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眾殮房事件 獨立委員會報告書 


(2006年 3 月 23 日) 


摘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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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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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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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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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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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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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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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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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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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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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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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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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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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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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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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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加強基層員工的在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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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發出通告和指引的同時，應安排相關活動加以

闡釋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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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內部審計小組應經常突擊檢查  

¾ 透過閉路電視系統，監察殮房運作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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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設施及服務  

(a) 	 改革貯存格的編號系統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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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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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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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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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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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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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殮房職員須把擅闖者的身份登記清楚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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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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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閉路電視系統的主機應置於上鎖的房間內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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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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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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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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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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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收發遺體時加入指模記錄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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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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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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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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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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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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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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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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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就遺體運送及接收的安排交換意見。另外，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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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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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在接待處播放錄影帶，向等候的家屬介紹認領遺體的

程序  

¾ 加設顧客服務主任，專責解答市民的查詢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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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走向專業化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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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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習殮房技術員

殮房技術員

殮房技師  

殮房主管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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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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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