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比里亞醫療系統崩潰 美令外交官家屬離開
利比里亞外長恩加富安前日表示，當地醫療系統

正在崩潰，除了醫院關閉，醫護人員亦紛紛逃離，
以避開伊波拉疫情。他指即使這次危機過去，仍會
對國家造成長期影響。
利比里亞經歷多年內戰後，受過訓練的醫生和護

士非常短缺。自伊波拉爆發以來，有醫護人員受感

染、被隔離或因怕染病而缺勤，令醫護界更缺人。恩
加富安指出，現時全國有400萬人口，但只有約50
名醫生應付疫情，坦言這場危機摧毀整個醫療系統。
美國國務院前日已下令，駐利比里亞外交人員的

家屬需離開當地，當局亦將派遣額外人手赴當地協
助抗疫。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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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准加藥廠生產實驗藥物

衛生署要求醫護提高警覺

世衛昨結束一連兩日在瑞士日內瓦召
開的緊急會議，形容伊波拉疫情大

規模爆發是「極異常事件」，對其他國
家的公共衛生構成威脅，應正視國際擴
散的可能性，但暫毋須向有關國家發出
旅遊警示，並指會在聽取專家意見後，
在未來數日內公布是否有必要限制各國
民眾到疫國旅遊。
世衛同時建議各國應為有意前往疫國
的旅客提供相關資訊，並呼籲各國做好
準備，撤離在疫國的國民。

中國送逾80噸醫療物資
世衛昨日公布，截至本周三，伊波拉共

造成961人死亡，並指爆發疫情的國家衛
生系統非常脆弱，無法妥善防治伊波拉和
阻止疫情擴散；且有關國家治療伊波拉的
經驗太少，加上各界對病毒有錯誤了解，
為遏止疫情帶來挑戰。
陳馮富珍則稱，最近出現疫情的國家無

能力獨立應對「如此大規模和複雜的疫
情」，促請國際社會盡最大可能提供緊急
支持。為協助西非抗疫，中國政府將向疫
國提供緊急物資，相關機組成員據報已完

成防疫培訓和防護準備，超過80噸醫療物
資預計下周一晚運抵西非三國。
希臘一名最近曾前往尼日利亞的建築

師疑感染伊波拉，在雅典一間醫院接受
檢測後，呈陰性反應，並證實其所患的
是瘧疾，並非伊波拉。不過，貝寧則發
現兩宗疑似個案，病人正被隔離等候化
驗結果。烏干達機場一名男子入境時發
燒，昨被當局隔離，但化驗結果顯示對
伊波拉呈陰性反應。鑑於疫情蔓延，尼
日利亞昨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坊間誤傳喝鹽水能醫治 亞洲防疫措施夠
對於坊間有傳喝鹽水或用暖鹽水洗澡

可治療伊波拉，世衛澄清這觀念絕對錯
誤，指公眾有病徵應立即求醫。
亞洲至今仍未有發現伊波拉病例，世

衛指亞洲防疫措施足夠。歐盟官員昨表
示，歐盟爆發伊波拉風險極低。美國衛
生部門則警告，基於全球航空交通頻
繁，伊波拉傳入美國是「無可避免」，
但相信不會大規模爆發。

■法新社/《衛報》/路透社/法新社/
《華盛頓郵報》

西非的伊波拉疫情仍未受控，西非國家貝寧出現兩名疑似患者。隨

着伊波拉危機升溫，世界衛生組織(WHO)昨日宣布將疫情列為「國際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病毒可能進一步在國際蔓延，需作出非常規

反應。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指出，今次伊波拉疫情是40年來最嚴

重，呼籲國際社會向疫國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世界
衞生組織宣布，將伊波拉疫情定性為
「國際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香港衛生
署亦因應世衛組織宣布，採取一系列措
施配合，包括與機管局配合，在機場出
入境大堂作廣播，向旅客提供伊波拉疫
情訊息；向全港醫生及醫院發信提醒醫
護人員提高警覺，若發現有關個案要盡
快呈報；以及聯絡在港的非洲族裔組
織，傳達伊波拉的資訊及預防措施。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呼籲，旅

客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尼日利亞最大城市
拉各斯、利比里亞、幾內亞及塞拉利昂等

西非國家，並強調現時香港無論於口岸、
醫管局或衛生防護中心的層面，均已嚴陣
以待，萬一發現懷疑個案，會立即將有關
人士送往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亦表

示，衞生署已採取一系列措施防範疫
情，入境處人員亦會協助識別來自西非
疫國的旅客，並向他們派發宣傳單張，
提醒他們如有伊波拉病徵，要聯絡港口
衛生人員。衛生署並同時設立伊波拉病
毒專題網站及更新有關資料，以及要求
有關醫護人員要執行嚴格感染控制措
施，減低傳播風險。

隨着伊波拉疫情擴散，外界愈來愈多呼聲要求美國政府批准相關藥物，據
報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已同意加拿大藥廠Tekmira生產伊波拉實驗
藥物，用來治療患者。
Tekmira此前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發伊波拉藥物「TKM-Ebola」，但今年
7月FDA叫停該藥物的人體臨床實驗，要求公司提交更多藥物安全資料。到了
前日，FDA修改藥物的審批狀態，從「全面暫停」改為「部分暫停」。Tekmira
指，這意味藥物可用於治療。 ■加拿大CTV電視台/彭博通訊社

亞洲各國防疫措施
●中國 當局已指示醫院呈報任何懷疑

個案。
●日本 已準備好將懷疑染病者送往特

別隔離醫院。
●泰國 在主要入境地點裝設監控鏡

頭，並派醫生到國際機場支援
現有團隊。
正監察21名來自塞拉利昂、利
比里亞和幾內亞的遊客。

●澳洲 機場會對患病旅客保持警惕。
●新加坡 一旦出現伊波拉病例，會追蹤

及隔離曾與患者接觸的人。
●韓國 對尼日利亞發布旅遊警示，建

議公民除非有緊急事務，否則
應立刻離開尼國，並取消或延
遲前往當地旅遊的計劃。
對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
昂發布相同旅遊警示。

■路透社/中央社

傳日美研燃料電池驅動潛艇

不滿債務判決 阿根廷告華府侵權烏克蘭首次制裁俄國
阻軍備更新

馬航重組業務 宣布私有化

俄羅斯前日宣布對歐美實施反制裁後，烏克蘭昨宣布
對俄國實施26項制裁，主要涉及商貿，包括停止能源
中轉運輸，以阻撓俄軍更新武器裝備。
烏國政府通過史上首個制裁法草案，總理亞采紐克表
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一個月前已決定，禁止與
俄國進行軍事技術合作。

烏國一年料損失543億
除限制與俄商貿外，支持烏東分離分子的65間俄企
及172名俄國及其他國家公民，亦在制裁名單上。亞采
紐克估計，制裁俄國一年會令烏國損失70億美元(約
543億港元)。

另一方面，烏國的內戰愈演愈烈，前日政府軍與分離
分子在烏東邊境交戰，造成15名士兵及最少3名平民死
亡。

5烏兵涉犯戰爭罪 遭俄拘留
俄國調查人員昨表示，已拘留5名早前進入俄境的烏
國士兵，指他們在烏東濫用重型武器，導致10名平民
傷亡，並毀壞20間房屋，涉嫌觸犯戰爭罪行。報道
指，400名烏軍士兵周一曾進入俄境，俄方指他們是來
投降，但烏國稱他們只是用完彈藥才被迫越境，絕大部
分人後來已返回烏國。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俄羅斯新聞網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在今年3月及7月發生兩次嚴重空
難，重創公司股價。馬航最大股東國庫控股昨日宣布，
將以每股0.27令吉(約0.65港元)的價格，向小股東買下
其餘30.63%股權，將公司私有化，以便取消上市地位
並重整業務。馬航即日宣布停止公司股票交易。
國庫控股持有馬航69.37%股權，將以高於市價29%

的價位買入餘下股權，整個收購計劃涉及13.8億令吉
(約33.3億港元)。國庫控股將於本月底定下詳細重組計
劃，包括馬航營運、業務模式、財政管理、人力資源及

監管。
早在空難發生之前，馬航財政狀況已是業內最差，過

去連續3年錄得虧損。在2011至2013年間，馬航虧損
41億令吉(約 99億港元)，今年3月航班MH370失蹤
後，公司首季再蝕4.43億令吉(約10.7億港元)。
連串空難使馬航客量陷入谷底，分析指馬航目前靠

「燒錢」維持經營，平均每日動用200萬美元(約1,550
萬港元)現金儲備。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紐約聯邦法院法官格里薩判阿根廷債務違約，引
起該國強烈不滿。阿根廷前日向聯合國國際法庭起訴美

國政府，指其侵犯阿根廷主權。法庭已將阿根廷的要求
轉達美方，但需美方同意接受國際法庭司法管轄權，法
庭方可展開審訊。

開審機會不大
阿根廷指，美國不尊重阿根廷主權豁免，其司法機構

使阿根廷主權債券重組遭遇障礙，是侵犯主權和違反國
際準則的行為，美國須為此承擔國際責任。美國國務院
未有回應，但外界認為開審機會不大。
國際法庭於1946年成立至今，美國只曾在22宗案件

中接受其司法管轄權。牛津分析諮詢公司的國際法專家
薩拉特認為，華府今次亦不會接受管轄權，因在美方立
場，雙方爭議不是基於雙邊條約或國際法，而是債務合
約。
國際刑事法庭前首席檢察官奧坎波認為，阿根廷認為

格里薩判決不公，卻無法上訴，故明知美國不會接受國
際法庭司法管轄權，也希望嘗試循外交方向解決事件。
報道指，若國際法庭找到對阿根廷有利的論據，或有機
會判美國賠償。

■《華爾街日報》/《每日電訊報》

日本傳媒報道，防衛省正與美國聯手研發一款燃料電
池驅動的無人潛艇，預計只需充電一次，便可持續在海
底航行1個月。
《讀賣新聞》引述官員透露，該潛艇全長33呎，會

自動按預設路線航行，設有聲納偵察系統，將用於巡
邏，不會配備魚雷等武器。防衛省昨日承認正獨自研發

一種無人潛艇，否認與美國合作。
防衛省於過去5年，投放26億日圓(約1.98億港元)研
發無人潛艇的燃料電池系統。日本在燃料電池領域佔領
先地位，該種電池利用氫及氧發電，不會釋放污染物，
常用作環保汽車燃料；美國則擁有貯藏氫的頂尖技術，
有利雙方合作。 ■法新社

■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 新華社

■■世衛總幹事世衛總幹事

陳馮富珍陳馮富珍

■尼日利亞機場有防護人員為入境旅客
量度體溫。 美聯社

■■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市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市
郊有軍人駐守進行檢查郊有軍人駐守進行檢查，，有有
民眾對此表示不滿民眾對此表示不滿。。美聯社美聯社

■■塞拉利昂豎立了宣塞拉利昂豎立了宣
傳牌傳牌，，提醒伊波拉有提醒伊波拉有
何病徵何病徵。。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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