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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家醫療爆醫生擅侵病人私隱
登入系統查閱病歷 跟蹤騷擾報復情敵

◆責任編輯：林輔賢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防部近年在全球
範圍內進行秘密軍事行動，包括支援他國
組織行動、滿足美國自身利益的「代理人
戰爭」。《紐約時報》前日披露最新獲取
的機密文件披露，美方頻頻以「反恐」為
藉口，掩飾愈來愈多類似軍事行動，且從
不審查代理人涉及侵犯人權的行為，等於
縱容這些組織採取任何激進舉措。

僱當地組織進行破壞
報道指出，美軍的代理人戰爭除軍事培

訓及提供武器裝備外，還會僱用當地組織
或個人展開黑客攻擊、破壞基礎設施、進
行秘密宣傳等。文件顯示美軍對代理人的
審查，包括收集脫氧核糖核酸（DNA）樣
本、分析通話紀錄、追蹤過往旅行史、觀
察社媒動態，甚至對特定人士進行測謊。

但所有審查只為排除間諜風險，至於受僱
對象是否有強姦、施暴甚至法外處決等侵
犯人權行為，審查則從不過問。
報道也提到，美國國防部對代理人戰爭

諱莫如深，任何行動的具體信息，包括時
間、地點、頻率、任務細節，以及與美軍
合作的武裝組織都列為機密。
不過據《華盛頓郵報》等其他美媒調

查，代理人戰爭覆蓋範圍涉及非洲、中東
和亞太地區，甚至疑似在烏克蘭部署一個
「非常規戰爭計劃」，不過在俄烏衝突前
已終止。
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專家埃

布賴特批評稱，國防部對是否審查代理人
的侵權行為一直含糊其辭，「這些文件是
證明美方沒有相關規定的實據，美方的信
息極不透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
報道，社交媒體 TikTok 和電商平台
Shein在海外大受歡迎，這些成功經驗正
鼓勵中國的新興科企和企業家將目光投
向海外，積極尋求海外市場。
科技企業家張一玫的雲拿科技公司提

供一種電腦視覺系統，可使任何一家小
型便利店提供像亞馬遜Go一樣的購物
體驗。雲拿科技的500家客戶門店中有
60%在中國，在疫情的3年時間裏，她
在上海透過視像電話向客戶推銷，教客
戶如何使用其公司的零售自動化技術。
張一玫目前正向海外推廣自動結賬系

統，表示「我們現在可以出去銷售了」。

她表示，「中國競爭激烈，但科企經過
艱難考驗後，進入海外市場時自然會有
優勢。」
像張一玫這樣的中國科技創辦人愈來

愈多，即使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他
們也將目光投向國外。創業加速器「璞
躍」的投資者李卓桓說，「中國企業家
在國內面臨激烈競爭，因此許多人在海
外尋找機會。」
中國領先的科技和工業集團在全球市

場上取得成功，也起到鼓勵的效果。
Shein和Temu在美國售出大量貨品，
TikTok佔據全球10億用戶愈來愈多熒幕
時間，而比亞迪等電動車製造商的銷

售，，正將中國推向全球汽車出口排行
榜的榜首。
北京和深圳等創新中心的創辦人則表

示，外國客戶願意為加快業務流程或實
現自動化功能的技術付費。

香港文匯報訊 《愛爾蘭時報》上周
四在官網刊登一篇讀者評論，批評愛爾
蘭女性沉迷以人工曬黑方式，將皮膚變
成棕褐色。然而該文章很快被披露是由
人工智能（AI）生成的惡作劇文章，報
社知悉後迅速下架文章並致歉。

《愛爾蘭時報》致歉
這篇評論稿作者署名為「阿科斯塔—

科爾特斯」，自稱是都柏林一名厄瓜多
爾籍醫護。文中指責愛爾蘭女性人工曬
黑皮膚，內容有歧視少數族裔之嫌，極
具煽動性。該評論在報社網站當天閱讀
次數位居第二，還掀起社媒爭論。
不過文章刊出翌日，一名與作者同名

的Twitter 用戶就揭露文章是由AI 生
成，其中80%內容來自AI聊天機械人
「GPT-4」。該用戶自稱是愛爾蘭籍大學

生，至於文章作者頭像其實也是用AI捏
造而成。
《愛爾蘭時報》編輯麥克科馬克就事

件致歉，承認審稿存在漏洞，但直言報
社也是惡作劇文章的受害者，批評此舉
破壞了報社與讀者之間的信任。
疑似文章作者的Twitter用戶則指出，

報社是藉着刊登煽動性文章追求閱讀
量。

香港文匯報訊 強烈熱帶風暴「摩
卡」前日登陸緬甸西部若開邦，造成至
少6人死亡及逾700人受傷。
「摩卡」前日下午登陸若開邦首府實

兌，在時速209公里的陣風下，不少樹
木及建築物被吹毀，街上滿布倒塌的樹
幹及雜物，海水倒灌造成沿岸十多個低
窪地區水浸，部分地區水深達1.5米，很
多居民被困。
「摩卡」是近20年來吹襲緬甸的最強

風暴之一，緬甸及鄰國孟加拉事前已疏

散約40萬人，實兌一名慈善組織負責人
指出，當地約2萬人到市內高地的寺
廟、佛塔及學校暫避，昨日部分災區仍
然水浸，大批人員協助清理積水。
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向若開邦17個鄉

鎮頒布災難聲明，軍方派出軍機運送救
援物資。
今次風暴令緬甸通訊設備受損，聯合

國開發計劃署一名顧問指出，在對外通
訊幾乎中斷下，外界很難掌握當地災情
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 在美國「第42條邊境條
款」防疫遣返令失效前兩周開始，大批非
法移民湧到得州邊境城市布朗斯維爾，整
個城市宛如無家可歸者收容所。事實上這
次美國調整移民政策引發不少亂象，非法
移民家庭不但要露宿街頭，還要面臨家人
離散的痛苦，飽受身心煎熬。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來自委

內瑞拉的50歲女子奎拉萊斯表示，早前她
一家十口冒險渡過格蘭德河來到布朗斯維
爾，發現到處都是委內瑞拉的鄉親，且每個
人都與奎拉萊斯一樣面臨舉目無親的困境。

酒店為安置移民驅逐退伍軍人
奎拉萊斯原擔任體育老師多年，由於家

鄉經濟貧困，迫使她決定離鄉別井，「我
們連給自己買一雙鞋的錢都沒有，這就是
我們來這裏的原因。」奎拉萊斯從非法移
民拘留所獲釋後一直露宿街頭，不夠錢買
巴士車票前往芝加哥跟兒子團聚，且獲釋
後得知23歲女兒和兩歲孫兒已被驅逐出
境，家人失散。
奎拉萊斯悲痛表示，「大家瘋狂地不斷

入境，卻一無所獲，因美國當局將非法移
民遣返，他們怎可能遣返一個帶着孩子的
母親？他們不應那樣做。」雖然她已與數
名獲釋家人團聚，但擔心政策一旦轉變，
可能波及兒媳和孫女也遭遣返。
另據《紐約郵報》報道，美國20名無家

可歸的退伍軍人近日向媒體哭訴，他們被
紐約州紐堡等地的酒店驅逐。這些酒店此
前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住所，然而無家
可歸者在上周被告知必須離開，為從紐約
乘大巴來到的非法移民騰出地方。此舉引
發當地政界人士憤怒。有議員表示要提出
議案，禁止將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從收容
所中轉移，稱驅逐「不會被容忍」。

受TikTok鼓舞
中國新興科企積極拓海外市場

刊文批女性沉迷人工曬黑 愛爾蘭報章誤踩「AI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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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在海外大受歡迎。 網上圖片

受害人透露，跟蹤她的女醫生任職
劍橋亞登布魯克醫院。去年 7

月，受害人與男友確定關係後不久，該
名女醫生便開始將受害人敏感資料轉給
其男友，包括受害人、她的姊姊和子女
的許多醫療私密信息，「我聽說該名女
醫生自稱是從朋友處得到這些信息，有
時又說是從我的孩子就讀學校的學生家
長了解到。這些信息只有我們的親人和
密友知道，對方此舉顯然對我們懷有惡
意。」

7次查病歷 醫院圖隱瞞
應受害人要求，亞登布魯克醫院排查

接觸過其醫療紀錄的員工，才發現涉事
醫生去年8月至9月期間，先後7次查
閱受害人病歷。調查發現該醫生首先3

度利用醫院內部系統「Epic」，調取受
害人資料，再用GP Connect查找受害
人向社區醫生求醫紀錄，當中包括社區
醫生就其子女健康問題的詳細談話。
GP Connect允許英國所有獲授權臨

床醫護使用，可以共享查閱患者就醫紀
錄，原本旨在協助醫生改善治療方案和
護理質素，豈料成為私隱外洩漏洞。亞
登布魯克醫院最初否認其員工可透過
Epic系統訪問GP Connect，直至受害
人當面質問才承認。

女醫生受紀律處分
NHS國家數據監控負責人伯恩稱，

今次是她首次聽聞醫生違規查閱患者病
歷，批評這種行為絕對不能接受，「所
有臨床醫生都應認真對待自身職責和義

務。鑒於以前從未有過類似案例，我相
信多數人都會遵守規定。」
不過英國健康數據私隱組織「Med-

Confidential」負責人史密斯指出，該組
織曾接到兩宗類似投訴，其中一宗就是
來自亞登布魯克醫院。兩名涉事男醫生
都在女患者第二次就醫時稱，他們事先
查閱了醫療紀錄，了解更多她們的信
息，「兩名女士因此感到不安，難以相
信會發生這種事情。」
營運亞登布魯克醫院的劍橋大學醫院

NHS信託表示，今次涉事的女醫生已
受紀律處分，「我們已與受害人會面，
對事件造成的痛苦深表歉意。」
劍橋郡警方亦證實，警方收到一名女

性報案稱遭到騷擾，但調查暫時缺乏證
據。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NHS）爆

出私隱外洩事件。《衛報》前日披露，一名女

醫生疑因報復前男友的現任女友，竟利用英國

醫療數據系統「GP Connect」查閱受害人完整

病歷，還收集對方及其子女的敏感就醫紀錄，

更致電騷擾她。受害人坦言遭到女醫生跟蹤騷

擾，整日惶恐不安。私隱保護組織也批評事件

令人震驚，揭露NHS的私隱保護漏洞。 香港文匯
報訊 事件
受害人懷疑
女醫生因嫉

妒驅使，故意查找散播她的私
隱，還透過電話騷擾她，讓她感
到害怕又憤怒，「我對這種行徑
似乎並未受到嚴懲感到失望。」
受害人提到，她與男友交往

後，涉事醫生起初頻繁聯繫她的
男友，主動報上受害人及其姊姊
的住址和電話號碼，隨後又聯絡
受害人子女一名同學的家長，向
同為醫生的對方以「背景調查」
為由詢問受害人情況，甚至用匿
名電話騷擾受害人，「她（女醫
生）在電話中說『是你嗎？』，
幾秒鐘後便掛斷電話。」受害人
坦言提心吊膽，感覺受到威脅。
受害人還稱，涉事女醫生以種

種藉口避而不談資料來源，直到
她親赴醫院要求調查，才發現其
醫療紀錄被多次閱覽，涉及多達
87份文件，「我與社區醫生傾談
的細節並未告訴過他人，包括

NHS其他醫生，這些細節關係到
我和我的孩子，這讓我感到冒犯
又沮喪。」
受害人更擔憂NHS會為更多醫

護批出訪問權限，讓私隱外洩問
題不斷重演，「作為在NHS就醫
的患者，我沒有同意這麼做。與
社區醫生交流時，我處於生活中
最脆弱的時刻，為什麼這些私密
細節能被廣泛分享？這根本不合
法。」

不滿醫院未重罰
子女私隱同外洩

◆NHS醫護可共
享查閱患者就醫
紀錄。 網上圖片

◆亞登布魯克醫院最初否認員工
可透過系統訪問醫療數據系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