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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研免疫療法
鼻咽癌存活率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

往往要雙倍關顧及時間，如果家中3個孩子均有SEN，父母付出的心力

更難以想像。「超級媽媽」文太育有3個SEN兒子，分別為一對有讀寫

障礙的15歲雙胞胎兒子樂天和頌天，及患有發展遲緩的5歲小兒子承

天。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太一直積極設法助兒子以合適方法學

習，再忙碌也絕不言累，不放棄每個發掘潛能的機會。最終，樂天和頌

天在高小籃球學界比賽中勇奪冠軍，現時是中學籃球隊隊員，承天亦入

讀特殊幼兒中心接受治療，進展良好。

文太坦言，自己成長時曾因為3個妹
妹及弟弟經常吵鬧而討厭小朋友，

更曾揚言不生孩子，後來因為宗教信仰關
係，與丈夫商量後決定要孩子，希望以生
命影響生命，想不到第一胎竟然是雙胞
胎。她直言，當時深感驚喜，「原本只想
要一個孩子，想不到會懷上兩個。」
懷有雙胞胎，除擁有雙份的喜悅，亦帶
來雙倍風險。文太憶述，雙胞胎均是早產
兒，更差點兒保不住其中一人，「當時唯
一的願望就是希望他們能開心健康地成
長」，幸好最終都「大步檻過」。
而在樂天和頌天K2的時候，文太發
現，他們認字方面很「古怪」，「明明
已見過的字，過一會兒又不記得」，而
且，難以分辨相似詞語的意思，如「困
難」及「困境」；「什麼」及「為什
麼」等。在朋友介紹下，她尋求職業治
療師的幫助，在小一時才確診兩兄弟均
患有讀寫障礙。

「照顧不吃力，教育最辛苦」
雖然兩兄弟學業成績並不理想，經常要
有「留班」的心理準備，其中，弟弟頌天
更因不適應學習環境而變得容易焦慮，總在
考試前大哭、發燒及肚痛。
不過，文太沒有就此放棄他們，堅持每天
下班後，馬上趕回家裡，親自輔導孩子們做
功課，將中文字的部首拆開，幫助他們重複
地溫習。她表示，照顧孩子並不吃力，最辛
苦的是如何正確地教育他們。

在樂天和頌天小四時，文太與兩兄弟商
量後，決定讓他們重讀，希望打好學習根
基，並努力發掘他們的長處及興趣。
兩兄弟對運動頗有天分，更在高小籃球

學界比賽中奪得冠軍，升中後，他們更成
為學校籃球隊隊員。

深信手足情勝過SEN障礙
在兩兄弟的情況逐漸上了軌道後，文太

懷上小兒子承天，不過承天在約9個月至
10個月大仍不懂轉身，1歲多時未能站穩
與走路，面對新事情較為害怕，對聲音較
為敏感，在2歲時被確診患有發展遲緩。
文太表示，雖然小兒子也有SEN，但

他們一家仍然積極面對，她憶述當初懷上
承天時，兩位哥哥亦曾問到「如果弟弟也
有讀障怎麼辦？」可見他們對弟弟的關
心，而事實上孖仔對弟弟也很是疼錫，平
日亦有幫忙照顧，讓她深信兄弟間的手足
情可勝過SEN的障礙。
現時承天獲安排就讀協康會的特殊幼兒

中心，正接受治療，目前進展不錯，已追
回1年半發展進度。文太表示，幾位兒子
對自己的支持，以及協康會中心、老師、
治療師團隊的專業支援，是她盡心照顧孩
子的動力，她亦加入了協康會的「同心家
長會」，認識其他SEN孩子的父母，對
他們無怨無悔為孩子付出深受感動。母親
節將至，文太亦說出節日心願：「希望3
個孩子健康快樂，大家相親相愛，爸媽的
愛永遠與他們在一起。」

超級媽發掘3特教兒天賦
讀障孖仔成籃球高手 細仔發展遲緩獲細心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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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家庭會在
母親節一起進餐，共敘天倫，但手邊的智能電
話卻隨時成為家庭關係的破壞者。有調查發現，
近八成人每天與家人吃飯時會使用智能手機，逾
半受訪者認為，一天內不用手機會對自己產生極
大的影響。團體指市民過分依賴手機，或影響與
家人溝通和家庭關係，提倡市民在母親節當日不
用手機，與家人多聊天增進感情。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於4月11日至5月7日期

間在網上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智能手機對家庭
關係的影響，最終收回2,884份有效問卷，並於
昨日公佈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只有約23%的受訪者幾乎每天與
家人一起吃飯，近八成人在吃飯的同時會使用
智能手機，超過三成（31%）表示食飯時大部
分時間會使用手機，只有22%人表示大部分時
間不會。

一天不用手機 逾半人感難捱
調查又發現，43%的受訪者與家人相處、一起

吃飯期間經常主動溝通，48%的人表示只會偶爾
與家人主動溝通，不願意主動與家人溝通亦有
9%。另外，有超過 90% 人表示，與家人一起吃
飯時願意不玩手機，亦有9%人不願意不玩手
機。
協會又調查市民使用手機的頻率，七成人每
日用手機6小時至8小時或更長，近三成人每天
用手機8小時至12個小時，更有5%人表示每日
用手機超過16個小時。

被問到一天內不得使用智能手機會有多大影響，逾半受
訪者認為會對自己產生極大的影響，其餘四成多人認為會
產生部分影響，只有4%的人認為不會有任何影響。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吳國榮表示，調查發現有9%

人與家人一起吃飯時不願意不玩手機，換句話說每100人
約有9人，認為比例算大。他指出，不少家庭吃飯或飲茶
時，都只顧使用手機，「常見到成圍枱爸爸媽媽與仔女一起
玩手機，缺乏溝通」，擔心會對家庭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吳國榮又說，明白現今家庭大部分人工作繁忙，可能因為
工作需要而機不離手，但相信每個人對電話的使用有時間分
配，呼籲與家人吃飯時可放下手機，多聊天增進感情，珍惜
相處的時間。
他希望藉着即將來臨的母親節，提倡無手機家庭樂，喚

醒市民大眾重視家庭關係，不做「低頭族」。

◀承天透過滑板車
向前推的活動，訓
練其上肢的持久度
及背肌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攝

■三兄弟關係親密。 機構供圖

■孖生兄弟從運動得到
自信心，於校內比賽得
到認同。 機構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委會日前裁定九龍醫
院醫生黃卓義兩項專業失德罪成，判處從一般醫生名冊
除名6個月，不設緩刑。多個醫生組織都對判決感到不
滿，前線醫生聯盟更發起網上簽名行動，批評醫委會的
裁決對香港醫療生態有毀滅性影響，擔心裁決會催生動
輒興訴及防禦性醫療等問題。

憂裁決打擊醫療生態
黃卓義被指沒採取正確步驟防止將病人的永久咽喉造口

當臨時造口處理，及沒警醒護士該造口為永久性而被醫委
會裁定兩項專業失德罪成，前線醫生聯盟昨日就判決發起

網上簽名行動，以示對醫務委員會的裁決感到憤怒。
前線醫生聯盟批評，醫務委員會聆訊脫離現實，完全

無視工作環境與局限，只求諉過於個別醫生，使醫生承
擔完全超出其能力範圍的責任，亦侮辱了護士的專業，
擔心裁決會催生更多訴訟、令醫生選擇提供防禦性醫
療，指裁決長遠會對香港醫療生態造成毀滅性影響。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麥肇敬亦對裁決感到震

驚，指特區政府近年致力提倡基層醫療，並持續增設護
士診所，認為護理亦是一門專業，批評今次裁決要醫生
為護士的錯誤「孭鑊」是專業自主的倒退，會影響日後
的跨專業合作。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近日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研究智能
手機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鼻咽癌病徵與鼻炎、
鼻竇炎等本港常見的呼吸道慢性病相似，所以不少患者
都未必及時求診，死亡率接近三成，中文大學醫學院研
究發現，「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適用於復發性及擴散性
鼻咽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療一年後的整體存活率有約六
成，而患者需承受的痛楚亦較傳統的化療少。
中大醫學院近年來一直與全球多個團隊合作發展治療

癌症的新方案，近年更獲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支持，研
究提升免疫治療的效用，研究團隊在2015年至2016年
間共招募44位來自全球11個醫療中心的復發性及擴散
性鼻咽癌病人參與研究，以免疫療法作二線治療。
中大醫學院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教授羅國煒表示，鼻

咽癌病人體內亦有可對抗癌細胞的白血球或「T-抗
體」，只是免疫系統無法識別癌細胞及將
其消滅，指免疫治療是透過抑制癌細胞的
「PD-L1」蛋白，來恢復病人免疫系統的
功能。
參與研究的病人中有11人是香港人，當

中包括在2013年4月確診2B期鼻咽癌的陳
先生，他發現患癌時只得35歲。他患病後
曾於私家醫院接受電療及化療，癌細胞翌
年擴散到肺部，需再次接受化療，但效果
並不理想，於是主動提出參與中大的研
究，試用免疫治療，成功令腫瘤縮細最少
三成。

4針就知療程是否有效
中大腫瘤學系教授馬碧如表示，病人普

遍接受4針免疫治療就能知道療程是否有
效，20%病人持續多於一年對治療有反
應，並透露有美國病人的腫瘤原本與棒球
一樣大，但接受免疫治療後腫瘤一度完全

消失，情況更能持續逾一年。她形容免疫治療是要「與
癌共存」，指不少人即使體內有腫瘤，亦一樣可以繼續
生存，但承認新療法有機會引起甲狀腺功能失調、皮膚
出現紅疹等副作用。
中大醫學院李樹芬醫學基金腫瘤學講座教授、香港癌

症研究所包玉剛癌症中心總監陳德章表示，鼻咽癌患者
接受一線治療後一年的整體存活率一般少於五成，但使
用免疫治療的病人整體存活率卻有六成，透露中大正進
行另一研究，隨機性比較免疫治療及標準化療對病人的
效果，預計報告可於明年完成。
鼻咽癌是一種具侵略性的頭頸癌，其形成大多與EB

病毒感染有關，是香港十大常見癌症之一，現時主要採
取化療和放射治療醫治方式。

■中大研究發現免疫療法對治療晚期鼻咽癌病人一樣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文太一家以自己文太一家以自己
的英文名字頭組成的英文名字頭組成
了了 LOVESLOVES，，象徵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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