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兩成長者有自殺傾向
疫下孤獨缺關心 機構籲子女耐心溝通適當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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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自殺死亡人士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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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撒瑪利亞熱線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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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病毒已變種成傳播力更強的Delta病
毒，削弱疫苗的保護力，身兼政府
專家顧問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表示，近期香港的新冠肺
炎輸入個案，不少患者本身已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滿14天，而且體內病
毒含量相當高，顯示疫苗雖然能減
低接種者出現重症及死亡的風險，
但抑制病毒傳播的效用打折扣，故
有需要進一步提升「群體免疫」水
平，疫苗接種率或需提高至九成才
穩陣。
袁國勇昨日接受電子傳媒訪問時表

示，近期香港的新冠肺炎輸入個案，
大部分個案的病毒量高，涉及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而大多數都無病
徵。「（這些個案）血液中血清抗體

已經很高，但仍然受到Delta變種病
毒感染，而且在鼻咽拭子病毒載量非
常高，更加嚴重是他們樣本送來港大
實驗室，很快已培殖到有感染性的病
毒。」
他強調疫苗在預防重症及死亡率仍

有一定效用，但抑制變種病毒傳播的
效用打折扣。他表示，外國例如英國
的情況，即使社區的接種率逾七成，
仍受Delta變種病毒影響，令疫情反
彈，故他認為本港整體接種率要達到
約九成才算安全。
至於通關的前設是否都要九成，他
認為有其他考慮因素，例如要通關地
方的疫情。「內地現有幾個省有事，
但整體而言新冠病毒的控制都很好，
這就不用太擔心，例如英國真的很令
人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Delta變
種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外地開始為民
眾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冀加強保護，
而香港特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
日透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聯合科學
委員會將開會討論接種第三劑疫苗的安
排，包括哪類人士需要接種第三劑，以
及接種的時間。有專家指出，接種疫苗
仍難預防感染Delta變種病毒，相信長遠
要接種針對該病毒的新配方疫苗才能加
強保護。
陳肇始昨日在電視節目中指出，聯合科
學委員會將討論第三劑疫苗的接種安排，
「第二針同第三針接種的時間都需要研
究，一般來說，針與針之間相隔時間不能
太近，專家正觀察這些數據，研究第二針
後何時是一個最好的時間接種第三針，以

及什麼人需要接種。」
至於推動長者接種，她表示除接種中心

派發即日籌，地區康健站的營運者亦將為
長者提供疫苗接種的諮詢服務，以鼓勵長
者接種疫苗，諮詢服務預料在今年第三季
及第四季開始。 對於本港已超過50天沒
有新增本地個案，她表示會繼續做好防疫
措施，保持本地「零確診」。

梁子超：需審視成效安全性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以色列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也開
始為民眾接種第三劑疫苗，故需要審視
第三劑的成效和安全性，相信聯合科學
委員會要審視外地相關數據才有結論，
「打第二劑核酸疫苗（即復必泰）的副
作用較第一劑多，打第三劑副作用會否

更多？而保護率可以增加幾多？這些也
要看外地的數據，估計多等兩個月有數
據出來後能確定。」
他認為，現時最重要是增加長者及長期
病患者等高危人士的接種率，「很多高危
人士也未打兩針，根本未有條件打第三
針，所以應先推高他們的接種率。另外，
本港現在疫情穩定，最重要是繼續外防輸
入和內防反彈。」
不過，他指美國有小鎮近七成人口已接

種兩劑疫苗，Delta變種病毒仍爆發，確
診者當中有三成多人已完成接種，且病毒
量與未接種的確診者相若，顯示該病毒有
明顯免疫情況，若第三劑仍是舊配方疫
苗，保護率仍會繼續下降，長遠有待藥廠
研發針對變種病毒的新配方疫苗，才能加
強保護。

陳肇始：研打第三劑疫苗安排 袁國勇：接種率或須九成才穩陣

新冠肺

炎 疫 情

下，香港

實施多項防疫措施，市民疫下減少社交活動，孤

獨感來襲，尤其是獨居長者在缺乏外界關心下，

或萌生生無可戀的想法。去年全港錄得逾千宗自

殺死亡個案，其中逾四成死者超過60歲，長者自

殺率更高見21.67%，即平均每5名長者就有一

人有自殺傾向，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高。生命熱

線執行總監吳志崑昨日表示，他們經常收到長者

欲輕生的求助，認為長者應多與信賴的親友溝通

抒發情緒，對子女坦白需要；子女應耐心

與他們溝通，給予適當陪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去年全港共有1,019宗自殺死亡個案，較前
年增加26宗，每十萬人計的整體自殺率

則由2019年的13.25上升至13.61，即平均每
天有2.79宗自殺死亡個案。當中有438宗為60歲
以上長者，佔整體自殺死亡數字43%，是自1973年以
來最高紀錄。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理事會主席周婉芬在昨日記者會上表
示，限聚令下，該會24小時情緒支援熱線去年的當值義工減少，
全年共接獲逾一萬宗求助和非求助個案，較往年減少近6,000宗，
其中50歲至59歲年齡層佔兩成，為數最多。他們主要就精神健
康、家庭、人際相處等問題求助。
就此，該會今年6月至7月針對60歲以上長者的情緒狀況訪

問了613名長者，發現有11%受訪者表示情緒「不太好」，
4%受訪者情緒「非常差」 ，其中有27.48%更曾萌生自
殺念頭，尤以80歲以上受訪者的比例最高。面對喪
偶、離婚或分居的長者，情緒普遍較差。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表示，60
歲至69歲長者的負面情緒來源主要包括強烈負累
感、強烈孤獨感，因為他們剛退休，在生活的轉變
上不適應；而80歲以上長者，不時有「自我形象」
低落和缺乏生存意義的情況。

男長者感強烈孤獨比例高達61.76%
「他們健康較差，甚至需要輪椅等輔助工具，覺得
自己連累家人。」他指出，特別是男長者有強烈孤獨
感，比例達61.76%，較女性為高，「他們的社交生
活較少，孤獨感較顯著。」
曾展國補充，不少60歲至69歲長者的情緒較易受

外界影響，「相對之下，這個年紀的長者仍老當益
壯，會使用智能手機等，可以接受社會相關資訊，所
以較受社會氛圍影響。」該會建議，政府針對60歲至
69歲的退休人士，加強他們的社會角色，例如推動他
們支援其他長者，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

專家倡供報酬讓「初老」援長者
該會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何永雄表示，疫情導致
長者與親友及社會的連結減弱，甚至失去見家人的機會，
對情緒有一定影響，而且部分長者因防疫資源不足，無法外出，求助
無門。
他建議當親友留意到長者情緒低落，出現明示、暗示輕生念頭時，不

應避而不談，反而要找多方面專業人士尋求協助，亦建議政府加強對80
歲或以上長者的支援，可嘗試以有報酬形式讓初老長者支援其他長者。
生命熱線執行總監吳志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曾接獲一名
長者求助，由於其子女需要工作，以及身處境外，因此長期缺乏兒女
陪伴，加上本身健康欠佳，經常鬱鬱寡歡，多番萌生輕生念頭，經過
社工的開解和勸說，最終考慮到還有年邁丈夫需要她的照顧，因此放
棄輕生，而經過義工多番探訪和傾訴，才讓她重拾生存意志。
他說，面對這些情況，最擔心兩老一同自殺，因此建議長者不要
把話藏在心裏，可以與身邊可以信任的朋友，或者到長者中心與
社工傾訴，同時不應抱着會拖累兒女的心態與子女溝通，子女

亦應耐心與長者溝通，了解他們的心底話和需要，並多
抽空陪伴他們。

為了防疫抗
疫，社交以至探
視等都有不少限
制，長者難免會
有強烈的孤獨
感。不過，隨着

香港新冠疫情放緩，部分院舍及醫
院重新讓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探訪。
香港長者權益協會總幹事李立航昨
日呼籲，親友盡快接種疫苗，探訪
院舍或留院的長輩，讓長者感受關

懷，驅走孤獨感，並促請政府加強
宣傳，讓家屬清楚探訪的要求，以
便家人團聚。
李立航表示，院舍和醫院疫情下

暫停探訪，令一眾住院的長者無法
與家人相見，但疫情已經放緩，部
分院舍及醫院重新探訪安排，只要
探訪者已接種新冠疫苗即可，但仍
有部分家屬不知情，「曾有一名入
住沙田療養院的長者時日無多，惟
當時家屬不知道可以酌情申請探訪

服務，最終通過我哋協會與醫管局
交涉，獲得探訪權，讓長者的胞妹
可以見他最後一面。」
他認為，個案反映政府一直對探

訪措施欠缺宣傳，家屬無從得知探
訪要求，故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對探
訪措施要求的宣傳，讓更多市民掌
握資訊馬上打針，以便探望住院長
者。
李立航指出，香港還有不少隱
蔽長者，但各社福機構礙於人力

資源不足，無法接觸到隱蔽長
者，因此建議政府設立一兩年的
臨時職位，聘請有社工、醫護背
景的人士協助找出隱蔽長者，避
免他們輕生，「一些默不作聲的
長者，只要覺得自己孤立無援，
便容易產生輕生念頭，因此作為
長者機構應更主動與他們接
觸，避免釀成悲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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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針可探長者 專家促增宣傳

●何永雄表示，疫情導致長者與親友及社會
的連結減弱，對情緒有一定影響。 資料圖片

●（左起）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何永雄、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理事會主席周婉芬、香
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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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殺死亡人數統計

年份

自殺死亡人數：

自殺率(每十萬人
計)：

2015年

1,022

13.94

2016年

954

12.94

2017年

916

12.36

2018年

955

12.8

2019年

993

13.25

2020年

1,019

1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