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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預防
禽流感，本港口岸設置遙感紅外線檢測
裝置，量度入境旅客體溫，不過港大與
瑪麗醫院的研究發現，現時口岸普遍採
用的紅外線體溫探測儀，偏差率達
13%。負責研究的學者說，紅外線測量
結果，不足以作為發燒篩檢條件。食衛
局局長高永文承認紅外線檢測發燒旅客
不是百分百準確，但是有高效率。

年紀越輕偏差機會越大

本港邊境口岸現時靠紅外線體溫探測
儀（IRT），作為外地傳入傳染病的第
一道防線，港大在最新一期《香港醫學
雜誌》發表的研究發現，本港口岸設置
遙感紅外線檢測裝置準確度僅87%，即
有13%發燒病人會「走漏眼」，研究認
為應放棄這類儀器作為檢測工具。港大
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表示，以紅外線
探測病人的外表體溫，偏差有時會達攝
氏2度，病人的年齡同膚色亦會影響探

測，年紀越輕出現偏差的機會越大。
高永文昨聯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衛

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前往羅湖出入境管
制站，視察當局因應H7N9個案及其他
傳染病所採取的加強監控措施。高永文
表示，為入境旅客做體溫檢查，沒有一
個百分百準確的方法，而對於有大量人
流的情況下，全身紅外線體溫檢測方法
的效率較高。

高永文：會抽樣直接測體溫

但他強調，紅外線測體溫不是唯一的
篩選方法，口岸檢測人員除了使用紅外
線體溫檢測方法外，還會抽樣直接量度
部分入境旅客的體溫，一旦出現懷疑個
案，會進一步了解該入境旅客有否感不
適，以及有否相關的接觸或旅遊史等。
若在整體評估後仍有懷疑，會把該人士
轉介至醫療機構，若真的有進一步懷
疑，便會把病人隔離及抽取樣本進行快
速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H7N9病毒來勢洶洶，本港的禽
流感警號再次響起。有本地雞販表示，雖暫未受內地疫情影響生
意，但現已做足防禦措施，如加強雞檔衛生清潔，㜜雞時更會佩
戴2對手套，又不允許市民與雞隻接觸等，杜絕病毒散播。有市民
則指，借鑑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沙士的經驗，一直有注意衛生
的習慣，早已嚴陣以待預防病毒散播。

疫情無損港人買活雞意慾

H7N9禽流感病毒現已肆虐內地多個省份，確診病例飆至9宗，
釀成3人死亡。9宗確診個案當中，一名婦人是從事活禽宰殺工
作，令人擔心禽類是否為病毒傳播源頭。記者昨日走訪本港多個
街市的雞檔，發現前來買活雞隻的人絡繹不絕，市民購買活雞的
意慾並未受內地疫情影響。在九龍城街市經營雞檔超過20年的檔
主玲姐表示，現時雞隻賣45元一斤，價格與往日一樣，店舖昨日
已賣出80隻至90隻雞，生意尚算理想。她指，內地供港活雞必須
通過政府檢驗把關，相信能提高市民買雞的信心，不擔心疫情會
影響生意。

加強清潔 日洗檔4次

「最緊要乾淨！」玲姐續說，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她已加強
對雞檔的衛生防護措施。雞檔每日需清潔3次至4次，保持環境潔
淨及空氣流通。又不允許市民自己觸碰活雞隻，㜜雞時更會佩戴2
對手套，雙重防禦對抗病毒。她又指，雖清明節需求增加，但未
敢大批入貨，務求每天清空倉內的雞隻，不將活雞逗留過夜。
將軍澳尚德街市一間雞檔檔主盧小姐亦表示，每日加強對店舖

的清潔，以抵禦病毒。她又說，該店舖以出售本地雞為主，只有
少量清遠雞來自內地，若疫情加重，會考慮暫停購入內地活雞。

早有防範意識 助家人防疫

昨晨前來買雞的王小姐表示，對禽流感
疫情不太擔心。她解釋道，因借鑑1997年
全港爆發的H5N1禽流感及2003年的沙士
病疫的經驗，港人一直有注意衛生的習
慣，對此次疫情早已有防範意識。從事醫
護工作的她指，會提供多些專業知識，指
導家人加強禽流感的防禦措施。
來自菲律賓的外傭Lorena（小圖）昨日

受僱主所託，購入活雞作為晚餐食材。她說，知道內地爆發禽流
感病毒，但不了解禽流感的嚴重性。但當記者告知她，禽流感嚴
重時會導致死亡，她表示，下次再購買活雞時會佩戴口罩，以及
避免與禽類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教育局昨日致函全港學
校，希望校方對疫症提高警覺，並促請校方參閱該局於去
年8月29日向各學校發出之信件，落實預防及控制有關傳染
病散播的措施；如學童或職員出現發燒或流感病徵時，應
避免回校及盡早求醫。教育局又提醒校方促請家長合作，
注意學童個人及環境衛生，並配合校方採取適當措施，以
加強預防傳染病。

防護中心聯手 辦傳染病講座

教育局表示，會繼續與衛生防護中心保持密切聯繫，將
有關傳染病的最新資訊通知學校；校方如有任何查詢，可
與該校所屬的學校發展主任或高級服務主任聯絡，亦可瀏
覽該局網頁，參閱詳細資料。衛生防護中心將與教育局合
作，於本月底為學校舉辦預防及控疾傳染病的講座。

教局提醒全港學校防疫

H7N9

禽流再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文森）內地H7N9疫情進一步升

級，截至昨晚已有9人確診感染，3人死亡。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相信，H7N9病毒是由野鳥傳到家禽，再傳到人類，但礙於

目前沒有雞隻大量死亡的情況，難以透過消滅源頭方法控制疫情，防治工作

倍加困難。他又謂，目前雖有技術檢測禽鳥內的H7N9病毒，但要應用於邊

境測試，相信仍需一周時間。面對「五一黃金周」將有大批訪港旅

客，袁國勇承認是一場抗疫硬仗，唯有透過教育有發燒症狀的旅客

清晰地向醫護人員講述身體狀況。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表示，要有心理準備，香港隨時爆發

H7N9禽流感，港府會加強防範，他又不排除政府

會在各口岸，要求入境旅客填寫健康申報表。

紅外線測體溫 13%病人「走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禽

流感蔓延，口罩成為預防感染的第

一道防線，有研究指出，佩戴外科

手術口罩，可以減少流感患者散播

70%以上的流感病毒，研究亦發

現，流感患者的呼氣樣本中，直徑

小於5微米、可懸浮空氣中的微小粒

子，相對較大的粒子，存有更多病

毒。參與研究的港大醫學院表示，

研究證實外科手術口罩有助減少流

感病毒傳播，呼籲流感患者主動戴

口罩，減低病毒傳播。

小粒子「更毒」
揭流感傳播關連

經過沙士一疫，港人衛生常識大

大提高，口罩成為傍身之物，但一

直以來，只有少數科學文獻研究佩

戴外科手術口罩能否有效減少流感

傳播，有見及此，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聯同美國馬里

蘭大學及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展

開研究。

研究於2009年在美國進行，研究

人員透過特別的儀器，測量37名流

感患者在佩戴與不佩戴口罩兩種情

況下的病毒呼出量。研究人員發現

佩戴外科手術口罩，能減少流感患

者在環境中散播70%以上的流感病毒

數量。研究亦指出，於流感患者的

呼氣樣本中，直徑小於5微米、可懸

浮在空氣中並能被吹散至遠距離的

微小粒子，相對較大的粒子存有更

多的病毒，這顯示空氣中的微小粒

子可能於流感傳播具有重要作用。

參與研究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

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高本恩博士

表示，研究結果證實外科手術口罩

對減少流感病毒傳播的價值，鼓勵

流感患者應主動佩戴口罩，以減低

患者將病毒傳染給他人的機會及保

障他人健康。研究結果最近已於國

際醫學學術期刊《PLOS Pathogens》

中發表。

患者戴外科口罩
「播毒」減逾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內
地H7N9病毒呈擴大趨勢，有準備
前往內地掃墓的港人對疫情表示憂
慮，準備多個口罩預防病毒入侵。
本港藥房負責人稱，現時未見出現
口罩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
況，但近日前來購買口罩的人激增
50%，大多為前往內地作準備，相
信除抵擋沙塵暴及感冒等原因外，
內地禽流感爆發亦是其中一個原
因。若疫情持續或加重，會考慮入
貨補倉。

未見搶購潮 持續或補貨

面對內地爆發的禽
流感疫情，即將前往
內地掃墓的市民黃小
姐對此表示擔憂。她
說，為全面防禦病毒
入侵，已為自己及家
人準備超過5包口罩，
以備不時之需。她又
會注意飲食及避免接
觸內地家禽。她希
望，當局能做足防禦

措施，全力阻截病毒從內地傳播至
港。
九龍城一間藥房的負責人劉先生

說，近日前來購買口罩的人激增
50%，大部分人是為前往內地作準
備。他預料，市民購買口罩的主要
原因，除抵擋沙塵暴及感冒外，或
與內地禽流感有關。另外，因需求
不大，該藥房並沒出售特敏福等抗
病毒藥物，暫時亦沒有出現市民大
量搶購的情況。劉先生續稱，若內
地疫情持續擴大，會考慮購入多些
口罩及抗病毒藥物，以供市民需
求。

北上掃墓帶罩 藥房：顧客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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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以往H7N1、H7N3等大
部分屬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故有出現禽鳥大量死

亡的情況，雖然H7N9屬禽流感，但禽鳥沒有出現大規模
發病，並不出奇，卻會令疾控工作更加困難。他說：「防
治禽流感最簡單的方法是將源頭消滅，現在卻沒有大量雞
隻或鴨鵝死亡，故這方法不太行得通。」他指出，目前最
簡單方法是替禽鳥做快速測試，但卻存在限制。

候鳥北飛季節 港風險較低

袁國勇表示，現時的快速測試主要檢測H5N1而非H7病
毒，港大實驗室雖有H7N9的快速測試技術，但由於內地
農場太多及分散，難以抽取樣本進行全面測試，亦非常昂
貴；至於要將相關技術應用於邊境測試，相信仍需約一周
時間。
他指出，從內地已確診的H7N9個案發生地點及基因排

序推斷，今次病毒應源於華東長江下游的禽鳥，而目前是
候鳥北飛季節，本港風險相對較低，現階段亦毋須暫停輸
入活家禽，「香港活家禽供應主要來自廣東省的特定農
場，當然病毒亦可以透過禽畜轉移運往廣東及廣西，但不
應這麼快推斷香港為高風險」。

指非內地疾控工作出問題

今次H7N9的源頭雖大有機會來自內地，袁國勇卻不認
同是內地疾控工作出現問題，「出現新的混合品種（病
毒），歐美都有發生，原因不明，每當有大量雀鳥聚在一
起，透過飲用同一水源交換病毒再製造新病毒的機會便會
增加」。
袁國勇指出，病毒變化速度快，有可能會待夏天氣溫上

升後消失，亦有可能繼續零星爆發，到冬季時更加厲害。
隨㠥「五一黃金周」將有大量旅客過境，袁國勇指疾控工
作難度會大大增加，「這場仗永遠在邊境，最重要是教育
旅客們，如有發燒情況必須通知醫生，講清楚病況」。他又
呼籲港人往內地時，不要到農場、街市及觸摸活家禽。

跨部門演練 應變組隨時啟動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內地的H7N9確
診病例並無流行病學關聯，病例來自不同源頭，顯示病毒
普遍存在於華東一帶的家禽，但由於內地沒有大量家禽異
常死亡情況，有可能H7N9病毒對家禽致病性不太明顯，
他表示，香港一定要預備所有可能性，在各方面加強防範
措施，政府跨部門已進行戒備預案的一系列演練，跨部門
應變小組亦可隨時啟動，而不必等到本地有確診病例。他
強調，特區政府經判定形勢後認為，暫時未需要調高戒備
級別，但會密切留意情況。
他又說，不排除會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寫健康申報表，

但每種方法均有正負面的考慮，用申報表的好處是能留下
聯絡，有需要時可以追蹤，但這始終是主觀的申報，未必
能產生所有作用。
另外，高永文指出，現階段世界衛生組織並無針對任何

地區發出旅遊警告，他提醒市民外遊時不要接觸野生鳥
類、禽鳥和野生動物，也不要吃野味或帶未經全部煮熟的
肉類或動物回港。

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五一客料大考驗
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邊境暫難測H7
五一客料大考驗

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高永文（右）、黎棟國（左）及

陳漢儀前往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視察加強監控措施。

邊境暫難測H7

■本港藥房指，暫未見出現口罩

及抗病毒藥物短缺緊張的情況。

陳錦燕 攝

袁國勇：無法消滅源頭控疫 入境或要填健康申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