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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綜合各國報道
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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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未見受控，連日來多名小童
及教師確診，被批評對疫情反應緩慢的首相安倍
晉三，昨日終宣佈要求全國公立小學、初中、高
中和特殊學校下周一起停課，變相提前春季假
期，預料大部分學校會停課至4月初新學年開
學。
日本確診個案昨日增至919宗，撇除「鑽石公
主」號的705人，大多數病例來自北海道、東京
都和愛知縣。安倍表示，未來一至兩周是抗疫極
重要的時期，必須盡力防止各地域兒童染病，鑑

於學生在校內會跟教師和其他同學長時間聚集，
增加大規模感染的風險，因此要求全國學校停
課。
當地昨日亦出現首宗疑似「復陽」個案，大阪

一名40多歲女患者上月底證實感染後，本月初一
度康復，但上周再次因喉嚨和胸口痛求醫，最後
證實再次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大阪市政府表
示，女患者任職導遊，上月曾接待來自武漢的旅
行團，暫未知她是在康復後再受感染，還是體內
病毒未完全清除。日本東北醫科藥科大學教授賀

來滿夫表示，一般人感染病毒後，應會有免疫反
應，考慮到患者首次出院後一直留在家中，估計
她再次感染病毒的機會不大，事件或是出於病毒
潛藏體內，造成二次感染，促請政府更仔細監察
出院患者狀況。
另外，日本網上近日出現「中國疫情導致廁紙

缺貨」謠言，導致各地均有人搶購廁紙，多地政
府公開闢謠，當地廁紙生產商亦強調日本約98%
廁紙都是國產，不會受中國疫情影響。

■綜合報道

日中小學下周一起停課 大阪現康復後「復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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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簡報

韓國昨日出現的第13宗死亡個案，死者是大邱一名7
旬老翁，他於周二確診，在家隔離等候入院治療，但來
不及進院已病逝，令外界關注大邱病床和醫護人員嚴重
不足問題，在疫情急速擴散下，恐難以應付。

約4成確診病人住院
大邱部分確診患者無法住院，只能在家隔離。截至昨

日下午，大邱確診病例為1,132宗，佔全國64%，但全
市只有1,013張病床，447名病人已住院，另有約100名
病人正等候入院。
大邱市長權泳臻已呼籲全國各地政府緊急援助，並要

求醫護人員志願工作。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副本部長
金剛立表示，鑑於大邱病床不足，因此需要因應確診病
人的病情嚴重程度，安排入院時間，當局正討論將病人
分級的準則。
慶尚北道清道郡的大南醫院出現感染群，全國13宗

死亡個案中，7宗與該院有關，院內醫療設施和專業醫
護人員不足情況備受詬病。首爾恩平區的聖瑪麗醫院亦
累積11宗確診，是首爾最大感染群，市政府表示正加
強防疫工作，避免疫情擴散。 ■綜合報道

韓國仁川一名58歲導遊周二確診新冠肺炎，據報他
曾於1月下旬接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遊客，
行程包括1月23日到首爾龍山區戰爭紀念館、24日到景
福宮、25日到戰爭紀念館、26日到昌德宮。他於1月31
日發燒，第一次檢測結果為陰性，相隔12天後再次檢
查，結果卻呈陽性。
韓國當局已掌握他確診前的行蹤，包括2月3日和8
日曾前往醫院和藥房，13日和23日也曾到過醫院，仁
川市政府已對有關地點進行防疫消毒。與他同住的母親
首次檢測結果為陰性，目前進行家居隔離，當局已要求
13日之後曾與這名導遊接觸的人士，需在家隔離14
天。 ■綜合報道

美國加州前日錄得一宗源頭不明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可能是全美首宗本地感染個案。總統特朗普則在這宗病例
確診前宣佈，任命副總統彭斯負責協調政府的疫情應對工
作，但強調美國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極低，當局亦作出
充分準備。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官員梅索尼耶周二警

告，企業、學校和社區要為潛在疫情作好準備，呼籲國民
必要時取消大型聚會和在家工作。消息人士稱，特朗普一
直試圖展示對控疫工作充滿信心的形象，因此對梅索尼耶
的言論感到憤怒。
特朗普前日在記者會上試圖淡化疫情爆發風險，「無論

將面對大規模爆發還是非常小的疫情，由於我們作出非常
充分的準備，美國民眾面對的風險仍然極低」。他強調疫
情將會結束，民眾沒有原因需要恐慌。陪同出席記者會的
CDC首席副主任舒克特表示，當局的控疫策略有效，但
警告美國將無可避免出現更多感染個案。 ■綜合報道

美疑爆本地感染 特朗普淡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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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待港旅團
韓導遊確診

病床醫護不足
大邱7旬翁在家病死

伊朗副總統等3高官中招

伊朗昨日新增106宗確診，總計245宗，包括副總統埃
卜特卡爾、國會國家安全和外委員會主席宗努爾及副衛生
部長等高官相繼確診，累計26人死亡。當局宣佈禁止中
國公民入境，取消今日的祈禱活動。

教宗抱恙缺席彌撒

意大利確診增至528宗，
14人死亡。天主教教宗方濟
各因輕微不適，缺席昨日於
羅馬教區舉行的彌撒，留在
住所休息，但其他日程不
變，他前日主持彌撒時曾咳
嗽和流鼻水。

英新增兩宗確診

英國昨日新增兩宗確診，
患者分別在意大利及西班牙
特內里費島感染。丹麥一名
男子在意大利北部滑雪後受
感染，是當地首宗，同行的
妻兒檢測則呈陰性。

哈佛專家：全球一年內或7成人感染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教授林普西奇表示，疫
情最終很可能無法抑制，一年內全球約有40%至70%人
口會受到感染，多數人可能只有輕微或無症狀。流行病學
家間已漸有共識，認為新冠肺炎最終將成為新型季節性疾
病。

■綜合報道

為遏止疫情繼續在社區擴散，韓國各地政
府連日來根據新天地教會提供的名單，

聯絡信徒並進行檢測。截至前晚8時，已經
有1,848名新天地教會信徒接受檢測，1,016
人初步結果已出爐，當中833人陽性、183人
陰性，其餘832人仍然等候結果。由於這批
信徒仍屬初步確診，未有計入昨日公佈的全
國確診數字，相信待今明兩日正式確診後，
韓國病例總數將會急升。

拒交7萬「準信徒」名單
新天地教會的名單宣稱全國約有21.2萬名

信徒。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副本部長金剛
立更表示，新天地教會指7萬名「準信徒」
不屬信徒，拒絕交出名單，換言之教徒人數
實際更多。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昨日

稱，大邱新天地教會信徒的感染風險最高，
其次是曾到訪大邱或與其接觸的人，防疫部
門正對這些人士進行居家隔離和檢查，在此
過程中若早期發現病例，將有助防止交叉感

染。被問及在對新天地教會信徒的檢查結束
後，韓國國內疫情會否緩和，鄭銀敬稱這需
要進一步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大型基督教會堅持聚會
鑑於疫情持續蔓延，韓國天主教會宣佈全

國16個教區全部暫停彌撒，是236年來首
次。不過首爾多個信徒數以萬計的大型基督
教會仍然堅持聚會，令人憂慮可能引發新一
波集體感染。
韓國最新死亡個案是一名75歲男患者，他

曾出席大邱新天地教會的活動，昨日因呼吸
系統衰竭不治，是韓國第13名死者。至於在
慶尚北道清道郡的大南醫院，截至昨日已有
114人確診，包括10名醫護人員，全國一半
死亡個案均與該醫院有關。
美國國務院前日將赴韓旅遊警示提升至第

3級，建議美國民眾重新考慮是否前往韓
國。美國和韓國軍方則於昨日宣佈，押後原
定下月初在韓國舉行的聯合軍演「直至進一
步通知」。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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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昨日新增新型冠狀肺炎確診

個案達505宗，創單日新高，累計

個案急升至1,766宗，並再有一名

病人死亡。佔韓國確診總數4成多

的大邱新天地教會，1,016名已經完成首輪病毒檢測的信徒中，833人結果

初步呈陽性，比率高達82%，由於他們未正式確診，意味未來幾日確診個

案很可能大幅上升。韓國及駐韓美軍昨日決定押後原定下月初的聯合軍

演，是首次因傳染病疫情延後。

82%

■日本民眾搶購廁紙。 網上圖片

■韓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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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人員防疫人員
進行消毒進行消毒。。

美聯社美聯社

■方濟各前日舉行儀式時，
用紙巾掩鼻。 路透社

■特朗普與
官員對視。

法新社

海外新冠疫情狀況 (括號內為死亡數字)
*連同「鑽石公主號」的705宗感染個案及4宗死亡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