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
早前有幾名食客在餐廳進食炭爐火鍋
時，出現集體一氧化碳中毒，當中4
名食客情況嚴重，最後送院接受高壓
氧治療，使這種治療方法爆紅。香港
急症科醫學院高壓氧醫學小組委員會
主席歐陽君亮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簡要解析這項廣泛於歐美採用、
近年才登陸香港的醫學技術。他引用
外地研究結果顯示，高壓氧治療適用
於腦中風、失智症、腦性麻痹、小兒
麻痹等，相信隨着醫學界日漸承認高
壓氧療效，香港公立醫院也會擴展用
途，使更多病人受惠。
香港3年前在公院引進高壓氧治

療，全港首間高壓氧治療中心設於
東區醫院，該技術可用於救治一氧
化碳中毒的急症病人，亦可幫助慢
性病人治療長期不癒的傷口。海外
及內地醫療機構研究顯示，高壓氧
適用於腦中風、失智症、腦性麻痹
等。
2002年，前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

若曾於外國一場車禍中昏迷，回國
接受多次高壓氧治療後奇跡甦醒，
令這療法聲名大噪。
早於2015年於海外接受高壓氧

治療相關訓練的歐陽君亮，現在急
症室任職副顧問醫生，他表示香港
公立醫院引入高壓氧治療是近兩三
年的事，相比歐美國家起步較晚。
目前全港唯一一間高壓氧治療中心
設於東區醫院，每天平均治療4名
至7名病人，大部分是慢性病患
者，急症個案每周約有一兩宗。

造價千萬元 多人艙慳錢
據他了解，目標於2025年落成的啟

德醫院亦將設有高壓氧艙，屆時全港
有兩個高壓氧醫療設施，與澳洲新南
威爾士州水平相若，認為是合適的醫
療密度。他指，高壓氧艙造價昂貴，
動輒數千萬港元，單次治療成本高
昂，目前東區醫院使用的是多人艙，
即同一時間可容納及治療數名病人，
以節約成本。多人艙亦可以讓護士進
入陪同病人，增加安全性。
關於高壓氧治療原理，歐陽君亮

解釋是利用增加氣壓及供給純氧，
令病人血液增加攜氧能力，「正常
大氣壓是101千帕，高壓氧艙可以
給到3個大氣壓的單位，病人在艙
內同時吸入100%純氧。」
正常大氣壓下，氧氣在體內的運

送大部分經由血紅素，小部分經由
血漿，但在高壓氧情況下，雖然血
紅素攜帶的氧氣升幅不多，但可大
幅增加血漿所能攜帶的氧氣，從而
將大量氧氣運送至各個器官。血氧
含量增加後，會殺死病人體內累積
的厭氧細菌，同時增強白血球的吞
噬能力，抑制毒素生長，亦能幫助
水腫的器官恢復正常態，部分情況
下，高血氧環境可以刺激產生新細
胞及新血管，減少接受放射治療後
的組織壞死。
以治療潛水夫病為例，高壓氧治

療一般需時近5小時，視乎病情進行
一次至三次為一個療程，多數病情
可於治療後得到緩解。慢性病方
面，常用於糖尿病導致的慢性傷口
潰瘍，此外對嚴重的厭氧細菌感
染、骨骼缺血性壞死（骨枯）等亦
有療效，使用的氣壓相對低，每日
一次，每次治療約1.5小時，需要連
續進行6周至8周。「療效方面，以
骨枯為例，六七成接受過電療的病
人在下頜骨手術後可能出現骨枯，
但高壓氧治療後，只有三成病人會
發生骨枯。至於急症個案的治療成
效要視乎他們送院是否及時。」

不適於幽閉恐懼症人士
不過由於純氧環境易燃，病人需要

更換純棉衣服，不可攜帶手機入艙，
患有幽閉恐懼症的人士亦不適合進
入高壓氧艙。另外高壓環境會對病
人的耳膜產生副作用，有些病人無
法自我調節反壓，會感到耳朵痛，
或導致耳膜受損，因此對於患上氣
體栓塞等急症而昏迷的病人，醫護
人員一般會先對患者進行麻醉，在
較罕見的情況下，病人可能會出現
氧中毒，表現為癲癇，一般只要暫
停提供純氧，癲癇亦會停止，長遠
不會產生任何不能逆轉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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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調查顯示，約三成回覆者認為兌現公屋「三年上樓」承諾，是目
前最關注的房屋議題。吳秋北表示，目前本港公屋供應嚴重落後，

輪候時間一再延長，根據房委會數據，9月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長達5.9年，見22年新高。他指出，對不少居住劏房的基層市民而言，
公屋是脫離劏房惡劣環境的唯一出路，特區政府必須就增建公屋制定時
間表、路線圖和責任人，成立問責機制，兌現「三年上樓」的承諾。

兩成回覆者拒「納米樓」
房屋「愈住愈細」是市民另一個問題，約兩成回覆者拒絕「納米
樓」，吳秋北表示，相關問題甚至已經蔓延至公營房屋，相比鄰近
的深圳、新加坡等地，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人均居住面積僅161
平方呎，甚至不足紅十字會對囚犯最小居住面積的要求，強調香港
要解決住屋問題，決不能只求數量而降低居住質素。

蔡永強：租管應速落實
工聯會轄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理事蔡永強補充，目
前全港有約20萬個劏房戶，他認為要做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提出的「告別劏房」的目標，首先必須盡快落實並盡責執行租務管
制，改善劏房戶處境。

加快市區重建 倡更多「上車盤」
「加快市區重建」亦是市民關注的選項，工聯會副會長麥美

娟認為市區重建是樓宇更新的必然過程，但重建不能只是建
「天價樓」，市區重建局應轉變原有「價高者得」的招標方
式，興建更多市民可負擔的「上車盤」。
她又提出，要解決房屋問題，必須增加房屋土地供應，建議多

元開發土地，包括棕地、郊野公園邊陲等，而更深層次的解決辦
法，是紓緩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提升市民收入與可負擔能力。

陳穎欣建議分隔公私營市場
工聯會社區主任陳穎欣則表示，國家早已確立「房住不炒」的

定位，建議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分隔
公、私營房屋市場，日後所有公營資助
房屋，應以「房住不炒」為準則，不容許
補地價和在私人市場出售，只能轉售予其他合
資格人士。受訪市民支持政府盡快推展「北部都
會區」及中部水域人工島工程；多元開發土地；重推
一手物業空置稅；以及簡化規劃程序，縮減造地時間。
吳秋北是香港島東地區直選候選人，同選區的候選人還有梁

熙、廖添誠、潘焯鴻。陳穎欣是新界西南地區直選的候選人，同
選區的候選人還有劉卓裕、陳恒鑌。麥美娟和蔡永強分別是選委
會界別候選人。立法會選舉其他候選人名單可掃描二維碼到文匯
網閱覽。

房屋問題向來是香港的痛點，工聯會早前以「降低居住

成本、提升居住質素」為目標，提出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

八大建議，並於上周在全港多個地區擺街站收集市民意

見，結果反映「增建公屋，兌現三年公屋上樓承諾」、

「拒絕納米樓」、「支持私人、資助房屋市場分隔」及

「加快市區重建及舊區更新」是市民最關注的四項措施。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房屋問題是香港的「頑疾」，促

請政府制定問責機制，履行「三年上樓」的承諾，全力解

決房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工聯會以「降低居住成本、提升居住質素」為目標，提出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八大建議，收集市民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增建公屋，兌現三年公屋上樓承諾

●提升市民居住面積，拒絕納米樓

●支持私人、資助房屋市場分隔

●加快市區重建及舊區更新

●多元開發土地

●重推一手物業空置稅

●盡快推展「北部都會區」
及中部水域人工島工程

●簡化規劃程序，
縮減造地時間

工聯會對土地房屋八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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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多區擺街站蒐民意 促設問責制速找公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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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生署生防護中心昨日
表示，正調查一宗懷疑食物中毒個案，涉
及6男5女共11人，年齡介乎24歲至58
歲。他們11月28日在北角一所食肆參加晚
宴，約30小時後出現腹痛、發燒、噁心、
嘔吐及腹瀉病徵，其中4名受影響人士已
求醫，無需入院，全部病人情況穩定。
生防護中心表示，已通知食物環境生署

有關事故，並正繼續調查。
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保持個人、食

物及環境生，並注意預防經由食物傳
播的疾病，光顧可靠及有牌照的食肆，
避免進食生的海產；小心選擇冷盤，包
括自助餐的刺身、壽司及生蠔；進食火
鍋或燒烤時，確保食物已徹底煮熟才進
食。

北角一食肆疑爆食物中毒 11人屙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有3間院舍爆發上呼吸道感染
個案，69名學童染疫，包括銅鑼灣保良局嬰兒組、跑馬地寶血幼
稚園及沙田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見表）。爆疫幼稚園和中學已按
生防護中心要求停課至少5天以進行清潔及執行強制檢測公告。

相關人員接受新冠檢測
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向有關留宿幼兒中心、幼稚園和中學提
供有關預防呼吸道感染的建議。相關留宿幼兒中心、幼稚園和
中學正接受醫學監察。由於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與新冠肺炎相
似，為謹慎起見，跑馬地寶血幼稚園及沙田李寶椿聯合世界書

院已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生防護中心亦已直接向個案一的留
宿幼兒中心提供糞便樣本瓶和深喉唾液測試樣本收集包，以排
除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可保障個人健康；病人佩戴外科口罩
可以預防傳播呼吸道病毒，因此出現病徵（即使症狀輕微）的
人士佩戴外科口罩十分重要；在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迫的
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
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及盡
早向醫生求診；及保持均衡飲食、恒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不要
吸煙和避免過大的生活壓力。

3院舍爆上呼吸道感染 69童染疫

上呼吸道爆發院舍
學校

銅鑼灣保良局
嬰兒組

跑馬地寶血幼稚園

沙田李寶椿聯合
世界書院

受影響人數、求醫情況

12男8女（年齡介乎5
個月至28個月大）

11男12女（年齡介乎
3歲至4歲）

4男22女（年齡介乎
16歲至20歲）

最早發病

全部病人已經求醫；
10 人須入院接受治
療，其中7人已出院；
全部情況穩定

當中21人已經求醫；全
部情況穩定，毋須入院

當中4人已經求醫；全
部情況穩定，毋須入院

日期

11月20日

11月25日

11月29日

病徵

發燒、咳嗽和
流鼻水

發燒、咳嗽和
流鼻水

發燒、咳嗽和
流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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