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視是全球最常見的眼疾，中大團隊
在「香港兒童眼科計劃」中收集

20,527 名 6 至 8 歲兒童的數據進行分
析，探討他們在2015至2021年間的近
視率變化，覆蓋新冠爆發前、防疫措
施實行及面授課堂暫停期間，以及防
疫措施放寬並恢復面授課堂後的三個
研究時期。研究數據包括屈光
度、眼軸長度，以及了解
他們參與戶外活動、觀
看電子屏幕及近距離
工作的情況。

結果顯示，6至8歲兒童每年的患近
視比率，由 2015 至 2019 年疫情前的
23.8%，至2021年3至12月間大幅上升

到36.2%，增幅達52%。其
中6歲組別的近視比率同期
由13.9%升至25.2%，升幅
達81%，為各組別最高。7
歲及 8 歲組別亦分別錄得
32%及23%增幅，情況令人關
注。

中大醫學院眼科
及視覺科學學系何善

衡視覺科學研究講座教授彭智培表示，在
新冠防疫措施實行期間，學童沒有外出活
動的機會，很長時間在家上網學習或打發
時間，這與近視的發展和加深極為相關，
上述數字令人擔心，因為近視一旦出現就
不能逆轉，越早發病，往後出現深近視
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大，亦會增加罹患青
光眼、黃斑病變、白內障和視網膜脫落
等併發症的風險，甚至致盲。
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研

究助理教授張秀娟指出，在恢復面授課
堂後，兒童的生活方式包括戶外活動、
近距離工作和使用電子屏幕的時間，並
未回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故可以預
見未來數年，香港兒童的近視患病率可
能持續高企。

建議增加戶外活動時間

專家建議增加學童戶外活動時間，
師長應幫助孩子養成健康的電子產品使
用習慣，而接受有助控制兒童近視加深
的治療也同樣重要。中大團隊已開展了
一項研究，探討低濃度阿托品眼藥水結
合紅光療法對4至12歲兒童控制近視的
成效和安全性。參與計劃的10歲女童羅
曉晴表示，最初接觸紅光治療有一點不
適應，但沒有任何痛楚，現時她在家每

日進行兩次治療，每次3分
鐘，期望可以緩減近視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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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立醫院服務已超負荷，醫護人
手和床位不足，市民使用公營專科服務隨
時要輪候幾年。為突破現有樽頸，民建聯
昨舉行「為香港醫療尋出路」圓桌會議，邀
請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李立業及
醫學界代表集思廣益。李立業介紹醫管局
目前的工作時表示，吸納人才是緩解公營
醫療壓力的不二法門，他強調兩地交流進
展十分良好，內地援港小隊在疫情期間，
發現兩地醫護的工作模式雖然有所不同，
但相信在適當調整下，大灣區內地醫護亦
可在港工作，未來會繼續進行兩地交流。
李立業表示，計劃於今年第四季進一

步拓展河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院」服
務，除現時放射科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服

務外，亦計劃提供胃鏡、篩檢抗藥性細
菌，及睡眠測試，以進一步善用河套醫院
的容量，更會嘗試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
紓緩醫管局的壓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指出，現時內

地按照國際標準並對接國家標準整合一套
《醫院質量國際認證標準（2021版）》，
有關標準已經成功取得國際醫療保健品質
協會（ISQua）的國際認證。本年度香港
亦有兩所公立醫院參與該認證，相信只要
本地醫院與內地三甲醫院同時都通過該國
際標準，意味着內地三甲醫院的質素等同
於香港公立醫院，質量讓港人放心。

內地招聘來港任職 擴跨境合作

在河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院」運用
方面，梁熙認為目前醫管局缺口仍十分
大，醫生空缺達 500 位，護士達 3,000
名，最快的解決方法是從內地招聘，並善
用河套區醫院，方便內地醫生來港任職。
他建議，醫管局可以透過河套醫院引入內
地醫護協助營運，並以港大深圳醫院為基
礎，結合香港的管理元素，擴大跨境合作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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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在黃大仙區橫頭磡邨
開設了第二個立法會議員地區
辦事處，並於8月中投入服
務。作為工聯會理事長，

「參政為勞工」是根本，立法
會議員的職責除了審議法案、監察

政府，還要廣泛地服務市民，為民眾排
憂解難。辦事處是「天地線」，細聽民意
訴求才能充分掌握民生實況。議員作為
溝通橋樑，除了梳理問題向政府反映，
急市民所急，還要在政策層面推動優
化，從根本解決問題，助力良政善治。
筆者位於土瓜灣的首個辦事處，求

助者較多是舊樓業主或租戶、低收入家
庭和長者。許多長者因「數碼鴻溝」，
生活困阻重重，例如不懂如何申請樂悠
咭，或於網上預約更換回鄉證。在探訪
弱勢社群時，看到很多長者因健康欠
佳，坐困家中，資訊落後，白白錯過應
有的福利，偏偏他們求助的能力又特別
低。
想寫「平安紙」的長者亦很多，記

得一位剛喪偶的老伯怕自己身故後，嚴
重弱智的女兒難獲妥善照顧，甚至被

「趕出家門」，故要求在「平安紙」上
同親友「做交易」，列明妥善照顧條
款，待女兒離世才轉贈唐樓業權。像這
樣的家庭還有很多，找出和精準施援，
是必要的社區工作。
新辦事處位處的黃大仙區，是十八

區年齡中位數最高的一區，65歲或以上
的公屋長者住戶約有2.6萬人。該區貧窮
率達17.3%，高於全港平均15.8%，福
利、情緒與健康支援服務必不可少。社
署對老齡和貧窮社區應該加強外展支
援，或與房署完善通報機制，盡力將家
庭或鄰里問題解決於初發，減少不愉快
事件發生。
黃大仙區街坊反映了不少問題，例

如該區舊樓石屎剝落嚴重。義工亦收到
反映，指常常有人非法餵飼野鴿，滋生
環境衞生問題，但卻未見執法。凡此種
種，都有賴我們協力監察，向部門反映
和推動解決。筆者期望政府把握區議會
換屆的契機，委任更多扎根地區、真正
了解區情的「地膽」和基層代表出任區
議員，完善地區治理，共同建設更美好
香港。

民記倡內地醫護助營運河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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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組別最誇張升81% 增黃斑病變白內障風險
疫下網課傷眼 近視童飆50%

中大醫學院團隊進行了一項大型研究，分析本港逾兩萬名6至8歲兒
童在新冠爆發前至復常後的視力變化。結果顯示，幼童經歷一年多的防
疫措施後，患近視人數出現爆發式增長，比率較疫情前上升逾五成創新
高。其中6歲組別更屬重災區，由2015年起的13.9%比率，7年間暴增
至25%，專家預計未來數年港童近視率將維持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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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和多個兒科醫學組織昨公布
「香港學童快樂指數調查」，若以0至10
為衡量尺度，香港學童的快樂指數由上年
度的6.77稍跌至本年度的6.62，幅度未算
顯著。至於就校內有關珍惜生命、鼓勵發
展所長等的教育活動評分的生命教育指
數，以1至5為尺度，數字由同期的3.85升
至3.95，是連續兩年上升，情況可喜。家
庭生命教育指數亦有增長，由 3.83 升至
3.92。
調查由嶺大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

香港兒科醫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兒科學系
和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合辦，邀
得20所中小學逾3,200名學生及146名教
師參與。團隊計算了每校不同級別的生命
教育指數，發現生命教育對提升男童快樂
指數效果更明顯。整體而言，學校的生命
教育指數回升，有利穩住學童快樂指數。
報告又重點提到，欺凌事件較多集中

於低年級，以1至5尺度計算，數字越高代
表越未受欺凌，最新的各級平均數為
3.814，較2022年略跌約1%。值得注意的
是，男童受欺凌現象較女童更為普遍，情
況令人關注。
嶺大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總監何濼

生表示，欺凌事件主要發生於小學，或與
較少學業壓力有關。他認為應大力推動生
命教育，但教師培訓不足，現約七成教師
對生命教育感興趣，但只有四成曾受訓。

■電子產品使用時
間增多，令兒童近
視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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