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 

的話 

 

 

 

 

 

2 

本期 

專訪 
當統計學遇上心理治療 3  -  6 

 如何用「生活重整」去

幫助中風病人重新投入

生活 

7 – 10 

 
退休啦?退休啦? 11  -  13 

 
看卡通電影解愁  14 – 15 

 
  

   

   

   

   

編輯 

委員會 

 16 

    JAN 2016 

       一月 

 
                      

   

 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 

    香港醫院管理局 

 

 

目錄 

快訊   

 

Vol. 33 

 



                      

編者的話 

  JAN 2016 

2 頁 

 

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科醫生 

 黃德舜醫生 

      

     今期的快訊，黃啟初醫生藉著兩個個案，介紹一

下統計學在心理治療中的微妙作用。我認為這是一篇

很有趣的分享。另外，剛在去年退休的潘佩璆醫生分

享一下他對「退休」的想法。 

 

     何英傑資深護師分享了他看過一卡通電影後的感

想。九龍醫院四位職業治療師（張自瑩 、張斌、 陳

家樑、 林偉德）分享了他們運用「生活重整」去協

助中風病人重新投入生活。 

 

     農曆新年快到，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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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統計學遇上心理治療 

個案一： 

 

統計學的基礎是或然率，而或然率中有一項乘法法則（multiplication rule），

即如果兩項（或多項）事件互相獨立於對方，則它們同時出現的機會是它

們獨自出現的機率的乘積。例如，生第一胎是男的機會是 0.5，而生第二

胎是男的機會也是 0.5，結果，生兩胎也是男的機會是 （0.5）(0.5) = 0.25。 

 

李先生，三十六歲，太太剛剛誕下雙胞胎，在高興之餘，也出現了一些過

份的擔憂。 

 

李先生：「現在我太太沒有工作，在家照顧小朋友，而我晚上也因要協助

太太，所以導致早上精神不足，常常出現一些小錯誤及工作效率沒有以前

那麼高，我恐怕這樣下去，我會失業，樓供不到，太太也要出來工作，令

小朋友缺乏照顧，然後學壞；我和太太的關係也可能因經濟問題而出現

問題，最後離婚。這樣，我便親手破壞這個大好家庭。」 

 

「你上司對你的工作有微言嗎？」我問。 

 

「沒有。」 

 

「那麼，你和太太的關係好嗎？」我又問。 

 

「絕對好。」 

 

「這樣，你覺得你現在的工作表現會令老闆不悅的機會有多大？」 

 

「我老闆都比較好，我想大約有三成機會令他不悅。」 

 

 

黃啟初醫生 

精神科専科醫生  學位統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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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不悅，你估他有多大機會解僱你？」我再問。 

 

「我在這間公司做了十五年，與同事及上司關係良好，而我的表現一向不

錯，我想他因我暫時的效率下降而解僱我的機會不足一成。」 

 

「最後，假如你真的失去工作，你太太會與你離婚的機會又有多大？」 

 

「我和太太在中學相識，拍拖十年後才結婚，互相了解很深，從來也沒有

大的爭吵，所以我相信她因經濟理由而和我離婚的機會是少於百分之五。」

李先生信心地回應。 

 

「好，現在我不計其他因素，即你因工作表現不佳而被解僱而又導致離婚

的機會是 0.3 乘 0.1 再乘 0.05，等於 0.0015，即千分之 1.5 的機會。你覺得

你為這千分之一至二有機會會發生的不幸事件而憂心值得嗎？」我總結

說。 

 

李先生若有所悟。 

 

 

個案二： 

 

從來，在我們的認知中，統計學在精神科的應用只限於臨床研究上。除了

研究，精神科與統計應該完全是兩碼子的事。但世事無絕對，在一個天時、

地利與人和的配合下，統計學竟然在診症室內發揮神奇作用。 

 

「這完全是我的錯，假若我沒有與他爭執，他便不會自殺。」惠儀說。 

 

 

  

                              黃啟初醫生 

精神科専科醫生  學位統計師 當統計學遇上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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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儀的表弟是抑鬱症患者，一星期前，惠儀與他因小事爭吵，三天後，惠

儀表弟從高處墮下身亡。他沒有留下遺書，家人說他自殺那天的情緒也沒

有異樣，並沒有因與惠儀的爭吵而影響他的心情。 

 

「一定是我，是我害死我的表弟。」雖然家人多番安慰，惠儀依舊堅持表

弟的死是她一手做成，而且那次爭吵是令表弟自殺的唯一原因。 

 

我想如果我用一般的方法， 是不能令惠儀了解她並非表弟自殺的唯一或

直接原因。因她內心只得這一個原因，她看不到其他可能性，更看不到

有其他證據顯示表弟自殺其實極可能與她無關。 

 

惠儀在大學工作，擁有哲學博士及統計學碩士學位。我看我要從這個方向

入手。 

 

「惠儀，你是統計學碩士，想請教，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與 multiple 

regression 有何分別？」我問。 

 

惠儀奇怪我為何會有此一問，因她知道我對統計也有一點認識。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處理一個因素與結果的關係，而 multiple 

regression 是處理兩個或以上的因素與結果的關係。」惠儀說。 

 

 

 

 

 

 

 

 

 

 

 

  

黃啟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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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覺得那一個方法較能反映現實？」 

 

「是 multiple regression，因為它會考慮多個因素。」 

 

「你是否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有一個因素在 simple regression 中與結果

有明顯的關係，但當這個因素在 multiple regression 中與其他因素一起處

理時，這因素與結果的明顯關係便會完全消失。」我再問。 

 

「黃醫生，這情況在統計上經常出現，因為⋯⋯」惠儀停了下來，想了一

回，然後說：「黃醫生，多謝你，我明白了。」 

 

「惠儀，很多處於抑鬱或哀傷中的人都會用 simple regression 的思考模式，

將所有責任都加在自己身上，以為自己是引起這悲劇結局的唯一禍首；

但事實是，悲劇往往不是由單一因素導致，我們應該用 multiple regression 

的思考模式，你會發現你並非這悲劇發生的唯一因素， 甚至你完全不是

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前輩說，身為精神科醫生，不能只懂精神科的相關知識；比起其他專

科，我們需要更懂得如何與病人溝通，如果我們擁有多方面的知識，便比

較容易了解病人的思考方式，及可以利用他們常用的思考「頻道」與他們

溝通。似乎前輩說的完全正確。 

 

 

 

 

                                                                   (由瑪麗醫院資深護師馮穎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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