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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傷身亦傷心 網上求助增七成
首3個月尋求心理輔導巿民增兩倍 近半受訪者呈焦慮徵狀

新冠疫情令巿民備受影響，不少更出現抑鬱、焦慮

及壓力問題，疫下精神健康情況不可忽視。退休公務

員梁女士早年因離婚患上抑鬱症，本已痊癒，但其後

先後遇上2019年黑暴及五波新冠疫情，生活大受影

響，抑鬱症復發，其後尋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線上精神健康自助平台」服務，在輔

導下才好轉。該處調查顯示，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使用線上平台服務人數大增近70%，今

年首3個月尋求心理輔導的巿民更激增兩倍；而3,749名受訪的平台使用者中，近半數呈中

度至非常嚴重焦慮徵狀。專家呼籲特區政府增撥資源協助本地機構發展線上精神健康服務，

將精神健康納入新冠防疫及康復方案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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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歲的梁女士昨日在線上記者會指出，早年因離婚，情感上失去依靠而患上抑鬱症，後接受精神
科治療及經心理輔導，並發展不同興趣和參與活動，
精神有寄託而康復，但過去幾年情緒再受影響。她
說：「2019年見到街上衝突，有人打爆櫥窗玻璃，感
到好似自己被打一樣。」
新冠疫情爆發亦令她續受困擾，「年邁母親疫情下

不能去長者中心，我亦沒有以往的活動，連孫兒也不
敢見，怕外出染疫會感染給母親，但困在家中彼此又
出現爭拗，結果抑鬱症再次復發。」
她其後透過Facebook得悉愛羣社會服務處有線上精
神健康服務平台，及申請心理輔導服務，認為線上服
務在疫情下對她有很大幫助，因疫情不能時常外出，
線上模式則可在家中與輔導員見面，接受心理輔導，
令她再次走出抑鬱的困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指出，去年9月至今年3月，
線上精神健康自助平台有逾1.1萬人使用，累計服務
3.3萬人次，而第五波疫情令服務需求大增，單是今年
首3個月已有6,919人使用，較去年9月至12月累計的
3,727人增逾66%。同時，尋求線上心理輔導人數亦顯

著增加，今年首3個月有366宗申請，較第五波疫情爆
發前三個月的122宗大增兩倍。

三成求助者精神狀況達臨床關注水平
與該處合作進行研究的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系主

任陳家承表示，當中3,749名平台使用者接受評估，結
果發現約47%出現中度至非常嚴重的焦慮徵狀、36%
有中度至非常嚴重抑鬱徵狀、38%有中度至非常嚴重
壓力徵狀，換言之最少30%求助者的精神健康狀況達
臨床關注水平。
當中以18歲至30歲屬高危群組，47%有抑鬱徵狀，

焦慮及壓力情況則分別達58%和49%。陳家承解釋，
該年齡組別部分人仍在學，其餘則就業，疫情下分別
面對學業、工作等問題，且不少人疫下或長期留在家
中，亦可能面對家庭成員關係變差影響。

醫生倡速推大規模調查
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指出，臨床觀察顯示，疫

下市民最普遍受焦慮、抑鬱、失眠、心身症或強迫
症困擾，求診者除失眠外，因擔心患病而胡思亂

想，出現病態的反芻思考，亦有噪音敏感或人際關
係衝突等困擾，「這些狀況與情緒問題形成惡性循
環，進一步影響病情，惟不少人因擔心染疫避免前
往覆診，又害怕服用精神科藥物，以致延誤尋求專
業協助。」他估計精神健康服務需求或出現滯後，
建議特區政府盡快進行大規模調查，評估社會對精
神健康服務的需求。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服務總監盤鳳

愛指出，第五波疫情下使用該處線上平台人數大幅增
加，反映公眾對線上精神健康服務有需求，而線上服
務能接觸更多人，線下服務則可作深入的互動與支
援，能互補優勢，冀特區政府能增撥資源協助本地機
構發展線上精神健康服務，為公眾提供更全面支援；
同時應將精神健康納入新冠防疫策略及康復方案的核
心部分，並主動評估及早識別有需要人士，預防問題
惡化。

昨日疫情

較年輕死亡個案:
◆31歲男子患末期大腸癌，擴散到肝臟，本月22日入院惡化，23日離世

◆57歲男子嚴重糖尿病，因壞死性筋膜炎（糖尿足）於本月1日入院，壞

死部位由足部延生至小腿，經兩次手術仍然惡化，延至本月23日不治

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2,015名確診病人留醫

◆新增259人康復，當中169人出院，其餘病人因其他疾

病繼續留醫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221宗
•新增快測呈報：208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89,229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3人（包括2宗
滯後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9,036人

病死率為0.76%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29宗
（包括19宗輸入

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第五
波疫情大幅回落，惟每日仍出現數百宗新
增確診個案，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
於昨日發表網誌表示，這意味社區仍有不
少傳播鏈。他指出，隨着社交距離措施逐
步調整及學校復課，市面人流增加，須防
範疫情反彈甚至爆發第六波疫情，尤其3
歲至11歲兒童接種率仍較低，將是下一
波疫情的高危群組。他強調，醫管局會
汲取過去經驗，積極籌備下一波疫情的
應對方案，包括增加醫院和社區設施
承載力、加強治療能力，並調配更多
資源應付日後或出現的大量兒童確診
個案。
高拔陞指出，3歲至11歲兒童接種第
一劑疫苗比率雖已超過65%，但較11歲
以上人口第一劑疫苗接種率逾92%仍然
相差甚遠。他強調，兒童免疫力及保護不
足，是下一波疫情高危群組，一旦感染而
引發學校或教育機構出現爆發，或有大批兒
童要入住兒科病房甚至兒童深切治療部，無
疑是對醫管局承載力的重大挑戰。

已演練大批兒科確診病人應變
醫管局早前已與衞生防護中心和教育局
進行演練，模擬大批兒科確診病人的應變
安排，並積極調配更多資源以應付可能出
現的大量兒童確診個案。高拔陞表示，除
在指定診所預留診症名額和預留兒科病床
外，數百名有照顧兒科病人經驗的護士亦
已作好準備，隨時調派至抗疫前線照顧兒
科患者；至於兒科病人適用的呼吸機，亦
已準備好隨時調動。醫管局亦已更新家長
陪同確診年幼子女的政策，未來會提供空
間予家長，同時呼籲家長趁疫情稍緩和時
盡快安排子女打針。
他引述本地臨床初步數據顯示，新冠口服
藥可減低死亡風險，故會繼續與私家醫院及
私家醫生合作，除支援他們處方口服藥，亦
確保藥物流轉及補給流程順暢，以便社區患
者盡快取得藥物。醫管局醫護亦會為安老院
舍和社區隔離設施或暫託中心的確診病人提
供支援及處方口服藥物。
他表示，內地專家來港支援，帶來更多中
醫藥治療方案，醫管局未來會積極研究如何
將更多中醫藥和現有中西醫協作計劃擴大至
更多範疇，惠及更多病人。
另外，高拔陞指出，第五波疫情下已安排
逾1.1萬張隔離病床，並設置多所定點醫
院，中央援建的落馬洲河套區應急醫院亦快
將準備就緒提供支援，加上過去逾兩個月在
中央和特區政府支援下，不少社區隔離設施
投入運作，合共提供近5萬張床位，而多個
長者暫託中心上月起亦相繼投入運作，俱為
應對下一波疫情和減輕醫院壓力扮演重要角
色。他表示，醫管局會善用該些社區支援設
施，配合外展隊與安老院舍的合作，減低長
者感染、患重症及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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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第五波疫情
高峰時，每日新增數萬宗個案，染疫者除了憂慮
自身及家人狀況外，不少人亦對如何獲取檢疫令
及計算檢疫期等茫無頭緒卻求助無門。有見及
此，醫管局於2月15日起開設醫療查詢支援熱線
1836 115，每周7天解答確診人士的醫療查詢及提
供感染控制建議，有需要亦會轉介患者至醫生團
隊，提供遙距醫療意見。明愛醫院護士學校學生
鄭家林義不容辭，2月底起除了課堂以外，每周三
四天義務接聽熱線，對疫症當前有機會出一分
力，運用其知識解答市民疑難及疏導他們的情緒
感到十分高興，又指對其日後的臨床工作亦有得
着。
鄭家林日前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許多確診者

在第五波疫情高峰的初期均顯得十分無助及憂
慮，不懂得應如何處理，在電話裏有很多東西
想表達及詢問，「我會用心聆聽及記低他們的
每句說話。」他憶述，最難忘的個案正是他接
聽的第一個電話，當時是一名染疫爸爸擔心會
將病毒傳給正準備文憑試的兒子，遂向他分享
防感染知識等，並向他提供需要的資訊及疏導
其情緒。

助計算善用家中抗疫物資
明愛醫院護士學校校長張可耘指出，疫情下無

分你我，熱線中心的同事都盡力協助市民。她又
謂，要把握與求助者的通話時間了解清楚他們的
家庭狀況，例如有多少人確診、每人曾否接種疫
苗等，以協助他們計算如何善用家中並不充裕的
抗疫物資等。
青山醫院高級個案經理（一級職業治療師）賴

雅倫亦指，同事曾接獲一名染疫太太來電，對方
家中有兩名小孩子，她到確診第九天仍是陽性，

因而感到十分擔心，卻又被丈夫責怪，言談之間
對方更透露有自殺念頭，「收線後同時匯報了該
宗個案，我便着他再致電該名太太是否需要情緒
支援及有否即時危險，最終來來回回了3小時，該
名太太的情緒終得以紓緩。」
醫管局表示，疫情高峰期時設有逾180條熱線予

有需要人士查詢，並在截至本月20日合共處理逾
6.7萬宗查詢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昨日呈報，香港新增429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當中19宗為輸入個案。中
心同時呈報13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
情至今累計9,036人死亡，病死率為
0.76%。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
醫生歐家榮於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疫情的確在平穩下降中，會否
出現反彈仍需觀察。今天全港有
逾500間學校復課，歐家榮呼籲學
生必須通過快測才可上學。

第五波高峰期首跌破500宗
昨日新增429宗確診個案，包括

221宗核酸檢測及208宗快測呈報確
診個案，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以來
首次跌破500宗。歐家榮表示，現時
疫情穩定，持續緩慢向下，但仍屬高數
字；即使疫情無反彈，預計未來一兩星期
個案數字仍會維持在三位數。他指，復活節
長假期已過去五六天，暫時看不到疫情有反
彈情況，但由於病毒有潛伏期，仍需繼續觀
察。而五一勞動節及母親節等假日又將來

臨，他呼籲市民緊守社交距離措施，防止疫
情反彈。
香港疫情逐漸回落，本地小學及國際學校已

於上周二（19日）起陸續恢復半日面授課，部
分學校復活節假期昨日結束，今日（25日）才
復課。歐家榮表示，衞生防護中心聯絡教育局
獲悉，今日會有大部分學校復課，涉及超過
500間學校。他認為學校復課會有一定風險，
因學生回校會有聚集，強調最重要是做好風險
管控，衞生防護中心會密切監察學校疫情風
險，若有不尋常情況會介入調查，並給予防疫
建議。
他提醒，家長必須在學童每天返學前，為他

們做快速檢測，避免陽性個案進入校園。而現
時3歲至11歲兒童的疫苗接種率約65%，並不
足夠，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
另外，香港新引入約190劑由藥廠阿斯利
康生產的新抗體藥，有助免疫力低下人群產
生抗體。醫管局指該批新藥下月19日才到
港，專家會視乎情況，向合適病人處方，主
要是接種疫苗亦難以產生抗體的病人，包括
先天免疫能低、正進行化療或曾接受移植手
術的病人。

逾五百校今復課 專家籲學童速打針

醫管局熱線答「疫問」助確診母紓緩情緒

◆陳家承（左一）表示，3,749名平台使用者接受評估，結果發現最少30%求助者的精神健康狀況達臨床關注水
平。 線上記者會截圖

◆設於九龍
醫院的其中
一間熱線中
心。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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