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款「斷片酒」殺到！前年被指
「一飲斷片」的果味酒精飲品Four
Loko，曾掀起全城熱話，最近有網上
交易平台趁聖誕節售賣兩種產自日

本，酒精含量達9%的新「斷片酒」，該兩款含伏特加的果
味罐裝酒精飲品，口感外貌如有汽礦泉水，容易入口，被
標榜為「失身酒」之選。本報記者試飲後，很快出現頭
暈、精神不集中及心跳加速等徵狀。有醫學界人士表示，
相關罐裝飲品的酒精度數超出每日攝取酒精的安全標準，
提醒市民飲酒要量力而為，避免急性酒精中毒。
下周是聖誕節，網店推出各款應節食品及酒精飲品；而
在其中一個網上交易平台，就有多名網民以「失身酒 斷
片酒 2018聖誕必備」為主題，推銷一款標榜含高純度伏
特加，產自日本備有原味及檸檬味的罐裝酒精飲品，該款
飲品的酒精含量達9%，成分包括伏特加、碳酸及酸味劑
等，有350毫升及500毫升兩種容量，售價約30元至60
元；相關飲品吸引不少市民問價。
至於另一品牌同為日本生產的350毫升「斷片酒」，設有
6種味道，酒精含量和成分跟之前品牌相同，被網民吹噓為
「飲酒挑機」必備，更有人稱飲兩罐後「斷片」。

網店應節推銷 口感淡殺傷勁
為了解新「斷片酒」的殺傷力，兩名酒量好及兩名酒量差

的女記者分別進行試飲測試，前者在用膳後各飲用一罐350
毫升，她們均表示「斷片酒」的口感及外貌如有汽礦泉水，
加上她們所飲的是檸檬味及桃味，容易入口，惟她們在飲用
半小時後出現頭暈眼花、心跳加速、反應遲緩及精神不集中
等醉酒徵狀，其中一名記者在嘔吐後始紓緩不適。

記者實測：似飲完兩杯生啤
她說：「我平時要飲大半支紅酒，先會有醉嘅感覺，今
次飲完一罐，感覺就似飲完兩杯生啤咁，初初飲覺得冇
嘢，估唔到時間愈耐，醉嘅感覺愈強。呢類酒冇色、味道
唔強烈，如果混入其他飲品真係唔覺。」
另兩名酒量差的記者則各飲了20毫升至50毫升，在約

十多分鐘後出現精神不集中等情況。
記者翻查其他酒類的酒精含量，啤酒、紅酒及其他果汁
酒精飲品的酒精含量分別約5%、12%及4.5%；而前年被
指為「斷片酒」的酒精飲品Four Loko，其含量約12%。
今次記者試飲的兩款「斷片酒」，其9%的酒精含量已高
於啤酒及其他果汁酒精飲品。

醫生：飲一罐已超安全標準
「呢罐飲品 350 毫升，酒精含量 9%，即係含有

31.5gram（克）酒精，以每8 gram等於1度酒精計算，共
有3.5度酒精，所以飲1罐，已經超過美國內科醫生協會
建議嘅每日攝取酒精安全標準！」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
表示，根據美國內科醫生協會標準，每日男性及女性不應
分別攝取逾3度及2度的酒精。
丁提醒市民切忌「鬥酒飲」，因急性酒精中毒會引致神
智不清、呼吸困難、休克、心臟負荷大，嚴重更會抽搐，
「急性酒精中毒視乎個人身體情況，好難講話飲幾多會
有，有啲人飲1度至2度酒精，已經有好大反應。」

■圖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位於啟德的香港兒童醫院

昨日正式啟用，醫院日後會集中處理需要跨專科治理的嚴

重、複雜及患不常見疾病的兒科病人，但醫院現階段暫時只

會提供腫瘤科、腎科及先天性新陳代謝科的專科門診，醫院

行政總監（CEO）李子良透露，該院預計會在明年3月至4

月開設癌症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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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將至，亦是少男少女誤墮陷阱的
高危點！有傳媒報道，泰國近日發生多
宗誤飲含「失身藥」的酒精飲品被迷暈
的個案，泰國當局高度關注事件。涉事
的「失身藥」正名為「阿普唑侖」（Al-
prazolam），在當地屬第二類管制藥
物，亦屬處方藥物，藥房不能隨意出
售，泰國禁毒委員會提醒各人要提高警
覺。
有醫學界人士稱，鎮定劑「阿普唑

侖」在本港屬危險藥物，用作治療焦慮
及失眠，若按照醫生指示服用，不會出
現被迷暈情況，除非被不法之徒加重分
量服用。
本港衛生署發言人表示，現時本港

《危險藥物條例》（第一百三十四章）
規定，危險藥物須在有醫生處方的情況
下，在藥房及由註冊藥劑師監督下才可
銷售。違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港幣
5,000,000元及終身監禁。而非法管有危
險藥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
1,000,000元及監禁7年。

聖 誕 佳 節
少不免舉行
狂歡派對，

除酒精飲品外，各類酒心朱古
力及酒精糖果亦是派對常接觸
的食品；惟這類非液態的酒精
食品並未受本港法例規管買賣
過程。

劉國勳：規管繁複
根據於上月尾生效的《2018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
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業務過程
中，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
人醺醉的酒類。而條例中所涵
蓋的「令人醺醉的酒類」並不
包括以酒類烹調或含有酒精的
食品，如醉雞及酒心朱古力

等。不過，記者發現市面出售的聖誕酒
心朱古力，其酒精含量亦不低，以其中
一款雞尾酒味道的朱古力為例，酒精含
量達2.5%至4%。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認為，若要規管
相關產品售賣過程，過程較繁複，故需
從長計議。

每逢聚會或喜慶節日，不少
市民會暢飲一番，並會購買坊
間各款聲稱具解酒功能的食品
或草本補充劑，以備不時之
需；而飲酒前食芝士、牛油或
酒後飲參茶等，被視為民間解
酒秘方。不過，有醫學界人士
表示，並沒有任何方法能成功
解酒，各種解酒方法只是延遲
酒精吸收時間。
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表

示，無論是食芝士、牛油，抑
或任何解酒產品，只是減慢人
體吸收酒精時間，並不會減少酒精的吸
收量；而人體吸收酒精的新陳代謝率亦
很平均及穩定，每小時會分解1度酒

精，故此無論吃什麼東西，也不會增加
新陳代謝速度。丁指，市民吃了解酒產
品後覺得較為精神，相信只是提神的效

果，並沒有減少體內的酒精量；而大量
飲水亦不可減少體內酒精，只有隨着時
間，令酒精慢慢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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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合共9名到兒童醫院覆診的病童
均來自瑪嘉烈醫院的兒童腎科，醫

院昨日亦有安排義工製作聖誕老人氣球，
送給前來覆診的小朋友，以分散他們的注
意力，令他們見醫生時不會太過緊張。
李子良昨日亦特地到專科門診巡視，了
解醫院投入服務後首日的運作情況，並親
自迎接前來覆診的病童，向他們送上氣
球。他巡視後表示，專科門診首日運作暢
順，對醫院終於投入服務感到高興，「籌
備近10年，香港兒童醫院正式啓用，從
事兒科醫療服務的人今日夢想成真，很興
奮、很感恩、很感動。」

除腎科外，醫院現時亦會為來自瑪麗醫
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兒童腫瘤科病童，
以及政府「初生嬰兒代謝病篩查計劃」所
發現化驗結果異常的嬰兒，提供腫瘤科和
先天性新陳代謝科的專科門診服務。
另外，醫院的病理科、放射科、藥劑部
亦已經投入服務。
腎科和腫瘤科現時每星期會各設兩節診

症時間，而先天性新陳代謝科每星期則有
3節診症時間。李子良指每節診症時間會
有一兩名醫生駐診，預計每節可為20名
病童提供醫療服務，「兒童醫院所診治的
患者病情均較複雜，醫院問病歷、處方藥

物及解釋結果要用較長時間。」

3專科暫已收262童
3個最先投入服務的專科暫時接收了合

共262名病童，其他醫院的醫生亦會繼續
將合適的病童轉介至兒童醫院跟進。李子
良強調，兒童醫院有足夠人手應付開院初
期的服務，指開設新醫院而增加的職位
中，有90%已經成功招聘，而部分服務亦
可以透過原組調遷員工處理。

不設急症普通科
兒童醫院並計劃在明年第一季增設腦神

經科及內分泌科服務，而第二季更預料可
以進一步提供小兒外科，至於住院服務則
會在明年3月底或4月初開始提供首間癌
症病房。
李子良提醒家長，該院不設急症室或普

通科門診，建議家長應帶患上流感或腸胃
炎等疾病的子女到其他醫院或診所求診。
兒童醫院現時未有太多交通工具可以

直接前往，院方引述運輸署指，明年初
會增設兩條可以到達兒童醫院的小巴
線，它們分別由秀茂坪及油塘開出，其
中由秀茂坪開出的一條會途經牛頭角港
鐵站。

籌備 10 年、
耗資 130 億元
興建的兒童醫

院昨日終於投入服務，首名病童與
母親在早上10時就到達醫院登記，
他們大讚兒童醫院的設計方便病
人，更形容醫院的環境就如私家醫
院一樣舒適。
13歲的余日曦小六時接受身體檢

查因血壓不正常而作進一步檢查，
發現體內只得一個腎，並同時有血
管收窄問題，之前一直在瑪嘉烈醫
院跟進，至昨日才轉到兒童醫院覆
診，陪他到醫院覆診的媽媽形容，
兒子成為兒童醫院首名病人就如中
獎一樣。
余日曦雖然知道自己是兒童醫院

首批病人，但卻未有想過自己會是
首名病人，他指兒童醫院的環境十
分漂亮，以為自己到了私家醫院。

覆診過程集中方便
余太指自己住在將軍澳，過往帶

兒子到瑪嘉烈醫院覆診並不方便，
大讚兒童醫院的醫療設施較集中，
「過往在瑪嘉烈醫院有幾座，登
記、驗血、照超聲波及拎藥等可能
要走上走落，也要轉電梯，但這邊
較為歸一，覆診過程只需到兩個樓
層就可以。」
不過，她亦特別感謝瑪嘉烈醫院

的醫療團隊一直悉心照顧其兒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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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酒無秘方 還待時間過

泰國「失身藥」
原本治失眠

■余日曦（左）是兒童醫院首名病人。右為其
母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李子良（右二）向前來覆診的病童送上氣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兒童醫院啟用初期會提供三個專科的門診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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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心朱
古力是聖
誕派對熱
門食品。

■被稱為新款「斷片酒」的果味酒精飲
品，口感如有汽礦泉水。

■新款「斷片
酒」的酒精含
量達9%，成
分包括伏特加
及碳酸等。

■有網民以「斷片酒」及「失身酒」為賣
點推銷日本一款酒精飲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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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錫全表示，無論是
食芝士、牛油，均不會
減少酒精的吸收量

■坊間推出各種解酒產品，但醫生指不可減低人體酒精
量。 資料圖片

兒童醫院開張 聖誕老人「助陣」
CEO派氣球紓病童緊張 癌症病房料明年春增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