妻子須送入深

切治療部。施見妻子全身插管及昏迷不醒。翌日楊做
腦掃描並無異常，至3月7日再掃描，發現有腦部水腫
及大量腦細胞死亡，延至晚上不治。案件今續審，將
傳召至少8名醫生、2名教授及1名化驗師作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遺下3女
孖女悶悶不樂

■孫公（左圖）的「最後通
牒」失效，出版商在課本與
教材分拆上一再採取拖字
訣。 資料圖片

陳克勤：嚴重事故定義存落差 質疑機制下數字不可信

私院例過時 當局擬增規管

分拆教材懶理「死線」書商想再拖3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劉景熙) 出版商在課本與教材分拆上一

直採取拖字訣，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今年6月初雖曾向業界發出「最後
通牒」，要求對方在1年內完成，但書商明顯視作「耳邊風」。本港2
大教科書出版商會日前去信孫明揚，指分拆會導致約90萬項版權須
重新獲版權持有人授權，行政工作量龐大，業界商討後已得出「3年
循序漸進分拆」的共識，即明年於小學及初中的中英數主要科目會
先行；翌年再推展至其他科目；至2014年才能做好新高中的課本分
拆。

「最後通牒」原限明年6月前
孫明揚的「最後通牒」是指，若於明年6月前，書商仍未能完成分

拆定價，教育局將引入招標出書，及邀大學合作出版等方式，引入
競爭，以推動出版商進行分拆。不過，通牒似乎未見成效。香港教
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下簡稱兩會)於本月11日去信孫
明揚，交代兩會的成員已就教材分拆方案的時間表達成上述共識，
而且分拆涉及大量行政工作、時間及費用，故「應該在兼顧教學質
量的大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推行。」
為爭取學校的支持，兩會透露已於9月27日將出版界的共識諮詢香

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津貼小學議會、香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直接
資助學校議會、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私立學校聯會、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及教育評議會。兩會給予孫明揚的信函中指，學界組織代
表在會議中已「了解」出版商的建議細則，但未有言明學界的取
態。

兩會又指，就政府推動發展電子學習資源，業界表示歡迎，至於
繳費購買電子教材的辦法，可參考現時學校在網上試題學習平台購
買歷屆會考試題使用權的模式︰學生繳付年費後，即可隨時登入平
台使用其中的試題和評估練習。按照同樣的模式，日後學校向教材
提供者購買使用權之後，教師即可登入電子平台，選用網上的資
料。訂價方面，出版社可按各科不同的電子教材項目，以單項或組
合形式釐定費用，學校則按選用的科目或教材項目選購使用權，以
年費形式付款。如有小部分學校仍需要使用印刷本教材，各出版社
可按分拆課本的情況另行訂價。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教育局會與教科書出版商保持適當溝通，另

當局已成立一個包括不同持份者的「學與教資源檢討工作小組」，負
責探討及檢視「課本、教材及學材分拆訂價」政策所衍生的問題，
以及其他有關教學資源供應的措施，以確保學校獲得優質及物有所
值的教學資源。小組完成工作後，會將報告呈交教育局局長考慮。

拖太耐 東區家教聯會不滿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對書商3年才完全落實分拆感到不

滿，「如果100分滿分，今次方案只值30分，屬不合格」。他指，問
題已拖延多年，原本可望今年解決，但結果又要等3年，「我擔心3
年後又有不同原因導致『彈票』，受害的是家長和學生。」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表明，3年分拆是否太慢很難說，最關鍵

是書商與政府何時達成共識。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則對書商時間
表感到滿意，「最好當然是快得一屆得一屆，減輕家長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私家醫院醫療事故通報機制漏洞連

連。衛生署今年接獲的私院嚴重醫療事故呈報個案只有3宗，較過去

兩年的呈報個案大幅下降，有立法會議員懷疑有私院蓄意隱瞞或漏

報。有議員則指出，問題在於當局與私院就嚴重醫療事件的定義存

有落差，造成「你有你講，我有我做」局面。衛生署回應時認同數

字未必反映全面事實，但未有證據顯示有醫院瞞報。不過，當局承

認現時規管私院的法例過時，醫療事故呈報的規管只靠以行政協議

訂立的《實務守則》規管，並沒有實質法律權力。當局會檢討有關

規例及罰則，但需時3年至4年始能加強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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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院嚴重醫療事件
呈報數字

年份 宗數

2007年 39宗

2008年 33宗

2009年 52宗

2010年 10宗

2011年(截至10月27日) 3宗

資料來源：衛生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敏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港府限制內地孕
婦來港分娩數目，公立醫院非本地孕婦分娩床
位「買少見少」，醫院管理局資料更顯示，現時
至明年6月全港公院非本地孕婦產科預約已經
「爆滿」。不過，有公立醫院發現，內地孕婦為
求覓得床位分娩，竟虛報預產期，僅瑪嘉烈醫
院近月已發現近40宗相關個案。食物及衛生局
對事件表示關注，強調醫院會小心確認孕婦資
料，若發現有任何不正常情況會盡快跟進，有
需要時會轉交警方調查。

4月起「落閘」 料明年壓力紓緩
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令本港出生率大幅推

高。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稱，截至今年

10月，香港已有逾7萬名嬰兒出生，推算今年整
年會有逾9萬名嬰兒出生。當局自今年4月起已
「落閘」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他預計明年公
立醫院產科壓力將會紓緩。對於瑪嘉烈醫院最
近出現內地孕婦「報細肚」事件，他強調當局
重視問題，醫院如發現可能並非由醫生所簽發
的醫生證明，或任何虛報資料均會小心處理。
至於有公立醫院婦產科醫生建議，非本地孕

婦預約公立醫院床位時，需強制先由私家醫生
或在公立醫院照超聲波，以確定預產期避免欺
詐事件發生。周一嶽強調，正確地告訴醫護人
員其預產期是孕婦自己的責任，若硬性增加超
聲波等檢查程序，會增加額外的服務需要，在
實施前須由醫管局內部檢討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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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認為醫院與當局在嚴
重醫療事故的定義上存有嚴重
落差。 資料圖片

■周一嶽表示，長遠會規定所有醫院參與醫
院認證計劃，藉此完善處理醫療事故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內地孕婦
湧港產子，
令本港出生
率 大 幅 推
高。

資料圖片

內地孕婦爭床位「報細肚」惹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