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上月中公佈，全國公私營檢測機構每日最多可以進行3,800次新冠
病毒檢測，但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在上周三承認，於2月18日至24日

的7日間，平均每日只進行了900項檢測，不到上限的1/4，更遠低於韓國同期
平均的3,434次，其中24日單日檢測更只有541次，不足韓國同日6,577次的
10%。

實際每日可驗十萬次
不少當地專家都指出，檢測數字偏低的原因，在於厚生勞動省轄下的國立感

染症研究所(感染研)壟斷了檢測機制。目前日本只有公立保健所有權決定是否
對病人進行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檢測工作則一律交由全國5家私人企業及2家
大學研究所進行。
日本醫療管理研究所理事長上昌廣指出，日本還有多達100家民間檢測機
構、900所實驗室，只要將各地醫院或診所收集到的樣本，集中送到這些民間
機構，每日檢測數量應該可以達到10萬項，但以感染研前現任高層為首的既
得利益者，為了壟斷政府提供的病毒檢測資助，於是故意排斥民間機構。

感染研「衝業績」拒數據外流
曾任感染研研究員的白鷗大學教授岡田晴惠也指出，感染研一些前高層為了
壟斷病毒檢測的科學數據，好讓自己能夠用來寫論文「衝業績」，要求感染研
不要將檢測工作下放給民間機構。此外，據報感染研在疫情爆發初期，堅持自
行開發新冠肺炎病毒試劑及檢測方式，直至2月中才開始引入私人藥廠生產的
試劑，亦導致未能擴大檢測數量。
與此同時，厚勞省規定只有滿足3大條件其中一項人士，方能接受病毒檢
測，包括：一、連續4天發燒37.5度以上(老人和長期病患者為2天)；二、具呼
吸道感染症狀但並不屬於已知呼吸道疾病者；三、與新冠病毒感染者或從中國
湖北及浙江省回國人士有過接觸。極高的門檻導致不少出現輕微症狀的患者，
即使醫院醫生同意，也會被厚勞省診所拒絕檢測。
上昌廣推測，當局設置較高檢測門檻，背後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直言與
奧運有關：「因為即將到來的東
京奧運，安倍或安倍身邊的
人可能希望淡化感染人
數。」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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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上月中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後，確診病

例增速一直緩慢，不少評論將之歸咎於當地病毒檢

測數字偏低，僅及鄰國韓國的1/10左右，更遠少過

中國的每日幾萬項。日本傳媒及專家連日來不斷追

查檢測個案少的原因，揭發原來以政界及醫學

界為首的龐大利益集團，為了壟斷相關收

入，蓄意阻撓民間機構進行病毒檢測；

專家同時質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保

東京奧運順利舉行，故意提高檢測門

檻，壓低確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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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冠肺炎確診數字屢創新
高，固然因為出現新天地教會等
集體感染個案，但同時亦因為當
地檢測效率甚高。韓國經歷過
2015年中東呼吸道綜合症(MERS)
疫情的教訓後，設立龐大的病毒
檢測體系，得以迅速把握疫情真
實情況。
2015年韓國爆發MERS疫情，

當地首名患者於入院後遲遲未能
確診，導致出現院內感染，最終
造成186人受感染，38人死亡，是
除了沙特阿拉伯以外，全球疫情
最嚴重的國家。疫情過後韓國政
府檢討應對過失，於翌年決定加
強全國醫院的病毒檢測能力。
目前韓國全國分別有18家公營

及79家私營機構能夠進行新冠肺
炎病毒檢測，這些私營機構包括
67家醫院，能夠即時對院內病人
進行檢測，相對於日本需把病人
樣本送到指定實驗室化驗，大大
提升檢測速度和效率。
當局並在上月26日起推出「不
下車檢驗」，在運動場等地建立
移動診所，被檢查者只需安坐車
內，等候醫護人員進行面談、口
鼻組織採樣，過程約需十分鐘。
截至昨日，韓國已經累積進行

9.5萬次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從前
日早上9時到昨日早上9時的24小
時內，檢測數更達10,697次，速
度不斷提升。

■綜合報道

截至昨晚，日本共錄得256宗新
冠肺炎本地感染個案，當中北海
道佔了72宗，是全國最多的行政
區。北海道之所以成為疫情「重
災區」，一方面是因為當地出現
集體感染個案，另一方面也因為
北海道政府無視中央政府的規
定，主動為症狀輕微人士進行檢
測。不過當地議員卻揭發，厚生
勞動省為免確診宗數大增，竟然
派人到北海道施壓阻止檢測。
日本《日刊現代》報道，厚勞

省轄下的國立感染症研究所3名專
家上周二到北海道，要求北海道
政府嚴格依照當局發佈的新冠肺
炎病毒檢測標準，「不要為症狀

輕微患者做檢測」。北海道道議
員武田浩光指出，北海道的公立
保健所原本傾向盡可能安排懷疑
患者接受檢測，但這次事件之
後，即使醫生認為有必要進行檢
測的個案，也會被保健所拒絕。
在野黨立憲民主國會議員川內博

史指出，當局為了減少新增確診個
案，蓄意壓低檢測宗數，做法本末
倒置，「本來應該擴大檢測，以求
盡快發現陽性個案，才是防疫工作
的基本。但政府完全沒有這個意
思，連『及早發現患者』也沒有寫
進防疫基本方針。政府拒絕擴大檢
測範圍，無疑是害怕會出現更多確
診。」 ■綜合報道

北海道抗命降門檻
厚勞省派人阻止

日韓檢測量比拚
2月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日本

996
672
656
1,594
1,166
675
541

未公佈

韓國

1,054
1,401
2,029
3,198
5,186
4,593
6,577
7,548

*日本厚勞省雖有每日更新檢測數
量，但並非即時反映全國情況，本表

數據為厚勞相加藤勝信2月26日在國會公
開之數字，此後未有更新數據。

東馬場面冷清
日本每年一度的東京馬拉松是當地體育盛事，去年吸引3.8萬人

參加，但今屆大幅縮減規模，只得數百名跑手參與，以往沿途迫爆
觀眾的場面亦不復見。有市民稱，「若奧運會也出現這種場面，實
在令人傷感。」

澳公主客回國後不治
澳洲錄得首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澳洲患者為早前從「鑽石公主

號」郵輪回國的78歲乘客。他回國後曾接受隔離檢疫，昨日在珀
斯一間醫院病逝，其妻子同時染病，目前情況穩定。因應伊朗大規
模爆發疫情，澳洲前日下令禁止所有曾到訪伊朗的外國人入境。

泰男連中肺炎登革熱亡
泰國政府表示，當地一名早前確診的35歲男子，前日因多重器

官衰竭死亡，他並無外遊記錄，屬本地感染個案，並且是本地首宗
死亡病例。患者任職零售業，在疫情爆發初期曾接觸包括中國旅客
在內的不同國家旅客，於1月27日因登革熱入院，之後確診新冠肺
炎，2月5日被移送政府醫療中心救治。

全 球 疫 情 簡 報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規
定，國民可前往急症室免費接受
新型冠狀病毒測試，但當中涉及
其他高昂的醫療收費，隨時花上
數千美元，令不少人卻步。
邁阿密居民阿斯庫內1月從中國

公幹返美後，出現感冒症狀，因
擔心感染新冠肺炎，為免感染家
人和社區，決定入院進行檢查。
醫護人員當時提議進行電腦斷

層掃描，以檢測是否感染新冠肺
炎，但當中牽涉的醫療程序收費
高昂。阿斯庫內的醫療保險覆蓋
範圍有限，他決定首先進行流感
測試。阿斯庫內其後確診只是患
上流感，但在兩周後仍從保險公
司收到總額3,270美元(約2.5萬港
元)的醫療賬單。
阿斯庫內形容，簡單的血液及鼻

腔分泌物測試便需3,270美元，將

使普羅大眾不敢前往醫院檢測。院
方後來表示，他只需繳付當中
1,400美元(約1.1萬港元)便可。

美准多間實驗室檢測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前
日宣佈，將擴大全國進行新型冠
狀病毒檢測的實驗室網絡，不再
限於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集中處理，從而加快檢驗速度。
CDC至今只為472名美國人進行
檢測，遠低於英國的約 1.04 萬
人。
在新措施下，由各州政府、大
學及企業管理的實驗室，只需呈
交證據證明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方
法有效，便可即時採用，無需等
待FDA完成審核。FDA強調是因
應疫情擴散速度，作出緊急措
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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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檢測「假免費」病人收2.5萬元賬單

MERS後改革體系
韓「不下車檢驗」僅需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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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檢測速度較日本快。路透社

■韓國推出車上檢測提
高檢驗效率。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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