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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人受困擾 月入不足1萬發病風險高8倍

通脹「引爆」焦慮症 愈窮愈危

乳癌倡推「三查」：自查醫查造影查

通脹誘發焦慮發病率
受訪者受通脹影響程度 發病率

好大/幾大 11.4%

少少/無影響 2.6%

收入水平與發病率的關係

家庭月入 受訪者受通脹 其他受訪者 發病風險
「好大/幾大」 的發病率
影響的發病率

少於9,999元 21.2% 2.7% 7.9倍

1萬元至3萬元 9.4% 2.7% 3.5倍

3萬元至6萬元 9.0% 2.2% 4.1倍

高於6萬元 7.4% 3.0% 2.5倍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糖尿病
是本港常見的慢性病，每10名港人就有
1人患有此病，惟大部分糖尿病患者未
能有效地控制病情。香港糖尿病聯會昨
日指出，全面的糖尿管理能將糖尿病併
發症爆發的風險大幅降低50%，呼籲患
者除飲食控制、體重控制及恆常運動
外，亦要不時於餐前、餐後「篤」手指
（滴血驗血糖），及定期監測糖尿病
ABC，即糖化血紅素、血壓及膽固醇水
平，全面控制及改善病情。

「忍口」半年血糖降回標準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的慢性疾病，嚴重
甚會導致死亡。本港現時約有70萬名糖
尿病患者，每年20萬宗入院個案與糖尿
病的併發症有關。患有糖尿病的施先
生，曾是一位體重達98公斤的「大胃
王」，10年前發現患上糖尿病，血糖指
數更超出指標正常水平2.5倍。確診後，
施先生遵循醫生指示，「忍口」減食及
改吃多菜少肉，並持續運動。僅用6個
月時間，已使糖尿指數降回標準。發病
至今近10年內，施先生的糖尿水平仍能
長期保持達標。
香港糖尿聯會主席梁彥欣在昨日一活

動上指出，飲食控制、恆常運動及保持
糖尿病ABC水平達標，能有效令出現糖尿病併發
症的風險大幅降低50%。她呼籲糖尿病人應定期
自我監測、控制飲食及常做運動，以減低出現併
發症的機會率，強化病人抵抗病毒或細菌感染能
力。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亦表示，不論醫護人

員、患者及其照顧者都應更全面地管理及控制此
病，減輕此病對患者及社會的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每19名香港女性就有1
人患乳癌，病例於過去20年上升近3倍，死亡率高居婦
女癌症第三位。香港乳癌基金會創辦人張淑儀指出，乳
癌普查讓患者及早確診就醫，最多可減低死亡率約
38%，而全球最少34個地區已推行乳癌普查，包括日
本、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等，建議香港也推行。乳癌康復
者關女士分享經驗時強調，檢查三步曲，自我檢查、臨
床檢查及乳房X光造影檢查，一步都不能少。

40歲起 三查缺一不可
香港乳癌基金會昨日舉辦「乳癌早期檢測新資訊」研

討會，吸引逾500人參加。香港乳癌基金會建議婦女由
40歲開始進行三缺一不可的乳房檢查計劃，包括自我乳
房檢查、每兩年一次的臨床乳房檢查，以及每兩年一次
的乳房X光造影檢查。不過，現時香港沒有全民乳癌普
查，婦女只可自行到檢驗中心檢查，於150萬適齡婦女
中，有檢查習慣的不足5%。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左倩儀表示，全民健康普查計
劃可及早發現乳癌，讓患者及早獲得治療，提高患者存
活機會，及早就醫亦可令患病者減少接受具侵略性的治
療，降低對患者及照顧者身心的傷害。

過來人盼特首支持設乳健設施
乳癌康復者關裕穠一直有自我檢查和臨床乳房檢查的

習慣，不過沒有進行乳房X光造影檢查。2008年時確診
第三期乳癌（共四期），一星期內經歷兩個「女人最
痛」，包括切除右邊乳房，以及須服食荷爾蒙藥而不能
懷孕，「覺得不抵，明明做了兩步曲，但一發現已咁嚴
重，完全接受不了，大喊 幾日」，幸得丈夫支持，
「他跟我說只要我好好生存，有無乳房都咁錫我」，丈夫
這句話支撐她捱過8次化療和31次電療。她早前寫下逾
萬字的信給特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期望加強大眾對乳癌
防治意識，並倡議政府支持增加社區乳健設施，盡快就
有關全民乳癌普查的可行性進行研究。

中文大學於2011年10月至12月進行全港首個有關通
脹與情緒健康的研究，以電話訪問5,118名成年港

人，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結果發現，有84.8%受訪
者因通脹受到困擾，換言之，以此推算，超過6百萬港
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研究又發現，稱受通脹「幾
大/好大」影響的受訪者，焦慮症發病率高達11.4%，
是其他受訪者2.6%的4.4倍。
就家庭收入而言，對月入少於1萬元的受訪者影響最

大，每5名稱受通脹影響的受訪者，就有1人發病，發
病風險是其他受訪者近8倍。而在焦慮症患者中，
62.2%稱受通脹「幾大/好大」影響，其餘37.8%稱「少
少/無」影響。

貧母延期就醫「食飯更重要」

現年52歲的李女士6年前工作時撞傷頭部，失去工作
能力，更患上創傷後遺症，現靠兒子月入1.1萬元過
活，兩母子生活拮据，她說：「除了煲湯，已幾年無

買牛肉、豬肉，太貴，行了幾次都是買
唔落手，看到（價錢牌）心都寒了」。
李女士的31歲兒子現時單身，「拍拖要
使錢，試過想死，覺得自己是個仔的包
袱」。目前，公立醫院的焦慮症需排期
約1年，但百多元的診金對李女士來說
也太多了，她於是延期就醫：「當然是
食飯重要 ，飯都無錢開，仲睇醫
生？」

退休中產婦 積蓄縮水想死

通脹持續高企，不止基層市民感受
深，連退休中產金女士也感近幾年的通
脹令積蓄天天縮水，雖然現時仍有逾10
萬元「老本」，但都「不敢諗仲可以用
幾耐，一諗就擔心」，她曾因焦慮症和抑鬱症而產生輕
生念頭，現時要「鎖住窗花，掉 鎖匙」。

專家：要改變災難化思想救生

中大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一級執業臨床心理學家郭碧
珊在昨日記者會上建議，患者可想辦法改變災難化的
思想，「例如為省錢而買熟到差不多爛的水果，不要

覺得自己很慘要吃爛水果，可以換個角度，一買便
吃，是精明消費」。中大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主管李誠指
出，焦慮症延誤醫治約1年便可有機會導致抑鬱症，甚
至形成自殺傾向，他估計現時每10名家庭醫生便有1至
兩名可診治初期情緒病，建議加強家庭醫生培訓，從
社區層面找出初期焦慮症患者，及早治療，避免症情
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通脹可誘發

焦慮症，甚至加劇病情，形成抑鬱症，更甚是

產生自殺傾向，危害生命。通脹影響層面廣

泛，食物貴到基層市民買不落手，中產退休人

士積蓄天天縮水，但食物和交通等是必須開

支，且每天都須面對，久而久之誘發焦慮症

（GAD）。一項調查發現，全港85%人因通脹

受到困擾，低收入人士的影響最大，每5人就

有1人發病。有精神科醫生建議加強家庭醫生

培訓，及早找出初期焦慮症患者，避免因延誤

醫治導致抑鬱症。

■退休中產金女士(中)感近幾年的通脹直線上升，令積蓄天天縮水。

李女士(右)為省錢買飯，把醫期延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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