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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元朗公園附近
一 間 學 校 的 湯 同 學
稱，每日路過公園都
見到有死雀，擔心不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福強 攝

■胡同學稱，昨日下
午5時，校方突然要求
全部同學離開，沒有
解釋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福強 攝

徒手執染H5紅嘴鷗 中學女文員發燒腹瀉 全校停課
本月13日 任職元朗趙聿修紀念中學的48歲女

文員，當日下午在校內籃球場附近
走廊徒手撿拾一隻垂死紅嘴鷗，並
放置在1盒內，聯絡漁護署，署方即
日派員處理

本月14日 該隻紅嘴鷗死亡，漁護署驗出該鳥
對H5禽流感病毒初步測試呈陽性反
應

同日 該名女文員出現發燒、喉嚨痛和腹
瀉等徵狀，並向私家醫生求診，無
需入院治理

本月15日 衛生防護中心接獲漁護署「死雀」
化驗結果通知後，安排該名女文員
入住瑪嘉烈醫院，接受禽流感快速
測試，她的11歲兒子13日曾出現上
呼吸道感染症狀，雖已康復，但中
心仍安排他和母親一起接受測試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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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再襲港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
發現，1隻垂死

的候鳥紅嘴鷗本周二早
上躺在元朗趙聿修紀念
中學籃球場附近走廊，
至同日下午，1名48歲
學校女文員在沒有穿戴
手套和口罩下，徒手撿
拾該雀鳥，並放置在1
個盒內，聯絡漁護署即
日派員處理。該隻紅嘴
鷗翌日死亡，並對H5禽流感病毒的初步測試呈陽性反
應，同日該名女文員開始出現發燒、喉嚨痛和腹瀉等
徵狀，並向私家醫生求診，毋須入院治理。

11歲兒呼吸道感染 母子入院檢查
衛生防護中心接獲漁護署就紅嘴鷗的化驗結果通知

後，昨日安排該名女文員入住瑪嘉烈醫院，接受禽流
感快速測試。又發現其11歲兒子周二前曾出現上呼吸
道感染症狀，雖已康復，但中心仍安排他和母親一起
接受測試，最快今晨會有快速測試結果。該名女文員
家住元朗區，家庭成員有6至8名，除她和兒子外，其
餘家庭成員身體狀況無異常。

曾浩輝稱人鳥傳染率低 毋須恐慌
曾浩輝表示，為確保安全，趙聿修紀念中學今日會

停課1天，全校進行大清洗及消毒。若女患者的化驗結
果對H5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衛生防護中心將立即
與校方商討進一步對策。該校共有1,400名學生，據校
方向中心提供的資料，校內沒有學生或其他職員接觸
過該隻疑染禽流感的雀鳥，至今亦沒有學生表示身體
狀況異常。
曾浩輝指出，女患者出現發燒等徵狀有2個可能，

「一是她接觸該雀鳥時受感染，但經雀鳥傳染禽流感給
人的機會很微；另一個可能就是她被兒子傳染，相信
只是普通感冒，毋須擔心」。

雀屍3公里範圍有4雞場 即時巡查
漁護署表示，發現雀屍地點的3公里範圍內有4個雞

場，署方已立即派員到有關雞場巡查，並無發現雞隻
有異常死亡或有任何禽流感症狀。新界養雞同業會理
事長李良驥表示，元朗新圍的雞農昨晨收到漁護署來
電，提醒雞農提高警覺，做好防範禽流感傳播措施，
如加強消毒、防止外來雀鳥進入雞舍與雞隻接觸等。
而漁護署正繼續為該死雀作H5禽流感病毒進一步確定
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香港疑再

爆發禽流感。一名48歲任職元朗趙聿修紀念

中學的女文員，本周二（13日）在校內徒手

撿拾1隻對H5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的紅嘴

鷗，翌日出現發燒、喉嚨痛和腹瀉等徵狀，

正入住瑪嘉烈醫院。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

輝表示，該名女病人的兒子本周二曾出現上

呼吸道感染症狀，兩人的禽流感快速測試今

晨有化驗結果。他不排除女患者因接觸「禽

流雀」感染，亦有可能是其兒子傳染普通感

冒。為安全起見，女患者任職的中學今日停

課1天，全校進行大清洗及消毒。

元朗趙聿修紀
念中學昨晚發出

通告，全校今日停課一日，本周六
亦會取消課科活動。校方又啟動危
機應變小組，通知家長停課安排，
並按有關指引加強校園清潔消毒，
安排職員當值，照顧不知情下返校
的學生，以及解答家長查詢。
受事件影響的元朗趙聿修紀念中

學，昨日漏夜致電學生家長通知今
日停課安排。一名姓王的學校職員
表示，近日未聽聞學生健康情況有
異的報告。

公園常見死雀
同學見怪不怪

在該校就讀中六的胡同學表示，
平時放學後會在學校逗留至傍晚6時
許才回家，昨日傍晚5時校方突然要
求全部同學離開，亦沒有向他們解
釋原因。胡同學表示，沒有聽過有
學校職員撿拾帶菌雀鳥以及染病消
息。胡同學表示，不擔心禽流感在
校內傳播，「大家都有常識，不要
觸摸死雀，只要注意個人衛生就沒
有問題」。
13歲的湯同學就讀於該校附近一

間小學，由於學校就在公園附近，
每日經過偶然遇見死雀，「我們都
見慣不怪，見到死雀不會走近，也
不會接觸牠，不擔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鄺福強

惹起禽流感驚魂的紅嘴
鷗屬冬季候鳥，通常飛自

內地東北部，聚居於香港米埔濕地及后海
灣。有專家指出，每年12月至翌年2月，候鳥
遷徙增加禽流感傳播的機
會。至於禽流感有否變
種，有傳染病專家表
示，暫時沒有證據證
實，相信今次是由
候鳥傳染的零星個
案。
紅嘴鷗(Black-headed

Gull)是冬季候鳥，嘴
及腳均為紅色，在
中國東北、新疆
西、內蒙古東
北、蒙古北及西
伯利亞東等中俄
邊境地區繁殖。
香港觀鳥會前主席
張浩輝昨表示，紅嘴鷗經常密
集式活動，「大批出現，數千隻
至過萬隻紅嘴鷗聚一起。」根
據經驗，每年12月至翌年2
月，是過境野鳥感染禽流感
病毒的高峰期，他解釋，
南來野鳥會到雞鴨場等
地方覓食，有可能中
途感染病毒。他
提醒市民，如發
現疑似病鳥、死
鳥，應通知漁護
署處理，如要親
自處理，必須戴
上口罩及手套，切
忌徒手處理。

病毒料未變種
徒手勿觸鳥屍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

病中心總監何 良昨表示，沒有證
據顯示禽流感有變種跡象，相信
今次是由候鳥傳染的零星個案。
何 良說，不論香港或其他地
區，因為接觸病死候鳥及雀鳥而感
染禽流感的人類個案少之又少，因此
風險很低，並指病死雀鳥帶有的病毒數
量，較病死雞隻為低。
何 良呼籲市民毋須過分擔心，又認

為H5N1禽流感病毒並非風土病，以往
香港都曾發生雀鳥感染禽流感死亡的
零星個案，「通常是鄰近地區有爆
發，染毒的病鳥飛來香港」，今
次並非本年首宗個案，在本
年初也曾發生。預計未來
1、2個月繼續有零星個案出
現，呼籲市民切勿接觸雀鳥
屍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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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發生全球首宗人類感染禽流感(H5N1)個
案，亦是香港唯一一宗本地感染個案，當時有18人染

病，當中6人死亡。其後，香港曾出現零星感染個案，但全部是外地傳入。最
近一宗人類感染禽流感傳入個案發生在去年11月，一名59歲女子與家人同遊上
海、杭州及南京後返港，確診感染H5N1禽流感。
1997年5月，香港出現全球首宗禽流感人類感染個

案，一名男童死亡，之後相繼發現18人染病，當中
6人死亡。同年12月，港府決定宰殺全港130萬隻
活雞。其後，香港多次發現雞隻感染H5N1病
毒死亡，當局4度「撲殺」雞隻。

病毒肆虐東南亞 殺68人
1997年後，香港再無本地感染個案。直到

2003年2月，出現首宗外地傳入個案，一名男童
從福建返港後證實感染H5N1病毒，其父之後
亦染病死亡，其妹在內地病逝，福建省衛生廳
證實她感染H5N1，男童其後康復。
除了香港出現零星個案，近年H5N1禽流感

人類感染個案不時在東南亞出現。根據世衛組
織截至去年11月29日的統計資料，H5N1病毒在
東南亞已導致133人感染，其中68人死亡，泰國
H5N1患者的死亡率更超過70%。更令人關注的
是，泰國、越南的部分病例可能存在「人傳人」
跡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H5N1事件簿

危機應變
各界回應

97禽疫奪6命 全港四度屠雞

校園漏夜清洗消毒

■曾浩輝籲市民毋須擔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懷疑感染禽流感女文員之子轉送瑪
嘉列醫院隔離檢查。 電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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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鳥紅嘴鷗

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昨日透露，

中國駐緬大使李軍華已與緬甸反

對派昂山素季會面。這是中方20

多年來首度宣布，與緬甸反對派

領導人昂山素季接觸。詳刊A11

中
國

中國駐緬大使
首晤昂山素季

雖然新春外遊團團費整體上升

10%，但在「6,000元效應」及新

春長假期刺激下，港人報團人數

較去年同期已增10%，預計會打

破去年紀錄。 詳刊A14

港
聞

港人新春外遊
團費增仍爆滿

美國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在受

訪女性中，幾乎每5人中有1人聲

稱曾遭受過強姦或強姦未遂的性

侵犯行為，調查前一年內，有

130萬女性曾遭強姦。詳刊A32

國
際

美1/5女性曾遭性侵
受害者每年130萬

貿發局預料明年本港出口將受重

挫，出口值料僅微增1%，出口量

則料跌3%。該局計劃，明年1月

將公布一系列措施，協助中小企

渡過難關。 詳刊B1

財
經

撐中小企
貿發局出招

受大市拖累，周大福(1929)及新華人

壽(1336)昨首日掛牌分別跌8%及

9.8%，周大福單日市值蒸發120億

元。焦點新股出師不利，等同正式宣

布新股市場再度步入寒冬。詳刊B2

財
經

周大福破發
蒸發120億

版

面
12月15日(第11/147期) 攪珠結果

9 21 29 34 43 47 32

下次攪珠日期：12月18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220,960 (2注中)

三獎：$98,660 (66注中)

多寶：$27,87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