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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促按世衛標準助殘疾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據政府統計處本
年中的人口數字顯示，現時約每3人當中，就有一
名殘疾人士或長期病患者。雖然問題十分普遍，
不過有殘疾人士認為，傷健共融的理念仍未能得
到全面體現。香港復康會早前向殘疾人士進行調
查顯示，超過六成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認為
自己殘疾的程度不高，但三成人認為活動及社會
參與方面卻面對中度至嚴重的困難。團體冀政府
落實世衛所定的《殘疾評定量表》的標準提供相
應服務，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盼無障礙設施政策更全面
現年50多歲的黃先生年輕時因腦膜炎令腦部及

脊椎受損，下肢癱瘓近30年，他坦言多年來香港
的「無障礙設施」雖有進步，但仍然不足，例如
設計予殘疾人士行走的路面凹凸不平、設有低地
台的巴士數量不足、及商場或食肆的無障礙設施
位置和設計不利殘疾人士使用。而港人對殘疾人
士的態度亦令他感到尊嚴受損，「有小朋友指住
我問佢媽媽：『點解哥哥坐輪椅？』佢媽媽竟然

答：『佢曳囉！』」他認為政府應從教育入手，
例如在學校階段已經倡導共融，只靠法例規範未
必有效改變市民對待殘疾人士的心態。
香港復康會研究及倡議中心經理熊德鳳昨日在

記者會上指出，香港社會普遍認為殘疾人士只是
身體上的損傷，但世界衛生組織亦將「活動受
限」及「參與限制」納入「殘疾」的定義。她續
稱，所謂「無障礙設施」應該是同時容許健全和
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也真正具推動共融的作
用，她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可考慮改以世衛標準，
如從活動、自我照顧、與他人相處等標準釐訂殘
疾人士的需要，可助政府更全面制定有關政策及
支援服務。

■■香港復康會早前向香港復康會早前向
殘疾人士進行調查殘疾人士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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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記者從工聯會惠州中心獲悉，
港人蘇伯在廣東惠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臥床住院，需要長期的藥物治療，狀
況非常淒涼，大手術後，四肢無力需
長期臥床，希望惠州中心能協助護送
回港。昨日上午，該中心主任邵建波
派員前往探望蘇伯，並將其護送回港
醫院治療。
蘇伯稱，其年輕的時候在內地與香
港兩地來往做生意，後來遇上金融風
暴，1997年時欠下大筆債務，被迫長
居內地，妻離子散。近年又患上多種
疾病，年初入住當地醫院進行了大腸
切除手術。如今，蘇伯孤身一人，身
邊已沒有親人照顧，兼欠下親友及醫
院大筆醫藥費。彷徨無助下托親友求
助工聯會，希望能協助護送回香港治
療和生活。

惠州中心了解情況後，得知蘇伯證件已全部
丟失，為了讓蘇伯能夠早日回港就醫，隨即着
手協助其聯絡特區政府駐粵辦核對港人身份，
請求惠州市公安局出入境辦理臨時通行證。在
粵港兩地執法機構的大力協助下，蘇伯回港證
件及時得到辦妥。取得返港證件後，應蘇伯及
親友要求，21日惠州中心派員協助，護送蘇伯
乘救護車順利回港入住醫院治療。

■■港人蘇伯在工聯會惠州中心人員護港人蘇伯在工聯會惠州中心人員護
送下返香港治病送下返香港治病。。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大便非蕉狀 未必大腸癌

港人誤信網言現五謬誤 以為飲綠茶食乳酪洗腸可抗癌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飲綠茶可以

預防大腸癌？洗腸可以力抗癌魔侵襲？互聯網

資訊五花百門，如果懷疑自己患上頑疾，不少

人都會上網瀏覽有關疾病的資訊，然而一些錯

誤的訊息，也透過互聯網被「光速」傳播出

去。香港男士健康學會昨日公布一項調查發

現，港人對大腸癌的認識出現五大謬誤，包括

上述提及的兩個錯誤防癌訊息。學會提醒市民

預防大腸癌應定期進行大腸鏡檢查，政府現已

就大腸癌篩檢計劃進行協調和方案設計工作，

預料最快於2015年底推出先導計劃。

大腸癌五大謬誤
1. 喝綠茶或益生菌飲品、吃乳酪、甚至洗腸可以預防大腸癌
正解：沒有醫學證據顯示可以預防大腸癌。
2. 大便經常不能形成香蕉狀便是大腸癌的風險因素
正解：若屬突然出現的現象，可能是大腸癌的最早徵兆；但

如果大便經常不能成香蕉狀，可能屬其他腸道問題，
但並非大腸癌的風險因素。

3. 生痔瘡跟大腸癌有關
正解：大便出血是生痔瘡和大腸癌的共同徵兆，市民易將兩

者混淆。但兩者在病因上並無關係。
4. 大腸癌早期病徵明顯
正解：大腸癌早期病徵不明顯，如出現大便出血等症狀，可

能已屆末期。本港有48%大腸癌患者至第三四期才確
診。

5. 照腸鏡很辛苦
正解：進行大腸鏡檢查時，醫生會處方鎮靜劑和止痛藥，減

少患者的焦慮與不適。
資料來源：香港男士健康學會 製表：記者 袁楚雙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左一）指自己也會定期照腸
鏡，至今已切除過3次息肉。 記者袁楚雙 攝學會於上月進行調查，成功訪問518人，86%的受訪

者知道腸鏡檢查有助減低大腸癌發病率，但當中
66%人表示自己沒有定期進行腸鏡檢查。調查同時測試
受訪市民對大腸癌的認識，結果顯示，港人對腸癌的認
知出現5大謬誤，包括認為喝綠茶或益生菌飲品、吃乳
酪、甚至洗腸可以預防大腸癌；大便經常不能形成香蕉
狀便是大腸癌的風險因素；認為生痔瘡跟大腸癌有關；
大腸癌早期病徵明顯；照腸鏡很辛苦。

僅26%人知大腸癌屬常見癌症
外科專科醫生郭寶賢指出，市民對醫學的認識不
高，加上資訊太發達，不免有資訊誤傳，「例如有好
多人認為糞便係污糟嘅，留喺腸裡面會增加患大腸癌
風險，所以去洗腸，其實唔正確。」調查亦反映有少

數人認為，65歲以上長者、肥胖的人、亂服瀉藥的人
才需要接受大腸癌篩查，僅26%人知道大腸癌是本港
常見癌症。
香港大學內科腫瘤科助理教授邱宗祥表示，2011年香

港癌症統計資料中心數據反映，大腸癌已經超越肺癌成
為頭號癌症，每年病發數字高達4,450宗，死亡人數可
達1,904人。只要年過50歲、有家族病史、家族有人患
過結腸息肉或慢性結腸炎、長期進食高脂食物等都是患
大腸癌的高風險因素。他續指，有22.7%患者屆第四期
才確診大腸癌，5年存活率比頭三期患者大幅下降五成
至七成。他提醒，定期進行腸道檢查或大便測試是最有
效預防腸癌的方法，如排便習慣突變，即突然持續便秘

或腹瀉、糞便形狀突變、體重下降、下腹不適等徵兆，
要盡快求醫。

篩選檢查擬2015年底推先導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透露，香港大腸癌是其中一

種上升得較快的癌症，市民如出現類似大腸癌的病徵，
包括出血或改變大便習慣等需要留意。政府正引入大腸
癌篩選檢查，但由於涉及人數眾多，故在資源準備、人
力培訓、流程設計等需要做很多準備工夫。現時由衛生
署、醫院管理局及私營醫療界進行計劃工作，料最早在
2015年年底推出先導計劃，但預計會限制首先能獲篩查
的服務對象，日後再逐步擴大受惠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