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1640/05-06(04)號文件 
 

 香港造口人協會  立場書 
 

香港造口人協會近年接到超過 60位會友的求助，反
映他們因政府拒絕批發傷殘津貼作購買造口用品用途而

感到生活徬徨，協會認為這對造口人實在十分不公平。 
 
協會希望社會人士明白和接納，造口人是結腸癌或膀

胱癌的僥倖生還者，身心曾受極大創傷，而造口手術導致

切除排泄器官，換上永久失禁的終身代價。由於造口人必

須佩帶造口用品維持日常生活，故屬器官永久傷殘人士。 
 
協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照顧殘疾人士，而傷殘津貼應是

社會對造口人士表達一點關懷和支持，協助他們回復正常

生活，讓他們感到沒有被社會遺棄，人間尚有溫暖與希望。 

 
基於上述，協會必須申明以下三點立場： 

 
一)  造口屬器官永久傷殘，政府應繼續維持發放傷殘津
貼給造口人士，資助購買所需用品，讓他們能過有自信和

自尊的獨立生活，協會因此要求政府不要改變資助政策。 
 

二)  協會倡議傷殘津貼申請表上應增設「器官傷殘」一
欄，方便醫生作迅速個案評估，避免病人與醫生爭辯。 

 
三)  作為自助組織，協會願意繼續與政府及相關機構維
持合作的伙伴關係，竭盡所能為本會所有會員提供社區康

復服務和爭取合理權益。 

 
          2006年 2月 13日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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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造口人協會 
 

個案分享文件 
 
日期：2006年 4月 10日（星期一） 
出席者：外務副主席、內務副主席、會友兩名、社工 
 
 
 
主席、各位官員、各位主任、各位助理主任，早晨！ 
 
由 2004年尾開始，香港造口人協會每天亦接到 1-2個會友投

訴其傷殘津貼被拒，感到他們生活徬徨，協會認為這對造口人實在

十分不公平，因此必須令社會人士了解造口人的生活苦況。 
 
協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照顧殘疾人士，而傷殘津貼應是社會對造

口人士表達一點關懷和支持，協助他們回復正常生活，讓他們感到

沒有被社會遺棄，人間尚有溫暖與希望。作為自助組織，協會願意

繼續與政府及相關機構維持合作的伙伴關係，竭盡所能為本會所有

會員提供社區康復服務和爭取合理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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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口人是傷殘人士 
 

1.1 當病人進行腫瘤和大腸、小腸或腎臟外科切除手術後，需
要在腹部上開一個「窿」，我們就叫「造口」，作為人工排泄器

官。造口有主要來說有兩種，一個是大便造口（即切除大腸及

封閉肛門），一個是小便造口（即切除膀胱）。全部病人因為癌

症而做切除手術。 
 
1.2 手術後，每個造口人的整個排泄器官已經被切除，需要靠
貼上一個造口袋方才可以正常生活。這些袋是盛載進食後排出

來的大小便。 
 
1.3 造口是沒有括約肌的控制能力，大腸、小腸和腎臟自動運
作，大小便不定時地排出體外，因此沒有造口用品是不能像正

常人一樣活動，甚至在家中行走亦需要帶著造口袋。 
 
1.4 造口手術導致切除排泄器官，換上永久失禁的終身代價。
由於造口人必須佩帶造口用品維持日常生活，故屬器官永久傷

殘人士。 
 
1.5 前瑪麗醫院結直腸科及腹腔鏡專科顧問醫生朱建華醫生
（亦是本會顧問醫生）書面證明了（見附件一）造口病人如沒

有造口袋，根本不可能如正常人般生活，不能過有尊嚴的生活，

亦不能工作，等於百分百失去謀生能力。 
 
1.6 香港造口人協會是香港第一個病人自助組織，希望社會人
士明白和接納，造口人是結腸癌或膀胱癌的僥倖生還者，身心

曾受極大創傷，而協會幫助新的造口人重投社會。協會同時希

望減低病友依賴公共福利的壓力，讓他們可以有獨立生活和謀

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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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口人的常遇見的生活困難 
 
2.1 有了一個造口，對造口病人心理上影響十分大。為了正常
生活，造口病人需要二十四小時用「造口袋」和「皮膚保護膠」

（俗稱「猪油膏」），不讓這些異味散佈至身邊家人和朋友。造

口病人容易令整個身體衣服鞋襪亦沾滿污穢味道，身心靈受

損。儘管沒有錢吃飯也要用金錢購買造口用品。 
 
2.2 有了造口，不少病人接納醫生意見，選擇轉換至避免粗重
的工作，不少會友甚至提早退休。手術後未能做回原來的工作，

使個人和家庭收入大大減少，所以百分之百減少個人謀生能力。 
 
2.3 同時，每位造口病人都要每月花額外開支購買造口袋，（見
附件二）以維持日常生活和工作，才可以融入社會，過正常生

活（例如與朋友吃飯、打球、到公園散步，甚至做散工等）。有

造口人士遇有「爆袋」情況，整體的衣服鞋襪都是大便，週圍

的途人望著這些造口人士。他唯有立即找洗手間，把污穢物清

理，然後要立即回家更衣。 
 
2.4 由於造口人（亦是癌症病人）為了生活健康，亦需要購買
健康食品和用品，以保持造口清潔，維持良好營養和飲食習慣。

因此亦需要家人額外支付生活費用。 
 
2.5 本會認為傷殘津貼只是對造口人一些關懷和支持，以援助
造口人每月的特別生活補助。而且大部份造口人士亦不會和不

希望申請綜合援助。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造口人士與家人

同住，家人不會亦不願意書面證明不供養造口人士。第二、造

口人士有自己的積蓄或物業，認為自己未夠資格申請綜援。第

三、造口人士為了有尊嚴地過活，亦不願意被其他人知道自己

的生活困難，避免令自己再次經歷那非常難受的感覺。因此造

口病人普遍亦不想申請綜合援助，十分希望可以獨立生活，融

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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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口人個案分享 
 

個案一 
 

呂先生（化名）今年 61歲，2004年 9月發現患上大腸癌，2004
年 10月在公立醫院做了結腸切除術，有一個永久大便造口，並縫
合了肛門。手術前是機械工作，月薪$10,000，手術後醫生建議他
盡量不要提重物，以免小腸氣壓迫造口，於是他決定退休。現做「散

工」，月入$3,000。由 2004年 12月至 2005年 12月期間領取普通
傷殘津貼達一年。 

 

直至 2006年 2月，覆診時該公立醫院外科醫生告訴他其傷殘
津貼獲批，並請呂先生把填妥的醫生評估表格遞至社署櫃檯蓋印，

得悉自己獲批傷津，由彭姓職員跟進。稍後呂先生一直未收到社會

福利署的書面通知，社署亦沒有如常一樣轉賬普通傷津$1,120至自
己戶口，於是致電彭姓職員查詢。呂先生致電了他四次，只收到對

方電話留言已滿，不可再留言。呂先生遂於 13/3/2006直接到該保
障部找彭姓職員，彭先生表示呂先生的申請不獲批准，是由於醫生

的判斷，並讓呂先生看看醫生評估表格遭塗改和加簽。同時，呂先

生亦指出有自己姓名的表格上地址是錯誤的，立即寫下自己最新的

地址。彭先生亦收過新地址字條。 
 

由 13/3/2006至今天 10/4/2006，已超過 20天，呂先生並沒有
收到署方任可書面回應自己的傷津是否遭否決，以計劃下一步的行

動（例如申請上訴、再申請傷津等），感到不受尊重。呂先生認為

社署這樣的安排是剝奪了自己的上訴權，同時他又對自己因造口而

每月多用的 1,500元加重了家庭經濟負擔感到十分徬徨、自責、無
助和無奈。對於傷津有時批准，有時不批准，十分費解，並指出傷

殘申請程序的審批制度十分公平和欠缺透明度，希望醫生和社工可

以幫助一下他，以及其他造口人士，使我們可有自信和有尊嚴生活。 
 

呂先生認為自己只是一心想投入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維

持現時工作，盡力自力更生。現時他的收入只能供樓，未能足夠支

付購買造口用品費用，感到十分徬徨。他申張自己的立場和期望，

要求政府維持發放傷殘津貼給造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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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李先生（化名）現年 81歲，2005年 9月在公立醫院做了結
腸切除術，有一個永久大便造口，並縫合了肛門。手術前和後都已

經退休，全力依靠家人照顧，不定額有每月$1,000-1,500的生活開
支。2005年 10月，覆診時腫瘤科醫生告訴他需要做電療，建議他
申請傷殘津貼，並批發半年的傷津給李先生。然而李先生在第二次

電療時向同一位腫瘤科醫生說明自己不能支付電療的醫療開支，終

止自己的療程。 
 
在沒有醫生通知的情況下，李先生在 2005年 12月的傷殘津貼

已經終止，同時亦收到社會福利署的信件要求向李先生索取之前之

兩個月傷殘津貼。他十分憤怒，再向醫生說自己的造口不會在手術

後自行會復原的，醫生回答他其腫瘤已經復原。李先生覺得傷津是

資助社會上不幸傷殘的人士因手術而需要付出的額外生活開支，不

應該是補貼因手術而額外多付的醫療開支，而自覺十分不公平及受

歧視，不受尊重，決定上訴。 
 
李先生希望自力更生，不是完全依賴家人支付自己購買造口用

品的費用，更不想因為此事與家人不和，遂再次向醫生和社工求

助。同時亦希望其他造口人士亦得到社會幫助，照顧各位造口人

士，使我們可以有自信和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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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陳先生（化名）今年 67歲，1995年在公立醫院做了結腸切除
術，有一個永久大便造口，並縫合了肛門。手術前是司機月薪

$6,500，手術後決定退休，現做「散工」，月入$3,000。直至 2005
年 3月，覆診時腫瘤科醫生告訴他其腫瘤已經復原。稍後陳先生收
到社會福利署書面通知，傷殘津貼已經停止。他十分氣憤，再向醫

生說自己的造口不會在十年之後自行會復原的，醫生不回答他的問

題便離坐。陳先生覺得十分不公平及受歧視，不受尊重，決定上訴。

同時希望醫生和社工可以幫助到他，以及其他造口人士。多些了解

和體諒我們「看不見的殘障人士」的需要，使我們可以有自信和有

尊嚴地生活下去。 
 
陳先生認為自己只是一心想投入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維持

現時工作，盡力自力更生。現時他的收入只能交租金，未能足夠支

付購買造口用品費用，感到十分徬徨。他申張自己的立場和期望，

要求政府維持發放傷殘津貼給造口人士。 
 

 

 



 

 

造口人仕日常生活費用(平均每月開支) 

 

復康用品開支 平均每月開支 備註 

造口袋 $700  

猪油膏 $250  

覆診診金及檢查 $200  

造口清潔用品 $200 因人而異 

交通費 $200  

總開支 $1,550  

 

備註：個別造口人士或有兩個造口，每月開支會或稍有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