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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宗霍亂 病婦曾遊印度

嬰兒3個月大 33%母停餵人奶

雀仔街重開客少 店主嘆賠償不足

學會倡用「生物相似製劑」年省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
日表示，正調查一宗確診霍亂個案，提醒市民在本港或
外遊均必須採取預防措施，注重保持個人、食物及環境
衛生。
個案涉及一名62歲女子，本月20日開始腹瀉，24日到

伊利沙伯醫院求醫，翌日出院。昨日化驗結果顯示，女

子糞便樣本含霍亂弧菌01小川型，同日入住伊利沙伯醫
院接受隔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顯示，病人曾於上月14日至本月19

日期間前往印度旅遊。病人居於九龍城，家人沒有霍亂
病徵。這是今年首宗霍亂個案，2011年共2宗霍亂個
案；2010年共有9宗霍亂個案；2009年沒有呈報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母乳是初生嬰
兒最健康、安全的食品，但有私家醫院調查顯
示，當嬰兒成長至3個月大，只有33%母親選
擇繼續餵哺母乳，主因是工作關係、母乳不足
等。有醫生表示，不少母親對母乳餵哺存有誤
解，誤以為服用藥物會令母乳質素受影響，但
藥物其實進入體內後會分解，進入乳汁機會甚
少，毋須過分擔心。

或母乳不足 或工作太忙
浸信會醫院今年1月至4月以電話訪問120名

今年1月生產、並在出院時餵哺母乳的本地母
親，發現嬰兒出生後10天，95.2%母親使用母
乳餵哺。嬰兒出生後3個月，餵哺母乳的母親
只有33%，其中25.8%人採用純母乳餵哺；其餘會用奶
粉輔助。至於放棄餵哺母乳的母親，44.4%人是因為母
乳不足；38.1%人因工作關係放棄餵哺母乳。

醫生：藥物甚少入乳汁
浸會醫院育嬰室護士長陳慧雯表示，不少母親對母乳

餵哺有誤解，有母親擔心生病服藥後，藥物成分會進入
乳汁；更有母親因擔心胸部下垂。她稱母親服用藥物經

分解後，成分進入乳汁機會甚少，一般疾病病毒不會透
過乳汁傳播，而且現代女性已有足夠資源以令產後身材
不走樣，呼籲母親不用過分擔心。
浸會醫院兒科顧問醫生陳欣永表示，雖然母乳成分會

延長嬰兒黃疸時間，但母乳安全無菌、溫度適中，含有
許多嬰兒需要的天然抗體，是嬰兒最佳食物。她稱母乳
有助母親產後恢復、預防乳癌等疾病，呼籲母親盡量餵
哺母乳，待停止母乳後再使用配方奶粉。

均壽延長至86.7歲 港男80.5歲蟬聯世界第一
首超日本 港女全球最長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

香港女性取代日本女性保持了長

達26年的全球最長壽地位，首

度成為「長命冠軍」。過去30

年，香港女性平均壽命不斷延

長，由1981年78.5歲一直延長

至去年86.7歲，擊敗日本女性的

85.9歲。日本女性退居次位原

因，包括去年日本發生大地震導

致死亡人數眾多，以及年輕日本

女性自殺死亡率上升。至於香港

男性則以平均壽命80.5歲蟬聯世

界第一。

政府統計處昨日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
性—主要統計數字（2012年版）》，顯

示香港女性平均壽命一直穩步延長，由30年
前平均78.5歲，1991年升至80.7歲，2001年達
84.6歲，到去年攀升至86.7歲，擊敗26連冠的
日本，首次高踞世界長壽冠軍。年屆86歲的
黃婆婆表示，飲食和生活均無特別節制，
「喜歡吃甚麼便吃甚麼，天天都吃冰棒」，認

為長壽秘訣是樂觀和知足。

大地震輕生增 日女壽命減
日本厚生勞動省昨日公布《簡易生命

表》，顯示去年日本女性平均壽命85.9歲，較
2010年86.3歲縮短0.4歲；男女平均壽命連續2
年縮短。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女性平均壽命
縮短，主要是因為去年日本大地震死亡人數

眾多、年輕日本女性自殺死亡率上升，以及
患呼吸系統病死亡。
香港男性2010年以80歲高踞世界長壽第

一，去年平均壽命升至80.5歲，較日本男性
79.4歲高，蟬聯首位。

港人口老化 陰盛陽衰更甚
據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人口持續老化，

1981年至2011年總人口增幅36%，但65歲以
上人口卻大增173%。統計處指，除了出生率
及死亡率影響人口結構外，人口遷移也是人
口結構轉變重要因素，例如海外升學等等。
另大批女性單程通行證持有人從內地來港和
從外地輸入的女性外籍家傭，令性別比率
（相對每千名女性的男性人數）由1981年
1,087下降至去年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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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日到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參

觀。張建宗表示，當局2009年2月撥款1

億元予5間「食物銀行」，逾9萬市民受

惠，今年上半年每月平均3,000名有需要

人士受惠，提供乾糧、新鮮或雪藏蔬

菜、奶粉、超市券、食肆快餐券等。當

局已預備1億元再優化計劃。

林鄭期望速推長者津貼

另林鄭月娥希望早日為長者提供「長

者生活津貼」，指昨日有長者反映指百

物騰貴，每月食物方面開支也要2,000

元。她續稱，兩位長者每月領取「生果

金」只有2,180元；若推出「長者生活津

貼」後便有4,360元，期望津貼可獲新一

屆立法會批准，並盡快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

近年醫療用「生物製劑」愈見普遍，有
藥劑師指「生物相似製劑」成效及安全
性幾近原廠生產「生物製劑」，但價格
僅為原廠70%。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表
示，醫院管理局去年「生物製劑」開支
達4億元，推算5年後增至12億元，促請
衛生署確立引入「生物相似製劑」機
制，以節省每年數以億計的開支。

價格平七成 成效近原廠
「生物製劑」是近10年研發的新藥，

用於治療癌症、貧血、類風濕關節炎等
病症，但「生物製劑」藥費高昂每針可
高達逾萬元。當原廠研發「生物製劑」
專利權屆滿後，其他藥廠可用作參考，
再研發「生物相似製劑」。經臨床試驗

後，「生物相似製劑」成效及安全性接
近原廠製劑90%，成本更只是原廠藥
70%。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

示，醫院管理局去年「生物製劑」醫療
開支達4億元，較2010年增長29%，只有
小部分病人自費購買。他估計，若按每
年需求增加30%計算，5年後「生物製劑」
醫療開支達12億元。

降醫療成本 惠更多病人
崔俊明推算，在相同財政預算下，若

引入其中4種「生物相似製劑」代替現
正使用的「生物製劑」，每年金額已可
額外讓620名病人接受藥物治療。他續
稱，現有9種「生物製劑」專利權將於5
年內屆滿，若衛生署屆時引入該9種

「生物製劑」的
「生物相似製
劑」，估計醫管
局每年可節省3
億元開支，將
額外為逾千名
病人治療。

崔 俊 明 表
示，本港目前
只有1種已註冊
「生物相似製
劑」，但仍在試
驗階段，未被
衛生署引入。
該製劑可增加病人體內白血球含量，原
廠製劑每針900元，但「生物相似製劑」
每針600元，價格是原廠66%。香港醫院

藥劑師學會促請衛生署盡快確立「生物
相似製劑」審批機制，令醫療成本減
低，更多病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稱「雀仔街」的旺角
雀鳥公園，因禽流感關閉21日後，昨日重開。有店主
指，損失難以估計，特惠金不足，只能無奈接受。市
民及遊客表示不擔心，稱衛生有改善。

雀仔街昨日重開，但只有10%至
20%店舖營業，遊客不多。有檔主
表示，「雀仔街」關閉期間，政府
准許他們回來清潔和照顧雀鳥，是
體恤他們的做法。但他形容，這21
日好像身處拘留所，因為每天都要
回來清潔，但不能營業，損失慘
重。
店外不時有野生雀鳥飛過或聚

集，有檔主擔心野生雀鳥傳播禽流
感病毒，但因無法阻止，感到無
奈，「我們每個檔戶都很乾淨，今
次根本是外來雀傳染，野鳥飛來，
剛好有一隻帶有病毒，我們也不知
道，沒辦法阻止」。

盼多加宣傳 吸更多遊客
有檔主表示，會使用漂白水清洗

地面，又會用火酒清潔鳥籠，希望
當局多宣傳，吸引更多遊客。對於
政府向每個檔戶發放1.2萬元賠償金，以及免租一個
月，檔主表示不足夠，只能無奈接受。

市民：衛生環境有改善
有專程到「雀仔街」閒逛的市民表示，不擔心受感

染，因已習慣與雀鳥共處多年。該市民又指，雀鳥街
重開後，衛生環境較以前好。有旅遊從業員到現場視

察，認為檔主自律清潔，「雀仔街」仍適合遊覽。
「雀仔街」關閉21日期間，漁護署規定雀鳥要留在

店內，每日派人點算數目，又為雀鳥檢驗糞便，觀察
牠們有否感染禽流感。被驗出有鵲鴝感染禽流感的店
舖，昨日沒有營業。漁護署會繼續密切監察雀鳥公園
及野生雀鳥情況，提醒市民繼續保持警覺，預防禽流
感。

■ 陳 慧 雯

（中）及陳

欣永（左）

呼籲母親多

餵哺母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曹晨 攝

■雀仔街昨日重開，但只有10%至20%店舖營業，遊客不多。 中通社

■崔俊明推算，只引入某4種「生物相似製劑」，1年已可額外讓

620名病人接受藥物治療。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凱恩 攝

■林鄭月娥到訪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

了解食物銀行運作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