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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強調

若出現嚴重併

發症，醫院應

適當處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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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矯形CON睡覺 控近視醫散光

滯盆腔逾20分鐘心跳停 專家：或變植物人
伊院估錯體重 難產巨嬰腦缺氧

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表示，該名孕
婦懷孕39周時，曾進行1次產前

檢查，顯示胎兒體形不大，醫生認為
毋須剖腹分娩，安排孕婦於元旦（1日）
入院。入院時孕婦未有臨盆徵兆，故
處方藥物令孕婦的子宮頸軟化，幫助
分娩。直至翌日早上9時半，醫院安排
孕婦進入產房催生，當時孕婦和胎兒
的心跳正常，初步評估嬰兒體重3.8公
斤，而由催生至當日晚上10時許，醫
生決定用儀器將嬰兒吸出，但只吸出
頭部，並出現「肩難產」情況，3名婦

科醫生最後剪開孕婦的陰道將胎兒取
出。男嬰出生時心跳曾停頓，經搶救
後回復心跳，但腦部嚴重缺氧。

周一嶽：何時剖腹屬專業判斷
發言人表示，該名孕婦患有妊娠糖

尿，但在懷孕36周檢查時，血糖指數
正常，解釋事件是分娩過程中出現的
併發症，已呈報醫管局。院方已接獲
家屬的投訴，該院亦曾先後2次與家
屬會面解釋，對事件深感抱歉，並已
將是次個案呈報醫管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暫
未收到事件的詳細報告，難以評論是
否屬於醫療事故。他初步認為，事件
是因為嬰兒體形較大，以致難產，但
強調如果出現嚴重併發症，醫院應適
當處理。醫生須要靠專業知識，判斷
何時為孕婦剖腹分娩。
婦產科專科醫生陳億仕解釋，「肩

難產」是指嬰兒肩膀的脂肪過多，削
弱活動能力，肩膀容易卡在母體的盆
腔，無法順利出生。若情況持續10分
鐘以上，在胎盤開始剝落和臍帶供氧

不足下，醫生強行拉出胎兒，有機會
折斷胎兒鎖骨、拉傷手臂神經，或導
致腦缺氧，胎兒日後或會變成植物人
或癱瘓，影響運動能力。
另外，陳億仕指出，亞洲胎兒的體

重一般是3.2公斤至3.3公斤，3.8公斤
至4.2公斤的「巨嬰」容易出現「肩難
產」。他表示，若確定胎兒「超重」，
醫生應處方藥水或藥物加速孕婦的子
宮頸軟化和擴張，但必須等候24小時
才能生效，故問題關鍵是醫生的催生
時間是否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伊利沙伯醫院發生懷疑

嚴重醫療事故。一名重4.37公斤的男嬰雖然超重，但院方

不採用剖腹分娩，反而安排自然分娩，最終出現「肩難

產」，男嬰肩膀卡在母體盆腔逾20分鐘才出世，引致腦部

缺氧，目前情況嚴重，在深切治療部觀察。院方向家屬

致歉，解釋事件是分娩過程中的併發症所致。有婦產科

醫生表示，該名「巨嬰」日後的活動能力或受影響，甚

至有機會成為植物人或癱瘓，又指若院方能及早預測胎

兒的體重，可避免悲劇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西九昨凌晨發生警匪飛車追逐
戰。2名男子駕駛四驅名車在深
水 遇警截查，竟開車亡命逃
走，與警車追逐達3公里，至佐
敦始被警方布陣截停就擒，揭發
2人分別涉及偷車、無牌駕駛和
藏毒。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
隊已接手調查2人偷車動機。

被捕2人分別姓潘、32歲及姓
楊、25歲，其中負責駕駛的潘涉
嫌危險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
無牌駕駛及擅自取去交通工具等
3項罪名；楊則涉嫌藏毒，2人仍
被扣留調查。
事發昨凌晨1時許，有巡邏警

車在深水 荔枝角道與欽州街
交界，發現一輛載 2名男子的

四驅車有可疑，遂示意司機停
車接受調查。未料對方反而加
速逃走，沿深旺道向佐敦方向
狂飆，沿途左穿右插，險象環
生。警員遂通報上峰增援，除
加派警車協助追截外，亦部署
包抄。
當可疑四驅車飆至佐敦道近渡

船街時，多輛警車已預早在路面

一字排開，截斷對方去路，四驅
車上2名疑人見前無去路，後有
追兵，唯有棄車逃走，其中一人
徒步向渡船角奔跑，另一人則圖
登上的士離去，但終被警員截停
制服拘捕，並在其中一人身上檢
獲6克懷疑K仔毒品。
警方事後根據車輛登記資料，

聯絡上四驅車的29歲姓梁車主，
據梁表示他與案中駕駛四驅車的
潘姓男子份屬朋友，但並不知座
駕被人取走。

警飛車追3公里 擒2偷車藏毒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佩戴眼鏡為
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便，香港理工大學的研
究證實，毋須施手術的「角膜矯形術」，能有
效控制近視和減低散光度數，為「四眼一族」
帶來喜訊。研究發現，患有近視或散光的兒
童，只需每晚睡眠期間，佩戴近視或散光角

膜矯形隱形眼鏡，1年後能有效令近視加深速
度減慢43%；1個月後更可將散光度數減少
79%。有關療程首年費用1萬元，約1年需更
換隱形眼鏡1次。
理大眼科視光學院曹黃惠華教授表示，根

據2004年國際研究報告，年屆13歲至15歲的
亞洲兒童和歐美兒童，近視的發病率分別為
82%和41%，醫學界至今仍未能解破亞洲兒
童「近視眼」偏高的原因，但她估計，有可
能與遺傳基因和生活作息有關，「亞洲兒童
經常看近的東西，較少戶外活動，是成因之
一」。

理大研究證實 近視惡化減速
理大4年前就「角膜矯形術」進行2項分別

名為「ROMIO」和「TO－SEE」的研究計
劃。前者是針對77名，年齡介乎7歲至10歲，
近視度數為400度以下的華裔兒童。參與的兒
童在晚間佩戴近視角膜矯形隱形眼鏡，日間
則毋須佩戴，1年後其近視加深速度減慢
43%；「TO－SEE」則針對37名年齡介乎6
歲至12歲，近視在450度以下，散光介乎125

度至350度的兒童，以同樣方式佩戴散光角膜
矯形隱形眼鏡1個月後，其散光度數減少
79%。
曹黃惠華表示，年齡介乎6歲至12歲的兒

童，近視加深速度快，建議兒童應盡早參加
有關療程。她稱，一般佩戴有關隱形眼鏡一
晚後，近視度數可減少逾60%，佩戴約2星期
至4星期後更可減掉其餘度數。不過，她指
出，有關隱形眼鏡並非永久性根治近視，使
用者必須一生佩戴，否則會出現「反彈」，度
數再次加深。
熱愛踢足球、現年12歲的梁承豐患先天散

光，2歲半便開始佩戴眼鏡，踢球時常怕打破
眼鏡，傷及眼睛。他表示，2年前參加「TO
－SEE」的研究計劃，成功將400度的散光減
至50度至100度，現時毋須再佩戴眼鏡，「現
在怎樣踢球都不怕弄傷眼睛！」
曹黃惠華指出，角膜矯形術是一種非手術

性的矯視療程，必須經註冊眼科視光師進行
全面的綜合檢查才能參與，首年費用為1萬
元，隨後按個人情況，約1年需要更換1次隱
形眼鏡，每次收取數千元療程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

曉晴）成功的定義是甚
麼？不少人界定為賺錢能
力強，但榮膺第四屆香港
傑出義工的香港眼科醫院
顧問醫生袁國禮認為，透
過幫助別人亦能獲得莫大
成功感。參與義務工作逾
20年的他，除了以專業技
能為失明人士送上光明
外，他亦在義務工作中接
觸到不同界別的人士，學
到各種專業知識。袁國禮
希望藉當選傑出義工，鼓
勵同袍參與更多義務工
作。
袁國禮自大學時期已開

始當義工，至今已20年。
他表示，自己出身基層，
父親是地盤工人，母親是一名小販，因此他明白基層的苦況，更
希望藉個人的專業幫助別人，如參與「健康快車」、「光明行動」
及「亮睛工程」等計劃，為基層提供免費驗眼服務、義務進行白
內障手術等，令病人重見光明。

柬埔寨義診 感悟幸福真諦
在多年的義工經歷中，最令袁國禮難忘的是2008年柬埔寨之

行，此行他為當地病人施行義務白內障手術。他指出，當地部分
居民住在「垃圾山」附近，一家人日以繼夜在臭氣沖天的「垃圾
山」中「尋寶」，找尋有用的物資再轉售予回收商，賺取微薄收
入，此旅程令袁國禮深深體會到「自己真的很幸福」。
袁國禮所效力的香港眼科醫院屬於九龍中醫院聯網，面對目前

公營醫院人手不足，袁國禮的工作更繁重。他直言，在工作、家
庭及義務工作之間取得平衡並不容易，迫令他學習時間管理。另
一個意外收穫是，做義工讓他學到更多與人共事的技巧，以及其
他專業知識，例如行政管理及會計等。
他表示，藉獲選香港傑出義工感染身邊更多同袍參與義工活

動，更笑言：「日常工作壓力太大，當義工過程中獲得的滿足
感，亦是一種減壓的好方法。」

■袁國禮希望自己獲選香港傑出義工

能夠感染更多同袍參與義工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梁承豐2年前參加「TO-SEE」計劃，400

度散光減至50度至100度。現時無需再佩戴眼

鏡。 照片由理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