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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須比疫症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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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中心醫管局聯手 訂監控預防感染措施

3招嚴防新沙士 疑似即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截至前日全

球共發現12宗新型冠狀病毒（新沙士）感染個案，其中6人死亡。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死亡率相當

高，並有證據顯示可能出現人傳人的跡象，雖然沒有任何國家出現

持續傳播或感染族群擴大，但衛生署已將其列作須呈報個案。醫管

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表示，若市民出現呼吸道感染、肺炎、過

去10日曾到訪相關地區或與受感染人士接觸過，局方將盡快對其採

取隔離、診斷及治療的3項措施。他表示局方的硬件設施及人手足

夠應付，而專家組將會盡快制定治療及用藥的指引。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與醫管局召開第四次會
議，討論加強監管和預防感染的措施。

梁挺雄表示，目前全球對此病毒的認識有限，
但相信新型病毒與沙士病毒屬於遠親。他表示
雖然暫時難以確定病毒傳入本港的風險，及其
傳播途徑和潛伏期等，但強調不能掉以輕心，
呼籲市民保持個人衛生，定期用1比99的稀釋漂
白水清潔家居，也提醒市民外遊時切勿接觸動
物及家禽。

公立醫院續密切監察病毒

曾艾壯表示，公立醫院會繼續密切監察病

毒，如發生疑似病人將盡快隔離、診斷及治
療。他表示局方已開始監控，若市民出現上、
下呼吸道感染或肺炎、過去10日內曾到訪中東
或相關地區，或是曾接觸過受感染人士，局方
將對其即時隔離，並作快速測試，預計24小時
內即可得到化驗結果。
曾艾壯續指，若化驗結果呈陽性，則首20名

病人將被轉介至瑪嘉烈醫院隔離，若有其他病
人則將按照 常情況分階段處理。他表示全港
15間提供急症服務的醫院，共有過千張負壓隔
離病房的病床，絕對可以應付需求，而局方也
已透過講座等形式向醫護人員進行培訓，如有

最新資訊將即時向醫生提供。

專家小組研干擾素治療指引

至於用藥，曾艾壯表示，目前資料顯示干擾
素對病毒有抑制作用，醫管局的專家小組會再
討論，制定是否使用干擾素進行治療的指引。
對於早前有謠言指仁濟醫院出現感染個案，曾
艾壯表示，局方已第一時間發稿澄清，而警方
也已知悉情況，暫時沒有人觸犯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2003年2月底，一個「隱

形殺手」來得毫無先兆，令全港陷入恐慌。香港大學醫學

院6名教授組成的「緝兇隊」追蹤病毒元兇，在短時間內

發現病毒源自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緝兇隊」成功偵破

沙士之謎，其後亦為微生物學研究開闢新路向—「動物研

究」。成員之一的袁國勇更認為「比疫症先行一步」才能

預防傳染病在社區爆發，而人類研究加上動物研究，雙軌

並行以覓尋更多種新病毒才是研究之道。

「本港的沙士疫情簡直超乎想像」。時任香港大學醫學

院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曾與時任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楊永強預測本港沙士疫情，「廣州只有200多個病例，按

香港人口比例計算，相信疫情不會比廣州差」。豈料淘大

花園爆發沙士蔓延至整個香港，最終令1,755人受感染，

299人死亡。這亦成了袁國勇從事研究30年來最大的挑

戰。

日以繼夜測試 與時間競賽

當年2月底，袁國勇與同系的教授裴偉士、管軼、陳國

雄、潘烈文及病理學系的黎國思，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新病

毒，各人專責不同範疇，展開「緝兇行動」。在不足1個月

內，港大屢敗屢戰，最終成功培植病毒，抽出沙士真身冠

狀病毒。袁國勇坦言：「培植病毒是講求運氣。培植病毒

時間只需10天，過程並不困難，可是當時的難題有二：第

一，該抽取哪些細胞腺來培植；第二，如何推敲病毒與人

類感染沙士的關係」。

「微生物研究起碼需動輒幾年，但沙士卻迫使你不得不

將研究時間壓縮至幾個月內完成」。雖然追蹤沙士的日子

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做測試研究，但令袁國勇最感憂

傷和壓力的卻是每天接到有醫生來電，告知有病人行將就

木，懇求他覓出對策。回望前塵，他道來一句：「當時大

家已出盡全力了」。整個研究令他最感欣慰的，是分析沙

士病人在病發的首5天，其病毒較少，在第十天的病毒數

量達至最高峰，第十五日的數量降至最低，以得出若可在

病人病發初期將他隔離，便可阻止沙士傳播的結論。

破壞自然關係 人類食惡果

經過沙士一役，近期又再出現新冠狀病毒的蹤影，再次

掀起社會一片不安。對袁國勇而言，要有效預防大規模傳

染病爆發，人類必需比疫症先行一步。他坦言，沙士前只

做人類研究，但沙士一課提醒他動物研究亦不可或缺。

「人類有何神聖不可高攀呢？為何只做人類研究呢？人類

亦是動物的其中一種，與自然界都有 不可分割的關

係」。雖然港人戰勝沙士，他卻認為此不代表人類比以前

更有經驗、更有能力應付傳染病。「人類不應自詡聰明，

若我們再破壞與自然的關係，當遇上大規模傳染病，人類

還是會不堪一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有人常說沙士對香
港而言，既是禍，也是福。從醫學研究的角度去
看，沙士的確打破了當時醫學研究人員固有的框
框，除了進行人類生物研究，亦大量投放資源和時
間於動物研究。當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成立研究
小組進行沙士研究，率先破解沙士元兇是蝙蝠身上
的冠狀病毒，促成香港第一所國家級的科研單位，
在2004年破天荒獲准成立「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

點實驗室」。
在10年間，港大發現43種新病毒，16種屬新冠狀

病毒，多數源自蝙蝠。其中2種與最近由中東蔓延至
英國的「新沙士」有關，其基因有90%相似，疑是
「新沙士」元祖。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坦言，若疫症重臨，70%機會是來自食用或野
生動物的新發性傳染病，「可能是野生動物傳播至
食用動物，經過一輪基因『洗牌』再傳播至人類」。

■梁挺雄（左）相信新型冠狀病毒與沙士病毒

屬於遠親，並有人傳人的跡象出現，提醒市民

保持個人及家居衛生。香港文匯報記者曹晨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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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增研動物 發現43新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