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
化
前

納入計算的每月收入
（總收入減去認可扣減項目）

納入計算的資產
（扣除可扣減豁免額）

12
100%

50%*或
80%

✕✕ ✕ ＋

優
化
後

納入計算的每月收入
（總收入減去認可扣減項目）

納入計算的資產
（扣除可扣減豁免額）

12
80%

50%*或
60%

✕✕ ✕ ＋

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分擔比率（按照累進計算表計算，上限設於20%）✕病人分擔額

每年 「可動用財務資源」 收入計算法及病人分擔額計算法

*幫助謀生能力相對較低的家庭，例如退休長者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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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學文憑考試（DSE）英文科於昨天
開考，共有約50000名考生於約430個一般試場及
逾540個特別試場應考。考評局表示，約九成本地
考生使用 「報到易」 應用程式自行簽到。各試場
學校的整體運作暢順，考試順利按時完成。

張祝珊英文中學英文科老師孫錫欣表示，今
年英文卷整體而言，因為題目貼近日常生活，所
以比上年較易，考生會易些取得及格，但要取得
高分就較困難，考評局可從而區分真正能力高的
考生。

大公報記者 袁雅婷（文） 林良堅（圖）

DSE英文科題目生活化 及格易高分難
談「名人八卦」「野外覓食」 分析Z世代「安靜辭職」

DSE英文科卷一閱讀及卷二寫作考試
昨日開考。英文閱讀卷設必答及選答部
分 ， 後 者 分 為 淺 卷 （B1） 、 深 卷
（B2），考生可以自己選擇做其中一個部
分，選淺卷者最高第4級。

部分詞彙易令考生掉入陷阱
孫錫欣老師認為，今年英文科卷一

Part A的篇幅偏長，相比以往一般60行，
今年有67行的字，因此學生需要多些時間
理解、消化。但今年的主題貼近考生日常
生活，可使他們容易理解，例如外國名人
「八卦」 （Celebrity Gossip），文章提
到很多持份者及不同的專家分析這件事，
講解名人 「八卦」 好或不好，專家會提出
些正面、反面及中立的意見，考生要懂得
分辨正反論點，當考生遇上持中立意見的
評論時，就是在考他們的理解能力。作答
時，考生要懂得歸納與區分不同持份者的
觀點。此外，文中有些字眼，例如
「A-listers」 ，考生需要閱讀不同文章才
能夠理解這個詞彙是指名人的意思。如果
考生不知道這詞的意思，可能會寫很多明
星的名字，但解釋不到詞彙的意思，這些
都是考生容易掉入的陷阱位，在卷上抄寫

了不同名字多於解釋詞語。還有一些深的字
詞，例如，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

老師：篇幅長需花時間研究
而Part B部分，B1卷共有三篇文章，

當中有談及覓食（foraging）現象，稱人
們開始吃野生植物，主題較新穎；最後一
篇是類似網絡討論區的問答。孫錫欣老師
指，整體題目都不算太難，但因考卷篇幅
算長，考生可能要研究耐些才知道文章的
意思，有機會使他們的時間管理受影響，
以上主題沒有以往簡單、顯淺、易明白。

B2卷則談Z世代（Gen Z） 「安靜辭
職」 （Quiet quitting），Z世代的人在職
場文化與工作態度有所不同，令他們會追
求 「work life balance」 ，再有不同人分
析這樣 「好或不好」 ，講述其好處及壞
處。今年B2卷篇幅亦比較短，使考生能夠
容易掌握時間，完成考卷。孫錫欣老師
說： 「考生回覆意見表示，選擇B2卷都夠
時間完成，可能因為文章篇幅不算太長，
以及主題較顯淺。」

卷二方面，Part A部分考生要寫單張
宣傳藝術部，這些都是他們日常接觸到的
事情，可能考生都是學會的成員，學校都

需要他們寫單張宣傳活動或比賽等。如果
考生想取得高分，用字應以應用詞為主、
內文要有比較成分及生動，需要鼓勵學生
參加內容要有會員深刻經驗及資料性，上
文下理需要連結有組織性及講述藝術部的
獨特之處。

Part B部分是四選一的作文題，今年
是近兩年較易的題目，其中有一條是要學
生 「寫一個關於你的同學發生的事情的短
篇故事。」 是比較特別，往年沒有出這類
型的題目。如果學生覺得題目難選的話，
應該會選 「寫一封信給香港郵報的編輯，
表達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條，因為
沒有一個既定的格式，而且平時都做慣相
關的題目，只要兩邊都說明再分析一下，
便可以取得較為高的分數。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卓 彤

肺癌患者：新措施可年慳5萬 紓緩經濟壓力
優化申藥物資助門檻 更多中產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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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DSE英
文科開考，今年
的題目較為 「貼

地」 ，談及名人八卦及Z世代
（Gen Z） 「 安 靜 辭 職 」
（Quiet quitting）。於張祝
珊英文中學應考的考生亦普遍
認為今屆考卷比之前較易。

寫分享素食者體驗 需時思考
在張祝珊英文中學應考的陳同學指，今年英文卷

Part A與以往的題目都很相像，令人覺得不是很難。
而Part B有一題要求考生以寫網誌方式，分享成為素
食者的體驗，陳同學指這道題令他思考了十多分鐘才
能下筆，最後他寫的是周圍沒有適合素食者的食肆，
然後再講述自己在這些食肆用餐的經歷，包括食物質
量如何、信譽保證等。完試後，他認為問題貼近考
生，整體來說尚可接受，並稱： 「Part A比上年更
易；Part B則比Part A難一點點。」 他期望英文科及
格，成績可獲第4或5級。考試前他經常練習英文科聆
聽部分，希望星期六英文聆聽考試可取得較高分數。

而王同學（見圖）表示，今年英文卷的難度整體
與往年相若，但他反而認為卷一Part A比Part B難一
點點，卷二第一題需要考生寫文章介紹Art club，算
是比較典型，以前亦曾出過同類型的題目，寫起來算
是熟練。他更說，Part B有題較為特別的題目，提到
群體工作有什麼挑戰？他表示，回答這題時，提出了
「Freeriders」 、內部爭執等。而其他題目大致正
常，沒有太大的分別。他指自己剛剛好夠時間完成兩
份卷，連翻查試卷的時間都沒有。不過對成績他很有
信心，應該能5或5*。

區同學則認為，今次英文科考試有些難，她認為
「Part A比Part B更難。」 她分享，Part A提到
celebrity gossip，她稱，雖然文章不難，但要答好問
題就很困難。但相對前天考中文而言，她覺得昨天的
英文卷算是比較容易，覺得自己英文科的成績會比中
文科好。

大公報記者 袁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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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醫務衞生局昨日公布，市民可透過醫
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由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和私營
醫護機構存入其個人醫健通戶口的放射報告。目前只可
查閱文字報告，放射影像暫仍未能查詢。

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現時可查閱多類電子健康紀
錄，分別是個人資料、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住院、到
診及預約資料、防疫接種紀錄、藥物紀錄、化驗及放射
報告、醫療轉介資料、觀察及生活方式紀錄，以及醫療
證明書。

未來擴展至中藥處方等紀錄
昨日起，醫健通用戶一般可在放射報告發出14日

後，於流動程式的 「檢查紀錄」 功能查閱，流動程式的
資訊中心也會發出提示。醫衞局表示，未來會陸續擴展
可供市民查閱的健康紀錄，包括放射影像、中藥處方紀
錄，以及口腔檢查紀錄及牙齒狀況等。

醫衞局表示，現時，所有公營醫護提供者和逾115
間私營醫護機構，包括私家醫院、醫療團體、放射檢查
中心等逾550個服務地點，已做好技術準備。市民若已給
予私營醫護機構 「互通同意」 ，放射報告便可存入其醫
健通戶口，供自己和其他獲授權的醫護專業人員查閱。

截至2月底，共40間私營醫護機構在獲得授權後，將
放射報告存入逾310萬名市民的醫健通戶口。醫衞局建
議，市民選擇私營醫護機構接受放射檢查前，可先查詢
該機構能否將檢查紀錄存入其個人醫健通戶口，以便建
立整全的電子健康紀錄。

醫衞局表示，醫健通整合市民在公私營醫護機構和
政府資助醫療計劃的放射報告，供市民隨時取覽，省卻
保存紙本報告的不便，節省重複檢測成本，也方便獲授
權的醫護提供者分析及比較。

恒大與牛津赫特福德學院
簽合作備忘 加強交流合作

首間男校安排HPV疫苗到校接種
【大公報訊】記者郭如佳報道：人類

乳頭瘤病毒（HPV）不但對女性健康帶來
威脅，而且男性感染HPV的風險或比女性
更高。為提升家長和學生對病毒及疫苗的
認識，直資傳統男校英華書院首次聯同香
港防癌會推動HPV教育，於昨日（3日）
安排214名男生接種HPV疫苗，並獲得香
港防癌會半費資助。

英華書院逾200男生獲半費資助
英華書院參與是次接種計劃的男生，

年齡介乎12歲至17歲，計劃屬自由參與。
香港防癌會總幹事馮志恒表示，今次是首
間男校與會方合作推動預防HPV，較早
前，會方已安排醫學專家為英華書院舉行
健康講座，向家長講解男生預防HPV的重

要性，冀有助提升男生的疫苗覆蓋率，加
強社區保護。

英華書院校長陳狄安表示，雖然是次
HPV疫苗接種獲得防癌會半費資助，但相
關疫苗的費用亦不便宜，故英華書院找到
「有心人」 ，資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接

種疫苗，學生只需支付250元至750元的費
用（約坊間原價1至3折）。

而接種現場，不少參與男生神態輕鬆
自若。陳狄安補充，現時普羅大眾都十分
接受以疫苗接種來預防不同的疾病，故學
生對此並沒有抗拒。但疫苗接種是入侵式
的醫療方案之一，校方亦提醒家長與學生
充分溝通後再作決定。

據了解，校方早前為此安排了網上分
享會，邀請專家講解疫苗資訊。校方未來
將會持續諮詢學生家長及其他持份者意
見，考慮繼續開展到校接種計劃。

馮志恒補充，防癌會自2008年起推動
HPV預防工作，包括慈善HPV疫苗接種計
劃。政府於2024年12月宣布為2004至
2008年出生女生提供一次性的疫苗補種，
但現時免費疫苗接種計劃未有涵蓋男童接
種HPV疫苗，男童仍需自費接種。

【大公報訊】記者郭如佳報道：正出訪英國的香港恒生大
學校長何順文與常務副校長莫家豪，前日（2日）代表大學與牛
津大學赫特福德學院（Hertford College）簽署合作備忘，加
強雙方在學術交流和研究上的合作。

校方此行訪問了牛津大學沃夫森學院的牛津全球學會，探
討哲學、政治經濟學領域課程合作。早前，校方亦訪問倫敦大
學學院管理學院，兩校計劃於6月合辦研究生夏季交流課程。何
順文亦在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分享可持續發展領導力和教育
經驗。

為積極回應政府持續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恒生大學與牛
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合作，於昨今兩日合辦研究中心
年會。何順文參與特別論壇，探討地緣政治對國際學生的流動
性和國際教研合作的影響，並推廣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高等教育
中心的最新發展及恒生大學 「博雅＋專業」 教育模式。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實習記者胡
龍逸報道：公立醫院現時需自費購買藥物的
癌症病人，就算獲得撒瑪利亞基金資助，往
往仍需支付以十萬元計算的藥費，中產人士
也未必負擔得起。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優化藥
物資助安排下，明年第一季起，調整病人共
付藥費的計算方法，有肺癌病人表示，現時
資助下每年仍需自付18萬元購標靶藥，新措
施下每年可節省5萬元，大大紓緩經濟壓
力。

撒瑪利亞基金將於明年第一季調整 「每
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收入的計算方法，首次
申請只計算收入的80%、持續申請只計算
60%。換言之，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低於
56202.5元的病人，無需分擔藥費。

曾為省錢要求醫生減藥
現年50歲、任職教師的曾小姐，去年

12月確診ALK基因突變的四期肺癌，經醫生
評估病情後，處方阿來替尼標靶藥控制病
情，避免化療、電療等可能有較大副作用的
治療，但醫療費用高昂，每年藥費約60萬
元， 「藥物費用換算下來，每個月幾近佔工
資的八成，我還需要供養20歲的孩子，家中
亦有房貸供款，負擔極重」 ，她說曾經情緒

很低落， 「很擔心一旦無薪停工，便負擔不
起開支，我甚至請求醫生每天減少一顆藥，
希望省一點是一點。」

她經醫生介紹，成功申請撒瑪利亞基金
資助，獲一年42萬元資助額，自己每年需付
藥費18萬元， 「得到資助真的很感動，用藥
的同時，看到身體慢慢好起來，看上去和正
常人無異，讓我面對未來的希望大增」 。

得知藥物資助將於明年第一季度優化，
每年藥費分擔額將減少約5萬元，她表示，
「對於我這種需要長期服藥的情況，每年5萬

元的減免，可以紓緩家庭的衣食住行壓力」 。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潘

綺紅昨日表示，撒瑪利亞基金新措施旨在幫
助更多有工作能力的中產患者。換言之，每
年可動用財務資源低於56202.5元的病人無
需分擔藥費，而最高分擔比率的門檻亦由約
18萬元，上調至約33.7萬元。基金申請程序
與現時一致，文件齊全下預計10日內批核。

潘綺紅並說，基金目前已資助100種藥
物，未來會根據專家意見和國際文獻，每年
四次引入新藥，擴大資助藥物範圍。她期
望，優化措施能幫助更多病人，包括中產人
士，提升他們獲得資助的機會。同時，基金
會依據資源和病人情況，逐步優
化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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