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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疫境折騰患抑疫境折騰患抑鬱鬱
及早求助免爆煲及早求助免爆煲

廚師細訴心路歷程 團體籲市民情緒困擾勿啞忍

「疫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業，經濟壓力如巨石般差點將我壓垮！」新冠疫情肆虐三

載，現時社會雖已全面復常，但仍遺下不少影響。疫情令不少人遭受情緒困擾，疫後焦

慮、低落情緒仍延續，巿民亦開始關注港人的精神健康情況。疫情期間失業而陷入

經濟危機的廚師阿德，昨日便分享其精神創傷的經歷，表示失業後為求

生計不斷轉行，先後賣菜、賣魚，做過裝修及地盤工，卻一再遭遇裁

員，令其壓力爆煲，結果身體也出現心悸、手震、失眠等問題，更

一度產生輕生念頭，幸後來獲轉介精神科求助，確診中度抑鬱

症。有推廣精神健康的非牟利團體呼籲市民當情緒受困要

懂得及時求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疫情讓不少人遭
受情緒困擾，疫後
焦慮、低落情緒仍
延續。 設計圖片

因疫情而患上抑鬱症的阿德，已在飯店當了10年
廚師，與妻子一主外一主內，工餘時與子女消

遣，本樂也融融，但一場新冠疫情，帶來翻天覆地的
改變。由於疫下要有各種防疫限制以保障巿民健康，
但「限聚令」及堂食限制等，無可避免打擊飲食業，
其任職的食肆生意一落千丈，初時開工不足且遭「拖
糧」。他當時眼見各行各業也在削減人手，不少店舖
結業，已擔憂其任職的食肆難以維持，結果他最後亦
迫於無奈加入了失業大軍行列，「我背後還有一頭家
要養，一對子女仍在唸書，妻子則是全職太太，失業
的打擊對我來說非常大！」

賣菜賣魚裝修仍然朝不保夕
阿德表示，他在失業後為維持生計，要轉行賣菜，
而他工作數月後已逐漸上手，但菜檔以生意欠佳為由
將其辭退，「隨即我又轉行去賣魚，之後又做過裝
修、地盤工，但仍然是朝不保夕，一而再遭到裁員，
逼到我無路可退。」
不斷轉工但又不斷失業，讓阿德一家失去收入來
源，家庭開支日漸難以維持，「我們輪候公屋多時仍
然未能上樓，每個月三分之一的薪金也是用來交租，
一對子女的開支亦好大，每月支出至少要一萬三至一
萬四元。」陷入經濟危機的他，情緒壓力亦愈來愈
大，失眠、手震、心悸隨之而來，「站着的時候都會
焦慮到汗流浹背。」

獲協助終求診 悟莫封閉自己
身為家庭頂樑柱的阿德，有苦卻不懂向人傾訴，
未有向朋友披露其困境，即使其妻子也對丈夫的煩
惱所知不多。他面對茫茫前路，家庭經濟問題持續
在腦海中盤旋，一顆失落的心似千斤重，更因而封
閉自己，抗拒與家人傾談，將自己關在房內，「曾
經走到海邊真想跳下去，但想到妻兒，輕生的念頭
又收回。」
所幸阿德後來在慈善組織社工的協助下，轉介
至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確診患上中度抑鬱症，
而他服藥一段日子後情況已好轉，加上他其後亦
找回廚師的工作，而妻子亦覓得一份兼職，令情

緒慢慢恢復。走出困境的阿德表示，他的經歷令
其深深體會到受情緒問題困擾時，必須對外尋求
協助。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報告，新冠疫情促使全球焦慮

及抑鬱症病發率增加25%，而香港大學針對港人精神
情緒進行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者因社會事件及疫情
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
為提升市民對精神健康的關注，非牟利團體「心

影薈」昨日至21日一連4天在中環街市舉行《疫情
亦晴》新書發布會暨攝影展，書中捕捉疫下香港的
攝影佳作，並記錄不同的真實故事，讓市民回顧和
重整疫下情緒。精神科專科醫生、心理學家及資深
社工更撰寫「護心錦囊」，並提供全港情緒輔導機構
的資料及聯絡方法，鼓勵市民正視情緒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
新冠疫情之下，秉持「救死扶
傷」使命的醫護人員承受的精
神壓力同樣巨大，公立醫院註
冊護士林Sir昨日亦分享其經
歷，表示疫情期間經常需要跟
進院內的危重病人，負責高危
的插喉、緊急的心臟除顫等工
作，被同事戲稱「死亡使
者」，「縱使已經見慣生死，
但面對每一位患者死亡時，我的心並不是麻木的，我都
會感到非常傷心，情緒也會持續低落。」
林Sir在2002年加入現職的公立醫院，2003年沙士

肆虐時期，他亦參加了救援工作，「沙士能夠通過空
氣傳播，當時人心惶惶，但醫護團隊防禦裝備不足，
大家僅戴上N95口罩便上陣搶救人命。」而新冠病毒
初期與沙士近似，故本港從經驗中學習，這次有較充
裕的防疫裝備，更重要的是各家醫院都增設了隔離病
房，並加強醫護人員的培訓，所幸沒有醫護人員因工
染疫死亡。
不過，新冠疫情持續三載，一波剛平一波再起，在

起落的一波波疫情中，他目睹一幕幕的生離死別，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先後染疫的年長夫婦，八十幾
歲的丈夫先中招，入院時情況已不妙，隨後七十幾歲
的太太亦確診。」
然而，夫妻兩人並不在同一間病房，他憶述：「太

太經常嚷着要探望丈夫，但基
於感染控制，當然不可以。她
在丈夫臨死前都未能見到最後
一面，而她自己沒過多久亦病
逝。最淒涼的是他們的子女遠
在外國，而當時航班缺乏，歸
期難以安排。」面對這樣的情
景，林Sir亦感到非常傷心與無
奈。
防疫要求保持距離，但距離

卻阻隔親情，「醫護人員唯有盡力充當患者與家屬之
間的橋樑，協助維繫親情，例如幫他們安排視像電
話、幫忙聯繫外地親人等。」林Sir表示，身為醫護人
員，雖然懂得如何去照顧患者情緒，但對自己的精神
壓力，有時卻不能排解，「精神壓力真的太大時，都
會求助精神科醫生。」

處理精神健康分三個層次
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活動上亦分享其

應對情緒壓力的經驗，表示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她承受
巨大壓力，但面對困難時鑽牛角尖幫助不大，「紓緩
壓力的方式是要思考如何解決，方法總比困難多。」
她說，基層醫療理應促進精神健康，推行可分三個

層次，首先是照顧健康人士的精神需要，令健康的人
更健康；二是服務高危病人，早發現，早治療；第三
則是針對已病發人士，讓社區跟進治療。

屢見生死感心傷 護士也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倩）本身是精神科醫生的
「心影薈」創會會長麥永接昨
日指出，當情緒受困時，需要
適時與家人親友訴說，「當情
緒無法釋放，就容易出現情緒
病。有些男士自尊心非常強，
不願向身邊的人求助，以為
請求家人分擔壓力就意味着
軟弱，其實這樣無益於精神
健康。」
他指出，無論市民在疫情中
有否病倒，很多人都因自身或
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以及經
濟困難等問題，令心靈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出
現心靈上的「長新冠」後遺症。由於這些無形的
壓力看不見，故容易被忽視，埋下了情緒病的伏
線，「在沙士爆發兩年半後，仍有接近三分之一
康復者有某種精神科情緒問題，四分之一人患有
創傷後壓力症；而新冠疫情也一樣，當疫情告一
段落，很多人誤以為忘記傷痛是最好的方法，但
沒有適當處理負面情緒，精神創傷往往沒有真正
治癒。」
「心影薈」除出書外還辦攝影展，記錄過去三

年期間的社會狀況。麥永接表示攝影也是排解壓
力的一種方式，「攝影『自療』能為人們提供時

間和空間，表達情緒和感受，進而
用豁達、正向的心情迎接復常後的
社會。」

家庭醫學學院籲增資源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昨日則呼籲特

區政府在心理健康護理方面投放
更多資源，而家庭醫生作為醫療
服務的第一個接觸點，要提升家
庭醫生在社區提供心理健康護理
的重要性，讓家庭醫生能夠更有
效地促進跨專業合作，以處理心理
健康問題。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指出，家庭

醫生可提供適當的干預，並與其他專業醫護人
員進行跨專業合作，確保患者得到所需服務，
且家庭醫生持續地照顧他們的病人，對患者的
病歷有充分了解，較易在早期發現患者的心理
健康問題。
學院指出，現時家庭醫生均已接受相關培訓，

具備發現和治療常見心理健康問題的技巧，可為
患者作初步評估和開立藥物處方，有必要時轉介
到專門的心理健康服務，相信通過加強基層醫療
服務並促進醫療專業人員間的合作，可共同解決
心理健康危機。學院並呼籲正經歷任何精神健康
問題或受困擾的人士，盡快尋求家庭醫生幫助。

醫生：傾心事非軟弱

◆◆非牟利團體非牟利團體「「心影薈心影薈」」昨起一連四天在中環街市舉行昨起一連四天在中環街市舉行《《疫情疫情
亦晴亦晴》》新書發布會暨攝影展新書發布會暨攝影展，，書中捕捉疫下香港的攝影佳作書中捕捉疫下香港的攝影佳作，，讓讓
市民回顧和重整情緒市民回顧和重整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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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薈」創會會長麥永接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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