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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馬耀鋒議員

關注本澳兒童早療服務的優化情況

　　特區政府一直關注兒童的健康成長，持續投放資源發展兒童早療服
務，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專業評估及適切的療育服務。在評估及治療服
務、相關專業人員（職業、語言及物理治療師）的培訓及引入上，以及
推廣早療知識普及化等方面都投入不少資源。據澳門兒童數據庫的資料
數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數目，由2000/2001學年的90人上升
至2020/2021學年的2,031人。[1]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發展遲緩兒童的
發生率約為6%至8% [2]，以過去十年平均新生兒人數6,500名計算[3]，
參照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比率，澳門每年新增個案應為400至500宗，
與官方的特殊教育學生增長數字有一定差距，反映現時發展遲緩兒童的
發現及評估機制，可能存在不足，部分潛在個案仍然存在。
 
　　據衛生局去年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將支持民間早療服務設施，以
及逐步拓展服務名額方式提供服務，並預計於2021年第四季將三歲以下
發展障礙兒童服務名額增至336個。[4] 另外，本人亦收到家長反映，兒
童早療需要一般在入學後發現，接受療育前尚需經過診斷、轉介及評估，
治療的輪候時間長，而治療只有數十分鐘，在時間和供應不足的雙重壓
力下，不難體會家長的焦急和無奈。
 
　　加上，本澳合資格的治療專業人員仍然不足，即使衛生局指2019年
起推出“早療設施受資助語言治療師臨時支援方案”，以及對外僱語言治
療師提供“外僱生活津貼”，但受疫情影響，以及鄰近地區在治療師人資
同樣出現緊絀的情況下，本澳早療服務的供給依然存在不穩定因素。
 
為此，本人有以下質詢：

近年，衛生局、社工局及教青局分別在各自的服務範疇推動工作，1.
提升發現發展遲緩兒童的能力；但本澳每年新增的發展遲緩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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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與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的發生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反映可
能有部分潛在個案錯過“黃金療育期” ，甚至未獲發現。請問當局
表示將會在去年（2021年）第四季開展托兒所篩查試驗計劃[5]的
進展為何？除了現行的措施外，有否其他加強發現發展遲緩兒童
的規劃及工作？
請問按當局現時在早療相關專業治療師的培訓進展，預計何時能2.
夠滿足本澳對專業治療師的需要數量？就整體發展遲緩兒童服務
名額不足，以及輪候時間仍有待優化的情況下，當局能否資助更
多社會服務團體開展相關服務？
衛生局與暨南大學開發團隊合作研發人工智能輔助兒童語言康復3.
系統，該人工智能語言認知康復訓練雲平台亦於2021年12月30日
啟動。[6] 請問未來會否開發更多類似的人工智能康復訓練系統及
平台，發揮“智慧＋”的優點，讓家長及發展遲緩兒童能在家中進
行標準化的訓練，以及方便醫療人員跟進發展遲緩兒童的訓練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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