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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口罩是防疫
標誌之一，口罩雖

有保護功能，但在生活上也
為市民帶來不便。聽不到、說

不出的聾人遇到的困難更被忽視。有聾
人因看不到別人說話的嘴形，無奈忍痛在
急症室 「罰站」 近七小時，長期過着 「蒙
着嘴」 的生活，有聾人用手語激動地表達：
「我想在沒有口罩下過正常生活！」

有關注聾人組織直指疫下對聾人支援不
足，加上有口罩的阻隔，令他們接收訊息困難，
與社會隔閡已成常態，相關問題值得大眾深思。

殘障篇

罩下生活
3

部分地區對於聾人權益甚為着
重。內地於2011年在全國對聾人及

聾人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手語使用現狀及開展
手語研究意見，分析各方建議後，《國家通用手語詞
典》於2017年12月作為語言文字規範問世，並於同年
7月1日執行，該用詞表對於手語國歌、正文、手語語
法特點、漢語拼音音節及筆畫都有統一規範，讓聾人
有着一套 「法定」 的語言可依歸。

瑞典挪威手語為法定語言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例如北歐的瑞典和

挪威，聾人學校採用手語作為教學語言，手語傳譯更
是大學學位課程，手語的語言得到認可，獲國會通過
成為國家法定語言之一。但本港聾人教育政策並沒有
明確界定手語教學重要性，手語傳譯亦並非大學專業
課程。

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表示，本港沒有統一的手語系
統，現時手語的運用各門各派、各師各法。他認為特
區政府應盡早訂立一套統一手語制度，在醫院及法院
等場所亦應多提供手語翻譯，當中包括視像手語翻
譯。此外，亦應制定針對殘疾人士前線培訓，以友善
及包容的態度對待殘疾人士。

戴口罩
優點缺點

口罩有保護作用
醫生籲應戴則戴

內地手語有規範
港倡訂統一系統

渴望復常

在疫情下人人都長時間戴
口罩，令聾人難以讀唇，
溝通十分困難，常因此引
起誤會，帶來不便，嚴重
情況更可能危及性命，因
此聾人特別期待生活復
常。

「我就這樣無辜地在急症室內罰站近七
小時。」 年約40、天生失聰的阿紫（化名）表
示，去年8月初，工作時不慎燙傷臀部，要前往
急症室求診，當日下午由於受傷位置出現很大的
水泡，情況嚴重，無法坐下，醫生約於2時為她診
治後，她便一直站着等候醫護人員 「叫名」 ，再
去取藥。她指出，當時看到醫護人員工作十分忙
碌，並無手語翻譯。在疼痛難當下，她唯有一再
向醫護人員查詢，卻遭遇不耐煩對待，只着她繼
續等待。直至晚上近9時半，即 「罰站」 近七小
時，她再硬着頭皮向護士查詢，才獲知下午6時已
有廣播通知她取藥，並有醫護人員再次叫喚，惟
她聽不到，各人都戴着口罩，令她無法得知相關
訊息。

易生隔閡似被封閉
「疫情下，各人都戴口罩，隔閡更大，都無

法讀唇，溝通更難。」 阿紫用力地比畫着手語，
似要一吐埋藏於心底已久的鬱氣。她憶述疫情初
期看到超市內眾人在搶購，不知就裏的她因眾人
戴着口罩，無法看到他們的表情，更難透過讀唇
去了解情況，令她十分無奈。

欠缺溝通帶來不便，嚴重情況更可能危及性
命。早年有自殺傾向的聾人病人入住葵涌醫院兩
周，出院後翌日便在住所自殺身亡，家屬質疑醫
管局的手語傳譯服務或存在問題。現年62歲的聾
人李國聲表示，自從長期戴口罩，聾人似被孤
立，以往早上用口形與別人講 「早晨！」 現在看
不到，卻被誤解是黑口黑面， 「坐小巴，司機問
有無人落車，都看不到我示意。」 李直指在口罩
下生活，聾人似被封閉，誤會經常發生。他記得
一次遺失身份證，曾向警方求助，因雙方都戴着
口罩，他表達手語動作稍大，險些被誤會帶有攻
擊性。

關注聾人福利的非牟利機構龍耳創辦人邵日
贊指出，現時估計有近15萬聽障人士，除先天聾
人外，還有聽力退化的長者、因工作或事故後天
聽力受損的人士。他又稱，曾陪伴聾人前往求診
及接受檢測時，發現因溝通不足及欠缺手語翻
譯，令聾人飽受折騰， 「檢測做到流鼻血，醫護
人員幫聾人照X光，就好似叫救命一樣。」 他認為
公立醫院必須加強手語服務。

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高級項目主任
姚勤敏表示，聾人因聽力障礙，依靠讀唇及手語
與別人溝通，惟各人戴上口罩，無法讀唇及看到
別人的表情，令聾人與別人溝通困難，日常會產
生誤會，與朋友及家人關係疏離。他又說，不單
止聾人，有聽力較弱的長者亦表達在口罩覆蓋下
與別人難以溝通，甚至在街上出現危險的狀態亦
難以被告之， 「例如有人叫他們小心車輛也聽不
到。」

冀公眾包容接納殘疾人士
姚勤敏又指出，聾人在教育場景更顯困難，

當教授新或抽象的知識，輔助工具只有投影器、
文字及圖畫，若沒有說話或口形輔助，障礙會很
大，他們難以吸收知識。此外，大專院校內並沒
有手語服務的資助，聾人在學習上面對很大困
難，他認為大專及中小學均需要手語傳譯服務，
專業化及提升教學的水平。

他表示，有些工作需要準確溝通，口罩卻阻
隔傳遞訊息，聾人員工表現受影響，甚至因此失
去工作。他認為，與聾人溝通，如情況允許，雙
方脫下口罩會較方便，或以手語、動作、文字、
口語翻譯軟件等作協助，而最重要是提升公眾的
教育，學習包容和接納殘疾人士。

▼聾人以手語交談時提到
疫下的苦況，都不禁激動
起來。

本港市民
於疫情前若患

上傷風感冒，部分人會佩戴口
罩。2003年沙士期間，市民為防
止疫症，開始口罩不離身，亦習
慣了罩下生活；自2019年新冠疫
情大流行，2020年7月15日起實
施《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
罩）規例》（第599I章），強制
市民於公眾地方必須佩戴口罩，
口罩成為不可缺失的日用品。但
有醫生提醒，日後面對復常，市
民應靈活面對口罩， 「應戴則
戴」 。

「其實戴口罩應以輕鬆的態
度處理，當它有如一條頸巾，在
凍的地方戴上，熱的地方除下，
即是人多的地方就戴上口罩，而

人少又空曠的地方就可除下。」
家庭醫生關嘉美表示，戴口罩有
效預防病菌，尤其在疫情嚴重的
情況下更不可除下，而乘坐交通
工具時，口罩更可起保護作用。
但當疫情退減，人們回復正常生
活，不必視口罩為洪水猛獸，以
為戴上口罩又是新冠肺炎的重
臨。

她坦言，疫情期間，市民長
期戴口罩，在阻隔大部分的病菌
下，傷風感冒的症狀確減少，惟
她認為長戴口罩對免疫力沒有太
大影響。她重申應對疫情及病
菌，市民應 「打齊針」 ，接種第
三及四針的新冠疫苗，流感高峰
期亦要接種流感針，才有足夠抗
體抵禦疫症。

好處

起來

手語演繹
《義勇軍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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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可作保
暖 、 夏 季 防
曬，女士隨時
可以偷懶不用
化妝。

•防止呼吸道傳
染病，例如普
通感冒、流行
性 感 冒 、 肺
炎 、 肺 結 核
等。

•防止過敏性疾
病，例如過敏
性鼻炎、過敏
性皮炎、過敏
性哮喘等。

•阻隔空氣中的
霧霾，當中有
毒物質會對人
體造成極大的
危害，對呼吸
系統、心血管
系統、神經系
統 等 都 有 影
響。

•阻擋二手煙。

•常戴口罩令呼
出的二氧化碳
積聚，導致呼
吸時二氧化碳
多而氧氣少。

•長期戴口罩可
能令自身免疫
系統變弱，感
染肺炎或其他
病毒的風險反
而增加。

•長期戴口罩十
分焗熱，夏天
甚至會引致中
暑。

•失去閱讀表情
的能力，無從
準確理解他人
的 感 受 和 情
緒。

•長期戴口罩令
人變得愈來愈
孤立，甚至拒
絕溝通，或導
致抑鬱等心理
健康問題。

壞處

曾陪伴聾人前往求診及
接受檢測時，看見他們
受盡折騰。

邵日贊

自從長戴口罩，聾人似
被孤立，希望 「除罩」
復常的生活早日來臨。

李國聲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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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 何嘉駿（圖）

他山之石

過往三年，醫管局曾接獲兩宗
關於手語傳譯服務的投訴。醫管局已

在醫院及診所的當眼處，（例如登記處、詢問處）張
貼手語傳譯服務安排的海報作宣傳，協助病人了解有
關服務安排。

醫管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和診所透過服務承辦商、
司法機構政務處特約傳譯員，為有需要的病人安排免
費手語傳譯服務。如果病人及醫院員工於治療或診症
期間需要傳譯服務以協助溝通，可透過有關醫院或診
所安排傳譯服務。一般情況下，醫院職員會按照每宗
個案的需要或按病人要求及其到診時間預先約定即場
手語傳譯服務。

在非預約情況下，例如因急症入院，醫院員工會
視乎需要或按病人要求即時安排傳譯服務。疫情期
間，手語傳譯服務亦可透過視像方式提供。患者可參
照有關傳譯服務安排的海報，向醫院職員表達自己需
要傳譯服務。如需覆診的病人亦可於預約覆診時一併
預約手語傳譯服務，方便與醫護人員溝通。

除了提供手語傳譯服務外，醫管局亦製備回應提
示卡、疾病資料單張和病人同意書，以加強醫院員工
與病人在登記過程和提供服務時的溝通。

手語傳譯須預約
急症可要求即時安排

預防病菌

提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