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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精神健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精神衛生疾患中有半數於14歲開始患
病，大多數病例由於未被發現而沒有得到治療，而全球約有10％至20％
的青少年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特區政府亦曾指出，近年本澳青少年自殺
死亡原因，有部分與精神疾病有關【註1】。值得指出的是，有關青少年
雖然沒有外顯的情緒或壓力反應，但往往不擅長表達個人不安情緒，尤
其與他人交流或相處時會顯得更為遲疑，若遇到對他們重要的情緒事件
時，容易一觸即發【註2】。

　　為加強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關注，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社
會工作局透過跨部門合作，並聯同相關機構成立“以愛同行—關注青少年
精神與身心健康工作小組”【註3】，為本澳青年提供支援及治療。同時，
相關部門亦有為各種特殊兒童及青少年開展心理、精神及輔助教育服務，
開辦照顧精神健康的進修課程予教師及家長，並持續提升精神健康服務
的可及性，讓民眾在無需轉介的情況下，可自行前往各區衛生中心預約
使用心理保健門診服務。

　　然而，面對精神健康問題，即使成年人亦未必能完全理解自身狀況、
正確識別病症及準確判斷風險，更遑論仍身處發育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
故此，當局有必要從政策層面提供支援措施，為青少年及家長作出應有
的支持及協助，減低相關家庭的壓力與負擔，避免因此而衍生更多社會
問題，甚至不幸事件。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除了增設門診地點、增加校園和社區宣傳、開展心理質素及家
庭關係活動、推廣珍惜生命的網絡宣傳及遊戲、追蹤高風險行為學生個
案，以及加強學生輔導服務等措施外，針對隱性精神健康疾病情況，當
局有何具體措施能有效發現社區潛藏個案，在情況發生或惡化前作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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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及治療，以提升工作成效？

　　二、在疫情持續影響下，近年各校為配合防疫措施而多次調整教學
安排，學生面對由面授教學轉為網絡教學模式的轉變，以及要銜接升學
課程而必須追趕進度的壓力，容易產生學習焦慮。當局對此情況有否主
動收集相關資訊及數據，以掌握實際情況並提供支援，解決防疫階段所
產生的學習困難？

　　三、調查顯示不同年齡層的抑鬱、焦慮及壓力均有所不同【註2】，
當局有何具體且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以緩解不同年齡層的精神壓力與學
習焦慮，確保青少年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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