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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9/12(星期二)
氣溫：16℃-20℃

濕度：65%-85%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上天氣清涼

10/12(星期三)
氣溫：17℃-20℃

濕度：70%-90%

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
早上天氣清涼

11/12(星期四)
氣溫：16℃-19℃

濕度：70%-85%

短暫時間有陽光
早晚天氣清涼

12/12(星期五)
氣溫：14℃-17℃

濕度：55%-75%

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
相當清涼及乾燥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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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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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低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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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2014年
12月8日

星期一

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天氣清涼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15℃-19℃

10:53(1.6m)

03:55(0.5m)

06:50

濕度：

21:39(2.5m)

14:54(1.3m)

日落：

60%-80%

17:39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澳洲

歐洲

美洲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18℃
13℃
0℃
13℃
-8℃
8℃
2℃

28℃
23℃
4℃
18℃
-3℃
9℃
7℃

天晴
天晴
大風
有雨
天晴
多雲
天晴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4℃
16℃
25℃
25℃

32℃
22℃
31℃
33℃

薄霧
天晴
雷暴
雷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21℃

2℃
12℃
2℃
3℃
7℃

30℃

7℃
18℃
5℃
5℃
13℃

驟雨

有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3℃
9℃
-3℃
24℃
2℃

15℃

33℃
27℃
3℃
31℃
11℃

21℃

有雨
天晴
密雲
雷暴
多雲

驟雨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2℃
1℃
-6℃
1℃
6℃

-1℃

9℃
10℃
-4℃
7℃
15℃

4℃

驟雨
天晴
有雪
有雨
多雲

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7℃
-18℃
7℃
4℃
10℃

5℃
-8℃
14℃
13℃
15℃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 爾 濱
合 肥

-4℃
11℃
4℃
16℃
3℃
-18℃
0℃

1℃
18℃
9℃
20℃
12℃
-10℃
10℃

天晴
多雲
密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15℃
-4℃
6℃
-5℃
-6℃
7℃
1℃

-2℃
6℃
17℃
7℃
17℃
14℃
8℃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 家 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12℃
5℃
-16℃
-4℃
16℃
-9℃
-4℃

18℃
10℃
-4℃
5℃
20℃
5℃
5℃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天晴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10℃
0℃
-3℃
13℃
-14℃
-8℃
-3℃

-7℃
13℃
8℃
20℃
8℃
4℃
9℃

有雪
天晴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多雲

大師：港人輕視 中醫發展「經脈難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
雙）東華年輕醫師培訓計劃，為
中醫黃展玲與恩師劉敏如牽起一
段師徒緣。黃展玲2008年中大中
醫專科畢業即加入東華培訓計
劃，她憶述跟隨劉敏如在病房診
症的經歷，令她深深體會到做一
名醫生，「治療不是醫病，而是
醫人。」
黃展玲臨床實習時為一位30歲

女病人看症，「那位女士因月經
問題來看症，我只是按照慣常程
序為她問診、打病歷、把脈、觀
舌，下一步就要給她開藥，老師
卻在旁很用心地問她的情況，後
來才發現病人的情況其實是不孕症，而且有
難言之隱。因為月經與不孕的治療完全不
同，她更為女士輔導，解開心理鬱結。」
恩師劉敏如在短時間內問清病情，正確斷

症，確實令黃展玲暗中稱奇，而劉老師的一
席話更給黃展玲一個重要貼士。「不可以病
人說甚麼就信甚麼，或者病人會有意無意地

去隱瞞自己的病情，我們是醫一個人，不是
只醫病。」黃展玲稱，劉敏如總是抓緊每分
每秒教學，把握每個小空檔傳授知識。
有機會跟隨國醫大師學藝，黃展玲十分感
恩，也認同年輕中醫師需要有老師傳授寶貴
經驗，「師徒制就好像我們站在巨人的膊上
學習，自然較由起點學起更有效。」

女徒弟睹師斷症 學「醫人非只醫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中醫講求養生之
道、陰陽調和，但有人嫌中醫療效「慢」，特別是與
時刻以速度效率為先的香港有點「格格不入」。四川
著名中醫師劉敏如12年前來港協助東華三院推展年
輕中醫培訓計劃，以慢打快，逐點為本地停滯不前的
中醫發展「通經活絡」，傳承弘揚中醫文化。
82歲的劉敏如仍不言休、不時在兩地行醫、教
學，她2002年首度獲邀來港，協助東華推廣中醫服
務。她發現香港並不重視中醫行業，不論從病人或
建制內，總可見到端倪，反映部分人對中醫抱輕視
態度。

有病人稱沒病 只想調養
劉敏如回憶，上任3天就遇到病人投訴。當時她

問病人身體有何不適，卻被病人反問：「你看我有
甚麼地方不好？」由於病人一向有頭痛問題，於是
劉追問病人頭痛情形如何？病人卻說：「我今天不
來看頭痛。」劉敏如問：「那你來看甚麼呢？」病
人：「你說我來看甚麼？」弄得劉哭笑不得，同時
也發現部分港人對中醫認識不足，醫生與患者有時
難以溝通。很多人只想要個湯包甚麼的調一調，有
人或乾脆說：「我沒有病，只想調養一下。」劉就
告訴他們，沒病就不要來看醫生，外面有涼茶店，
去喝一碗就行了。

讀醫5年 卻無公認地位
困難不只在人心，還在於政策滯後。政府沒將西

醫與中醫同等對待、共同發展，年輕醫師念大學5
年，既念中醫也念西醫，但社會上中醫的前景和系
統都不及西醫，進入體制也沒有公認的地位，以致
中西醫的落差十分大，而西醫不了解中醫，也帶來
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分歧。「我看到有些西醫的病理
報告叫病人不要吃中藥，你問我，中藥有沒有毒？
我說有毒；西藥有沒有毒？也有毒。」劉澄清，重
點是看科學的態度，也不會以中藥毒性較輕等不科
學的說法為中醫辯護，中醫發展也需要科學輔助，
不能只講傳承。
她指，相較10年前，港人對中醫的認識和態度的

確有改善，中醫發展不但分門別類，而且也靠坊間
在中醫的培訓和社區開診，為中醫奠下基礎。劉敏
如直言，來港多年推動本地中醫發展的路途上遇到
很多困難，雖然感到有點無奈，但仍想盡力改變。
專治婦科病的她現時在東華擔任顧問醫師，指導培
訓年輕中醫。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等早前頒發「國醫大師」予3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
醫藥專家，以表揚各人在中醫藥界的貢獻，劉敏如
成為兩屆以來第一個獲此榮譽的女中醫師。

H7N9南移 港口岸紅外線測體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

地陸續確診H7N9禽流感個案，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內地H7N9禽流感正逐步南移，近
期東莞和福建發現人類感染禽流感
病例，預期未來會繼續有散發性病
例。衛生署已在各口岸執行疾病預
防及控制措施，備有紅外線熱像儀
對入境人士進行體溫監測。若發現
懷疑個案，會立即轉介至公立醫院
跟進調查。

高永文：委顧問研吃活雞風險
高永文還表示，港府將委託顧問
公司研究長遠做法，包括探討市民
和業界是否願意就繼續吃活雞而付
出代價，以及若內地輸入活雞或本
地活雞發生禽流感，將如何應對
等。
高永文昨午指，雖然香港在本

地農場、街市以及內地供港活家
禽方面有嚴謹監察；香港亦已引
進H7N9敏感度測試及其他類型測
試，防止染病家禽引入香港，但
只要香港仍有活家禽售賣，都難
以做到零風險，認為業界與市民
皆要付出代價。他提醒業界繼續
堅持活家禽業務存在風險，若再
次實施禁售活家禽，當局未必會
「賠足」。
高永文又說，暫時不可憑內地數

宗個案衡量今年禽流感的趨勢，但
據專家指，這一兩年間禽流感病毒
在內地繼續傳播，即野鳥、活家禽
之間都可能已帶有病毒，除非內地
省市採取更嚴格措施，如關閉家禽
市場，否則情況只會比往年嚴重。
鑑於內地出現確診個案，當局呼

籲市民外遊時應時刻保持良好的個
人、食物及環境衛生。

曾德成盼增知識型義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義工
服務天地廣》為題在網誌撰文，談
及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局）
於每年12月5日國際義工日舉行嘉
許禮，表彰投身義務工作的市民，
也藉此宣揚推廣義工精神。曾德成
指，民政事務局向義工局提供資
助，支持發展義務工作，今年局方
對義工局的經常性資助更增加了一
倍，幫助義工局本身的可持續發
展，去做好穿針引線的服務，讓社
會上有心貢獻自己知識才能的人
士，包括許多有經驗和能力的退休
人士，可以參與承擔具高知識含量
的義務工作。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表示，義工局

今年以「人人做義工」作為國際義
工日的口號，又特別介紹了101種
「行義」方式，可謂多種多樣，每
個人不管能力大小都可以參與，甚
至只講一句說話、表現一種態度，
都可體現關愛精神。
他指，現時義工局的香港義工團個
人會員有近7,000人，團體會員義工

逾60,000人，香港義工團於過去一年
的總服務時數共為110萬個小時。
今年義工局嘉許的包括個人和團

隊，共頒發了3個「香港義工團傑
出貢獻獎」，3個「紫荊領袖義工
獎」，1個「義勇獎」以及「香港
義工團最高服務時數獎」和「香港
義工團最高參與率獎」。

3專才獲紫荊領袖義工獎
曾德成指，「紫荊領袖義工獎」

表揚運用專業才能服務社群的人
士；候選人在過去兩年內提供義工
服務達200小時。今年的3位得主均
實至名歸，他們參與義務工作超過
10年，其中一位執業律師更服務逾
30年，還於2012年拿了民政事務局
的「義務法律服務表揚計劃」個人
獎項。另外兩位得主分別是建築師
和註冊護士，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義勇獎」今年得主李浩銧任職

救護隊目，他在瑞士旅遊期間所乘
搭的火車與客貨車相撞，他當時冒
着爆炸的危險為傷者急救，成為行
義榜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敏婷）「我一路

跑一路喊，好感恩我

仍活着。」血癌康復

者馮嘉慧（Cathy）年

多前參加山邊競步，

還大哭了一場，後來

竟神奇地喜歡上競

步，藉此釋放心靈。

Cathy過往嫌跑步「核

突」，現在愈跑愈上

癮，今次再戰「渣打

香港馬拉松」10公里

賽，並邀請友人一起

跑，為防癌會籌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對跑手而言，每一
次跑馬拉松都是挑戰自己的機會。曾傷及十字韌帶及
半月板，變成殘疾人士兩年的紀律部隊成員池智鍵
（阿池），拒絕做手術的機會，靠物理治療、健身、
游水及堅毅的精神，跨出人生低潮。今年他第三次參
加「渣打香港馬拉松」，希望再次突破自己，創下3
個半小時的完成時間。

物理治療兩載 考入紀律部隊
現年31歲的阿池，8年前打籃球時傷及左膝十字韌
帶及半月板，當時對運動創傷意識薄弱的他，對傷患
並沒有太在意，只選擇看跌打，休息1年後繼續打籃
球，結果傷及右膝同樣部位，「那次嚴重了，走路會
『發軟蹄』，上落樓梯問題更大，根本連日常生活都
成問題。」經運動創傷專科醫生診治後，證實必須做
手術，否則不能再進行衝擊性運動。
更重要的是，這項手術不能左右膝同時進行，必須

先做其中一邊，待半年至9個月時間完全康復後，才
能做另外一邊，預計整個過程需時兩年，不可大幅度
邁步，而且不保證康復如昔。「怎麼可能？我不能坐
定定，而且我還要半工讀，有時返內地工作。」阿池
決定以物理治療、健身及游水訓練，以自然方法慢慢
令膝蓋康復。

兩年的康復過程，阿池終於邁過人生低潮，以堅毅精神迎戰
新起點。「我的心理狀態曾跌至谷底，如果不調整，就會繼續
低沉，變成『邊緣青年』都有可能。」阿池康復過程順利，他
開始積極投入運動，考拯溺牌、入跑會、實現加入紀律部隊的
夢想，像是要追回損失的光陰。
由硬着頭皮訓練10公里開始，去年他以3小時59分完成全馬

賽，感到非常震撼和鼓舞。現時每日抽超過1小時做運動，希
望今次第3次報跑，能在3小時30分至3小時45分內完成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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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如成為兩屆「國醫大師」以來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女中醫師。 袁楚雙 攝

■東華三院主席施榮恆（左一）、港大中醫藥臨床教研中
心主任劉伍立（右一）及劉敏如徒弟黃展玲（左二）一同祝
賀劉獲「國醫大師」殊榮。 袁楚雙 攝

■險成殘疾人的池
智鍵備戰渣打馬拉
松。 陳敏婷 攝

■■血癌康復者馮嘉慧血癌康復者馮嘉慧。。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36歲的教師Cathy，以往除了感冒和睡眠不足之類的「都市病」，
身體一向無病痛。3年前的冬天，
Cathy患感冒，看了兩次醫生仍未康
復，起初確診扁桃腺發炎，但旅行前
一晚，卻得悉自己患上急性白血病，
需立即送院，「簡直晴天霹靂，朋友
都說：『為什麼是你？』」

嫌跑步「核突」康復後轉性
這個連醫生也答不出的問題，令
Cathy煞費思量：「是否我過往的生活
習慣不好？」更重要的是應如何把握

剩下來的時間？本身有信仰的Cathy沒
被離棄，患病半年後獲姐姐成功捐贈
骨髓，經數月治療康復出院。
「以前我覺得睡覺浪費時間，想趁

年輕『搏到盡』，忽略身體，現在我
只想要健康。」在朋友鼓勵下，Cathy
一年多前開始做運動，原本只耍太
極，一時興起轉攻山坡競步，成為
Cathy運動之路的轉捩點。「那段時期
我的情緒很差，那次我一路跑一路
喊，宣洩了好多一直積壓住的情
緒」，自此跑步就成為Cathy釋放身心
靈的方式。

Cathy形容，自己從前極度重視儀
表，覺得跑步非常「核突」，「流很
多汗，手腳唔知點，在街上被望住，
總之是『憎』！」經剃光頭髮化療，
與死神擦身而過，她終於不再執着。
大半年前，Cathy在一群癌症康復者的
鼓勵下，首次報名參加2014年渣馬10
公里賽，「原本好驚自己跑不到，但
見到這麼多人一起跑，我就豁出
去。」
1公里、2公里、3公里……Cathy逐

公里增加練跑的距離，但當時的極限
只能跑到7公里。她原本已作好心理準

備，正式比賽時用走路的方式完成剩
餘3公里，結果喜出望外，「我望住天
空一路跑一路想，我可以康復，還可
以這樣跑！覺得好感激，好amazing
（神奇）！」

「我不是跑手」盼身邊人快樂
愈跑愈上癮的Cathy，報名再戰將於

明年1月25日舉行的「渣打香港馬拉
松」10公里賽，更邀請數名友人一起
跑，為香港防癌會籌款。「我不是跑
手，我只希望跑得開心健康，帶動身
邊的人都快快樂樂。」

抗癌女喊住跑 感恩活着多好
大病後健身上癮 邀友再戰渣馬助防癌會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