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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愈來愈多
無外遊記錄、無與患者密切接觸的市民感染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衛生防護中心不排除本地可
能有隱形傳播。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表示，單靠旅遊史和接觸史不能找到輕
微病徵的病人，相信社區肯定已有相當數量的
個案，本地開始出現社區傳播，要留意短時間
內個案會否急增。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柏良呼籲，要小心家庭群組之間傳播，如有
需要在家也要戴口罩。

口罩無即棄型可用棉質
梁子超表示，新型肺炎病徵和傷風咳嗽差不
多，不容易分辨不明顯的肺炎個案，「我們能

找到的本地個案，基本上是較為典型或嚴重的
個案。有些病人個案被轉介往醫院或在醫院被
確診，因為是病人肺片花或有肺炎跡象，才會
被發現、被測試出來，我們不會測試一個普通
傷風咳的病人。」他說，有理由相信部分病人
初期病徵不明顯，「若確診患者找不到傳染源
頭，顯示他可能被病徵不明顯的人所傳播……
事不過三，一個可以是偶然，同時發現多個無
源頭個案，可以肯定社區中有較大型傳播。」
梁子超說，現時情況對醫院普通病房感染防

控是很大考驗，醫院需重新定位如何處理病
人，包括分流和隔離等都是刻不容緩。他強
調，若醫院出現交叉感染，將會是防疫工作的
一大挑戰，「危機可能已存在，若不能快人一

步反應，對醫護人員是很大威脅，不能夠保護
醫護人員就等於不能保護病人。」
他又指，在大型傳播時，難以發現傳染源和

密切接觸者，故只可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但市民如果買不到即棄口罩，可使用棉質口罩
最低限度減低傳染源。

家居頻清潔防家人傳染
另外，何柏良指防疫關鍵是清潔，可用一般

家居的肥皂、洗潔精、1:99漂白水清潔。他又
指內地疫情有一定比例是家居發生的傳播，呼
籲市民日常減少去醫院，在醫院內採取較嚴密
措施，家居也要做好衛生。如果家庭成員有任
何呼吸道病徵，即使在家中也要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成員昨日
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照顧長者及弱勢社群對
口罩的需要，並建議透過現時長者醫療券的登記渠
道，定期向長者發放口罩，並即時推出為期半年的
緊急失業援助金，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工友提供
援助。

籲將防疫品納入儲備規管
為解決口罩短缺問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建議將外科口罩及相關防疫物
品、藥品納入《儲備商品條
例》，規定價格及銷售安排，令
全民及醫療機構有足夠裝備抗
疫。同時，透過現時長者醫療劵
的登記渠道，定期發放口罩予長
者使用，並以關愛基金途徑，集
合官、商、民間力量，撥款購買
防疫及消毒用品予貧窮、殘疾人
士及少數族裔家庭。政府可向各

界徵集私人捐贈口罩，並透過非政府機構分派給有
即時需要的長者及基層家庭。
在停工、停課安排的配套方面，她建議勞工處就

受到疫情影響而停工、在家工作安排發放指引，設
立熱線處理有關查詢，並成立抗疫基金，向疫情期
間仍必須工作人員發放津貼，又呼籲僱主容許居內
地的港人僱員在家工作，不扣薪、不扣假，並提供
各種支援；同時應即時推出為期半年的緊急失業援
助金，為工友提供援助。

她並促請教育局及早宣佈3月
底文憑試的安排，以及就升中、
升小派位及校內呈分試考試內容
作清晰指引。同時，特區政府對
居住、滯留內地的港人提供求助
熱線及支援，提供包括生活物資
和車費補貼。最後，她要求在迪
士尼樂園二期、啟德郵輪碼頭等
遠離民居的地點增建組合屋作隔
離中心，應付隔離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羅湖、落馬洲口岸關閉
後，深圳灣口岸入境人數一度
增加，民建聯建議由內地入境
者須持有健康證明，同時建議
取消所有往來深圳灣口岸至市
區的B線巴士，以減少人流。
現時往來內地和香港的陸路
通道主要依賴深圳灣口岸，令
深圳灣口岸的出入境人數有所
增加。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昨日表示，雖然出入境人數維持約2,000多人，
但由於需途經屯門、元朗，做法對當區市民不公
平，特區政府應加強關口管制措施。
對特區政府昨日決定實施強制隔離措施。梁志祥

表示支持，並認為大部分來港的內地旅客以購物為
主，若來港要強制隔離14天，無形中增加來港的
不便及成本，相信會令部分內地旅客打消來港念
頭。

要求屋邨立即大清潔
民建聯黃大仙支部同日約見了房

屋署。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在
會上要求立即在區內屋邨啟動大型
公眾衛生清潔工作；繼續加強防治
鼠患工作，及打擊路人餵飼雀鳥及
野鴿等，加強清理雀糞，以免病毒
交叉感染；協助清潔及保安服務承
辦商採購口罩、防護衣及消毒用品
等防疫物資等。

針對網上流傳政府將以黃大仙東匯邨匯智樓作隔
離中心的安排，民建聯強烈要求房屋署承諾東匯邨
匯智樓不會用作隔離中心，釋除居民的疑慮，而政
府設立隔離設施不應接近民居，不應以任何公共屋
邨作隔離中心。
他們引述房署總經理回覆指，房署無計劃用匯智

樓作隔離中心，有關消息只是謠言，居民毋須擔
心。

民建聯倡撤深圳灣B線巴 工聯會籲發半年失業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周二（4日）確診的第
十八宗新型肺炎病例是一名25歲男子，是目前本港確診
病人中最年輕者。中國移動香港昨日確認，患者是該公司
員工。據悉，該男子在葵涌九龍貿易中心（KCC）工
作，本周一（3日）仍有上班，並曾與兩名東亞銀行員工
聚會接觸。東亞相關員工目前未有徵狀，但為慎重起見，
25名員工將自我隔離。
中移香港昨日在回覆傳媒查詢時確認，有員工確診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該員工在葵涌辦公室上班，現正接受
隔離治療，情況良好。該公司已上報衛生防護中心並遵循
指示跟進，並已委託專業公司為辦公室作全面清潔消毒。
中移香港又指，該公司在春節前後都有發出指引，減低

風險，包括向員工派發口罩，規定所有員工上班時必須佩
戴口罩；每天為員工量度體溫，一旦發現體溫偏高，必須
立即求醫，自我隔離等。
東亞銀行亦證實，該名患者曾與該行員工接觸。東亞發

言人表示，兩名在觀塘東亞銀行中心36樓工作的後勤員
工，在周日（2日）曾與一名確診者接觸。該行接報後，
即時安排有關員工的工作樓層、職員餐廳及電梯徹底清潔
及消毒。
東亞發言人續指，相關員工目前未有感染徵狀，為安全

起見，及根據醫學顧問意見，已安排與他們緊密接觸的員
工自我隔離，合共25位員工隔離中。

APM保持正常運作
毗鄰東亞銀行中心的APM商場在官方社交網站表示，

商場一直保持正常運作，並沒有關閉，又強調商場已採取
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提升對租戶及公眾的保障，包括加強
及加密清潔消毒商場內的公眾地方及設施等。

防疫權威：隱形傳播考驗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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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新增疫症確診個案
宗數

第十九宗

第二十宗

第二十一宗

註：第19宗和第20宗個案是一對母女。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患者

28歲
女病人

56歲
女病人

56歲
男病人

住所

藍田康田苑
裕康閣

同上

青衣
灝景灣一座

現時情況

在瑪嘉烈醫院接受
治療，情況穩定

同上

在瑪嘉烈醫院接
受治療，情況穩
定

密切接觸者

12 人正接受檢疫、7
人將被送往接受檢疫

同上

3人將被送往接受檢
疫、1人在瑪嘉烈醫
院接受隔離治療

其他接觸者

43 人正接
受醫學監測

同上

待定

日前確診的一名60歲、住藍田康田苑裕康
閣的男子，其28歲女兒及56歲妻子昨日

亦確診，成為本港第十九及二十宗個案，她們
在潛伏期間沒有外遊記錄。

料男戶主中招傳染妻女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
莊慧敏表示，兩人過往健康良好，都是前日開
始發燒，並同到聯合醫院求診；她們的呼吸道
樣本證實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昨日已
被轉送瑪嘉烈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男戶主
在上月22日發病，再於30日求診，估計是他
將病毒傳染予女兒及太太。」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根據中心的初
步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部分確診個案相信為本
地感染。中心強烈呼籲市民，時刻保持個人和
環境衛生，對預防個人受感染和防止病毒在社
區擴散至為關鍵。」
另一宗確診個案患者為住在青衣的56歲男
子，他在深圳工作，不時深港兩邊走。莊慧敏
指，他是在上月30日起出現發燒及咳嗽等徵
狀，曾向私家醫生求醫，至前日因為病情惡化
而召喚救護車，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另兩人命危需插喉呼吸
全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現時均在瑪嘉烈

醫院傳染病中心接受治療，當中兩人情況危
殆，正在深切治療部留醫，並需插喉協助呼
吸。莊慧敏說，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接收滿
20名病人後，便無法再接收，新增的病人需由
7個聯網分別接收，每個聯網可分別接收約20

名病人。
另外，公立醫院截至昨日中午的24小時前向

衛生署通報了共接收62名（23男39女、年齡
由6個月至93歲）符合「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
體呼吸系統病」呈報準則的病人，並將樣本進
行化驗，目前仍有84人留院接受隔離。
公立醫院現時有844張隔離病床及461間隔

離病房，使用率分別為43%及65%。

◀▼藍田康田苑的確診男患
者（左圖），感染了妻子和女
兒。 資料圖片

■東亞將25位員工隔離。毗鄰的APM商場稱一直保持正
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民建聯黃大仙支部昨民建聯黃大仙支部昨
日約見了房屋署官員日約見了房屋署官員。。

■■工聯會成員昨日請願工聯會成員昨日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三口家全確診 港現社區傳播
林鄭：疫情有惡化趨勢 未來14天防擴散關鍵期

本港昨日再增 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

案，累計個案增至21人。3宗新增個案

中，兩人是早前確診的60歲男子之妻女，

換言之一家三口齊齊中招，而且他們也報稱沒

有外遊及與患者接觸的記錄；另一名新增患者

則是深圳工作的56歲港人男子。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表示，香港疫情有惡化的趨勢，最近有

3宗個案患者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也未能找到明

顯感染源頭，屬於本地感染個案，顯示香

港已出現社區傳播，情況令人憂慮，

未來14天十分關鍵，需要盡快防止

病毒在社區擴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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