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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79歲男急救 忘開氧氣閥終不治
明愛醫院稱「非唯一生命維繫舉措」真正死因待交裁判庭調查

香港明愛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一名近八旬男病人，日前疑因血氧飽和度偏

低，被送往五分鐘路程外的深切治療部（ICU）病房，但三名資深醫護疑未依照

工作流程指引，忘記開啟氣閥，在抵達ICU後搶救無效死亡，其後，發現死者血

液中有兩種腸內細菌，懷疑是急性腸阻塞。院方昨日向病人家屬致歉，表示五年

前伊利沙伯醫院亦曾發生同類事故，自此制定流程清單要求醫護跟隨，確保所有

儀器運作正常，但該院行政總監屈銘伸強調稱，「氧氣是一種補貼，不是唯一生

命維繫的舉措。」現階段未能斷定氣閥未開啟是病人致死的原因，已將案件交死

因裁判庭調查，並已組成專家組對死因做根源調查，以及明年起引入智能氧氣

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明愛醫院行政總監屈銘伸昨日率領管理
層召開記者會。「幫唔到這個老伯，

我們感到很難過。」他透露，涉事79歲男病
人原定入院接受白內障手術，但入院時反
映，過去一周已有作悶作嘔不適。

醫生巡房時 病人略神志不清
本周一（27日），病人住進眼科病房後接受
一系列檢查，其間血壓和病情穩定。翌日（28
日）凌晨病人表示肚痛，病房醫生開處方藥物
止痛。同日上午醫生巡房時，發現病人略為神
志不清，血氧飽和度跌至88%，加大供氧量後
回升至95%，並聯絡治療腸胃科醫生會診，懷
疑是腸塞導致病情加重，準備進一步檢查治療。
不久，病人陷入昏迷，血氧飽和度再次下

降至94%，院方立即決定將病人由八樓眼科
病房，乘電梯運送至五樓ICU病房，其間由
一名資深眼科醫生，和兩名資深護士護送，
全程必須使用氧氣樽供氧。但在電梯內醫生
已發現病人情況進一步惡化，血氧飽和度降
至80%，於是加大供氧量，但並沒起效果。
到達ICU病房後，病人病情已十分嚴重，心
律不正，心肺功能失效。在轉移至病床時，有
醫護人員發現氧氣樽的氣閥處於關閉狀態，氧
氣樽前後停止運作五分鐘。醫護遂為病人插喉
急救，發現嘔吐物及發出異味，經搶救逾一小
時無效死亡。院方其後在他血液中發現兩種腸
道細菌，懷疑腸梗塞嚴重導致血液感染。
院方昨日展示事故中使用的同款氧氣樽。
氧氣樽的側面有一個開關氣閥，頂部是供氧
量旋鈕，涉事醫護忘記先打開總開關，只控
制頂部供氧量旋鈕，懷疑是頂部旋鈕扭開時
的氣流聲，令醫護誤以為已打開開關。

涉事醫護如常工作
五年前，伊利沙伯醫院發生過類似事故，
涉事病人兩天後死亡。事後，公立醫院已採
取改善措施，要求醫護人員於運送情況危殆
病人前，必須適當檢查及記錄所需儀器運作
正常，以及加強臨床團隊成員在運送病人其
間的溝通及合作，以保障病人安全等。

五年前曾有類似事故
九龍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質素及安全）張
偉文表示，五年前類似事故後的改善措施已
落實，包括規定使用氧氣樽流程，必需先檢
查氧氣樽氣量、然後打開關、然後扭開供氧
量旋鈕至合適位置。因應該宗事故，醫管局
已立即實施進一步改善措施，包括立即通知
需接觸氧氣樽的醫護，向部門主管示範如何使
用，以及在所有氧氣樽上加設兩張使用流程提
示卡，和運送危重病人過程處理及準備工夫。
醫管局並已訂購一批智能氧氣樽，開關沒開啟
時不會發出氣流聲，避免醫護誤判。
屈銘伸說：「確實死因要進行調查，我們

會成立事件調查委員會，死因裁判庭會檢視
整件事流程。」至於涉事醫護，在事件因由
未明前暫時如常工作。「在釐清事件的來龍
去脈前，難以回應責任問題，相關人員正如
常工作或休假，一旦調查證實當中有偏差，
會按既定人事程序跟進。」

香港特區政府醫務
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
日在回應事件時表
示，對明愛醫院發生

的醫療事故感到難過，已指示醫管
局全面調查。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
員林哲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涉事
死者的血氧含量一度低至80%，有
可能出現致死性呼吸衰竭。血氧含
量低雖然未必與氧氣樽暫停五分鐘
有關，但絕不應犯此低級錯誤，
「搶救的時候『兵荒馬亂』，所有
醫護竭盡全力忙於搶救生命，有時
就會忙中出錯、遺漏重要步驟，但
必須總結教訓，避免同類錯誤。」

醫護應熟悉所有急救設備
林哲玄解釋，血氧含量指血液中

的氧氣飽和程度或含量的百分比，
正常水平為95%至100%，若血氧
降至正常水平以下，就會出現氣喘
或呼吸困難等症狀。如果低於
90%，則被認為是低氧血症，低於
85%即可能發生致死性呼吸衰竭。
低於80%可能會損害器官功能，例
如大腦和心臟，應及時解決，通過
插喉機械通氣、高流量供氧等手

段，讓血氧飽和度維持在90%或以
上。
「這次不幸去世的老伯，生前血
氧含量低未必和氧氣樽關停五分鐘
有關。」他指出，死者病重主要可
能因為腸梗阻嚴重以至腸病菌感染
血循環，加上早前嘔吐物倒流氣管
引致急性肺炎，這些情況提高供氧
量也無補於事，必須先清除氣管嘔
吐物。「這次事件和五年前伊利沙
伯醫院不同，那名病人需依賴呼吸
機才能呼吸，而此次事件中病人可
自行呼吸，相信對氧氣瓶的依賴程
度不高。」
林哲玄相信其中一個出錯原因，
是護士不熟悉這款氧氣瓶使用方
法。他說，事故中氧氣樽屬新款，
總開關在側面，「舊款主要是頂部
旋鈕一鍵控制，不需先打開另一個
總開關。」因此，他建議醫管局要
求所有接觸急救設施的醫護，恒常
訓練和演習，熟悉所有款式的設
備。
另一個重要、需要改進的地方，

是需要強調搶救程序。林哲玄說：
「事故中醫生有留意到病人血氧持
續下降，曾加大供氧量，但病人情

況沒因此改變時，沒加以重視，若
立即查找原因，或者就能發現氧氣
瓶開關沒打開的失誤。」
他建議醫管局應向所有醫護強調救
治程序，每次採取任何施救措施後，
都應評估效果，再相應採取進一步行
動，又贊同醫管局即時在所有氧氣樽
加裝流程提示卡：「只有不斷完善細
節，才能不斷降低出錯風險。」

冀加設有警示裝置新款氧氣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人為錯誤醫療
事故不能接受。操作氧氣樽是很基
本的醫療程序，而同樣事件已是第
二次發生，五年前伊利沙伯醫院已
出現類似事故，當時醫管局雖然發
出改善指引，但再次出現這種簡單
的人為錯誤，顯示改善措施落實不
足，仍需改善。」
彭鴻昌贊成醫管局即時在所有氧氣
樽加裝流程提示卡，「人命關天，任
何避免失誤的改善措施都應立即推
行。」他又期望醫管局使用設有警示
裝置的新款氧氣瓶，在沒正常運作時
會發出警示，以更有效避免同類悲
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專家專家
之言之言

須強調救治程序 供氧無效即檢查

◆發生醫療事故的香港明愛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公立醫院製作清單，要求醫護按步驟確保
所有儀器運作正常才運送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明愛醫院昨日交代事件，指轉移病人期間，氧氣樽的氣閥沒有開
啟，病人終搶救不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醫療事故經過
◆27日 入院接受檢查，原定29日做右眼
白內障手術

◆28日 凌晨肚痛，院方處方紓緩藥物

◆28日 上午血氧飽和度跌至88%，醫護加
大供氧後回升至95%，懷疑急性腸阻塞

◆28日 上午11：10，神志不清，血氧飽
和度降至94%，安排轉送往 ICU，病人
隨即由8樓送到5樓ICU病房，其間，醫
生發現病人血氧飽和度降至80%，於是
加大氧氣樽供氧量

◆28日 上午11：15，到達 ICU病房轉駁
氧氣喉時，發現氧氣樽氣閥沒開啟，ICU
病房醫生發現病人心律不正，心肺功能
失效，需插喉供氧

◆28 日 中午 12：50，病人情況迅速惡
化，搶救無效離世

來源：明愛醫院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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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輛雙層氫能巴士和首個巴士加氫

站昨日舉行啟動儀式，料最快明年1月投

入服務。特首李家超昨試搭成首名乘客，

表示將力促香港氫能經濟發展。全球首輛

靠氫作為燃料直接驅動的雙層巴士，在港

面世、投入服務，是香港發展新能源產業

的重要里程碑，令人振奮。香港在加快新

能源使用、達成減排目標上任重道遠，要

參與全球氫能經濟發展競爭，更是壓力巨

大。在推進氫能運輸上，香港要拆牆鬆

綁、加快條例修訂，提速氫能巴取代柴油

巴進程；在促進氫能經濟發展上，須充分

發揮灣區協同效應、與內地加強合作，增

強香港產業新動能。

為配合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香

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提出，香港於

2050 年前達至碳中和目標。本屆特區政

府積極發展氫燃料運輸、力促氫能經濟，

特首李家超去年施政報告提出，今年實行

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今年施政報告再提

出，明年要制訂《香港氫能發展策略》，

政府為此成立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積

極推展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和重型車輛試

驗。政府和城巴的緊密合作，成功引入香

港第一輛雙層氫能巴士和第一個加氫站，

這也是全球首輛靠氫作為燃料直接驅動的

雙層巴。香港能在氫能運輸發展上展現魄

力、創造多個第一，令人鼓舞、振奮。

氫能巴士是將氫氣經化學反應轉化為電

能為巴士供電，有效達至路邊零排放，且

其充氣時間可短至 10 分鐘內、續航里程

可達400公里，因此國際上普遍預期氫能

巴士的發展潛力可超越電動巴士。目前氫

能巴士發展最快的是內地，韓、日、美等

則有小規模部署。香港由於與內地聯繫緊

密，政府主動作為，加上企業協助大力倡

導推進，將令香港氫能運輸發展在世界處

於領先地位。

如何擴大領先優勢、進而力促氫能經濟

發展，需要政府大膽創新、做好頂層設

計。政府要為氫能運輸發展拆牆鬆綁、加

快條例修訂、擴大氫能運輸使用範圍。按

香港現行法例，不容許氫能巴士過隧道，

因此香港首輛雙層氫能巴士只能在九龍區

行走。目前，城巴計劃明年引入不少於 5

輛量產型氫能巴士，目標在 2045 年前以

「一換一」方式全面取代柴油巴士，香港

若要加快推進氫能巴士取代柴油巴士進

程，一方面需要修訂法例、准許氫能巴士

過隧道，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制訂氫能源

運輸的安全標準等。政府計劃今年聘請顧

問研究法例修訂的細節、進行營商環境影

響評估等，並在2024年開展準備工作，期

望在2025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建議，

香港若希望加快氫能運輸發展步伐，則擴

大氫能運輸使用範圍的試驗、相關條例修

訂等，皆需提速。

政府在氫能經濟發展上，最大優勢是與內

地合作、形成協同效應。此次城巴與內地汽

車生產商研發出全球首輛氫能雙層巴士，城

巴母企代表早前參與特區政府中東訪問團，

成功與阿聯酋政府合作提供氫能巴士，為香

港氫能經濟發展注入信心。目前內地氫能經

濟發展迅猛，如廣東佛山聯合內地大學、國

家電投集團、多家汽車集團，設立氫能重點

實驗室，已研製出全球首台智能氫復合動力

長途重載牽引車等，香港要發揮自身科研力

量強大、綠色金融及碳交易市場發展潛力大

等優勢，與灣區內地城市形成協同效應，加

快香港氫能經濟發展。

拆牆鬆綁灣區協同發展氫能經濟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日前在一個論

壇上分享維護和發揮香港國際化顯著優勢的三點

看法，指出善用國際化平台是香港服務國家的優

勢所在、貢獻所在。香港是高度國際化的經濟

體，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法律及專業服務、

文化交流融通、物流航運等方面都形成了具優勢

的國際化平台，成為香港成就自我、貢獻國家的

成功法寶。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時

代，香港需要不斷提升善用國際化平台的深度、

廣度和能力，增強平台功能、拓展平台市場、豐

富平台產品，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融通者、超

級增值人的角色，從而貢獻國家、成就自我。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在國家推進經濟建設的進

程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亞太地區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傳統中心的優勢不

斷彰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又首次加入

提升、建設和發展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這四個新興中心，表明中央高度重視

做大做強香港的國際化平台功能。

展望未來，隨着國家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香

港需要不斷加強創新能力，持續強化內聯外引，讓

各領域的國際化平台功能得到不斷深化、拓展。

例如在金融服務方面，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民日

前披露，香港與內地近期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合作

取得了重大進展，包括將容許以「轉數快」充值

數字人民幣錢包，容許數字人民幣在香港跨境使

用等。與此同時，「轉數快」系統將於下周一起

與泰國快速支付系統「PromptPay」連接，未來

將持續拓展系統與其他地方的互通。這正正體現

用好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化平台功能，更好擔當

資金進出內地的橋樑作用，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不

斷深化發展。另一方面，香港亦不斷開拓進取，

包括發表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實

現亞洲首隻沙特ETF掛牌交易等等，不斷豐富國

際化平台的產品選擇。

再如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資訊自由流通、人

員進出便利，在引進國際頂尖人才和善用國際先

進技術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行政長官李家

超表示，明年開始將分階段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

心和啟用新的微電子中心，特區政府也將設立

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為生命健康、人工

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企

業，在新設生產設施費用等方面提供更多資助。

人工智能的發展高度依賴運算能力基礎設施平

台，香港高度國際化的環境在善用國際最新技術

上獨具優勢，只要與內地實現數據互通，就能助

力內地企業在人工智能研發上更好地與國際接

軌，讓香港國際創科平台功能更加強大。

又如在中外文化藝術交流方面，香港電影產業

有着高度國際化的產業能力，在全球範圍內曾有

顯著影響力。近年香港亦不斷增設與中國傳統文

化有關的文化設施，如故宮文化博物館、戲曲中

心等，只要將現有的文化基建資源整合利用好，

充分發揮文化娛樂產業的潛能，就能構建更加完

備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平台，為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作出重大貢獻。

鄭雁雄主任在談及香港如何善用國際化平台

時，明確提出了應立足財經媒體智庫密集的優

勢；全力爭取加入RCEP，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功能；更加主動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更加積極擁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多個明確的方

向。香港的國際舞台越寬廣、內聯外引的角色越

鮮明、實現雙向多向聯通的產品越豐富，香港對

國家的貢獻將越大，香港「興」的動能將更強。

做大做強國際化平台 做好超級增值人角色
─發揮香港國際化顯著優勢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