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眾殮房事件 

獨立委員會報告書 

 

 

2006 年 3 月 23 日 

 

 

立法會CB(2)1568/05-06(02)號文件



目 錄 
 

 頁數 

摘要 i-x 

第一章 前言 1-2 

第二章 公眾殮房  3-6 

第三章 錯誤發放遺體事件  7-29 

第四章 結論及建議 30-42 

鳴謝  

獨立委員會各委員署名  

附錄 I – 法醫科人手分佈圖   

附錄 II – 公眾殮房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 月貯存格記錄   

附錄 III – 法醫科及轄下各公眾殮房截至 2006 年 3 月 1 日的

人手概況  
 

附錄 IV – 衞生署法醫科公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 2005 年

7 月(第一版)摘錄 
 

附錄 V – 領回遺體證明書  

附錄 VI – 手帶(影印樣本)  

附錄 VII – 屍體紙  

附錄 VIII – 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馬宣立教授於 2006 年

3 月 18 日致獨立委員會主席函件 
 

 



i 

摘要  
 

 2006 年 3 月 7 日，衞生署轄下的富山公眾殮房發現遺失一具遺體，

懷疑已被另一家庭領走火化，此事引起公眾極大的關注。衞生署署長極度

重視是次事故，隨即於 3 月 8 日委任一個獨立委員會徹查事故原委及檢討

相關程序。獨立委員會由尹志強先生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邱可珍女士及

張玿于女士。至於殮房方面，管方亦已即時採取改善措施，加強核實遺體

身份的工作。  

 

 委員會於 3 月 13 日展開工作，包括翻閱公眾殮房的運作文件、翻查

遺體的發放記錄、實地視察衞生署轄下各個公眾殮房及醫管局轄下伊利沙

伯醫院的殮房、約見相關人士，以及徵詢有關政府部門和業內專家學者的

意見。  

 

 調查工作於 3 月 21 日完成。結果顯示，於 3 月 4 日，有兩名殮房服

務員沒有依循工作指引，在沒有核對「手帶」及「屍體紙」以確認遺體正

確身份的情況下讓家屬辨認遺體，以致把存放於 B112 貯存格內相信是黃放

豪先生的遺體錯誤發放黃燕州先生的家屬，而黃燕州先生的遺體其實存放

於 A112 貯存格內。該兩名殮房服務員事後發現出錯時，竟然不向上司報

告，反而擅自將 A112 貯存格內黃燕州先生遺體移至 B112 貯存格，更將黃

燕州先生遺體上可用以辨認身份的「手帶」丟掉，企圖掩飾過錯。 3 月 7

日，黃放豪先生的家屬前來認領遺體，發現 B112 貯存格所存放的遺體並非

黃放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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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認為此事主要涉及人為錯誤。公眾殮房設有清晰的工作指引，

但涉案的兩名員工並無依循。在發現出錯之後，更意圖掩飾過錯。委員會

認為該兩名殮房服務員極度嚴重失職，兩人要為這次事故負上絕大部分的

責任。  

 

 在調查期間，委員會發現另一名員工在發放 B112 貯存格的遺體時，

發覺遺體沒有任何識認身份標記，完全不符合《公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

中的關鍵要求，但仍要求家屬辨認遺體，可能導致錯誤發放遺體。委員會

認為他嚴重失職。  

 

 委員會根據家屬提供的資料和環境證據，有理由相信於 3 月 4 日發放

給黃燕州先生家屬並已火化的遺體，極大可能是黃放豪先生。委員會得悉，

骨灰樣本已交當局進行科學鑑證，現正等待化驗結果。  

 

 今次事件，令有關家屬除了喪親之痛外，還承受不必要的擔憂和疑

慮，感到虧負和委屈了先人。黃燕州先生於 3 月 12 日出殯時，很多曾出席

3 月 4 日喪禮的親友未能出席。黃放豪先生的家人至今仍未為先人舉行遺

體告別儀式。家屬的震驚、憤怒和悲痛，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家屬額外用

了不少時間、心力和金錢去處理及跟進事件，加上傳媒廣泛報道事情發展，

公眾關注的情況下，家屬實在難以平復哀傷的心情。事故令兩個家庭寢食

難安，委員會對此極為痛心。  

 

 傳媒對今次事件的廣泛報導和跟進，反映事件令社會大眾震驚，亦令

市民對於公眾殮房服務的水平感到擔心和疑惑。死亡是生命無可避免的一

部份，如因意外、猝死、兇殺、自殺等情況必須研明死因，無論任何階層

都一樣無可選擇，須由公眾殮房提供服務。因此，衞生署法醫科屬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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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殮房及其提供的法醫服務，是構成社會不可或缺，不容有失的重要環節，

也是有關市民生命旅程的最後把關者，其服務質素好壞，直接且嚴重影響

亡者是否能得到其最終的公道和尊嚴，猝然喪親者是否可以安然平復悲

痛。然而由於社會文化對死亡的忌諱，加建或擴建公眾殮房的計劃，一直

因地區反對或各種原因未能實行；有關公眾殮房運作的需要，亦長期備受

忽略。對在此厭惡性崗位上，雖資源緊絀，仍盡忠職守服務市民的員工，

社會應予以認同、肯定和尊重。對此不可或缺的服務單位，社會應給予充

足的資源，使其運作及服務可符合市民期望。域多利亞公眾殮房和富山公

眾殮房都已興建多年，實在難以負荷社會人口增加及老化趨勢的需求；接

待家屬的設施配套，亦難以符合市民的期望。另一方面，火葬輪候需時，

也對公眾殮房構成壓力。老舊的建築設計，難以嚴格劃分工作區與公眾使

用區，既難保障員工的職業安全，亦增加社區感染的風險。額外增撥資源

解決問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  

 

 事發後，衞生署已立即採取改進措施如下：  

A. 嚴格遵守工作指引  

B. 加強核實身份的程序  

C. 向家屬解釋有關程序  

D. 加強對閉路電視系統的監察  

E. 加強殮房後門的保安  

 

 委員會建議在下列各方面實施改善措施，以防日後再度發生同類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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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短期措施  

(i) 人手編制、員工培訓及管理  

(a) 加設文員職位，專責處理登記處的工作  

 確保家屬在核實遺體的身份後才在「領回遺體

證明書」上簽署  

 避免殮房服務員經常匆忙進出大堂及感染區  

(b) 加強中層管理  

 殮房主任及殮房技術員應有明確意識，加強監

管殮房服務員的工作  

 殮房主任應主力協助監察屬下各級員工的整

體表現，而殮房技術員則應專注監控員工的技

術水平  

 提供管理培訓，以期就管理基層員工的表現訂

明嚴格的要求及進行考核  

(c) 檢討員工值班時間表  

 確保人手安排可切合不同時段的需求，並能兼

顧員工放假的勞工權益與需要  

 尤應關注下午 5 時至翌晨 9 時的更次，因為該

時段只有一名基層員工當值，缺乏支援及監管  

(d) 加強員工培訓  

 加強基層員工的在職訓練  

 發出通告和指引的同時，應安排相關活動加以

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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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行殮房電腦化計劃之前，加強員工訓練及

實習，並作適當評核，以確保員工已掌握所需

技巧  

 

(e) 加強內部審核  

 內部審計小組應經常突擊檢查  

 透過閉路電視系統，監察殮房運作  

 定期檢討殮房的人手編制及設施，以確保殮房

有充足的資源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服務  

(i i) 設施及服務  

(a) 改革貯存格的編號系統  

 改革貯存格的編號系統，以確保所有冷藏室的

三位數編號絕不重複（如 A 室為 A001-A032，

B 室為 B033-B066）  

 每間冷藏室門外、室內地面或牆壁均應採用不

同顏色以資識別  

 貯存格記錄膠片上的標貼，亦應採用相應的不

同顏色，以代表不同的冷藏室  

(b) 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殮房管制範圍  

 加強冷藏室走廊、通往大堂的門戶及收發和領

取遺體的後門等管制範圍的保安措施，以防止

有人擅闖和破壞，感染與傳播病毒的機會亦可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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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在入殮室面向室外的牆壁增設一個出口通

往室外，以供遺體認領人及殯儀人士進出，而

原來可讓殮房服務員、殯儀人士和家屬共用的

的後門，則供殮房員工專用  

 嚴格規定非殮房職員及未獲授權的人士不得

進入殮房的管制範圍內  

 殮房職員須把擅闖者的身份登記清楚  

 署方應正式通知員工必須嚴格執行，並言明失

職者會受懲處  

(c) 擴大閉路電視系統的監察範圍  

 閉路電視系統應監察所有出入口、工作區及大

堂等影響保安的地方，而鏡頭位置必須可以清

楚拍下被攝者的容貌  

 閉路電視系統的主機應置於上鎖的房間內  

 應加強與員工的溝通，以令他們明白安裝閉路

電視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可有效阻嚇擅闖者和

破壞者，另一方面亦可保障員工的人身安全，

尤其是下午 5 時至翌晨 9 時共 16 小時期間只

有一名員工當值的時段。此外，對於盡忠職守

的員工來說，遇到無理投訴時，閉路電視所攝

錄的內容可以還他們清白與公道  

(d) 增設喪親輔導服務  

 公眾殮房應撥出適當地方，讓獲邀的志願機構

為家屬提供喪親輔導服務，以協助他們處理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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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世所引起的情緒及生活問題，並向他們解

釋基本的殮葬程序及提供相關資訊  

(e) 加設舉行簡單殯殮儀式的設施  

 體恤家屬需要（例如因殯葬時間緊逼、出席親

友不多、財政緊絀等原因，而省略殯儀館舉哀

程 序 並 直 接 由 公 眾 殮 房 運 送 火 葬 場 或 墳 場

者），署方可在公眾殮房加設適當設施，讓家

屬認領遺體後舉行簡短得體的遺體告別儀式  

 現時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的相關設施，例如伊

利沙伯醫院安靈堂的設施及運作安排，值得署

方參考  

 由於目前難以禁絕家屬於認領遺體後在殮房

後門外的室外通道舉行儀式，因此，殮房的遺

體收發工作受阻，而其他認領遺體的家屬使用

後門通道出入時也感不便。為此，署方必須增

設適當的場地加以配合，員工才可執行訓令，

勸諭哀痛的家屬遵守相關的規定  

 

(iii) 程序  

(a) 改善辨別遺體的程序  

 收發遺體時加入指模記錄  

 存放屍體紙的膠袋可加放遺體收入殮房時所

拍下的照片，以便核對身份  

 家屬領回遺體時，應容許其他家屬陪同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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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貯存格的使用率設立預報機制  

 設立預報機制，當殮房的冷藏室貯存格快將額

滿時發出提示，以便預先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

採取相關措施  

 

(c) 在發現屍體的現場為屍體加上「手帶」  

 由於同一案件可能會同時發現多具遺體，故應

在現場最高級的警務人員見証下為遺體加上

「手帶」  

 對於上述涉及多具遺體的案件，警方會採用同

一警署案件編號（俗稱「環頭編號」）。為作識

別起見，警方可考慮在警署案件編號後加上

A、B、C 等符號  

(d) 改善「手帶」設計  

 在實行電腦化之前，應先加寬「手帶」，以使

其上的手寫資料更加清晰  

(e) 就更新及修訂紀錄增訂加簽程序  

 公 眾 殮 房 記 錄 簿 的 記 錄 如 有 任 何 更 新 或 修

訂，經手人員必須在旁加簽，並填上日期及時

間。  

(f)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  

 警務處、食物環境衞生署及衞生署應成立常設

跨部門工作小組，以便加強彼此的溝通，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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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遺體運送及接收的安排交換意見。另外，

各個部門亦應通知所有前線員工有此機制，並

歡迎他們經上司或以不記名方式向跨部門工

作小組反映意見，以促進各部門之間的配合。 

 

(iv) 公眾教育  

 加強公眾教育，以令市民正視善終及喪親處理問題，

掌握基本的資訊。公眾殮房的設施如未能配合人口增

長及老化的趨勢，必須盡速投放更多額外資源，為公

眾殮房增設或改善設施，以確保運作暢順和不斷提

升，以切合市民對服務水平的期望。  

 

B. 中長期措施  

(i) 改善大堂設施  

 在接待處播放錄影帶，向等候的家屬介紹認領遺體的

程序  

 加設顧客服務主任，專責解答市民的查詢  

 增設廣播系統，通知輪候認領遺體的家屬進入接見室

辦理有關手續，以節省人手  

(i i) 走向專業化  

 委 員 會 認 同 香 港 大 學 病 理 學 系 馬 宣 立 副 教 授 的 意

見，即必須徹底改善服務，長遠來說應該參照外國經

驗，成立專業職系，負責公眾殮房的管理及日常運

作。馬副教授建議的職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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殮房主管  

殮房技師  

殮房技術員  

見習殮房技術員  

 員工必須通過考試，才可獲得晉升。如要吸納較高質

素的員工，則須提高殮房員工的入職條件及待遇。員

工入職後，亦應為他們提供有系統的培訓，包括人體

解剖、職業安全、喪親輔導，以及有關死因裁判法研

究及器官移殖的法例等。  

 委員會希望殮房工作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尊重與重

視，以確保殮房可建立優良的服務文化，提供符合市

民期望的服務。長遠來說，殮房可以不單是一個處理

死亡的地方，應該可以轉化為充滿希望和促進健康的

處所。就以澳洲墨爾本的維多利亞法醫學研究所為

例，該研究所不但是公眾殮房，更設有人體組織和器

官捐贈與採集設施、遺傳輔導服務、喪親輔導服務及

死因裁判官辦事處，為市民於同一地點提供較全面的

服務。類似的發展前景與方向，有助吸納人才、促進

員工的專業精神及專業發展，使各級員工對自己的工

作能夠貢獻社會感到自豪，從而確立他們的自我期許

意識與自我提升能力。  

 

 委員會已於 2006 年 3 月 23 日把報告書呈交衞生署署長，並向公眾發

布調查的結果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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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言  
 

背景  

 

1.1 2006 年 3 月 7 日，衞生署轄下的富山公眾殮房發現遺失一具遺體，

懷疑已被錯誤發放予另一家人，並已遭火化，事件引起社會各界極大的關

注。  

 

1.2 衞生署署長極度重視是次事件，並即時委任一個由公眾人士組成的獨

立委員會徹查事故原委，並檢討相關程序，以防日後再發生同類事故。此

外，衞生署亦即時向公眾殮房所有員工再次講解工作程序，並提醒他們在

安排市民領回親屬遺體前，必須小心核實遺體身份。  

 

獨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1.3 公眾殮房事件獨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  

 

- 徹查富山公眾殮房遺失遺體事故；  

- 檢討公眾殮房就市民辨認及領回親屬遺體的程序及做法；及  

- 向衞生署署長建議採取措施，以防日後再發生同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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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委員會的成員  

 

1.4 公眾殮房事件獨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私人機構及志願機構的高級行

政人員，詳情如下  ─  

 

尹志強先生 ,  BBS, JP ﹝召集人﹞  

邱可珍女士 ,  MH, JP 

張玿于女士  

 

工作方式  

 

1.5 委員會需於兩星期內完成調查，並向衞生署署長提交報告書。委員會

制定了以下的工作方式  ─  

 

- 閱讀與富山公眾殮房遺失遺體事故相關的文件及記錄；  

- 閱讀有關公眾殮房運作的工作指引及守則；  

- 實地視察各公眾殮房的運作，以便瞭解辨認及發放遺體的程序及

 做法；  

- 約見與事故有關的人士，包括富山公眾殮房的職員及受影響的家

 屬；及  

- 徵詢有關政府部門及業內專家學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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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公眾殮房  
 

組織架構及人手編制  

 

2.1  衞生署轄下共有三間公眾殮房，包括域多利亞、富山及葵涌公眾殮

房，均隸屬於法醫科。另外，還有一所九龍公眾殮房，經已關閉，在緊急

情況下才會啓用。法醫科由一位法醫科主任顧問醫生統管，其下有三名分

區主管 (職級為法醫科顧問醫生或法醫科高級醫生 )，分別協助管理香港、九

龍及新界三個分區。各分區主管轄下則有三至五位法醫科高級醫生 /法醫科

醫生及一組包括殮房主任、殮房技術員和殮房服務員的工作人員。法醫科

的人手分佈圖見附錄 I。  

 

2.2  公眾殮房提供遺體收發、暫存和剖驗服務。接收的遺體都是需經死

因裁判官進行死因研究的，包括兇殺、刑事及死因可疑的個案。下列地點 /

情況發現的遺體，會運往公眾殮房：  

i)  事故現場 (如交通意外、災難、自殺、兇殺 )；  

i i)   送抵醫院急症室証實已死亡；  

i i i)  屍體發現 (如腐屍、浮屍、獨居長者病逝家中 )；及  

iv) 在羈留期間死亡。  

有別於醫院的殮房，公眾殮房接收的遺體大多死因不明。為確立死因，可

能有需要解剖遺體。而涉及刑事案件的遺體，有關資料 (例如解剖結果 )可能

需要作為呈堂証供。因此，公眾殮房必須妥善保存及處理遺體，責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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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時，域多利亞、富山、葵涌及九龍公眾殮房的冷藏室容量如下： 

 冷藏室的貯存格數  

 固定格

數  

後備格

數  

總格數  

域多利亞   60 14   74 

富山   168 30   198 

葵涌   220 --  220 

九龍   72 --  72 

總數   520 44  564 

 

如果貯存格不敷應用，殮房會動用後備貯存格。在季節性高峰期，當上述

域多利亞、富山及葵涌公眾殮房所有貯存格不敷應用，便會暫時啟用九龍

公眾殮房，應付急需 (有關數據見附錄 II)。  

 

2.4  法醫科及轄下各公眾殮房截至 2006 年 3 月 1 日的人手概況見附錄

III。  

 

富山公眾殮房  

 

2.5  富山公眾殮房於 1989 年啟用，設施包括接待處大堂、會面室、遺

體冷藏室、屍體剖驗室、辦公室、職員休息室、更衣室等。  

 

2.6  富山公眾殮房有 2 名殮房主任、1 名殮房技術員及 6 名殮房服務員，負

責接收遺體、安排市民辨認及領回親屬遺體。其中一位殮房主任是替假員工，

因應需要在其他公眾殮房上班。他們大部分都在現時職級工作達 1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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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殮房主任的工作主要是協助醫生管理公眾殮房的日常運作，監督下

級的工作，負責把工作記錄存檔，整理統計報告，協助完成驗屍報告及安

排遞送驗屍報告到相關單位，以及收集和安排遞送樣本到有關單位作特別

調查，編排殮房服務員的值班時間表，和答覆公眾查詢。  

 

2.8  殮房技術員的工作，主要是協助法醫科醫生進行較複雜及困難的解

剖工作，監督及訓練殮房服務員，和協助殮房主任編排殮房服務員的值班

時間表。  

 

2.9  殮房服務員負責接收、搬運及存放遺體，協助安排死者親屬辨認及

領回遺體。殮房服務員並需協助法醫科醫生，進行屍體剖驗和善後處理，

負責解剖室及殮房其他管制區內的保安和清潔，並需於當值期間巡查冷藏

室。  

 

2.10  富山公眾殮房二十四小時運作，每天不同時段的服務範圍如下： 

 

時段  時間  服務範圍  

上午  0900 – 1300 遺體接收、發放、辨認和剖驗  

下午  1300 – 1700 遺體接收、發放及派發「葬紙」  

辦公時間以外  

及公眾假期  

 

1700 – 0900 遺體接收及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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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段的人手安排如下：  

 

人  手  安  排  

上午  下午  辦公時間以外

及公眾假期  

 

MT MA MT MA MT MA 

星期一至五  1 5 1 2  1 

星期六  1 5  1  1 

週日及公眾假期   1  1  1 

(註 :  殮房技術員 (簡稱 MT)及殮房服務員 (簡稱 MA)) 

 

遺體接收、辨認及發放程序  

 

2.11  法醫科不時向員工發出指引，解釋工作程序及注意事項。 2005

年 7 月法醫科整理及檢討過去發出的指引，向每一名殮房工作員工發出《公

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內容包括殮房運作的一般指引、『在公眾殮房工作

的感染控制指引』及職安健指引。手冊中有關遺體接收、辨認及發放程序

見附錄 IV。其中第 1.3 章及第 1.6 章中提及的遺體認領牌及 FPS IV 表格已

被「領回遺體證明書」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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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錯誤發放遺體事件  
 

 

事件發展表  
 

3.1 富山公眾殮房錯誤發放遺體事件的事發經過，及委員會進行的

調查工作，表列如下：  

 

日期  事件  

2006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一 ) 

 

黃燕州先生遺體被送到富山公眾殮房，存放在

冷藏室 A 內的 A112 貯存格。  

2 月 14 日  

(星期二 ) 

 

黃燕州先生遺體被家屬確認身份。  

2 月 15 日  

(星期三 ) 

 

黃燕州先生遺體被解剖。  

2 月 16 日  

(星期四 ) 

黃放豪先生遺體被送到富山公眾殮房，隨即由

家屬確認身份，並獲豁免解剖。遺體身份確認

後，隨即存放在冷藏室 B 內的 B112 貯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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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3 月 4 日  

(星期六 ) 

黃燕州先生的家屬於早上到富山公眾殮房認領

遺體，負責的殮房服務員甲誤將存放在 B112

貯存格的遺體，發放給黃燕州先生的家屬，過

程涉及殮房服務員乙。遺體於同日被火化。  

涉事的殮房服務員甲和殮房服務員乙，於同日

晚上，發覺錯誤發放了 B112 貯存格的遺體，致

電有關殯儀服務業人士得知遺體已被火化。他

們並沒有即時向上級報告，並計劃將存放在

A112 貯存格的遺體，搬往 B112 貯存格，掩飾

過錯。  

 

3 月 5 日清晨  

(星期日 ) 

殮房服務員乙將存放在 A112 貯存格的遺體，搬

往 B112 貯存格，並將遺體上的識別「手帶」丟

掉。  

 

3 月 7 日  

(星期二 ) 

黃放豪先生的家屬早上往富山公眾殮房認領遺

體，發現遺體並非黃放豪先生。  

黃燕州先生的家屬被邀請到達富山公眾殮房協

助確認存放在 B112 貯存格的遺體的真正身

份，及後，確認該具遺體的身份是黃燕州先生。

衞生署署長十分關注此個案，下令即時展開調

查，並公布會委任一個獨立委員會，徹查事故

及檢討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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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3 月 8 日  

(星期三 ) 

衞生署公布成立由公眾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

員會調查上述事件，由尹志強先生  BBS, JP 任

召集人，成員包括邱可珍女士  MH，JP 及張玿

于女士。  

 

3 月 11 日  

(星期六 ) 

3 月 4 日被錯誤發放，並已火化的遺體骨灰樣

本，送交政府化驗所進行科學鑑證。  

 

3 月 12 日  

(星期日 ) 

黃燕州先生的家屬到富山公眾殮房領回黃燕州

先生遺體，並進行儀式及火化。  

 

3 月 13 日  

(星期一 ) 

9:15am – 11:15am 

尹志強先生回港後立即召開會議，訂下工作規

劃，並會晤主管法醫科的主任顧問醫生，了解

公眾殮房運作及事件經過，開始閱讀有關文件。

 

3 月 14 日  

(星期二 ) 

9:00am – 9:00pm 

委員會到富山公眾殮房調查 12 小時，包括視察

現場，與不同崗位的員工會面，包括涉事的兩

名殮房服務員。  

 

3 月 16 日  

(星期四 ) 

2:30pm – 5:00pm 

 

委員會分別與兩個受影響家庭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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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3 月 17 日  

(星期五 ) 

9:00am – 5:00pm 

委員會視察葵涌公眾殮房的運作，並再到富山

公眾殮房，繼續會晤員工了解運作；委員會與

醫院管理局代表會面，了解醫院殮房的運作。

3 月 20 日  

(星期一 ) 

9:30am – 4:30pm 

委員會與香港警務處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的代

表，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馬宣立副教授會

面。  

委員會視察九龍伊利沙伯醫院殮房，安靈堂和

死亡證件辦事處，及域多利亞公眾殮房。  

3 月 21 日  

(星期二 ) 

3:30pm – 4:30pm 

委員會視察九龍公眾殮房。  

 

開始撰寫報告。  

3 月 23 日  

(星期四 ) 

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  

 

 



11 

發放黃燕州先生及黃放豪先生遺體的經過  

 

調查發現  

 

3.2 委員會會晤涉事的殮房服務員及有關的家屬。現將他們提供的資料，

表列如下：  

 

A. 錯誤發放黃燕州先生遺體及掉包的經過  

 

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2006 年 3 月 4 日  

上午 9 時許  

2006 年 3 月 4 日  

上午 9 時許  

2006 年 3 月 4 日  

上午 9 時許  

(i) 辦理登

記手續  

殮房服務員甲在大

堂登記處，為黃燕

州先生遺體的認領

人辦理認領遺體手

續。  

 

同左  黃 燕 州 先 生 家 屬

(黃先生 A)在大堂

看見其委託的殯儀

人員 X 和殯儀人員

Y，殯儀人員 X 其

後沒有再出現，殯

儀人員 Y 帶領黃先

生 A 辦理認領遺體

手續。  

在大堂登記處，一

名殮房職員為黃先

生 A 辦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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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甲要求

該遺體認領人在登

記處登記，仍未辨

認遺體前，在「領

回遺體證明書」(樣

本見附錄 V)簽名。

該殮房職員要求黃

先生 A 在登記處登

記，仍未辨認遺體

前，在「領回遺體

證明書」上簽名。

 

殮房服務員甲要求

遺體認領人經大堂

出口前往後門，等

候認領遺體。  

 

約 3-4 分鐘後，殯

儀人員 Y 指示黃先

生 A 跟隨他從大堂

只限殮房職員使用

的入口，通過管制

區域辨認遺體。其

他家屬則經大堂出

口前往後門。  

(ii) 搬運  

遺體  

殮房服務員甲憑記

憶記下了黃燕州先

生遺體的貯存格編

號。  

[ 黃 燕 州 先 生 遺 體

的貯存格編號應為

A112 (代表冷藏室

A 的第 11 行第 2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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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甲引領

殮房服務員乙一起

進入冷藏室 B，搬

出存放在 B112 貯

存格  (代表冷藏室

B 的第 11 行第 2 格 ) 

的遺體。  

[B112 貯存格所存

放的遺體應屬於黃

放豪先生 ] 

殮房服務員乙獨自

將遺體推出冷藏室

B。  

殮房服務員乙記不

起有關遺體是由殮

房服務員甲自己取

出、或由他自己取

出、他覺得多數是

兩人一起搬出來。

殮房服務員甲將遺

體放在近後門附近

的走廊。  

 

(iii)  認領  

遺體  

 

殮房服務員甲從裝

備室換好防護衣回

來，看見一具遺體

放在走廊，殮房服

務員乙正站在遺體

旁邊，他的身旁有

一名男子，相信是

死者家屬，另外亦

有 兩 名 男 子 在 附

近，相信是殯儀人

員。  

殮房服務員乙其後

發覺入殮室外的走

廊有一具遺體沒有

屏風遮掩，他從入

殮室取出屏風，並

用 屍 單 將 遺 體 覆

蓋。  

 

殯儀人員 Y 帶領黃

先生 A 經過管制區

走廊前往近後門位

置，除了其「父親」

遺體外，旁邊最少

放著另一具遺體。

當時並沒有殮房職

員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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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甲當時

以為殮房服務員乙

已核對遺體「手帶」

( 影 印 樣 本 見 附 錄

VI)的資料。  

 

殮房服務員乙看不

見「屍體紙」 (樣本

見附錄 VII)。當他

正想打開屍袋的拉

鍊，查看「手帶」

時，看見有一名男

子從後門進來。  

 

  

殮房服務員甲和殮

房服務員乙先後詢

問該名在殮房服務

員乙身旁的男子，

死 者 是 否 他 的 親

人，他兩次都表示

確定。大家都沒有

提及死者的姓名。

確認遺體後，該男

子從後門離開。殯

儀人員將遺體推入

入殮室為遺體進行

殯殮工作。  

殮房服務員乙向該

男子查詢，該男子

好像表示他要認領

父親的遺體。殮房

服務員乙兩次詢問

該男子 :  “係唔係 ”，

對方回答 :  “係 ”。當

時殮房服務員甲已

經回來。他們都有

叫 該 男 子 辨 認 清

楚，但大家都沒有

提及死者的姓名。

殮房服務員乙看見

兩名穿著便服的男

子從後門進入，並

跟先前認領遺體的

男子傾談。殮房服

殯儀人員 Y 叫黃先

生 A 辨認遺體是否

其父親。黃先生 A

在辨認遺體時，只

看見遺體的臉容，

嘴巴是合上的。除

了頭，遺體的其餘

部 分 均 藏 在 屍 袋

內。黃先生 A 發覺

遺體面部有點腫及

較胖，與其父生前

容貌有異，惟因其

父是突然去世，為

確立死因，曾經解

剖，故此黃先生 A

不知道其父遺容是

否受到影響。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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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務員乙並沒有查詢

他們的身份。  

有懷疑，他就此事

多次詢問殯儀人員

Y。對方表示遺體

在冷藏了一段時期

後，容貌是會發生

變化的，並催促他

快 點 完 成 辨 認 程

序。在整個只有一

兩分鐘的辨認遺體

過程中，完全沒有

向黃先生 A 展示

「手帶」和「屍體

紙」以確認身份。

當時亦沒有殮房職

員在場。  

 

 

家屬領走遺體後，

殮房服務員甲和殮

房服務員乙各自繼

續其他工作。  

家屬領走遺體後，

殮房服務員乙繼續

其他工作。  

黃先生 A 前往後門

出口的位置與家人

會合，等待遺體入

殮及化妝後進行法

事。黃燕州先生的

前妻、幼子及親友

都覺得遺體面貌有

異，尤其是鼻樑高

低不同。但他們都

沒有辨認遺體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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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驗，又以為化妝後

會與生前面貌有分

別，而且遺體帽子

亦遮到眉間，棺木

襯裡又遮蓋兩耳，

只 露 出 小 部 份 臉

容，在哀痛中更無

可能想到殮房有機

會錯誤發放遺體。

 

2006 年 3 月 4 日  

晚上約 9 時  

2006 年 3 月 4 日  

晚上約 9 時  

殮房服務員乙發現

錯誤發放遺體，並

告 知 殮 房 服 務 員

甲。  

同左  

(iv) 發現錯

誤發放

遺體  

殮房服務員甲與殮

房服務員乙聯絡一

名殯儀人員，得悉

B112 的 遺 體 已 於

當天被火化。  

殮房服務員甲與殮

房服務員乙聯絡兩

名殯儀人員，得悉

B112 的遺體已於當

天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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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甲與殮

房服務員乙商量怎

樣善後。殮房服務

員乙表示會於第二

天 (即 3 月 5 日 )下

一更同事早上接更

前，將 A112 的屍

體「掉包」到 B112

的貯存格。  

 

同左  

 

 

2006 年 3 月 5 日  

上午約 8 時 30 分  

2006 年 3 月 5 日  

上午約 6 時半  

(v) 將遺體

掉包  

殮房服務員甲在冷

藏室 B 對面的入殮

室看見殮房服務員

乙站在一具遺體身

邊，當時遺體上沒

有「屍體咭」或「手

帶」。殮房服務員乙

叫殮房服務員甲離

開，殮房服務員乙

會獨自將遺體放入

B112。殮房服務員

甲於是離開。  

殮 房 服 務 員 乙 將

A112 的 遺 體 搬 到

B112 的貯存格。當

殮房服務員乙搬運

A112 的遺體時，看

見「手帶」上面有

黃燕州的名字，但

看 不 見 有 「 屍 體

紙」。殮房服務員乙

將 A112 遺體的「手

帶」剪掉，並丟棄

在入殮室的垃圾桶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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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甲  

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乙  

的版本  

黃燕州先生家屬  

的版本  

  2006 年 3 月 5 日上

午約 8 時殮房服務

員 甲 回 到 殮 房 大

堂，殮房服務員乙

告知已將遺體掉包

的事情。  

 

 

 

 

B. 黃放豪先生家屬認領遺體的經過  

 

事件  殮房服務員丙的版本  黃放豪先生家屬的版本  

2006 年 3 月 7 日  

上午約 11 時 15 分  

2006 年 3 月 7 日  

上午約 11 時許  

殮 房 服 務 員 丙 在 大 堂 登 記

處，為黃放豪先生遺體的認領

人辦理認領遺體手續。  

 

黃放豪先生的家屬 (黃先生 B)

在大堂辦理認領遺體手續。  

(i) 辦理登

記手續  

殮房服務員丙要求該遺體認

領人在登記處登記，仍未辨認

遺體前在「領回遺體證明書」

上簽名。  

 

登記處的殮房職員要求黃先

生 B 在登記處登記，仍未辨認

遺體前，已在「領回遺體證明

書」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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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丙的版本  黃放豪先生家屬的版本  

 殮房服務員丙要求遺體認領

人經大堂出口前往後門，等候

認領遺體。  

 

殮房職員指示黃先生 B 及家

屬經大堂出口前往後門等候

辨認遺體。  

殮房服務員丙帶着領回遺體

證明書，前往冷藏室 B，取出

存放在 B112 貯存格的遺體，

他 看 見 屍 袋 上 沒 有 「 屍 體

紙」，便打開屍袋拉鍊，卻發

現遺體上也沒有「手帶」。  

 

黃先生 B 和家屬在後門位置

等候，當時後門是打開的，不

時看見有人進出。   

(ii) 搬 運 遺

體  

雖然遺體同時沒有「屍體紙」

和「手帶」的情況非常罕見，

殮房服務員丙仍繼續將遺體

以屍布覆蓋後，推出走廊，讓

黃放豪先生的家屬辨認。  

黃先生 B 看見他所委託的殯

儀人員將棺木從後門運入殮

房，然後叫他從後門進入殮房

辨認遺體。黃先生看見一具遺

體及一副棺木放在走廊，在場

有殯儀人員，但沒有任何殮房

職員出現。  

 

(iii) 認領  

遺體  

 

 

 

 

遺體認領人指出，黃放豪先生

是沒有牙齒的，而該遺體則有

牙齒，因此認為該遺體並非是

黃放豪先生。  

黃先生 B 一眼認出該遺體並非

黃放豪先生，因為遺體面部長

有鬚和鬚根，另外嘴唇微張，

露出門牙，而黃放豪先生是沒

有門牙的。他向殯儀人員表示

該遺體並非黃放豪先生，殯儀

人員叫他出去外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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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殮房服務員丙的版本  黃放豪先生家屬的版本  

其後，殮房服務員丙要求認領

人找多兩名家屬一起辨認，但

他們都認為該遺體並非黃放

豪先生。  

相隔 5-10 分鐘，殯儀人員再

通 知 黃 先 生 B 入 去 認 領 遺

體，所見的遺體仍然是先前的

遺體，但屍袋的拉鍊打開了多

些，可以看到遺體胸部有手術

縫合處。黃先生 B 並沒有看見

「手帶」和「屍體紙」。黃先

生 B 再次表示該遺體並非他

的父親。當時沒有殮房職員在

場。  

 

在殯儀人員要求下，黃先生 B

與其他家屬一同辨認。但大家

都一致認為該具遺體不是黃

放豪先生，因為黃放豪先生是

豁免解剖的，而該遺體身上則

有明顯被解剖的痕跡。  

 

殯儀人員通知家屬在後門等

候，他們會繼續尋找。後來，

殯儀人員通知家屬去吃午飯。

 

 

 

 

 

殮房服務員丙請黃放豪先生

的家屬到後門外等候，然後通

知殮房技術員有關事宜，並通

知其他殮房服務員協助覆核

富山公眾殮房內所有冷藏室

的遺體，但並無發現黃放豪先

生的遺體。  

約下午 2 時多，黃先生 B 獲殮

房通知，黃放豪先生的遺體較

早前已被另一家人認領和火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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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A. 錯誤發放黃燕州先生遺體及掉包的經過  

 

3.3 兩名殮房服務員及黃燕州先生的家屬所提供的資料存在不同之處。就

辦理登記手續及認領遺體兩個環節，委員會認為家屬的版本較為可信。  

 

3.4 委員會詳細研究各人提供的資料，發現雖然有不脗合的地方，但都顯

示兩名殮房服務員甲及乙都犯了極為嚴重的過失，包括：  

 

(i) 在家屬未辨認遺體的身份前，殮房服務員甲沒有依循管方的指

示，要求家屬在「領回遺體證明書」上簽署，確認領回的遺體

是黃燕州先生；  

 

(i i) 殮房服務員甲弄錯冷藏室，本應取出冷藏室 A 內 A112 貯存格

的遺體，卻誤取冷藏室 B 內 B112 貯存格的遺體。在遺體取出

之後，並沒有依循《公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的程序核對「手

帶」及「屍體紙」的資料，確定遺體的身份；  

 

(iii) 該兩名殮房服務員在當天晚上發現出錯之後，並沒有立即向上

司報告，而是想辦法掩飾過錯；  

 

(iv) 殮房服務員乙不單將遺體由 A112 貯存格搬往 B112 貯存格，

更蓄意將遺體上用以辨別死者身份的「手帶」剪去及丟掉；  

 

(v) 根據家屬提供的資料，在他們辨認遺體時，只有殯儀人員在

場，反映出殮房服務員甲及乙將遺體從冷藏室取出放在走廊

後，沒有依循管方的指示與家屬跟進核對身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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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有關的殮房服務員都是資深的員工，在現職位工作多年，但他

們沒有依循《公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及管方的指引辦事，以

致錯誤發放遺體。委員會認為殮房服務員甲、乙兩人極嚴重失

職。而更不能接受，需要譴責的是，他們發覺犯錯後，竟將遺

體掉包，丟棄「手帶」，蓄意隱瞞及掩飾過錯，造成第二個家

庭受害，屬極度嚴重失職。兩人要為這次事故負上絶大部分的

責任。  

 

B. 黃放豪先生家屬認領遺體的經過  

 

3.5 殮房服務員丙及黃放豪先生的家屬所提供的資料存在不同之處。就辦

理登記手續及認領遺體兩個環節，委員會認為家屬的版本較為可信。  

 

3.6 委員會詳細研究他們提供的資料，發現雖然有不脗合的地方，但都顯

示出殮房服務員丙在發放遺體的過程中有失誤：  

 

(i) 在家屬未辨認遺體的身份前，殮房服務員丙沒有依循管方的指

示，要求家屬在「領回遺體證明書」上簽署，確認領回黃放豪

先生的遺體。  

(i i) 黃放豪先生的家屬表示，在他們多次辨認遺體的過程中，沒有

殮房職員在場，只有殯儀業人士在場，反映出殮房服務員丙有

可能失職，將遺體從冷藏室取出放在走廊後，並沒有再依偱管

方的指示與家屬跟進核對身份；及  

(iii) 委員會認為，當殮房服務員丙發覺遺體並無任何身份識認標記，

無法依據《公眾殮房職工工作手冊》去核對「手帶」和「屍體紙」

以確認遺體的身份時，他絕不應要求家屬辦認遺體，因為家屬，

或出於恐懼、或在憂傷的困擾下，未必能夠仔細辨認遺體的身份，

若因此而誤領遺體，後果非常嚴重。因此，委員會認為殮房服務

員丙沒有謹慎依循指引執行辨認遺體的程序，是嚴重失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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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的身份  
 

調查發現  

 

3.7 關於事件中涉及的兩具遺體的身份，委員會的調查發現如下：  

 

A. 黃燕州先生的遺體  

 

3.8 衞生署於 3 月 7 日下午邀請黃燕州先生的家屬，協助確認當天早上

黃放豪先生家屬認領遺體時，從 B112 貯存格取出的一具沒有「手帶」及「屍

體紙」的遺體。黃燕州先生的家屬，確認該具遺體的身份是黃燕州先生。

黃燕州先生的家屬稍後於 3 月 12 日領回遺體，舉行殯殮儀式及火化。  

 

B. 黃放豪先生的遺體  

 

3.9 於 3 月 7 日錯誤發放給黃燕州先生家屬的遺體已於當日火化。死者骨

灰樣本於本報告截稿時，仍在政府化驗所進行科學鑑證，有待化驗結果。  

 

3.10 就 3 月 4 日火化了的遺體，黃燕州先生的家屬提供以下的資料：  

 (i) 委員會向負責認領黃燕州先生遺體的家屬 (長子 )展示黃放豪

先生生前的照片和送入殮房時拍下的遺容合共 4 張照片，黃

燕州先生的長子立即毫不猶疑，肯定於 3 月 4 日所認領的遺

體就是黃放豪先生；委員會反覆詢問，都是十分肯定。黃燕

州先生的前妻在 3 月 4 日亦有出席喪禮，她及長子都十分肯

定當時所見化妝後的遺體，就是黃放豪先生；  

(i i) 黃燕州先生家屬領取遺體時發現左眼尾下有黃豆大小的老人

斑，當時黃燕州先生前妻亦覺得奇怪為何人死後會長出斑。其

後，黃放豪先生的家屬証實，黃放豪先生有老人斑。黃放豪先

生剛送進殮房時拍的照片，亦顯示在該位置確有老人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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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3 月 4 日，黃燕州先生家屬認領遺體後，委託殯儀人員進行入

殮儀式和喃嘸佬做法事，並按傳統習俗採用適用於 60 歲以上

先人的儀式，包括以紅色襯裡長壽棺木為遺體入殮，穿上壽

衣、戴上禮帽和穿鞋、手持摺扇，以及蓋上子孫被等，口含金

珠銀珠等。當日亦有多名親友出席遺體的入殮儀式和上香拜

祭。  

 

3.11 黃放豪先生的家屬向委員會表示，黃放豪先生是沒有門牙的，但仍有

數隻真牙，而他的假牙並不在遺體身上。  

 

分析  

 
3.12 委員會只能根據家屬提供的資料和環境証據，作出推斷。委員會認為

下列資料顯示已被火化的遺體，極大可能是黃放豪先生的遺體：  

 

(i) 黃燕州先生長子在看過黃放豪先生生前的照片及送入殮房時所

拍的遺容 4 張照片後，表示 3 月 4 日他所領取的遺體就是黃放

豪先生，當時他亳不猶疑，語氣十分肯定。黃燕州先生前妻，

亦肯定所見化妝後的遺體是黃放豪先生；  

 

(i i) 涉事兩個殮房服務員親口承認在 3 月 4 日早上從 B112 貯存格

取出遺體，發放給黃燕州先生的家屬；而 B112 貯存格當時應

該是存放了黃放豪先生的遺體；及  

 

(iii) 殮房服務員乙親口承認在 3 月 5 日早上親手將存放在 A112 貯

存格的遺體搬去 B112 貯存格，而他在搬運 A112 貯存格的遺體

時，看見「手帶」上面有黃燕州的名字，其後他將 A112 貯存

格遺體的「手帶」剪掉及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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殮房運作  

 
3.13  上述事件亦反映出殮房在人手，管理及運作方面存在問題：  

 

A. 殮房服務員職級  

 
3.14 殮房服務員目前的入職學歷要求不高，能閱讀和書寫中文，及簡單的

英文便可。現有員工的學歷，一般是中學甚至小學程度。透過內部招聘，他

們可以投考殮房技術員。但按編制，法醫科只有三個殮房技術員職位，須待

現職人員退休或離職，才會有空缺出現，晉升機會並不吸引。至於培訓方面，

殮房服務員在入職後，由殮房內較資深的員工傳授經驗，缺乏有系統的專業

訓練，而本地亦沒有其他途徑，提供進修機會。今次錯誤發放遺體事件，令

該職級的形象低落，對其他盡忠職守的員工，並不公平。如果職級的待遇、

培訓及職業發展方面沒有改善，很難吸引質素較高的新人入行。  

 

B. 人手編制  

 

3.15 富山公眾殮房有 6 名殮房服務員，但每一天早上的實際工作人數最多

只有 5 名，因為前一天當值 24 小時的殮房服務員要放補假。殮房服務員積

存的假期及補假，很多都已接近上限，若果管方未能安排放假，當他們的

假期累積到達上限後，便不可以再累積假期或獲得任何補償，蒙受損失。

因此，很多時除了須補假的員工外，亦有其他員工放假，人手便更緊張。3

月 4 日當天早上，由於有其他員工放假，因此只有 4 名殮房服務員當值，

其中兩名與殮房技術員在解剖室工作，另外兩名則負責協助辨認及發放遺

體的工作。   

 

3.16  由於人手不足，登記處並沒有專責的職員當值。當有家屬前來辦理認

領遺體的手續時，大堂的工人便會通知當值的殮房服務員，由工作區走出

大堂接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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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員工管理  

 

3.17 法醫科醫生並不是長駐殮房，除負責公眾殮房的工作外，亦需兼顧位

於警察部的分區辦公室，提供臨床法醫及諮詢服務，更不時需要出席法庭

聆訊，提供專業及專家証供。  

 

3.18 殮房主任負責協助醫生管理基層員工，委員會認為他們應該加強監督

基層員工，但他們表示絕大部分時間都要處理文書工作及答覆巿民電話查

詢。  

 

3.19 殮房技術員為殮房服務員提供在職訓練，並協助監察他們的表現。殮

房技術員表示感到有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是殮房服務員的表現評核報告，

並不是由殮房技術員撰寫的。現有殮房技術員年資雖長，學歷亦只是小學

程度，亦無接受管理培訓。  

 

3.20 根據現時的人手安排，在下午 5 時至翌日上午 9 時期間，整所殮房只

有一名殮房服務員當值，兼顧收取、發放遺體及巡查冷藏室等整個殮房的

工作，缺乏監管領導與支援，如有意外、事故或破壞，容易造成嚴重問題。 

 

D. 工作手冊  

 

3.21 2005 年 7 月署方整理及檢討以往發出的指引，制訂《公眾殮房職工

工作手冊》，詳細及有系統地列出殮房工作的程序及注意事項。當手冊推出

時，每名員工獲發一本，管方並舉行簡介會，但並沒有向員工詳細解釋手

冊的每一條文。委員會與多位員工會晤時得悉，員工大都沒有仔細閱讀該

手冊，亦不覺得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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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貯存格的編號系統  

 

3.22 貯存格的編號系統是由一個英文字母及三個數目字組成。第一個英文

字母代表冷藏室編號，後面的三個數目字代表行號及列號，因此，後面的

三個數目字會重覆。今次事件涉及的貯存格是 A112 及 B112，分別位於同

一走廊同一面牆並排的「冷藏室 A」及「冷藏室 B」。  

 

F. 閉路電視系統  

 

3.23 如同另外兩間公眾殮房，富山公眾殮房的冷藏室於 2006 年 1 月下旬

已安裝了閉路電視系統。但由於電力公司於 2006 年 2 月 18 日例行檢查，

發生停電，閉路電視系統須於停電後，重新設定。可是直到事發後翻查錄

影帶，才發覺閉路電視系統於 2006 年 2 月 18 日已停止運作。管理閉路電

視系統的人員，顯然未能有效監察，確保正常運作。  

 

3.24 委員會視察葵涌及域多利亞公眾殮房，得悉該兩間殮房已有監察閉路

電視系統的正常運作。  

 

G. 通道及出口的控制  

 

3.25 委員會獲悉基層員工目前難以禁止殯儀公司職員或代理在大堂向家

屬推銷殯儀服務；亦難以防止殯儀人員進入管制區域；甚至擅闖後，也難

以制止。鑒於過往有關公眾殮房所見意圖控制殯儀服務利益的衝突事件，

要改善情況實需要多方面配合。  

 

3.26 在此次事件中，便有殯儀人員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由大堂進入管制

區域，而殮房的後門當時亦沒有上鎖，外人可輕易出入。為了殮房保安及

感染控制的理由，殮房必須改善通道及出入口的監控，防止外人擅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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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將遺體轉往其他公眾殮房   

 

3.27 委員會發現，當一間公眾殮房沒有空餘的貯存格時，便會將部分已接

收的遺體運往其他公眾殮房，以便騰出貯存格接收新的遺體。委員會認為

這種做法，既浪費額外資源在運送上，又增加出錯風險。運送途中，更可

能發生意外。而亦可能引起家屬安排殯儀事宜諸多不便。  

 

I. 記錄的更新及修訂  

 

3.28 公眾殮房紀錄冊的資料包括負責員工的名字，現時的做法是由員工在

該欄蓋印。根據紀錄冊的記錄， 3 月 4 日在登記處為黃燕州的家屬辦理認

領遺體手續的是殮房服務員乙。但根據殮房服務員甲及殮房服務員乙提供

的資料，以及有關家屬的描述，當日協助家屬辦理認領遺體手續的是殮房

服務員甲，反映「蓋印」的做法脫離實際工作情況，易有漏弊。  

 

3.29 在接收遺體時，死者資料未必齊全或全部準確 (部份遺體不能辨認或

無身份資料 )。但公眾殮房紀錄冊只記錄接收時負責填寫資料的員工名稱，

其後的更新及修訂並不需要員工在旁加簽及填上日期和時間，因此，不能

從紀錄冊追尋資料更新的過程及經手人。  

 

J. 喪親輔導服務  

 

3.30 委員會得悉，殯儀人員在辨認遺體時，有些家屬由於情緒不穩或驚

懼，不會仔細看清楚遺體臉容及核對「手帶」和「屍體紙」的資料。殮房

的醫生在執行職務時，亦會體恤他們的心情，如有需要，給予輔導。另一

方面，在家屬取得「領回遺體證明書」後，很快便會被其委託的殯儀人士

取去，因此沒有機會細閱證明書上的認領手續。很多家庭在這一方面都沒

有經驗，需要協助。如果即場有志願機構提供輔導服務，將可紓緩喪親家

屬起伏的情緒，讓他們能更安心地面對辨認親人遺體的過程，並協助他們

獲得適當支援，解決喪失親人引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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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舉行簡單殯殮儀式的場地設施   

 

3.31 委員會實地調查發現，常見有家屬由於種種原因，例如葬儀時間緊

逼，或送別親友不多，或經濟上未能負擔在殯儀館舉行儀式，需為先人在

公眾殮房進行簡單告別遺體儀式方送火葬場或墳場，現時只能在殮房後門

附近狹窄的行人路上舉行。但後門是接收及發放遺體的唯一出入口，附近

經常有黑箱車及靈車停泊，並有其他遺體及棺木出入。該段行人路絶對不

是適當的場地，公眾殮房範圍亦缺乏合適的場地設施，讓家屬可以較得體

地舉行告別遺體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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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結論及建議  

 

結論  

 

4.1 今 次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錯 誤 發 放 遺 體 事 件，令 有 關 家 屬 除 了 喪 親 之 痛 外 ，

還 因 為 事 件 擾 攘 多 時，承 受 不 必 要 的 擔 憂 和 疑 慮，感 到 虧 負 和 委 屈 了 先 人 。

黃 燕 州 先 生 於 3 月 12 日 出 殯 時，很 多 曾 出 席 3 月 4 日 喪 禮 的 親 友 未 能 出 席。

黃 放 豪 先 生 的 家 人 至 今 仍 未 為 先 人 舉 行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 家 屬 的 震 驚 、 憤 怒

和 悲 痛 ， 是 絕 對 可 以 理 解 的 。 此 外 ， 有 關 家 屬 額 外 用 了 不 少 時 間 、 心 力 和

金 錢 去 處 理 及 跟 進 事 件，加 上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事 情 發 展，公 眾 關 注 的 情 況 下 ，

家 屬 實 在 難 以 平 復 哀 傷 的 心 情 。 事 故 令 兩 個 家 庭 寢 食 難 安 ， 委 員 會 對 此 極

為 痛 心 。  

  

4.2 傳 媒 對 今 次 事 件 的 廣 泛 報 導 和 跟 進，反 映 事 件 令 社 會 大 眾 震 驚，亦 令

市 民 對 於 公 眾 殮 房 服 務 的 水 平 感 到 擔 心 和 疑 惑 。 事 實 上 ， 死 亡 是 生 命 無 可

避 免 的 一 部 份，如 因 事 故、意 外、猝 死、兇 殺、自 殺 等 情 況 必 須 研 明 死 因 ，

無 論 任 何 階 層 都 一 樣 無 可 選 擇 ， 須 由 公 眾 殮 房 提 供 服 務 。 因 此 ，衞生 署 法

醫 科 屬 下 的 公 眾 殮 房 及 其 提 供 的 法 醫 服 務 ， 是 構 成 社 會 不 可 或 缺 ， 不 容 有

失 的 重 要 環 節 ， 也 是 有 關 市 民 生 命 旅 程 的 最 後 把 關 者 ， 其 服 務 質 素 好 壞 ，

直 接 且 嚴 重 影 響 亡 者 是 否 能 得 到 其 最 終 的 公 道 和 尊 嚴 ， 猝 然 喪 親 者 是 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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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安 然 平 復 悲 痛 。 然 而 由 於 社 會 文 化 對 死 亡 的 忌 諱 ， 加 建 或 擴 建 公 眾 殮 房

的 計 劃，一 直 因 地 區 反 對 或 各 種 原 因 未 能 實 行；有 關 公 眾 殮 房 運 作 的 需 要 ，

亦 長 期 備 受 忽 略 。 對 在 此 厭 惡 性 崗 位 上 ， 雖 資 源 緊 絀 ， 仍 盡 忠 職 守 服 務 市

民 的 員 工 ， 社 會 應 予 以 認 同 ， 肯 定 和 尊 重 。 對 此 不 可 或 缺 的 服 務 單 位 ， 社

會 應 給 予 充 足 的 資 源，使 其 運 作 及 服 務 可 符 合 市 民 期 望。現 有 的 公 眾 殮 房 ，

除 新 落 成 的 葵 涌 公 眾 殮 房 可 貼 近 市 民 要 求 ， 域 多 利 亞 公 眾 殮 房 、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都 已 興 建 多 年 ， 貯 存 及 處 理 遺 體 的 能 力 ， 實 在 難 以 負 荷 社 會 人 口 增 加

及 老 化 趨 勢 的 需 求 ； 接 待 家 屬 的 設 施 配 套 ， 亦 難 以 符 合 市 民 的 期 望 。 另 一

方 面 ， 輪 候 火 葬 需 時 ， 亦 對 公 眾 殮 房 構 成 壓 力 。 老 舊 的 建 築 設 計 ， 難 以 嚴

格 劃 分 工 作 區 與 公 眾 使 用 區 ， 既 難 保 障 員 工 的 職 業 安 全 ， 亦 增 加 社 區 感 染

的 風 險 。 額 外 增 撥 資 源 解 決 問 題 ， 已 是 刻 不 容 緩 的 事 。  

  

4.3 就 今 次 事 件 調 查 所 得，委 員 會 認 為 衞 生 署 法 醫 科 已 就 接 收、辨 別 及 發

放 遺 體 的 程 序 ， 制 訂 清 晰 的 指 引 。 根 據 有 關 的 殮 房 服 務 員 及 家 屬 提 供 的 資

料 與 及 相 關 記 錄，委 員 會 分 析 後，認 為 2006 年 3 月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錯 誤 發 放

遺 體 的 事 件 ， 主 因 應 該 是 人 為 錯 誤 。 2006 年 3 月 4 日 殮 房 服 務 員 甲 及 殮 房

服 務 員 乙 ， 並 沒 有 依 循 工 作 指 引 ， 辨 認 及 發 放 黃 燕 州 先 生 的 遺 體 ， 因 而 導

致 今 次 不 幸 事 件 。 而 在 發 現 出 錯 之 後 ， 殮 房 服 務 員 甲 及 殮 房 服 務 員 乙 沒 有

即 時 向 上 司 報 告 ， 更 計 劃 掉 包 ， 意 圖 掩 飾 過 錯 。 於 掉 包 過 程 中 ， 殮 房 服 務

員 乙 更 蓄 意 剪 去 及 丟 棄 遺 體 的「 手 帶 」。委 員 會 認 為 殮 房 服 務 員 甲 及 殮 房 服

務 員 乙 極 度 嚴 重 失 職 ， 兩 人 要 為 這 次 事 故 負 上 絶 大 部 份 的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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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殮 房 服 務 員 丙 在 發 放 B112 貯 存 格 的 遺 體 時 ， 發 覺 遺 體 沒 有 任 何 識 認

身 份 標 記 ， 完 全 不 符 合 《 公 眾 殮 房 職 工 工 作 手 冊 》 中 的 關 鍵 要 求 ， 但 仍 要

求 家 屬 辨 認 遺 體 ， 可 能 導 致 錯 誤 發 放 遺 體 。 委 員 會 認 為 他 嚴 重 失 職 。  

 

4.5 於 3 月 4 日 錯 誤 發 放 給 黃 燕 州 先 生 家 屬 的 遺 體 已 被 火 化。骨 灰 樣 本 已

被 送 去 科 學 鑑 証 ， 現 正 等 待 化 驗 結 果 。 委 員 會 根 據 家 屬 提 供 的 資 料 和 環 境

証 據 推 斷 ， 有 理 由 相 信 已 被 火 化 的 遺 體 極 大 可 能 是 黃 放 豪 先 生 。  

 

4.6 委 員 會 得 悉衞生 署 在 事 發 後 已 立 即 採 取 一 系 列 措 施，要 求 各 公 眾 殮 房

加 強 核 實 死 者 身 份 的 程 序 。 至 於 涉 嫌 犯 錯 的 員 工 ， 亦 被 調 往 不 需 擔 任 獨 立

工 作 的 崗 位 。 署 方 即 時 採 取 的 改 善 措 施 包 括 ：  

 

A. 嚴格遵守工作指引  

 

4.7 法 醫 科 主 任 顧 問 醫 生 已 即 時 巡 查 各 公 眾 殮 房，並 召 開 員 工 大 會，及 發

出 內 部 通 告 ， 再 三 提 醒 員 工 必 須 遵 守 工 作 手 冊 內 的 指 引 及 程 序 ， 處 理 遺 體

接 收 、 辨 認 及 發 放 事 宜 ， 小 心 核 對 遺 體 的 資 料 。 此 外 ， 並 提 醒 員 工 如 有 特

別 事 故 ， 必 須 即 時 記 錄 在 事 故 記 錄 簿 及 向 主 管 報 告 。  

 

B. 加強核實身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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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所 有 公 眾 殮 房 已 即 時 加 強 核 實 死 者 身 份 的 程 序，因 應 人 手，安 排 殮 房

主 任 /文 書 人 員 在 登 記 處 當 值 。 而 殮 房 服 務 員 在 取 出 遺 體 後 ， 必 須 詳 細 核 對

「 領 回 遺 體 證 明 書 」，「 手 帶 」 及 「 屍 體 紙 」 上 的 資 料 ， 再 由 殮 房 技 術 員 或

另 一 位 殮 房 服 務 員 詳 加 覆 核 ， 然 後 才 讓 家 屬 進 行 辨 認 。 署 方 已 提 醒 殮 房 服

務 員 必 須 向 家 屬 展 示「 手 帶 」及「 屍 體 紙 」， 在 家 屬 確 認 遺 體 與 死 者 的 身 份

相 符 後 ， 才 可 請 家 屬 簽 署 「 領 回 遺 體 證 明 書 」。  

 

4.9 在 加 強 監 察 方 面，每 間 公 眾 殮 房 的 醫 生 必 須 每 日 抽 樣 檢 查，核 對 遺 體

與 貯 存 格 的 資 料 是 否 正 確 ， 並 將 抽 查 的 結 果 記 錄 在 案 。  

 

C. 向家屬解釋有關程序  

 

4.10 在 家 屬 第 一 次 辨 認 遺 體 時，負 責 醫 生 會 向 家 屬 詳 細 解 釋 將 來 認 領 遺 體

的 程 序 及 辨 認 遺 體 時 所 需 注 意 的 事 項，包 括 核 對「 手 帶 」、「 屍 體 紙 」及「 領

回 遺 體 證 明 書 」 上 的 資 料 。  

 

D. 加強對閉路電視系統的監察  

 

4.11 由 分 區 主 管 指 定 的 醫 生 或 醫 務 化 驗 師 必 須 定 期 每 星 期 一 次 查 看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內 儲 存 的 資 料。另 外，指 定 的 醫 生 /醫 務 化 驗 師 /殮 房 主 任 必 須 在 每

一 個 工 作 天 檢 查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是 否 正 常 運 作 。 所 有 檢 查 必 須 作 出 記 錄 ， 如

發 現 有 任 何 異 常 ， 必 須 立 即 向 分 區 主 管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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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強殮房門戶保安  

 

4.12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視 察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時，指 出 後 門 的 保 安 問 題。第 二 次 視

察 時 ， 委 員 會 注 意 到 ， 署 方 已 重 開 位 於 後 門 出 口 附 近 的 接 待 處 ， 並 派 職 員

當 值 ， 情 況 明 顯 改 善 。 另 外 ， 在 後 門 亦 加 裝 一 把 門 鎖 ， 並 要 求 員 工 確 保 後

門 必 須 鎖 上 ， 以 防 止 外 人 在 未 經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擅 自 進 入 管 制 範 圍 。   

 

委員會的建議  

 

4.13 為 防 止 不 幸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 委 員 會 建 議衞生 署 採 取 下 列 改 善 措 施 ：  

 

A. 短期措施  

 

(i) 人 手 編 制 、 員 工 培 訓 及 管 理  

 

(a)  加 設 文 員 職 位 ， 專 責 處 理 登 記 處 的 工 作  

 

4.14 委 員 會 認 為 現 時 由 殮 房 服 務 員 兼 顧 登 記 處 的 情 況，絕 不 適 當。委 員 會

建 議 應 增 設 一 個 文 員 職 位 ， 專 責 在 登 記 處 替 家 屬 辦 理 接 收 、 辨 認 及 發 放 遺

體 等 文 書 手 續 ， 及 答 覆 有 關 查 詢 ； 而 殮 房 服 務 員 則 專 注 在 感 染 控 制 區 內 處

理 遺 體 的 工 作。這 個 安 排，有 助 確 保 家 屬 是 在 核 實 遺 體 的 身 份 後，才 在「 領



35 

回 遺 體 證 明 書 」 上 簽 署 。 殮 房 服 務 員 亦 不 用 經 常 匆 忙 來 往 大 堂 及 感 染 區 ，

並 要 多 番 穿 著 及 除 下 、 丟 棄 防 護 衣 物 ， 耗 費 工 作 時 間 及 物 資 ， 同 時 亦 可 減

少 傳 播 感 染 的 機 會 ， 對 感 染 控 制 工 作 至 為 關 鍵 。  

 

(b) 加 強 中 層 管 理  

 

4.15 委 員 會 認 為 殮 房 主 任 及 殮 房 技 術 員 應 有 明 確 意 識，加 強 對 殮 房 服 務 員

的 管 理，監 察 他 們 的 工 作 表 現，如 有 不 當 的 行 為，應 即 時 加 以 糾 正 及 輔 導 。

在 有 需 要 時 ， 更 應 向 上 司 即 時 反 映 。 就 監 管 角 色 ， 委 員 會 認 為 殮 房 主 任 應

主 力 協 助 監 察 屬 下 各 級 員 工 整 體 表 現 ， 而 殮 房 技 術 員 則 專 注 監 控 員 工 技 術

水 平 。 委 員 會 相 信 建 議 新 增 的 文 員 職 位 ， 能 分 擔 殮 房 主 任 部 分 文 書 工 作 ，

使 殮 房 主 任 有 更 多 的 空 間 妥 善 管 理 基 層 員 工 。 委 員 會 並 建 議 須 提 供 有 關 管

理 培 訓 ， 以 期 能 嚴 格 要 求 、 考 核 他 們 管 理 基 層 員 工 的 表 現 。  

 

(c) 檢 討 員 工 值 班 時 間 表  

 

4.16 委 員 會 建 議 署 方 檢 討 殮 房 員 工 值 班 時 間 表，確 保 人 手 安 排 可 針 對 不 同

時 段 的 需 求 ， 但 同 時 亦 要 兼 顧 員 工 放 假 的 勞 工 權 益 與 需 要 ， 以 減 輕 累 積 假

期 及 補 假 的「 負 債 」。委 員 會 尤 其 關 注 下 午 5 時 至 翌 晨 9 時 期 間，只 得 一 名

基 層 員 工 當 值 ， 缺 乏 支 援 及 監 管 ； 若 同 一 時 間 需 要 接 收 多 具 遺 體 ， 錯 誤 風

險 便 會 增 加 。  

 

(d) 加 強 員 工 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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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署 方 應 該 加 強 基 層 員 工 的 在 職 訓 練，署 方 發 出 通 告 和 指 引 的 同 時，應

安 排 簡 介 會 或 有 效 的 說 明 活 動 ， 以 加 深 員 工 對 各 項 措 施 及 程 序 的 理 解 。 對

教 育 水 平 較 低 的 基 層 員 工 ， 署 方 可 以 考 慮 用 演 示 軟 件 及 錄 影 帶 等 作 為 輔 助

教 材 。  

 

4.18 殮 房 電 腦 化 計 劃 將 逐 步 推 行 至 富 山 及 域 多 利 亞 公 眾 殮 房。署 方 應 在 實

行 前，為 員 工 加 強 訓 練 及 實 習，使 他 們 及 早 適 應 新 的 做 法，並 有 適 當 檢 測 ，

確 保 員 工 確 實 掌 握 所 需 技 巧 ， 減 少 出 錯 的 機 會 。  

 

(e) 加 強 內 部 審 核  

 

4.19 署 方 的 內 部 審 計 小 組 應 經 常 突 擊 檢 查，以 確 保 殮 房 員 工 遵 守 有 關 的 工

作 指 引 。 並 透 過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監 察 殮 房 運 作 。 署 方 並 應 定 期 檢 討 殮 房 的

人 手 編 制 及 設 施 ， 以 確 保 殮 房 服 務 有 充 足 資 源 符 合 社 會 需 求 。  

 

(ii) 設 施 及 服 務  

 

(a) 改 革 貯 存 格 的 編 號 系 統  

 

4.20 委 員 會 建 議 改 革 貯 存 格 的 編 號 系 統，確 保 所 有 冷 藏 室 的 三 位 數 編 號 ，

數 目 字 絕 不 重 覆 （ 如 A 室 為 A001-A032, B 室 為 B033-B066）。 另 外 ，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每 一 間 冷 藏 室 門 外 、 房 內 地 面 或 牆 壁 加 上 不 同 顏 色 識 別 ， 減 少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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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冷 藏 室 的 機 會 。 另 外 ， 貯 存 格 記 錄 膠 片 上 的 標 貼 ， 亦 應 用 相 應 的 不 同 顏

色 ， 代 表 不 同 冷 藏 室 。  

 

(b) 防 止 未 經 授 權 人 士 進 入 殮 房 管 制 範 圍  

 

4.21 委 員 會 認 為 必 須 加 強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的 保 安，特 別 是 由 受 管 制 區 域 的 冷

藏 室 走 廊 ， 通 往 大 堂 的 門 戶 ， 以 及 收 發 、 領 取 遺 體 的 後 門 ， 以 防 止 擅 闖 、

破 壞 及 減 少 感 染 與 傳 播 病 毒 的 機 會 。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入 殮 室 向 室 外 的 牆 壁 ，

加 設 一 個 出 口 通 往 室 外 ， 遺 體 認 領 人 及 殯 儀 人 士 可 由 新 增 的 入 口 進 出 ， 方

便 殯 儀 人 士 出 入 處 理 遺 體 入 殮 工 作 。 原 先 殮 房 服 務 員 、 殯 儀 人 士 、 家 屬 共

用 的 的 後 門 ， 則 只 限 殮 房 員 工 使 用 。 殮 房 服 務 員 將 遺 體 運 送 至 入 殮 室 後 ，

則 家 屬 及 殯 儀 人 士 便 無 需 進 入 受 管 制 區 域 ， 確 保 安 全 。  

 

4.22 委 員 會 並 建 議 署 方 應 在 公 眾 殮 房 的 接 待 處 張 貼 告 示，明 令 非 殮 房 職 員

者 ， 如 未 獲 授 權 ， 絕 對 不 得 進 入 殮 房 的 管 制 範 圍 內 。 如 發 現 有 人 擅 闖 ， 殮

房 職 員 必 須 登 記 有 關 人 士 的 資 料 。 署 方 應 正 式 通 告 員 工 嚴 格 執 行 ， 並 懲 處

失 職 者 。  

 

(c) 擴 大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監 察 範 圍  

 

4.23  委 員 會 建 議 除 冷 藏 室 外，閉 路 電 視 系 統 應 監 察 所 有 出 入 口、工 作 區 及

大 堂 等 影 響 保 安 的 地 方 ， 而 鏡 頭 位 置 必 須 可 以 清 楚 拍 下 被 攝 者 的 容 貌 。 而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主 機 應 放 在 鎖 上 的 房 間 內 ， 除 負 責 人 員 外 ， 其 他 人 不 得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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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於 擴 大 閉 路 電 視 的 監 察 範 圍 前 ， 署 方 應 加 強 與 員 工 溝 通 ， 使 員 工 明 白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的 作 用 ： 在 保 安 方 面 ， 可 以 有 效 阻 嚇 擅 闖 和 破 壞 ， 更 重 要 的

是 保 障 員 工 人 身 安 全 ， 尤 其 是 在 下 午 5 時 至 翌 晨 9 時 ， 16 小 時 內 ， 只 得 一

名 員 工 當 值 的 時 段 。 對 於 盡 忠 職 守 的 員 工 來 說 ， 遇 到 無 理 投 訴 時 ， 閉 路 電

視 攝 下 的 錄 影 帶 內 容 ， 可 確 保 還 他 們 清 白 與 公 道 。  

 

(d) 增 設 喪 親 輔 導 服 務  

 

4.24 委 員 會 建 議 公 眾 殮 房 應 撥 出 適 當 地 方，邀 請 志 願 機 構 為 家 屬 提 供 喪 親

輔 導 服 務 ， 協 助 處 理 親 人 去 世 引 起 的 情 緒 及 生 活 問 題 ， 解 釋 基 本 殮 葬 程 序

及 相 關 資 訊 。 尤 其 是 公 眾 殮 房 接 待 眾 多 家 屬 ， 相 當 部 份 是 遺 體 須 剖 驗 者 ，

尤 其 是 猝 死 、 兇 殺 、 事 故 等 非 自 然 身 亡 ， 家 屬 的 傷 痛 更 深 ， 更 需 要 在 此 階

段 獲 得 適 當 支 援 ， 以 符 合 人 道 關 懷 的 合 理 需 要 。 目 前 在 醫 院 去 世 的 個 案 ，

家 屬 有 機 會 獲 得 醫 務 社 工 或 其 他 醫 護 人 員 、 神 職 人 員 的 支 援 ， 但 公 眾 殮 房

沒 有 類 似 資 源 ， 醫 生 接 見 家 屬 時 雖 盡 力 服 務 ， 亦 未 必 有 理 想 的 支 援 效 果 。  

 

(e) 加 設 舉 行 簡 單 殯 殮 儀 式 的 設 施  

 

4.25 委 員 會 建 議 體 恤 家 屬 需 要（ 如 因 葬 儀 時 間 緊 逼、出 席 親 友 不 多、財 政

緊 絀 等 原 因 ， 須 省 略 殯 儀 館 舉 哀 程 序 ， 直 接 由 公 眾 殮 房 運 送 火 葬 場 或 墳 場

者 ），署 方 可 在 公 眾 殮 房 加 設 適 當 設 施，讓 家 屬 認 領 遺 體 後，有 適 當 場 地 舉

行 簡 短 而 得 體 的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 現 時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醫 院 如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安 靈 堂 的 設 施 及 運 作 安 排 ， 值 得 署 方 參 考 。 事 實 上 ，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 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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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亞 公 眾 殮 房 及 作 緊 急 支 援 的 九 龍 公 眾 殮 房 ， 無 論 建 築 設 計 與 人 手 ， 目 前

實 難 以 禁 絕 家 屬 認 領 遺 體 後 ， 在 殮 房 後 門 外 的 室 外 通 道 舉 行 儀 式 。 然 而 在

此 範 圍 舉 行 儀 式 ， 尤 其 是 早 上 8 時 至 下 午 1 時 的 繁 忙 時 間 ， 可 能 有 一 家 甚

至 同 時 多 家 舉 行 儀 式 ， 實 在 嚴 重 阻 礙 殮 房 收 發 遺 體 工 作 ， 亦 阻 延 其 他 認 領

遺 體 的 家 屬 使 用 後 門 通 道 。 如 無 適 當 場 地 配 合 ， 員 工 亦 難 以 執 行 訓 令 ， 強

行 驅 趕 或 催 促 哀 痛 的 家 屬 。  

 

(iii) 程 序  

 

(a) 改 善 辨 別 遺 體 的 程 序  

 

4.26 由 於 指 模 不 會 相 同，亦 不 會 因 遺 體 貯 存 較 長 時 間 而 有 大 變 化，委 員 會

建 議 除 了「 手 帶 」和「 屍 體 紙 」外，在 收 發 遺 體 時 加 入 指 模 記 錄。存 放「 屍

體 紙 」的 膠 袋，亦 可 加 放 遺 體 收 入 殮 房 時 所 拍 照 片，以 便 核 對 身 份。另 外 ，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家 屬 領 回 遺 體 時 ， 應 容 許 其 他 家 屬 陪 同 辨 認 。  

 

(b) 就 貯 存 格 的 使 用 率 設 立 預 報 機 制  

 

4.27 委 員 會 建 議 建 立 預 報 機 制，當 殮 房 的 冷 藏 室 貯 存 格 將 滿 時，預 先 通 知

食 物 環 境衞生 署 ， 將 新 收 遺 體 送 去 其 他 尚 有 空 位 的 公 眾 殮 房 。  

 

(c) 在 發 現 屍 體 的 現 場 為 屍 體 加 上 手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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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警 務 人 員 可 能 於 同 一 案 件，同 時 發 現 多 具 遺 體。委 員 會 建 議 負 責 的 警

務 人 員 ， 在 現 場 最 高 級 的 警 務 人 員 見 証 下 ， 為 遺 體 加 上 手 帶 ， 然 後 才 又 由

食 物 環 境衞生 署 運 往 公 眾 殮 房 。 目 前 同 一 案 件 同 時 發 現 的 多 具 遺 體 ， 共 用

同 一 警 署 案 件 編 號 （ 俗 稱 「 環 頭 編 號 」）， 警 方 可 考 慮 在 警 署 案 件 編 號 後 ，

加 上 A、 B、 C 等 有 效 的 識 別 符 號 ， 以 減 少 出 錯 的 機 會 。  

 

(d) 改 善 手 帶 設 計  

 

4.29 委 員 會 得 悉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在 2007 年 初 亦 會 實 行 電 腦 化 ， 屆 時 手 帶 都

會 加 上 電 腦 條 碼 。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未 實 行 電 腦 化 前 ， 應 先 加 寬 手 帶 ， 使 手 帶

上 手 寫 的 資 料 更 清 晰 ， 方 便 辨 認 。  

 

(e) 就 更 新 及 修 訂 記 錄 增 訂 加 簽 程 序  

 

4.30  公 眾 殮 房 記 錄 簿 的 記 錄，如 有 任 何 更 新 或 修 訂，經 手 人 員 必 須 在 旁 邊

加 簽 ， 並 填 上 日 期 及 時 間 。  

 

(f) 成 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4.31  委 員 會 建 議 警 務 處，食 物 環 境衞生 署，及衞生 署 成 立 常 設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 加 強 溝 通 ， 定 期 就 有 關 遺 體 運 送 及 接 收 的 安 排 ， 交 換 意 見 。 並 應 通

知 所 有 前 線 員 工 有 此 機 制 ， 歡 迎 他 們 經 上 司 或 以 不 記 名 方 式 郵 遞 ， 向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反 映 工 作 遇 到 的 問 題 ， 以 促 進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配 合 。  



41 

 

(iv) 公 眾 教 育  

 

4.32 委 員 會 建 議 加 強 公 眾 教 育，令 市 民 正 視 善 終 及 喪 親 處 理 問 題，掌 握 基

本 資 訊 。 市 民 須 明 白 現 時 的 公 眾 殮 房 設 施 ， 如 未 能 配 合 人 口 增 長 及 老 化 的

趨 勢 ， 難 以 符 合 疾 病 感 染 控 制 與 職 業 安 全 的 要 求 ， 最 終 是 整 個 社 會 蒙 受 不

可 彌 補 的 巨 大 損 失 ， 甚 或 本 身 亦 有 成 為 受 害 者 的 風 險 。 因 此 必 須 盡 速 投 放

更 多 額 外 資 源 ， 建 設 和 更 新 老 舊 公 眾 殮 房 設 施 ， 以 確 保 合 理 運 作 ， 提 升 至

市 民 期 望 的 服 務 水 平 。  

 

B. 中長期措施  

 

(i) 改 善 大 堂 設 施  

 

4.33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接 待 處 播 放 錄 影 帶 ， 向 等 候 的 家 屬 介 紹 認 領 遺 體 的 程

序。另 外，每 一 間 公 眾 殮 房 亦 應 設 有 顧 客 服 務 主 任，專 責 解 答 市 民 的 查 詢 。 

 

4.34 委 員 會 建 議，增 設 廣 播 系 統，通 知 輪 候 辨 認 遺 體 的 家 屬 進 入 接 見 室 辦

理 有 關 手 續 ， 以 節 省 人 手 。 而 現 時 負 責 這 項 工 作 的 工 人 ， 便 可 被 調 派 往 其

他 工 作 ， 以 善 用 人 力 資 源 。  

 

(ii) 走 向 專 業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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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委 員 會 認 同 香 港 大 學 病 理 學 系 馬 宣 立 副 教 授 的 意 見 ， 要 徹 底 改 善 服

務 ， 長 遠 來 說 應 該 參 照 外 國 經 驗 ， 成 立 專 業 職 系 ， 負 責 公 眾 殮 房 的 管 理 及

日 常 運 作 。 馬 副 教 授 建 議 的 職 系 架 構 如 下 ：  

殮 房 主 管  

殮 房 技 師  

殮 房 技 術 員  

見 習 殮 房 技 術 員  

 

員 工 必 須 通 過 考 試 ， 才 可 以 獲 得 晉 升 。 如 果 要 吸 納 較 高 質 素 的 員 工 ， 必 須

提 高 殮 房 員 工 的 入 職 條 件 及 待 遇 。 員 工 入 職 後 ， 亦 應 為 他 們 提 供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 包 括 人 體 解 剖 、 職 業 安 全 、 喪 親 輔 導 、 有 關 死 因 研 究 庭 及 器 官 移 殖

的 法 例 等 。  

 

4.36 委 員 會 希 望 殮 房 工 作，能 得 到 社 會 認 同、尊 重 與 重 視，以 確 保 殮 房 可

建 立 優 良 的 服 務 文 化 ， 提 供 符 合 市 民 期 望 的 服 務 表 現 。 長 遠 來 說 ， 殮 房 可

以 不 單 是 一 個 處 理 死 亡 的 地 方 ， 應 該 可 以 轉 化 為 充 滿 希 望 和 促 進 健 康 的 處

所 。 就 以 澳 洲 墨 爾 本 的 維 多 利 亞 法 醫 學 研 究 所 為 例 ， 該 研 究 所 不 但 是 公 眾

殮 房 ， 更 設 有 人 體 組 織 和 器 官 捐 贈 與 採 集 設 施 、 遺 傳 輔 導 服 務 、 喪 親 輔 導

服 務 及 死 因 裁 判 官 辦 事 處 ， 為 市 民 於 同 一 地 點 提 供 較 全 面 的 服 務 。 類 似 的

發 展 前 景 與 方 向 ， 有 助 吸 納 人 才 、 培 養 員 工 的 專 業 精 神 及 專 業 發 展 ， 使 各

級 員 工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能 貢 獻 社 會 感 到 自 豪 ， 從 而 確 立 各 級 員 工 的 自 我 期 許

意 識 與 自 我 提 升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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