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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市民獲八次免費治療

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文／圖）

新冠肺炎持續肆虐超過半年，不少市民出現抗疫疲勞，情緒持續低落，可能
引發情緒病。有人疑因失業終日留家，無人可傾訴，感覺已患上抑鬱症；有人需
接受強制隔離，惟生活刻板，每天由早到晚只能望着房中四面牆，感覺被社會遺
棄，頓萌自殺念頭。精神科醫生表示，疫情持續，社會潛在情緒病個案勢必增加
，包括有自殺風險的抑鬱症個案，必須小心處理，並促請有關人士盡早求醫。

抑鬱症病徵

超市買餸貴街市近半 議員籲減價抗疫
【大公報訊】記者劉昕報道：本港11個街市先後

出現確診者，市民人心惶惶，不少人轉而幫襯超級市
場。大公報記者走訪多個街市及超市作格價對比後發
現，大型超市新鮮肉類及蔬果，售價比街市貴兩成至
近五成不等，有基層市民坦言難以負擔。有立法會議
員呼籲大型連鎖超市在疫情期間推出減價優惠，讓基
層市民 「買得起餸、食得起飯」 。

紅磡土瓜灣兩街市今續封閉
日前出現確診個案的土瓜灣及紅磡街市，所有環

境樣本對病毒病呈陰性反應。食環署今日將聯同街市
檔戶再次進行大掃除及清潔消毒，預期兩街市可於周
六（8月8日）重新開放，屆時市民須量度體溫及使用
酒精搓手液潔手後才能進入。

疫情下，多了市民選擇到超市買餸。大公報記者
近日走訪土瓜灣、紅磡以及香港仔等多區的街市及超
市，發現超市的新鮮肉類及蔬果，貴街市兩成至近五
成不等，例如紅磡街邊檔的菜心售10元／斤，但超市
要12元／斤，兩者相差約20%；新鮮排骨在香港仔
街市每斤售110至120元，但區內超市售231元／千克
（即每斤約140元），兩者相差約22%；鯪魚肉在香
港仔街市售40元／斤，在超市售98元／千克（即每斤
約59元），兩者相差約48%。

有市民稱，疫情嚴峻 「寧願選擇買嘢貴少少」 但
較衞生的超市；亦有市民坦言捱貴餸加重負擔。紅磡
街坊趙女士稱，最近每日都買餸回家煮飯，本來幫襯
街市多，但近日紅磡街市再爆疫，只能轉去超市買餸
挨貴餸， 「以前天黑去街市執平價餸，100蚊就搞掂

一日嘅餸，而家（現在）幫襯超市，起碼200至300
蚊。」 她舉例，超市進口蔬菜要15元一斤，比街市本
地蔬菜貴一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稱，本港兩大超市百佳
及惠康，售賣的肉類及蔬果確比街市昂貴，在當下疫
情樣樣東西減價之時，兩大超市食品售價卻 「疫市上
升」 ，十分不合理。他直言，兩大超市背後的集團均
是家底豐厚，幾乎壟斷本港日用品零售市場，早前又
申請了政府的保就業計劃補貼，應該相應推出促銷減
價，回饋市民，與基層家庭共渡難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站在企業的社會
責任角度上，在非常時期，商界應做些利民措施，例
如食品減價。但最重要的還是街市的防疫工作需做好
，食環署應盡快在主要出入口處添加體溫檢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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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玲：冇工開 淨係食同瞓
「我一個人住在深水埗一間不足100呎劏房，疫情二

月開始嚴重之後，我已經冇乜工開，日日留喺劏房，唔敢
出街，我覺得好似同外面世界隔絕一樣，情緒好低落，做
乜都唔起勁。」 30多歲從事接待工作的阿玲向大公報記者
說。

她自稱朋友不多，甚少與人傾吐心事，疫情下，她沒
了收入，只靠積蓄過活，經濟逐漸捉襟見肘。由於懼怕感
染新冠肺炎，她長期不敢離開劏房， 「我最長有個幾月無
離開過間劏房，日日食杯麵同餅乾度日。」 大公報記者採
訪當天，見到她居住的劏房內，堆放大量乾糧等食物。

「我無動機離開劏房，即使想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
鮮空氣，但應該去邊？完全無方向。」 她坦言，疫情下感
覺已對 「做人」 失了方向，就連 「做人」 意義也模糊， 「
（疫情下）又唔見得人，又無地方坐，我覺得做乜都要有
目的，但而家乜都無目的、無意義咁。除咗食同瞓，諗唔
到仲有乜嘢可做。」

阿杰是被強制隔離人士之一，他早前
由外地返抵香港，獨自入住九龍區一間酒
店房間，回憶14天不能離開房間的日子
，他坦言非常難過， 「日日由朝到晚，只
係屈喺間酒店房入面，我覺得好辛苦，好
無意義。一方面感覺好似與世隔絕，另方面
腦海不斷浮現負面情緒，例如點解會變成
咁？究竟生存仲有乜意義等之類。」

每當感到負面情緒來襲，他便嘗試回
憶過去的開心事情，例如旅行，避免自己
被負面情緒支配，但坦言並非每次奏效，
有更多情況是他萌生自殺念頭， 「我覺得
好寂寞、好無意義，點解日日對住四面牆
。即使14日過咗，出返去，疫情仍然存
在，究竟仲有幾耐疫情先完？」 無數的 「
未知」 ，令阿杰感到不安。

阿杰：疫情仲有幾耐先完？

獨居缺乏關懷者高危

•感到情緒低落
、對大部分事
物失去興趣及
動力

•食慾／體重明顯改變、失眠／貪
睡、疲倦、動作遲緩、日常活動
減少

身體方面

•坐立不安／憂慮、精神難以集中
、記性差、有自殺傾向或思想悲
觀，覺得自己無用等、日常活動
明顯減少

情緒、
思想方面

資料來源：
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健康情緒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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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抑鬱症
患者透過藥物
治療，病情明
顯改善

醫生的話

▲丁錫全認為，公眾有必要對有抑鬱
症患者提供協助，找出可能因疫情而
增加的隱性患者，提供適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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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表示，
疫情之下，很多人留家減少外出，
缺乏社交活動等，確實有機會增加
患抑鬱症的風險，當中以獨居、本
身有情緒病、性格悲觀，以及甚少
接觸別人者為高危一族， 「密閉環
境及無人關懷，是抑鬱症大忌。以
往有研究指出，沉船及海難生還者
，即使獲救，但因為長期獨處，較
一般人產生更多負面情緒，患抑鬱
機會亦大增。」

抑鬱症患者中，約有15%有自
殺風險，丁錫全認為，社會不能掉
以輕心，必須小心處理， 「好大部
分有自殺風險的抑鬱症患者，需要
靠藥物治療，但疫情之下，佢哋（
患者）驚感染肺炎，唔敢出街，唔
去睇醫生，呢個先係問題。」 丁錫
全認為，公眾有必要對有關人士提
供協助，找出可能因疫情而增加的
隱性患者，提供適當治療。

•減少對手機的
依賴

•給自己獨處空
間，放鬆下

•暫時離開壓力
事件

•控制一些你能
夠控制的事情
，包括暫時不
看新聞／不追
討論區的Post
、深呼吸六至
七下等

•良好睡眠質素
及適當的運動
。年輕人每日
睡眠時間應維
持在七個小時
或以上，建議
每日做大概15
至30分鐘中等
強度運動

•提醒自己多角
度看待事情，
多與朋友傾訴
心聲，增加溝
通，互相支持

資料來源： 「心
之流 」 心理健康
識別工具

【大公報訊】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昨日公布
一項調查研究結果指出，暴疫夾擊影響下，港人
精神方面臨顯著困擾，73.7%受訪者出現中度至
嚴重抑鬱症狀，40.9%受訪者則出現中至高度的
創傷後壓力症症狀，更有36.4%受訪者同時出現
上述兩種精神健康問題症狀。

港大精神醫學系研究團隊於今年二月至七月
期間，透過由他們開發的 「心之流」 心理健康識
別工具，向超過1.1萬名市民收集自我評估資料，
了解修例風波、疫情及個人因素三個不同範疇事
件，對市民精神健康的影響。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系主任陳友凱解釋，受
訪者壓力分為三方面：一是學業或事業不順、人
際關係矛盾等普遍存在個人問題；二是持續一年
左右的修例風波使香港社會環境有所改變；三是
新冠疫情持續，不少人對前途感到迷茫憂慮等。

陳又指24歲及以下受訪者，出現抑鬱及創傷
後壓力症狀，會較25歲或以上嚴重，部分原因是
年輕人的腦部正值發育期間，精神健康遭遇的風
險更大，約五成五受訪者的症狀只是「壓力反應」，
如短暫失眠及失去胃口，可通過遠離壓力源頭來
紓緩情緒；而另外四成五受訪者即使遠離壓力來
源，症狀仍沒有改善，則可能是進入 「疾病」 狀
態。他建議，如外在壓力已經化解，但 「壓力反
應」 仍然持續一個月以上，便需尋求專業協助。

目前針對抑鬱症的治療藥物，包
括有血清素、腦腎上腺素調節劑及多巴
胺調節劑等。

一般而言，醫生會因應患者的情
況，提供不同藥物的配合與治療，以獲
得較佳效果。七成抑鬱症患者透過藥物
治療後，病情有明顯改善。

一旦停藥 自殺風險升
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表示，藥

物治療對抑鬱症患者的療效顯著，但若
患者因疫情停藥，可能出現很大問題，
「停藥最大問題是惡化，加重病情，不
排除會增加部分患者的自殺風險。」

香 港 精 神 科 醫 學 院 推 出 「
Care4ALL香港精神，同舟共行計劃」
，讓合資格市民免費接受最多八次的精
神科醫生診症服務，以及上限6000元
的藥費資助；如有需要，可獲轉介至醫
院管理局轄下的精神科門診或其他心理
社會治療服務。

暴疫夾擊 七成港人屈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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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走訪多區超市及街市，發
現超市價格貴街市兩成至近五成不等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