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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局盼私醫新春無休應診
高永文籲速求醫免併發症 梁栢賢：急症室求診數減

逾2500人等器官救命 腎臟最緊缺

3D掃描身材 脊彎者矯形增效

敦煌「牆上圖書館」曾德成倡親子觀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昨日以《敦煌說不完 敦煌留啟示》為題在網誌撰
文，介紹正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敦煌：說
不完的故事」展覽。他指，展覽由香港文化博物館與
敦煌研究院聯合舉辦，展品除了3個極具代表性的複
製洞窟，還有彩塑臨本、敦煌文物，以及大量高像素
壁畫圖像等，盡顯敦煌石窟的精粹。曾德成說，有人
把敦煌石窟譽為中世紀的百科全書，又是牆上的圖書
館，所以參觀敦煌石窟，也應當有這樣的效益。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表示，即使敦煌的故事限於莫高

窟石窟，它的時間跨度也逾千年，而空間跨度涉及中
華、印度、兩河、希臘文明；千佛洞的壁畫、雕刻、
書法、遺經所涉及的不僅是宗教、藝術，還有極其豐

富和珍貴的歷史、民俗資料。所以，不管參觀者的旨
趣在哪一方面，都可以在這個「說不完的故事」展覽
中得到觸動和啟發。
他續說，家長帶同小朋友去參觀，也會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因為，小朋友可以在三個按「一比一」比例複
製、連照明環境亦如實境的洞窟中，拿着博物館提供的
手電筒親臨其境地觀看洞內景物，既有「探險」之樂，
又更充分體會到敦煌藝術的感染力，興味盎然。
「敦煌：說不完的故事」經過3年的磋商籌劃，展

品除了3個極具代表性的複製洞窟，還有17組彩塑臨
本、49幅壁畫臨摹本、35項敦煌文物、多組模型等輔
助展品，以及大量高像素壁畫圖像等，盡顯敦煌石窟
的精粹。展期將至今年3月16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麗娜）脊柱側彎患者需要度
身訂造矯形背架，以糾正骨骼的偏歪幅度，九龍醫院
前年引進電腦輔助設計及生產儀器（CAD／
CAM），取代舊有石膏倒模以及製作方法，提高矯形
效果約一成。九龍中聯網義肢及矯形服務聯網經理鍾
嘉維表示，時興平底布鞋，由於腳弓長期缺乏承托，
長時間穿着可能造成足底筋膜炎及扁平足。
鍾嘉維解釋過去的做法：矯形師於脊柱側彎患者上

身塗上石膏，待凝結再用線鋸開以套取模具，並根據
模具製作矯形背架。由於石膏遇水會形成化學作用，
產生熱力並收縮，患者或感到不適。鍾嘉維指脊柱側
彎患者多起始於正在發育的11歲至12歲青少年，故每
年都重複上述步驟直至成年康復為止。
一級義肢矯形師羅一洲表示，在新技術下，矯形師

改以3D掃描器讀取患者上身三維資料，並自動傳輸

到電腦，較以前只能透過石膏模具進行估計為佳。他
指糾正的準確度由三成提升到四成；倒模時間亦由45
分鐘縮短至15分鐘；所需要的人手亦由兩人縮短至一
人。

3院引入技術可醫扁平足
目前全港共有3間醫院引入此技術，包括威爾斯醫

院、屯門醫院及九龍醫院。技術同樣適用於患有扁平
足及有特殊坐姿問題的患者，以製作鞋墊及坐墊，矯
形效果同樣提升一成。
另外，鍾嘉維指九龍中每年有6,000宗扁平足個

案，近年人數未見增多。但提醒市民避免長時間穿着
平底布鞋，可能造成足底筋膜炎及扁平足，建議穿着
較包腳、腳弓位有承托的鞋，又呼籲長期站立的人多
做運動、拉筋。

高永文昨日表示，針對H3N2瑞士型的新流感疫
苗最快要在4月才能於本港供應，但市民不應

依賴疫苗，仍需要注意公眾及個人衛生、勤洗手及有
病時戴口罩；並重申雖然現有疫苗保護力不高，但高
危人士亦應該注射。他又指，醫護人員注射新流感疫
苗，可減低傳播病菌予病人的機會，但仍需由專家小
組評估，才決定是否優先讓醫護人員注射。

活禽檢疫嚴謹不必過分擔心
被問到禽流感與流感會否出現基因洗牌，高永文

指仍然存在風險，但未來沒有人可預料事情的發展，
他又指香港嚴謹處理活家禽，包括近年沒有出現禽流
感，即使內地雞隻有感染病毒，香港亦會進行檢疫，
故不需過分擔心。
梁栢賢表示，政府每年訂購的流感疫苗數量多，

但接種比例偏低，造成浪費，同意提高接種疫苗的覆
蓋率，認為未來值得與政府部門商量加強有關宣傳，
在日後的流感季節可以新增宣傳重點，提醒市民打針
除保護自己，亦可保障家人免受感染。

增聘醫護加班紓人手緊張
他又表示，於農曆新年期間，公立醫院的普通科

門診會增派1,500個籌，急症室時段亦會由每日200
個增至300個，但相信仍不足以應付醫療需求，希望
私家醫生配合，於新年期間仍然看診，而當局已增聘
兼職醫生及護士，以及提供特別津貼，鼓勵醫護人員
加班，以增加巡房醫生數目，紓緩人手緊張情況。

何栢良：疫苗錯配仍有兩成效用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現時並

非爆發「沙士」，只是每年均會出現的季節性流感，市
民毋須過分擔心，而感染數字凸顯流感非「小兒科」，
尤其65歲或以上長者更不應輕視。他承認，疫苗錯配
減低預防流感成效，但仍有一成至兩成的保護作用，並
非完全無效，而市民亦可作非藥物的預防措施。
何栢良續解釋，疫苗錯配並非世界衛生組織出

錯，因科學不是萬能，不能完全準確推算病毒何時變
種，或未來會爆發哪類型病毒，惟他仍主張增加市民
接種疫苗比率，因疫苗除可產生抗體保護，亦有細胞
保護作用，經常接種的人士可有更強預防疾病能力，
而政府只需運用5千萬公帑，已可推行相關接種計
劃，將接種率增加達六成至七成，從而節省5億元醫
療開支。他昨日出席活動時更帶同「3福寶」到場，
即口罩、酒精洗手液及濕紙巾，呼籲多派給小童及長
者使用，預防流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衛生防護中心公

布，截至昨日中午，本港再增4宗流感嚴重個案，

當中2人死亡，令今年1月2日至今的累積死亡人數

增至142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現時

正利用醫療資訊系統整理於農曆年假期間營業的醫

生名單，並呼籲若市民出現病徵應立即求醫，避免

因延誤醫治出現併發症。另外，對於禽流感與流感

會否出現基因洗牌，高永文指仍然存在風險。醫管

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示，公立醫院的每日急症室求

診人數，已由最高峰的7千多宗下降至昨日的5千多

宗，但仍不可對疫情掉以輕心。

■高永文指高永文指，，若禽流感與流感出現基若禽流感與流感出現基
因洗牌因洗牌，，會產生更強病毒會產生更強病毒。。 翁麗娜翁麗娜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麗娜）身體健康非必然，接
受器官捐贈而重獲新生者感受至深。今年29歲的黃啟
朗10年內經歷兩次肝臟移植，一度心灰意冷，計劃替
剛新婚一年的丈夫尋求離婚資訊、寫下銀行卡密碼及
安排葬禮，幸去年獲得換肝機會，最終有第二次重生
的機會。香港移植學會會長陳詩正表示，截至去年底
有逾2,500名病人等候移植，當中1,900多人等候換
腎，平均要等7年，呼籲市民支持器官捐贈。
香港移植學會昨日舉行「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

多名去年獲得器官捐贈的受贈者出席感恩大會，他們
希望向捐贈者及其家人致謝。其中獲得心臟移植的受
贈者，現場接受照心臟超聲波，現場直播捐贈者的心
跳聲。
啟朗先後兩次與死亡搏鬥，分別在2004年和2013
年換肝。病魔於她就讀中七時首次來襲，當時出現長
時間流鼻血、發燒、手震以及口齒不清，入院後證實
患有威爾遜症（Wilson's Disease），未能排走體內的
酮而出現肝衰退，必須一星期內換肝，千鈞一髮間獲
母親捐贈了三分之二的肝臟。

康復者盼助同路人
未料去年再度病發，啟朗直言，「每天看見的天空

都是灰色的……不禁問為甚麼又是我？」幸好半年
後，她獲得屍肝捐贈，並成功康復。本來任職教師的
啟朗目前修讀輔導碩士課程，希望日後轉投復康機
構，幫助同路人。
35歲黃增健的父親及爺爺皆是腎病患者，自幼患有

遺傳病多囊腎，直至2008年28歲時病發，原本任攝
影師及多媒體工作的他不能再創作，也需要經歷6年
半洗肚及洗血的艱辛過程，到2013年獲得換腎機會，

人生重燃希望，現正計劃和女友結婚。
57歲的鄧漢傑前年開始卧病在床，因為肺積水而多

次進出醫院，由於要等待換心，自覺機會渺茫，已為
自己安排後事，包括買了一隻小狗陪伴妻子，及一隻
手錶給在澳洲留學的兒子留念。豈料去年獲心臟捐
贈，現時一家人重獲幸福生活。他表示非常感激醫護
人員及捐贈者，給他重生機會。
繼腎臟最多人輪候外，其次換眼角膜有465人，而

等待肝臟和心臟移植的則分別有98人和28人。陳詩正
續指，有很多需要心臟或肝臟移植的病人因為等不及
而病逝。陳詩正表示，去年共進行約500宗器官或組
織移植，眼角膜移植佔大多數，而最多人等候的腎臟
移植就只有79宗，另有9宗個案涉及移植心臟。
出席活動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任何時

間均有2,000多人等候器官捐贈，而歷年來捐贈數目
情況卻不理想，最大原因是沒有足夠捐贈者，加上以
往基於倫理原因，當局不准受贈者與捐贈者家人接
觸，至近年才打破隔膜及舊有觀念，讓受贈者表達感
恩之心，從而喚起社會關注。

■■多名受贈者出席感恩大多名受贈者出席感恩大
會會，，向遺贈者表達謝意向遺贈者表達謝意。。

■黃增健患病期間，女友林小姐一直給予支持及照
料。 翁麗娜攝

■矯形師利用掃描器為病人進行足部掃描，大大簡化
工序。 翁麗娜攝

■鍾嘉維表
示，引入新
技術後，模
具精確度上
升一成。
翁麗娜攝

《學苑》「港獨論」的文章，讓香港社會情緒緊張，也讓中央政府及內
地民眾警覺。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此事後，《學苑》繼續推出此
類文章，坐實了當事者是有意為之、而非「學術討論」無意失言。問題
的關鍵在於，刊登「港獨」系列文章的《學苑》，是學聯大本營所在
地，「雙學」是此次「佔中」急先鋒，激進反對派代表之一。觀乎「港
獨」言論出現以來，反對派中人表態，大多態度曖昧。這不由得令人聯
想到，反對派追求的「民主化」，與「去中國化」的聯繫，甚或是一即
二、二即一，兩者是一碼子事？

「泛」政治化的背後
香港社會逐步「泛」政治化了，剛落幕而餘波未平的「佔中」，是其

集中體現。「佔中」後反對派在立法會內的不合作行動、「雙學」誓言
深入社區及日趨激烈的言行、不少人評論香港「社會撕裂」等等，都是
「泛」政治化的結果或者說表現。一位對國內外社會都有一定研究的朋
友曾問我：香港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政治？我認為，「泛」政治化有其客

觀、複雜的原因。英國人統治香港150多年，基本上說來華人是沒有話事權的，臨到回歸在即，港英當局
才急急拋出「民主化進程」。有一點頭腦的人誰都明白，這是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因上世紀80年代內地
文革結束不久，兩地政經發展落差懸殊，「民主化」就與「去中國化」產生了微妙的聯繫。回歸以來香港
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一方面激發了港人當家作主的熱情，一方面某些人「去
中國化」意識開始發酵。將「兩制」凌駕「一國」、甚至拒絕「一國」，以「港人治港」拒絕中央政府管
治，以「高度自治」為旗號搞獨立王國，以及「香港城邦」、「港獨」「建軍」「建國」等主張，實際上
都是在為「去中國化」製造輿論或準備。而散播輿論聲音最大的都是年輕人，回歸前他們剛出生或未出
生，如果簡單地歸結為教育工作失誤，這並非是事情的本質。人是社會動物，人的思想觀念不是頭腦裡固
有的，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社會。隱藏在「民主化」後面的「去中國化」，不能不引起善良的廣大市民警
惕。「民主化」一旦與「去中國化」緊密聯繫甚至劃上等號，「港獨」成為政治訴求，這對香港將會是毀
滅性的災難。

「政爭」不應危害香港
已經開始的2017特首選舉辦法第二階段諮詢，公眾普遍認為已不是政制發展之爭，而是直奔管治權之

爭的主題。反對派已經擺明，不論五成以上、六成、七成民意主張「袋住先」，立法會這一關是過不去
的；不管是民生議案還是基建發展議案，立法會都要杯葛；「雙學」也好像擺明誓與中央周旋到底的決
心，「港獨」言論被肆意傳播等等。人們不禁要問：那接下來是推翻中國政府？還是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
去？如果長此以往特區政府不能有效施政、香港社會不能正常運轉，且不說香港繁榮穩定不保，也直接危
害到國家安全及發展利益，那麼作為一個大國的中央政府難道會無所作為？我絕對是愛香港愛自己家園的
人，也真心誠意追求民主化，但如果設身處地想想，假如真有人引導香港走「港獨」的危險之路，則不是
「二十三條」立法不立法、《國家安全法》引入不引入的問題了！香港是多元社會，也應該是政治上比較
成熟的社會，「政爭」有「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在政治規範和倫理之內運行無可厚非，但應適可而
止。守住香港福地，為了子孫後代擔起我們的責任吧。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馮丹藜

「民主化」絕非是「去中國化」
張揚「港獨」者將是禍及香港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