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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壞雪櫃疫苗 127人或中招
較指定溫度高憂失功效 銷毀30劑聯絡受影響人士

東華醫院發言人昨日指出，本月5日，已要求雪櫃
供應商進行檢查。供應商檢查後確定該雪櫃櫃內

溫度與外置顯示屏幕所顯示之溫度有偏差，需要與生
產商就有關情況作進一步調查，了解導致故障原因。
院方同時隨即成立工作小組跟進事件。而事發後，已

暫停使用該雪櫃，又檢查所有同類別雪櫃，以確保操
作正常。

用儲3類疫苗 5月22日起注射
該雪櫃曾用作儲存3類疫苗：季節性流感疫苗、肺炎

球菌疫苗及乙型肝炎疫苗。院方就此事件已諮詢疫苗
藥物供應商有關已經注射疫苗之效用。院方估計未能
確定疫苗效用所涉及的人數共有127人，包括在5月22
日至12月4日期間接受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的116人、
肺炎球菌疫苗的7人及注射乙型肝炎疫苗的4人。

暫未收不適報告 設查詢熱線
截至昨日為止，院方未有接獲有關注射疫苗人士有

出現不適的報告。院方已經開始陸續聯絡以上人士，
並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及專家意見，跟進受影響人
士。院方亦已設立熱線2589 8218於辦公時間供曾於該
診所接受疫苗注射的人士查詢。
院方已將有關個案呈報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及衛生

防護中心，院方對今次事件受影響人士致歉，亦已成
立調查小組檢討有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東華醫院

昨日公布，普通科門診職員於本月4日作例

行檢查時，發現診所一個儲存疫苗雪櫃的

外置溫度顯示，與櫃內溫度紀錄儀所載不

相符，較指定溫度範圍高攝氏2度至8度，

或會影響疫苗成效，為謹慎起見，院方立

即將櫃內的30多劑疫苗銷毀。院方初步估

計未能確定疫苗效用所涉及的人數共有127

人，已經正在陸續聯絡以上人士，並根據

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及專家意見，跟進受影

響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今年首11個月接獲17宗有關
虛假證券公司網站的舉報；保險業監理處亦
接獲3宗有關虛假保險公司網站的舉報，兩
者都較去年嚴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
家強強調，各監管機構都十分重視金融機構
的電腦系統及網絡安全，局方更計劃修訂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以加強保障客戶
的權益。他重申，政府會密切監察比特幣
（Bitcoin）在國際間的發展，如有需要，政
府會有措施跟進。
陳家強強調，各監管機構十分重視並持續

監察金融機構的電腦系統及網絡安全，又要
求金融機構採取足夠措施，保障系統及數據
的安全，以減少網上金融詐騙行為和被黑客
入侵的風險。監管機構又會不時與警方、業
界及境外監管機構等就有關風險交流信息及
監管經驗。他續說，局方計劃修訂《結算及
交收系統條例》，建立全面的儲值支付產品
和零售支付系統的監管制度，以加強保障客
戶權益。
局方今年年中更聯同金管局就建議的監管制
度諮詢公眾，並得到普遍正面及積極的回應，
現正分析所收集的意見，預計在明年把有關的
條例草案提交本會審議。

屬虛擬商品 冀顧安全性
多名立法會議員提出質詢，要求政府規管或把握相關
發展機遇。陳家強再三重申，政府會密切監察比特幣在
國際間的發展，如有需要，政府會有措施跟進。他說，
比特幣是否機遇就見仁見智，但比特幣是虛擬世界商
品，不是電子貨幣或儲值商品，價錢大升大跌、風險
大，無條件成為電子貨幣，希望市民留意比特幣的安全
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由屋宇署和食物環境衞
生署成立的滲水辦今年首9個月接獲逾22,000宗滲水舉
報，情況較往年嚴重。多名議員批評滲水辦每年都無法
處理所有投訴，情況不能接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立
法會解釋，樓宇老化是導致滲水個案上升的主因，認為
滲水辦處理個案已大有進步，強調未來會增加人手跟進
個案，又會加強宣傳教育。

葉國謙責3年無處理
滲水辦今年首9個月接獲逾22,000宗滲水舉報，在已

跟進的個案中，有兩成無法找出源頭。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葉國謙指，有很多個案都很離譜，例如在燈掣滲水，
但政府一拖再拖，三年都無法處理。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田北辰更認為滲水辦是無牙老虎，經常無法入屋檢查，
要求政府檢討。
陳茂波解釋，舉報個案增加除了顯示有更多市民提出

滲水舉報，也反映滲水問題正在隨着現存樓宇日漸老化
而日趨普遍。他強調，滲水問題複雜，要小心謹慎處
理，滲水辦一方面會致力提升處理滲水個案的成效，另
一方面亦會透過宣傳和公眾教育，加強業主對樓宇保
養、維修和管理的意識，希望能夠循不同方向更有效地
處理樓宇滲水的問題。
至於如何提升追查滲水源頭的效率，陳茂波表示，滲

水辦正計劃物色其他能協助查出滲水源頭的方法和儀
器，如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合作，研究是否可透過實
時監察懷疑滲水單位的用水情況和滲水位置的濕度變
化，協助尋找滲水的源頭；滲水辦最近亦嘗試應用有關
儀器以拍攝紅外線造影及進行微波濕度立體造型，以協
助一些較複雜的滲水個案追查滲水源頭。

滲水舉報兩成拖
陳茂波允增人手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馬尼拉人質事件中下顎受
傷的易小玲，昨日在台灣接受整形手術，重建下顎及種
牙。負責今次整形手術的是亞洲整容外科權威、前長庚
醫院院長魏福全，魏亦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消息指，手
術將由兩個醫療團分工進行，料需時12小時至13小時，
手術難度非常高。
易小玲較早前表示心情非常緊張，醫院要求她低調，以
免增加醫療團隊壓力。在她入住的重建整形外科加護病房，
院方亦無列出易小玲的名字，以求保密，同時又拒絕透露
手術詳情。魏福全早前表示，對手術成功有信心，如一切
順利，估計易小玲應可回家過農曆新年，但他同時表明「醫
生不能掌握全部，有些事是上帝掌握」。
魏福全近年曾接受台灣媒體訪問，介紹將小腿腓骨移
植到下顎，要先將腓骨切成小段，分開移植，再駁回皮
瓣跟血管。長庚醫院進行同類手術近20,000宗，手術成
功率為九成以上。

易小玲在台做整容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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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一期臨床中心 助研發亞洲用新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現時

大多新藥物均在西方國家研發，本港將
來亦有機會自己開發新藥物。香港中文
大學昨日成立「一期臨床研究中心」，
加強本地及亞洲的藥物研究及開發。中
心計劃每年進行12項新藥物的臨床研
究，研發範疇主要針對亞洲高發病率的
流行病如糖尿病、腸胃科和腫瘤科的藥
物。
研發新藥物至少動輒7年至10年，才

能獲批准正式使用，當中過程大致分為
實驗室、一期臨床研究、二期臨床研究
及三期臨床研究4個階段。現時，一期
臨床研究幾乎全部在西方國家進行，以
致大多數新藥都是在西方國家先行推
出，亞洲地區或需多等2年至3年才可
引入新藥物。

獲食衛局資助 盼吸合作機構
中大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

生局資助，昨日成立一期臨床研究中
心，加強本地及亞洲的藥物研究及開
發。研究中心首席總監陳德章表示，研
究中心有助研究確定藥物的安全性及有
效劑量，為實踐二期、三期的研究作好
準備，「以往有關過程主要在西方國家
進行，但近年藥廠及學術機構趨向發展
亞洲市場，針對亞洲常見的病患」。
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指，同一種藥

物應用於西方人及亞洲人的劑量均有不
同，例如薄血藥，治療亞洲人患者所需
的劑量，只是西方人的一半。他期望，

成立研究中心可吸引內地及西方國家的
學術研究機構及藥業界，建立夥伴關
係，提升香港在藥物科研方面的競爭
力，「將來香港有機會成為國際認可的
新藥開發先導中心，有香港研發的新藥
物，造福病人」。

針對亞洲流行病 擬年研12新藥
陳家亮表示，中心計劃每年進行12項

新藥物的臨床研究，研發範疇主要針對
亞洲高發病率的流行病如糖尿病、腸胃
科和腫瘤科的藥物。
耗資逾千萬的研究中心設於威爾斯親

王醫院特別大樓EF座11樓，共有36張
病床、專屬的復甦設備、緊急警報裝置
及24小時流動醫療監測設備，以監測病
人的心跳水平。中心另亦特設康樂室、
互聯網、視聽器材及其他家居設施，為
參與研究者提供舒適的環境，料明年2
月正式接收首批病人入住參與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
「擔大旗」9個多月，卻受心臟科
教授余卓文封刀事件、醫學院收富
貴學生等醜聞纏繞。他昨日與傳媒
飯聚時笑言，今年是「是非年」、
「自己腳頭差」，又坦言，任職院
長並非如一般所言，出席活動、剪
綵、到處交際。雖然陳家亮因余卓
文封刀事件感到非常傷心，但他稱
溝通的大門永遠打開，又會鼓勵心
臟科團隊及自己，不要被衝擊影響
教學質素。

中大建私醫院料明獲批
中大醫學院擬在校園內、毗鄰港

鐵大學站的地皮，興建私家教學醫
院。陳家亮計劃仍有待政府部門批
准，料可於明天獲批，並可展開募
捐工作。
他稱，教學醫院是一個社會企
業，不受財團影響，其首要理念是
培訓更多高質素的醫學生，幫助貧
苦大眾。
有傳前醫管局新界東聯網總監馮

康是教學醫院院長的人選，陳家亮
表示，馮康是籌劃教學醫院的其一
要員，而靈魂人物就是中大副校長
霍泰輝，「目前距離考慮院長人選
之時，仍有一大距離。但擁有管理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經驗，是考慮
因素之一」。

陳家亮：與封刀醫溝通門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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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章（左）介紹中心設有24小時流動醫療監測
設備，以監測病人的心跳水平。 劉雅艷 攝

▲研究中心設有36張病床。 劉雅艷 攝

16億大樓變60億 議員疑港台大花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建議將港台新廣

播大樓工程提升為甲級，預計需要斥資逾60億元，
較2009年估算的16億元高幾倍。有立法會議員批評
工程和器材造價升幅太高，極不合理；亦有議員質疑
港台為何要花大筆錢投資硬件發展電視新聞。廣播處
長鄧忍光回應指，港台現有的設備可以用「史前」形
容，而現時所指的先進設備，到新大樓落成時，已是
很平常的技術。由於有議員要求政府撤回文件，議案
最終未能表決，需再加開會議繼續討論。
新的港台廣播大樓面積約3萬600平方米，預算開支
60億5,560萬元，較早前預算的16億高出幾倍，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淑兒解釋，由於港台在09年
定位為公共廣播機構，服務範圍擴大，令大樓需求及設
施有所改變，涵蓋面與當年不能相比，因而要增加撥款。

王國興：造價升幅高不合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港台新廣播大樓的

新聞中心、工程部及資訊科技設施的開支升幅都非常
驚人，高達4倍多至近7倍。他又說，雖然能夠理解
新港台大樓要增添新器材，但質疑這些器材的價格增
幅是否過於不合情理。
鄧忍光回應表示，會以7億6,000萬元添置先進廣
播設備，當中40%是為了配合港台之後提供的新服
務，強調若不買新器材，之後新增的數碼廣播服務可
能會中斷。他又笑言，港台現有的設備可以用「史
前」來形容，而現時所指的先進設備，到新大樓落成
時可能已是很平常的技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則質疑港台為何要花大筆

錢投資硬件發展電視新聞，「若（港台）的24小時
新聞台是24小時廣播，會否對其他4個營商電視台的
24小時新聞廣播有影響；若不是，只是於6時播新
聞，之後12時播新聞，又是否需要那麼多設備和錄
影室」。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要求政府解釋增
添不同面積、觀眾容量的錄影廠的必要性。

撥款議案資料不足需補充
副廣播處長戴健文解釋指，港台未來會提供電視新

聞等新服務，佔用空間會增加，港台亦需要地方儲存
錄影帶等集體回憶及紀錄。會議進行一個半小時，由
於議員還有不少問題，而政府所提供的資料亦不足，
議案最終未能表決，需再加開會議繼續討論。何淑兒
承諾，會再向立法會提交更多資料。

四期活化古建築 最少干預添新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發展局本周初公布第
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邀請非牟利機構就4幢歷
史建築提交建議。政府指申請機構活化建築時，可以按
需要增添新設施，但改動不能影響建築物外貌，部分建
築特色亦需保留和還原，並會以「最少干預」為原則。

薄扶林牛奶公司宿舍或除樹
發展局昨日安排傳媒參觀第四期活化計劃的歷史建

築，包括灣仔景賢里、薄扶林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
舍、上水何東夫人醫局和銅鑼灣書館街12號，其中
建於1887年的薄扶林牛奶公司宿舍歷史最長，加上
已空置逾20年，周邊環境雜草叢生，亦有樹木依建
築物而生。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技術顧問盧仲文表示，

若果有樹木影響建築物結構，申請機構需優先處理。
盧仲文又指，宿舍內的木樓板並不堅固，然而申請

指引列明申請機構需要保留。他補充，第二期計劃中
的九龍城石屋家園，當年它的木地板結構亦是相當破

損，亦有樹木入侵，而其中一個處理方法是將木樓板
逐片拆除，再在工場作防腐、防火處理，同時或需要
增加鋼鐵結構作承托。他相信憑着過往經驗，今次處
理的難度不會太大。
古物古蹟辦事處高級文物主任盧偉健則指，申請機

構在活化歷史建築時，可以按需要增加新設施，以符
合現時的建築物條例和防火條例，但改動不能影響建
築物的外貌，亦不可影響建築物的結構和特色設計，
同時需要通過文物評估，並交予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古
物諮詢委員會審批。

古洞何東夫人醫局正門不添置
他解釋，古洞何東夫人醫局正門配有刻上「何東麥

夫人醫局」花崗石大門，機構不宜在正門加建設施，
以免妨礙市民觀賞其正面；而牛奶公司宿舍亦須與附
近兩幢前牛奶公司建築物，包括辦公大樓和牛棚保持
視覺的連繫，加設的設施不能有所阻隔。
而申請機構在活化建築時，亦需要按照指引要求，

保留反映建築物特色，部分後期改建或增加的設施亦
需還原，如書館街12號外刻有「中國足球球王」李
惠堂所書的碑文和鐵花欄杆、二樓的窗外相連走廊
等，何東夫人醫局的中式上翹屋脊、木屋頂結構、壁
爐、油燈等。若果建築已安裝窗口式冷氣機而改裝過
窗戶設計，或由原本的木窗框改為鐵窗框，日後申請
機構亦需還原。

景賢里建池限高免「喧賓奪主」
至於再被納入活化計劃的法定古蹟景賢里，發展局

指，在副樓及車庫加建設施的彈性較主樓建築大，但
會以「最少干預」為原則。即使政府容許在泳池加建
設施，設施亦受到高度限制並配合景賢里的景觀，避
免「喧賓奪主」。
政府將於下月14日至17日，在4個第四期活化計

劃的歷史建築舉行開放日，供有興趣機構實地視察，
並會舉行工作坊，4月15日截止申請，預計2015年第
一季公布結果。

■■政府容許景賢里泳池政府容許景賢里泳池
範圍加建設施範圍加建設施，，但高度但高度
受到限制受到限制。。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薄扶林舊
牛奶公司高
級職員宿舍
雜草叢生，
申請機構或
需 優 先 處
理，以免影
響建築物結
構。
羅繼盛 攝

■ 盧 仲 文
指，申請機
構或需逐片
拆除薄扶林
舊牛奶公司
宿舍內的木
樓板。
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