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本港

昨日新增3宗確診個案，本

港累計個案將達65宗。新增

的第六十三宗個案是一名83

歲女患者，曾經入住屯門醫院骨科病房，此前她住在太古城的女婿

及女兒已先後確診，女患者的丈夫過年前曾多次往返內地，懷疑丈

夫是家族中的首名染病者。另外兩宗確診個案是一對居住在小西灣

邨瑞滿樓的夫妻，男患者68歲，妻子70歲，兩人沒有外遊記錄，

男患者平日有晨運活動，妻子在年初一及十五去過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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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男外父或家族病源
曾6度往返內地後咳嗽 妻女同中招

深圳推「特申通道」零接觸辦理赴港簽註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為最大限

度降低聚集、接觸風險，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本周一（2月17日）起，已經推出疫情防控
期間特別申請通道（以下簡稱特申通道），內地
居民赴港探親、逗留再次簽註等四大類14項業務
實行全流程零接觸辦理。

涵蓋探親等12項業務
據深圳媒體報道，特申通道業務包括內地居民
往來港澳通行證赴港探親、逗留再次簽註等兩類
12項業務，以及深圳市簽發的外國人工作、外國
人工作者家屬私人事務等兩大類居留許可延期。
其中，內地居民赴港探親再次簽註具體包括：

探望在香港定居、長期居住、就學或者就業的配
偶、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子女或子女的配偶、
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孫子女。
此外，赴港就學、就業、居留、培訓、隨任或

以受養人身份赴港依親，並經香港有關部門批准
的人員，可申請逗留簽註。

電約上門辦理 證件郵寄送達
特申通道便民服務具體辦理流程為：首先撥打

熱線0755-84465490預約申請，待工作人員電話確
認後備齊資料，等待郵政人員上門收件（包括辦
理業務的出入境證件原件），本人現場核對無誤
後簽名（申請表和提交材料影本均需簽名）交

郵。其間，可通過深圳出入境諮詢熱線或「深圳
公安」微信公眾號民生服務查詢業務辦理進度。
業務審批後，出入境證件原件通過郵政快遞送達
本人。
據介紹，通過特申通道辦理業務，享受電話預

約、材料郵遞、免填寫申請表、免採現場人像、
免收申請材料原件、郵遞送證等便利服務。
為確保特申通道業務順暢辦理，申請人須在境

內，並先行登錄「深圳市公安局」門戶網站民生
警務政務服務板塊，或微信公眾號「深圳公安」
民生服務模組，查詢業務申請條件和所需材料、
費用，提前做好準備工作。
在本港，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早前已經加強了出

入境管理，內地與香港來往現時只有深圳灣口
岸、港珠澳大橋、香港國際機場口岸3個口岸可以
通過，所有從內地入境香港者現時均須強制檢疫
14日。
據了解，內地出入境管理局於2月2日公佈暫

停受理審批簽發內地居民赴港澳旅遊簽註（包
括團隊旅遊、個人旅遊、深圳「一周一
行」），並於2月7日進一步暫停辦理赴港商務
簽註。不過，探親、赴港就學、就業等簽註並
不在暫停發放之列。深圳現時開通的是針對疫
情期間的特殊申請通道，確保申請過程中「全
程零接觸」，而非恢復早前被暫停發放個人遊
及商務赴港簽註。

外母(83歲)第六十三宗

太古城工程師(54歲)第五十七宗

妻子(46歲)第六十宗

外父（暫未有病測結果，疑是感染源頭）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小西灣
邨瑞滿樓

有居民在新冠肺炎檢測中初步呈陽
性反應，民建聯港島區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與東區團隊成員植潔鈴、
洪連杉、龔柏祥、李樂昕等立即到
場了解情況，並向居民派發應急的
抗疫消毒物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
出現第二宗患新冠肺炎死亡的個案，死者
是一名70歲男子，屬香港第五十五宗確
診個案，昨晨7時許於瑪嘉烈醫院離世。
本港先後有兩宗死亡個案，他們也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患有糖尿病，醫院管理局總行
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昨日承認，
一般而言，肺炎進一步打擊長期病患者的
健康，影響康復或者病情進展，但病人死
亡是否與糖尿病有關，仍難以下定論。

曾隱報赴內地旅遊史
劉家獻昨日在衛生署例行記者會上公
佈，再增多一名新冠肺炎死亡個案，死者
為第五十五宗個案的70歲男患者，他生前

居住在葵涌石籬二邨石怡樓。患者在本月
12日因跌倒入住瑪嘉烈醫院，當時已持續
咳嗽及氣促逾10日，X光顯示有肺部有
花，同月14日被確診。他報稱近期未到過
內地，但醫護人員經入境處系統查詢，發
現他曾在 1月22日經落馬洲口岸即日往返
內地。
劉家獻表示，病人入院後一直在深切治

療部留醫並需插喉，院方曾為其處方蛋白
酶抑制劑及抗生素，但由於病人有糖尿
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腎功能欠佳，昨
晨情況轉差，最終在昨晨7時22分離世，
死因會轉介至死因裁判庭研究。

醫局：長期病患者康復較差

他承認，長期病患者感染新冠肺炎後，
康復或者病情進展都較一般健康人士欠
佳，但病人死亡是否與糖尿病有關，現階
段難下一個定論。對於新冠肺炎患者的用
藥情況，劉家獻指，本港現時主要使用3種
抗病毒藥：蛋白酶抑制劑、干擾素及利巴
韋林。
香港傳染病專家一直關注不同地區的治

療方法，致力於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療，
並正與相關藥廠探討在本地開展藥物瑞德
西韋的臨床測試可能性。
劉家獻補充：「瑞德西韋正處於研發

階段，正在武漢為病人作臨床測試，仍
未有任何地區註冊，療效也有待臨床實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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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
再多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經治療後，康
復出院，使香港累計共有 5名出院
者。最新出院者是本港第五宗確診個
案患者。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
素及標準）劉家獻指出，出院者是63
歲男子，病情一直穩定，僅使用紓緩
治療，毋須接受抗病毒藥物，他最近
兩次病毒測試呈陰性，昨日正式出
院。目前仍有55名患者在10間公立
醫院留醫，其中 4人危殆，包括第
七、第廿四、第廿六及第三十八宗個

案，另有兩人情況嚴重，其餘穩定。
根據資料，最新出院的 63 歲男

子，居於武漢，是第四宗確診女病
人的丈夫。他在 1月 22日從武漢市
乘高鐵到港，入住馬鞍山銀湖．天
峰第1座，即他女兒的家中。二人在
1月23日開始發病，同日到沙田威爾
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求醫，得悉需要
接受隔離後，他一度企圖從急症室
逃走。醫院按機制報警求助，最後
成功攔截患者，後將他轉入瑪嘉烈
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70歲男患者離世 與首亡者同患糖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早前實
施新措施要求所有從內地來港者必須在家
居、酒店或檢疫中心隔離14天，其間政府
職員會使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
科辦）提供的手機定期聯絡家居檢疫者，
確保他們沒有離開隔離地方。資科辦昨日
表示，兩部用作監察122名家居檢疫人士的
手提電話懷疑失竊，並已報警處理，及通
知所有受影響者取消早前與該兩部電話的
聯繫。
資科辦職員前晚盤點所有170部手提電話

時，發現有兩部手提電話懷疑失竊。該兩
部手提電話是供職員於資科辦在北角海關
總部臨時設立的聯絡中心內，用作監察接
受強制檢疫者有否留在居所之用。職員通
過監察通訊軟件，要求接受強制檢疫者分
享實時位置和進行視像通話。

122人受影響 資料已加密
兩部手提電話曾用作監察共122位接受強

制檢疫者，內載有關人等的姓名、電話號
碼、曾分享的位置和相片，但不包括有關

人等的詳細地址。手提電話設有密碼，電
話內的資料已作加密。該兩部手提電話的
通訊服務已經終止。
資科辦對事件深表遺憾，向受影響者致
歉，並已即時加強資訊保安，防止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在報警的同時，由於檢疫者或因
此洩露個人資料，資科辦也通報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公署，及提醒受影響者若收到可疑來
電，應即時通知資科辦及與警方跟進。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收到資料外

洩事故通報，已列為資料外洩案件處理及跟
進，並將展開循規審查，以助公署取得更多
有關事故發生的事實。

資科辦失兩手機 內有隔離者私隱

曾逃院避隔離 武漢翁出院

民 記 救 急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新增的第六

十三宗個案是一名83歲女患者，她是第
六十宗及第五十七宗確診者的母親及外
母，第五十七宗個案為住在太古城的工
程師。83歲女患者住在屯門海景花園一
座，病發前無外遊史，但其丈夫於1月
內曾多次經羅湖往返內地，多數是即日
來回，日期包括1月14日、17日、18
日、21日、23日及25日，其間到過樟
木頭與朋友聚會。

病發已久 病測或無結果
這對外母外父曾於1月27日與女兒女
婿一起吃飯，1月29日女婿還送禮物予
外父。本月15日女患者因跌傷髖關節而
入住屯門醫院，翌日做手術，醫護指與
她溝通困難，但其肺片顯示清晰。
院方後來得知女患者的女兒女婿被確
診，在本月18日將其隔離並進行病毒檢
測，其後確診。外父目前亦在屯門醫院
等候病毒檢測結果。
張竹君表示，根據流行病學及潛伏期
推測，外父可能是這家人中最初的患
者，他往返內地後亦曾咳嗽，數次求

醫，不過外父發病至今已有很長時間，
病毒測試未必驗出結果。

小西灣夫婦確診夫曾排隊買罩
小西灣邨瑞滿樓一對夫婦昨晚亦確診，

分別為68歲男病人（為第六十四宗個案）
及70歲女病人（為第六十五宗個案）。他
們有長期病患，居於小西灣邨瑞滿樓，於
2月12日出現咳嗽，2月18日因持續咳嗽
向私家醫生求診，之後到東區尤德夫人那
打素醫院求醫並入院接受治療。
他們的呼吸道樣本證實對新型冠狀病毒

呈陽性反應，現時情況穩定。他們於潛伏
期內沒有外遊，其同住的女兒沒有出現病
徵，將被安排接受檢疫。衛生防護中心正
在追查二人的密切接觸者。
對於有報道指第六十四宗個案男病人

曾排隊買口罩，張竹君表示，排隊期間
大家一般都會戴口罩，且與人保持距
離，一般不屬於親密接觸，不會接觸到
口水飛沫，風險很低。
昨日下午已有穿着保護裝備的食環署

員工到瑞滿樓做清潔消毒，據悉他們清
潔了地下大堂的地面、牆面及大門，並
在該樓的公共休憩空間加強清潔。

新增3患者行蹤
第六十三宗：83歲女患者
住址：屯門海景花園一座
關聯：分別是第六十宗及第五十七宗確診
的母親及外母
1月14、17、18、21、23及25日：患者
丈夫往返內地，其間曾到東莞樟木頭同朋
友聚會，返港後出現咳嗽並數次求醫
1月27日：與丈夫、女兒女婿一起吃飯
2月14日：有鼻水，沒有發燒
2月15日：因跌傷髖關節而入屯門醫院，
肺片清晰
2月16日：患者髖關節做手術，女婿（太
古城工程師）確診
2月17日：患者女兒確診
2月18日：患者被隔離及做病毒測試，後
確診

第六十四宗（68歲丈夫）、
第六十五宗（70歲妻子）
住址：小西灣邨瑞滿樓
1月25日、2月8日（年初一、十五）：
妻子去佛堂
2月15日：兩人發病，出現咳嗽、有痰症
狀，丈夫後來去過晨運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食環署員工清潔小西灣確診患者住
所的電梯。

■張竹君（左）表示，根據流行病學及潛伏
期推測，太古城確診工程師的外父可能是這
家人中最初的患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環署員工清潔小西灣確診患者住所屋苑食環署員工清潔小西灣確診患者住所屋苑。。

太古城工程師家族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