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研究揭示未來十年香港炎症腸
病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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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及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及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
社會工作學士（榮譽）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
社會學與社區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及地理教育榮譽學士
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環球熒幕演技藝術學士（榮譽）
言語病理學及復康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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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炎症性腸
病以往只在西方國家出現，但近年在亞洲地區
亦普遍起來，患者的消化道會發炎和潰爛，一
般需要定期用藥物控制病情，嚴重者更要接受
手術治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研究
發現，未來十年本港每1000人，將
有一人患上炎症性腸病，相關醫療開
支每年或將超過四億元，形容情況嚴
峻，需要正視。

30年升近30倍
炎症性腸病可分為克隆氏症及潰

瘍性結腸炎兩大種類，這是一種自體
免疫性疾病，即身體免疫系統自我攻
擊消化道細胞，病徵包括大便帶血和
黏液、腹瀉、肚痛、體重下降、發燒
及消化道以外的器官如眼睛、皮膚和
關節發炎等，症狀更會終身伴隨病
人。

中大醫學院領導的流行病學研究，本港
的炎症性腸病新症，過去三十年內，上升接
近30倍，即由每10萬人有0.1宗病例，增至
每10萬人有三宗病例。團隊分析有關趨勢，

可能與飲食習慣轉變、幼年時期接觸的微生
物減少、抗生素使用量增加等有關。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臨
床副教授麥詠欣指出，本港的炎症性腸病患

者偏年輕化，普遍發病年齡為20
歲，並錄得青少年患病個案，早前
研究已成功識別糞便中細菌標誌
物，並開發出全球首創的微生態檢
測技術，可高精準診斷炎症性腸
病。

中大醫學院認為，病發前預測
炎症性腸病的趨勢，疾病初期提供
檢測，有助減輕有關病症帶來的社
會及經濟負擔，改善治療效果，相
關研究分析結果，已於國際權威科
學期刊《自然》發表。

未來十年 每千港人一個患炎症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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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乳癌為本
港女性中最常見的癌症，也是第三位致命的癌
症。衞生署昨日宣布，下月10日推出第二階段
的乳癌篩查先導計劃，為有高風險罹患乳癌婦
女進行乳癌篩查，合資格人士年齡須介乎35至
74歲，無乳癌症狀或病史、一年內未接受過乳
房X光檢查等，若然結果異常，醫生約見會
面，制定跟進方案。

第二階段先導計劃透過公私營協
作計劃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提供服務，
三間乳癌篩查服務提供者分別為香港
乳癌基金會、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
服務、基督教靈實協會，全港有七間
診所可進行篩查，參加者今日（30
日）起可到計劃網站查詢。

2022年逾5000新症
對比第一階段，今次篩查先導計

劃合資格人士的年齡層，由44至69
歲，擴闊到35至74歲。參加者須是無
乳癌病史、無乳癌症狀、過去一年內

沒有接受乳房X光造影篩查，並要有 「醫健
通」 登記戶口。

現時自費進行乳房X光造影，檢查費用約
3000元。第二階段乳癌篩查先導計劃獲政府補
貼，要求服務提供者，每次篩查只可以收取最
多225元共付額，不過三間機構目前也不會收
費。

為期兩年的第一階段先導計劃，共有
27807名婦女接受乳癌風險評估，當中7785人
按風險評估獲轉介並已接受乳房X光造影篩
查。乳房X光造影篩查結果異常而轉介至專科
治療的婦女中，409宗個案在公立醫院跟進，
其中68宗個案確診為乳癌，當中有97%為第二
期或以下。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數據，乳
癌在第一、二期時發現，存活率分別
達99.3%及94.6%，但若然第四期才
發現，存活率降至29.8%，所以及早
識別乳癌患者，可以增加存活率。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本港
過去40年，女性乳癌發病率上升，
2022年錄得超過5000宗新症，死亡
率維持穩定水平。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兼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示，
支持政府推行第二階段計劃，期望政
府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提升社會對
乳癌及乳房健康的意識，並研究進一
步推動全民乳癌篩查。



【大公報訊】記者葉浩源報道：警隊公布
《策略方針2025-2027》，四大策略方針包
括：維護國家安全、善用科技以應付數碼時代的
警政需求、與社群共同推動警政、裝備警隊以迎
接新的挑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 「警隊必須
突破現有框架，為警隊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
從而應對瞬息萬變環境中所帶來的挑戰。」 他指
出，警隊過往十多年一直透過《抱負、目標、價
值觀》及《策略方針》為人員提供清晰發展藍
圖，期望透過是次策略周期簡化工作流程、減省
文書工作，並以務實態度落實《策略方針》。

策略方針一 「維護國家安全」 ，強調國家安
全是警隊上下的共同職責，加上《香港國安法》
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兼容互補，完善執法機
制並賦予警隊更大權責，警隊上下必須有一致的
領會、共同協作，持續強化維護國家安全的敏感
度與能力，實踐 「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

策略方針二 「善用科技以應付數碼時代的警
政需求」 ，是指為打破獨立系統的限制，警隊將
制定資訊科技藍圖和數據策略，以加強系統兼容
為目標，提升行動效能與資源運用，並鼓勵各單
位指揮官主動檢視如何重整工序和精簡流程，落
實執行數碼方案，實現 「智慧警政」 的目標。

與社群共同推動警政
策略方針三 「與社群共同推動警政」 ，即在

於善用有限資源，並透過與關鍵社群有效協作產
生協同效應。警隊將全方位整合和協調警隊的公
關項目，確保信息傳遞達到最佳效果，同時深化
既有持份者關係並拓展接觸新社群。

策略方針四 「裝備警隊以迎接新的挑戰」 ，
誠信與專業能力是警隊的核心價值，將強化團隊
精神，積極建構尊重與關懷的文化，並將檢討及
優化單位架構，所有人員尤其督導人員須以積極
求變的態度應對挑戰。即使在財政緊縮環境下，
警隊仍將維持培訓交流與國際互訪，與內地以及
海外執法機構保持聯繫，維持香港警隊的國際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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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研究：或與飲食習慣改變有關

第二階段乳癌篩查計劃6·10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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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輪改選後，中大的理學課
程設335個學位，總計1913人申
請，成最受歡迎課程；中大的工商
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和護理學同樣深
受歡迎，分別有1863人和1392人報
讀。而港大最受歡迎的課程為護理
學學士及護理學學士菁英領袖培育
專修組別，兩課程共設210個學額，
分別有1557人和149人報讀，總計
1706人爭奪學額。

最搶手兩位均為教育課程
浸會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榮

譽）設有185個學額，共1071名學
生申請，成為該校最受歡迎課程；
而教育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為運動
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及體育教育
榮譽學士，設有25個學額，有1074
學生報讀。嶺南大學最多人報讀的
課程為歷史（榮譽）文學士，有440
人申請，爭29個學額。

綜合5所院校昨日回覆聯招首輪
改選數字統計，首十大競爭最激烈
課程中，前兩位均為教育學士課
程，有538人將設有12個學額的教大
的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
學士及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放在
Band A，約45人爭1學額，成為競
爭最激烈課程。另一教大的運動科
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及體育教育榮
譽學士課程則位列第2，平均43人爭
1學額。

運動科學及健康課程熱門
另外，運動科學及健康相關課

程成為學生的熱門選擇。十大競爭
最激烈課程中，運動相關科系佔三
項，包括教大的運動科學及教練榮
譽理學士及體育教育榮譽學士、中
大的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教大的
運動科學及教練榮譽理學士，分別
有43、37.25及31人爭1學額。

大 學 聯 招
（JUPAS）首輪改
選前日（28日）截
止。本港多間資助
大學於昨日公布以
Band A計算，最
多人申請及競爭最
激烈的課程。其
中，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 」 課程共
1913人申請，成為
受歡迎的課程；教
育大學的 「文化傳
承教育與藝術管理
榮譽文學士及中國
歷史教育榮譽學
士」 成為競爭最激
烈課程，平均45人
爭一位。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聯招首輪改選 中大理學最多申請
教大「文化傳承及中史教育」 45人爭一位最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