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建議改善基層巿民牙科保健支援事宜 
背景﹕牙科保健市民面對的問題 
1. 現時深水埗區沒有政府豁下的牙科診所可以幫助居民處理牙科事務，居民如需拔牙

或杜牙根就需要跨區前往九龍城或觀塘，即使現安排可提前一晚的 8 點派籌仍為十

分的不便(尤其是長者)。 
2. 我們曾經接到區內長者的反映，表示由於關目前愛基金只能申請一次服務，擔心使

用後不通再申請，因而未有申請。 
3. 有長者亦表示曾使用關愛基金下的牙科服務，惟部分的受眾對服務感到不滿意。有

長者曾使用服務鑲了一隻假牙，戴上半個月後，她便感到十分不適，她認為關愛基

金下不能換牙醫再作診斷，是過於嚴格的條件，亦令長者容易失去治療機會。惟她

無從得知應找誰解決問題，她表示曾試過向相關部門求助，卻未有得到妥善處理。 
4. 有市民反映，輪候時間過長，不能接受，尤其弱勢基層長者，經濟能力有限，長者

即使有醫療券資助，也無力光顧收費高昂私人牙科診所。 
5. 香港牙醫嚴重不足，市民面對搶籌難，更有巿民因要省錢去排免費拔牙而要通宵輪，

但卻只能接受止痛及拔牙等基本服務，而私營牙醫則收費高昂。民建聯記者招待會

中發以長者為例，根據《基層長者口腔健康調查報告》顯示，在遇到牙科問題的受

訪者中，有 51%表示未能負擔費用，28%稱沒有途徑；76%合資格的長者未曾使用

關愛基金牙科服務資助，當中約兩成指，由於基金只能申請一次，令他們不敢輕舉

妄動；亦有 24%受訪基層長者稱，不知道或不懂得如何申請。  
建議如下﹕ 
1. 基於深水埗目前沒有政府牙科診所，要求於深水埗增加牙科診所服務，預設適合的

受眾名額。 
2. 提升長者對保護牙齒的認知,並放寬關愛基金牙科限制延長長者假牙保養期。認為可

以放寬由資助一次性改為 2 次機會或以上，同時亦要容許配上不適合假牙的長者，

能向不同的醫生求助，相信更適切長者的需要。 
3. 於現時本港的推行學 童牙科保健服務，只服務就讀小學的學童，對象並未包括幼稚

園學生，患有牙患的幼稚園學生只能到私 家牙科診所就醫，甚或留待升上小學方接

受牙科保健服務。對於身處基層的貧窮家庭而言，若其幼兒因 而貧窮原因未能接受

適時治療，容易導致牙患惡化。可以考慮把牙齒護理納入幼兒健康及發展綜合計劃

中，讓家長們盡早掌握護齒常識；學童方面，當局可考慮把學童牙科保健計劃延展

至中三；定期舉行分區護牙保健日，並加強與私營牙醫合作，透過他們舉辦不同的

推廣及教育，並可考慮派送牙齒護理教學體驗包，讓市民透過實際應用，理解每日

簡易護牙好處及重要性。 
4. 衞生署的牙科正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建議當局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成立結合牙醫

及牙科治療師的團隊，為有需要的地區提供流動牙科護理車服務，以減低牙醫人手

不足的壓力及服務提供的靈活性；增加牙科專才，包括牙醫、牙齒衞生員及牙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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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師的培訓機構數目及名額；並參考鄰近地區做法，於衞生署牙科診所以外，增加

公營牙科服務提供單位，如大學等特定機構，以提升服務供應量及種類。 
5. 政府牙醫數目不斷減少情況下，會否考慮以「公私營協作」模式，資助病人在私

人牙科診所接受治療；因應市民對牙科服務需求殷切，可否研究在各區推出流動

牙醫車政策? 
6. 增加牙科專用醫療劵額度、簡化關愛基金牙科服務申請流程、增加培訓牙科治療師

及牙齒衞生員、18 區各設牙科街症診所，及提升衞生署牙醫待遇挽留人才等等。建

議香港與深圳共同研究，參照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模式，在深港口岸區域與深圳的牙

科醫療機構合作，以港式服務打造綜合牙科醫院，除接受長者醫療券及倡議中的牙

科醫療劵，讓市民自由選擇北上接受牙科治療，提升整體牙科服務的支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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