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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衝突進入第三周，以色列軍方狂
轟濫炸導致1,058名巴人平民死亡，引
起國際社會公憤。然而《以色列時報》
懶理人命傷亡，竟在網站刊登一段「貓
頭鷹受傷」的報道，稱巴勒斯坦激進組
織哈馬斯火箭炮導致一隻貓頭鷹被彈碎
擊傷，幸獲獸醫醫治云云。
該報形容這是一隻「可憐的」貓頭鷹，
被彈碎擊傷頭部、弄盲右眼，嘴也傷了，
在獸醫治理後，有望重返大自然。
另一邊廂，卻是巴人死亡人數不斷
上升，加沙一間醫院不停接收死傷
者，一名計算屍體數目的職員表示，
每晚只能在辦公室小睡兩小時，其餘
時間就是記錄死傷數字，一天大概要
接700次記者打來的查詢電話。他說︰
「屍體與屍塊我都看多了……但真正

讓我難過的是眼見婦孺死於炮火。」

以軍認炮轟聯國學校
以軍昨證實，曾發射迫擊炮打中加沙

一間聯合國學校，但否認有造成死傷，
聲稱校內當時無人。然而巴方官員表
示，炮擊導致校內16人死亡、多人受
傷，當時學校是充當避難所之用。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由輪值主席國盧

旺達提出的主席聲明，要求以巴「即
時且無條件實施人道主義停火」，但
以巴均對聲明表示不滿。
巴方指聲明對於終結加沙戰事來說

「遠遠不夠」，應有正式決議來要求
以方從加沙撤軍；以方不滿聲明未提
及以軍保護自身免受火箭攻擊的權
利。 ■《每日電訊報》/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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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組織(HRW)及美國公民自由
聯盟(ACLU)昨日發表報告，指美國國家
安全局(NSA)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令官
員難以再匿名舉報，損害新聞自由及告
密者尋求法律保護的權利，並威脅美國
自詡的自由與民主價值。報告要求總統
奧巴馬及國會改革監控政策、增加透明
度及保護告密者。
報告指，國安局收集手機「元數據」
的監控計劃，使官員擔心無論以電郵或
電話等方式與傳媒接觸，都會留下對他
們不利的證據。
報告訪問46名來自各大新聞機構的記

者、42名律師及4名現任或前任政府高
官。記者表示，與數年前相比，官員明
顯較不願意接觸傳媒，甚至非機密內容
或個人意見亦不願多講。
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洩密後，奧巴馬

政府加強偵查未來可能會洩密的疑似
「內鬼」，以至比歷屆政府更大力阻止
洩密，至今便有8人被引用《間諜法》
檢控。報告指，美國監控計劃已遠超保
護國家安全所需。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人權組織：
美監控損新聞自由

日本政府計劃今年內重啟位於九州
的川內核電站，官員於本周開始向核
電站方圓5公里內的居民派發碘片，
協助他們在一旦再發生核事故時抵禦
輻射。
核電站所在的薩摩川內市職員按中

央政府新安全指引，周日起開始向區
內4,700名居民派發碘片，最小的居
民只有3歲，但據報有數十人拒絕領
取。碘片據稱能阻隔甲狀腺吸收輻
射，減低核洩漏對人體的影響，但功
效存在爭議。 ■法新社

日向居民派碘片「迎」核站重啟

「從那日起，爸爸便沒回來」、
「這樣的未來實在可悲」，這些都
是日本社民黨月中發布反對解禁集
體自衛權的海報上注上的語句，內
容正引發熱議。海報暗示解禁後可
能使派往海外的自衛官在戰鬥中喪
命。該黨黨魁吉田忠智解釋：「雖
然內容具有刺激性，但自衛官犧牲
的可能性確實增加。」
海報上還印有蹲在路邊悶悶不樂

的男童，據社民黨稱，該男童設定
為自衛官的小孩，表達家人的痛苦
情緒。
海報發布後，自衛隊出身的自民

黨前防衛政務官佐藤正久反駁稱對
此感到憤怒和悲哀。他在微博表示
擔憂，稱這沒有顧念自衛官及其家
人的心情。 ■共同社

「爸爸沒回來」
日反對解禁自衛權海報熱爆網

■海報上寫着「從那日起，爸爸便沒回
來」。

■巴人男孩高舉玩
具槍參與反以色列
遊行。 路透社

伊波拉病毒自3月於幾內
亞確診首宗個案後，

目前已擴散至塞拉利昂、利比里亞等國。幾
內亞單在上周五已有14人確診染病，救援人員形
容，當地人除了要對抗疫情，還要克服恐懼。不少
村民認為外國醫護人員會傳播病毒，故對他們避之
則吉。衛生部官員表示，民眾對醫護人員失去信
心，不敢接受他們的治療，反加劇疫情擴散。

無國界稱無辦法 兩美救援人員中招
在幾內亞與塞拉里昂接壤的一條村莊，有一名病
人曾被私下接受「治療」，該名病人其後到另一條
村的親人家中，有可能已把伊波拉傳染給其他人。
無國界醫生緊急協調人員蓬森坦言：「情況非比
尋常，我們不獲信任，也無法阻止疫情擴散。」該
組織在蓋凱杜省設立的治療中心，愈來愈少人求
診。有村民看見西方人或紅十字會的車輛經過，都
會大喊「伊波拉」並倉皇逃跑。
曾在利比里亞協助救援的撒瑪利亞救援會的美國
醫生布蘭特利，日前確診染病後，現正接受隔離治
療，於同一醫院工作的另一名美國救援人員懷特博
爾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二人目前情況穩定但嚴
重。

利比里亞封邊境 尼航空停飛塞拉利昂
為防止疫情擴散，利比里亞政府前日宣布會關閉
邊境，並實施一系列衛生措施，包括對出入境機場
乘客進行檢驗及測試，並限制民眾集會遊行。另
外，尼日利亞的阿瑞克航空公司亦宣布，由昨日起
暫停蒙羅維亞飛塞拉利昂弗里敦的航班。

■《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西非村民刀阻救援
無知釀疫情失控

靠巫醫治伊波拉靠巫醫治伊波拉

伊波拉疫情在西非有失控跡象，至今

導致逾670人死亡，兩名在當地提供

協助的美國救援人員亦染病。在疫情

爆發地幾內亞，有村民指責紅十字

會及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人員是病毒

擴散的罪魁禍首，稱「他們所經之

處都會有人染病」，有村民甚至用

刀指嚇以阻止救援人員入村，導致

患者得不到救援，或寧願找巫醫治

病，結果反令疫情加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孫志賢）無國界醫生
(香港)傳訊主任梁柏儀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提
到，目前暫未有香港醫護人員前往西非提供
協助，她指組織會視乎當地需要，以及本地
是否有相關專家能前赴當地才作安排。

向醫護救援團體提供訓練
為免醫護人員染病，無國界醫生(MSF)

會向當地衛生部門及志願團體提供訓練，
以確保醫護人員在治療中心工作時，能嚴格
遵守防感染管制措施。這次確診感染伊波拉
的兩名美國醫護人員所屬的撒瑪利亞救援
會，亦有接受MSF訓練。
目前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及幾內亞皆有

MSF醫護人員協助控制疫情，包括在這些地區
成立治療中心，並向病人及家屬提供心理輔導。
不過MSF表示，在幾內亞東南部蓋凱杜省設立的

治療中心，病人數字近來顯著下跌至只有2人，擔心
受感染的人只躲在所屬社區內，不願求醫；並指有4條
村的村民曾阻止組織入內，MSF現正與當局協商，希望
讓醫護人員安全進村，以掌握確實疫情。

何謂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正式名稱為「伊波拉出血熱」，世界衛

生組織(WHO)形容其為「一種嚴重、經常致命的疾
病」。伊波拉於1976年首次被發現，當時蘇丹和剛果
同時有人染病，疾病主要出現於中非和西非，死亡率
可高達90%。
如何傳播？
伊波拉潛伏於狐蝠身上，通常感染住在熱帶雨林或

附近的居民。人類密切接觸黑猩猩、猴子等受感染動
物的汗、血液、分泌物、器官或體液，便會染病。病
毒之後會透過人傳人散播，包括直接(傷口和體液)及間
接(附病毒的體液污染環境)傳播。目前未有證據證明病
毒可經空氣傳播。
身體染病後會如何？
患者初時會發燒、肌肉疼痛和喉嚨痛，病情之後迅

速惡化，出現嘔吐、腹瀉和內外出血的病徵。潛伏期
為2至21日。
如何醫治？
病毒並無疫苗治療，醫生須以最高級別生化保護措

施來處理，而病人需接受深切治療。
哪些地方之前曾爆發疫情？
最嚴重爆發是2000年於烏干達，有425人染病，逾
半患者死亡。

■《每日電訊報》

伊波拉疫情簡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
非爆發伊波拉病致多人死亡，香港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指當
局非常關注事件，已於4月初向全
港醫生發信報告最新發展，並於4
月及6月向旅遊業議會與旅遊業界
提供世界衛生組織(WHO)風險評
估報告。他又指，現時西非國家沒
有直航飛機到香港，但因感染途徑

較容易，傳播率和染病死亡率頗
高，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到受影響地
區旅遊。
高永文表示，不能排除有旅客

以間接方法，曾到有關地方後回
港，故呼籲曾到訪有關國家的旅
客，到港時若出現病徵，必須求
診。雖然作為旅客前往當地後染
病機會不高，但因未能完全掌握

病毒在當地的傳染情況，港府亦
發出通告希望巿民小心。

死亡率達九成
衛生署昨日亦表示，正密切監察疫

情最新發展，發言人指，由於伊波拉
病由屬於絲狀病毒科的伊波拉病毒所
致，人類感染死亡率高達90%，呼籲
市民注重個人和環境衛生。

高永文籲港人勿赴西非

港無國界醫生
未派員赴西非

■■美國醫護人員懷特博
美國醫護人員懷特博

爾爾((左左))在利比里亞染病在利比里亞染病。。

■美國醫生布蘭特
利(右)在日前確診
感染伊波拉病毒。

■布蘭特利在利比里亞醫治患者時
染病。 美聯社

■伊波拉屬絲狀病毒科，人類感染
死亡率達九成。

■塞拉利昂醫護人員全副裝備照料
患者。 美聯社

伊波拉病毒發病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