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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歲婆婆確診 疑佛堂染病
居銅鑼灣飛龍台 另兩初步確診者亦曾到「福慧精舍」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前日探訪社會福利署位於土瓜灣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感謝社署人
員努力不懈為接受檢疫的人士提供
協助，並順道到訪區內一所安老
院，將一批口罩送到院舍人員手
中。

讚社署疫情中默默服務
特區政府自本月8日對從內地入

境人士實施強制檢疫措施至今，社
署共協助了超過 1,200 個住戶約
1,900名人士。林鄭月娥在探訪社署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了解社署同
事如何為在家居接受檢疫而無法自
行解決生活所需者，如獨居長者等
送遞日常生活必需品及提供其他支
援。社署的緊急救濟支援組人員，
亦分享了他們支援檢疫中心運作的
經驗。
她說，社署一直為社會上有需要

的人提供不同服務，體現政府對社
群的關懷。署方在是次抗疫工作中
擔當重要角色，照顧有實際需要的
接受檢疫人士。她理解相關工作繁
重，並對社署同事在疫情中默默為
市民服務表示由衷的讚賞。
林鄭月娥其後順道到訪區內一所

私營安老院，將一批懲教署生產的
口罩送到院舍的護理人員手中。她
表示，理解院舍護理人員的實際需
要，故在優先照顧前線醫護及提供
緊急服務的政府人員的同時，她早
前已宣佈政府會每月撥出約100萬
個口罩供全港公私營院舍人員使
用，並期望安老院繼續做好防疫措
施，配合政府的工作，共同戰勝疫
情。
該安老院院長表示，由於市場供

應緊張，院舍的防護物資緊絀，感
謝政府為院舍供應口罩，讓他們安
心照顧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於2003年
沙士期間深入前線的醫學專家、中文大學
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中向前線醫護致敬，表示醫護面
臨的困難他都看在眼裡，並讚許他們勇敢
面對挑戰，「沒有什麼比保持誓言更重
要」：「你們的勇氣和無私精神是令人欽
佩的，香港的每個人都應該為你們感到自
豪。」他勉勵大家，「爭議和批評不能成
就什麼，但是康復者的喜悅和眼淚，會是
你一生的回憶。」

戰沙士全港團結令人振奮
沈祖堯在節目中表示，自己從電視上看

到，最近年輕的醫生和護士再次忘記個人
安危，投入醫院的高危地區工作，並形容
他們的勇氣和無私精神令人欽佩，香港的
每個人都應該為他們感到自豪。
他憶述在2003年沙士時期，威爾斯親王

醫院出現一名帶病毒者，導致8A病房中
100多名病人和醫護發燒病倒。當時不知
道要與怎樣的病毒作戰，如何保護自己以
及拯救病人，感到很害怕也很沮喪。
後來，醫院將員工分成兩個團隊，照

顧沙士患者的是 Dirty Team，照顧普通

患者的是 Clean Team，而每個 Dirty
Team的成員都是自願加入的。這些同事
的熱情和專業精神使他相信，大家可以
克服危機。在這難忘的3個月裡，醫護們
每天都收到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無數的祝
福，當時全香港的團結氣氛「無法言
喻，令人振奮」。

鼓勵前線保樂觀高昂士氣
17年後，新冠病毒襲港，沈祖堯形容，
今次面臨諸多困難，病毒性質與沙士相

若，但可能更具傳染性，感染的規模亦大
於上次。
他說，醫護人員防護裝備緊缺，很多人

憂慮防護裝備可能在1個月後耗盡，還擔
心每天數百名過境香港的旅客，可能會帶
來新的感染風險。同時，社會亦因為意見
分歧而爭議不斷，昔日沙士萬眾一心的景
況，已不復見。
不過，沈祖堯仍對醫護勇敢面對挑戰而

感到自豪，並鼓勵大家：「同事們，沒有
什麼能阻止我們為遭受疾病折磨的人服

務，沒有什麼比保持誓言更重要的了，我
們還是盡上責任做好我們的專業了。還
有，你們需要保持樂觀，需要維持士氣高
昂。我從上一次SARS的一役中學會了，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注定失敗，就幾乎可以
肯定我們將被擊敗。」
他續說，「相信我，Dirty Team的手足

們，你們的辛勞和奉獻，在我們社會每個
人都看在眼裡。疫情有一天終會過去，美
好的回憶將留在我們的心中。爭議和批評
不能成就什麼，但是康復者的喜悅和眼
淚，會是你一生的回憶。」「像這樣的危
機與困難，往往會使你們重新思考，醫護
工作的真正意義，使你重拾使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2月8日
強制檢疫生效至今，首批663人已於昨日
午夜零時完成14日的強制檢疫，未出現確
診個案。
衛生署昨日公佈，自2月8日強制檢疫

生效至今，首批663名人士已於22日凌晨
零時完成14日的強制檢疫。在檢疫期間，
無人出現任何感染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
在檢疫期間，政府透過多項措施監測受

檢疫人士有否遵從檢疫令，包括紀律部隊
人員協助上門進行突擊檢查，以及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透過通訊軟件的實時地
點分享功能和電子手帶確定受檢疫人士留
在居所。
政府提供的支援包括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設立電話專線提供健康資訊及查詢，民
政事務總署設立電話專線供有關人士查詢
及轉介社會福利署按需要提供協助。

根據強制檢疫規例，除豁免人士外，所
有在到港當日之前的14日期間，曾在內地
逗留任何時間的人士，不分國籍和旅遊文
件，必須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違反強制
檢疫令會構成刑事罪行，違例者最高可被
罰款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截至昨日，衛生署共發出14,417個檢疫
令，其中13,694人在家居進行檢疫，絕大
部分是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於
本月20日在西環參加同袍榮休飯局的男警
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參加同飯局的
其餘59名警員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全部要
入檢疫中心隔離觀察14天，及按衛生署安
排分批進入隔離營。其中一批11人已進入
美孚翠雅山房檢疫中心，其餘人在等候期
間需留家自我隔離。基於公共衛生考慮，
與確診男警駐守同一小隊的警員已被調派
後勤工作，避免與市民接觸。

四人不適初測呈陰性
駐守北角警署巡邏小隊第四隊的48歲男

警，確診對新冠肺炎病毒呈陽性反應，其
餘59名在本月18日參加同一個同袍榮休
飯局的警員須接受檢疫。據悉，當中九成
人來自港島總區的不同分區，其中36人來
自香港仔警署。為此，警方已靈活調派人

手，相關警區的緊急服務不受影響。
該警署一名女警和其他區3名警員日前

出現病徵送院，4人的初步檢疫結果均呈
陰性，最少兩人已出院，但同樣要進入檢
疫中心隔離14天。

配合進行病理學追蹤
警方高度關注事件，已全面消毒相關警署

設施、報案室、警車和紀律部隊宿舍，並配
合衛生署進行病理學追蹤，包括提交確診男
警在發病前14日的工作記錄和執勤表等資
料；北角和柴灣警署工作的警員均佩戴口
罩，進出警署人士均要量度體溫，在不影響
警署服務的情況下確保衛生安全。警方並提
醒部門人員減少社交接觸，減低傳染風險，
及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如有任何不適，必須
立即呈報並求醫。
為配合衛生防護中心，警方已經啟動俗

稱「超級電腦」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
系統（MIIDSS），協助追蹤病毒的傳播
鏈，尋找超級帶菌者、病源及熱點，從而
採取適當措施去控制疫情及阻止病毒擴
散。據了解，警方會根據需要，增調曾接
受操作該系統旳警務人員處理數據。

榮休飯局59警分批入隔離營

首批強制檢疫者期滿無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再有5
名確診病人康復出院，令累計已有11人出院。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昨
日表示，醫管局正與藥廠商討能否在本港為新藥
瑞德西韋做臨床測試，在有進一步消息時會再公
佈。
劉家獻在記者會上表示，新出院的5名病人，

包括第五十二宗個案的67歲女子、第五十三宗
個案的37歲男子、第三十二宗個案的22歲男
子、第三十九宗個案的63歲女子，及第三十一

宗個案的57歲女病人。
被問及正在武漢等地區進行臨床試驗的新藥瑞

德西韋，他表示，該藥處於研發階段，目前未有
任何國家的藥物註冊。醫管局正與藥廠商討可否
在本港做臨床測試，因尚在討論階段，未有資料
提供，有進一步消息會再公佈。
劉家獻表示，香港治療新冠肺炎主要使用兩種

方法，一是支援治療，按患者病徵提供氧氣、咳
藥水或抗生素以紓緩病情；二是藥物治療，為患
者處方蛋白酶抑制劑、利巴韋林及干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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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勉醫護：康復者喜悅是一生回憶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新增
的確診個案為一名96歲女性，居住銅鑼灣飛龍

台，與兒子、媳婦及孫女同住，患有長期心臟病。

同住家屬將安排檢疫
病人於2月13日發病，出現發燒及咳嗽。昨日凌晨
病人感到氣促，到東區醫院求診，病毒測試結果呈陽
性，其後確診，現時情況穩定。其同住的兒子、媳婦
及孫女沒有出現病徵，將被安排接受檢疫。
張竹君指，病人此前無外遊史，本月初因腳痛已無
外出，但曾於上月底到過北角英皇道美輪大廈的「福
慧精舍」佛堂，而早前確診的第六十五宗個案，一名
家住小西灣邨的70歲女子亦三度到過同一佛堂，不排
除兩人是在佛堂互相感染。
該佛堂是私營廟宇，有義工管理，每次活動大概有20
人至30人，可長時間誦經逗留，還有食物派發。由於衛
生防護中心未能詳細聯絡義工及到過佛堂人士，故不清
楚具體情況，要再向病人了解後才可追蹤密切接觸者。
中心已要求佛堂清潔消毒，並呼籲1月25日至今曾去
過有關佛堂的人士如出現相關病徵，及曾於昨日凌晨約2
時30分至2時45分從病人寓所接載病人到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的一名的士司機，致電衛生防護中心熱線。

修訂密切接觸者定義
同日，因應國家疾控中心在本月21日更改密切接觸

者的定義，香港亦作出相關修改。張竹君介紹，此
前，密切接觸者的定義只涵蓋確診者出現病徵後與其
密切接觸的人。中心與國家疾控中心聯絡，了解到一
些確診者或於發病前兩天已有傳染性，故香港跟隨更
改定義。根據最新定義，確診者發病前兩天所接觸的
人，也會被認定為密切接觸者，須作14天醫學觀察。
被問及是否會追蹤早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張竹

君說，中心可能會追蹤較新個案的發病前2日接觸
者，而較早個案的接觸者已過潛伏期，如受感染應該
已經發病。如果接觸者已經過了整個潛伏期，則不會
再送入去檢疫隔離，但如果未過而有病徵的話會安排
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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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計個案

數增至70宗。新個案是一名96歲婆婆，是本港目

前最年長確診個案， 住在天后廟道飛龍台，於本

月13日發病此前無外遊史。她與此前第六十五宗

確診個案都到過北角書局街美輪大廈的「福慧精舍」佛堂，不排除兩人是在佛堂互相感

染，另兩初步確診者亦曾到此佛堂。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呼籲1月25日至今曾去過有關佛堂

的人士，致電熱線聯絡衛生署。同時，中心修訂更改密切接觸者的定義，根據最新定義，

確診者發病前兩天所接觸的人均會被認定為密切接觸者，需醫學觀察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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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再多5人康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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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個案曾與之前確診者共同出入北角美輪大廈新個案曾與之前確診者共同出入北角美輪大廈
「「福慧精舍福慧精舍」」佛堂佛堂，，疑似在該處染病疑似在該處染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9696歲個案居住銅鑼灣天后廟道飛龍台歲個案居住銅鑼灣天后廟道飛龍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右一右一））向安老院的員工派發口罩向安老院的員工派發口罩。。

■■防疫人員在北角警署加強消毒清潔防疫人員在北角警署加強消毒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