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前日出現第三宗確診患
者死亡個案，連同早前兩名離
世病人，他們均患有糖尿病。
醫管局指，糖尿病或長期病患
的肺炎患者康復程度較差，但
難定論糖尿病是致命原因，惟
據世衛分析年紀大、男性、有
長期病患者的死亡率較高，這
與本港的情況是大致相類。

新增死亡個案是一名76歲老婦（第
九十九宗個案），她與丈夫在元州邨元
樂樓同住，女患者本身有糖尿病和高血
壓，於2月28日由救護車送至明愛醫院
急症室，由於有發燒、呼吸困難及咳，

經測試後證實對病毒測試呈陽性。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昨日指出，醫院於3月1日
開始處方了3種抗病毒藥物予女病
人，包括干擾素、蛋白酶及利巴偉
林，於本月3日凌晨，她的血含氧量
開始下跌，需要插喉及使用呼吸機，
轉至深切治療部，其間繼續服用抗病
毒藥，但至7日情況再轉差，心跳越
來越慢，並於8日下午離世。
本港3宗死亡個案，包括之前離世
的39歲居黃埔花園男子（第十三宗個
案）及70歲曾隱瞞旅遊史男子（第五
十五宗個案），他們都患有糖尿病。

劉家獻指出，由於有糖尿病或長期病
患會影響肺炎康復程度，現時仍很難
有結論定奪糖尿病是3個離世病人個
案的致命原因。

長期病患年紀大 符世衛分析特徵
他又指，據世衛及及中國內地所提

交的報告，分析了2,114名死者的情
況，發現年紀大、男性、有長期病患
者，其死亡率較高，而長期病患主要
是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
癌症等，這個分析與本港的離世病人
的情況大致相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 港 昨 日

新增一宗確

診新冠肺炎

個案，累計

已有116宗個案（包括115宗確診個案及1宗疑似

個案）。新確診患者是早前確診、曾到歐美公幹

印度裔男商人的44歲男司機，司機同是印度裔，

最近並沒有外遊。衛生防護中心相信司機是被僱

主感染，屬於輸入個案的密切接觸者。中心又

指，要留意到輸入個案增加，政府正檢視應對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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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被僱主感染 印商司機中招
曾載赴求診隔日後即發病 累計115宗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下，
香港各級法院於1月底起僅有限度運作，各級法院
的登記處亦暫停服務個多月。司法機構由昨日起分
階段重開法院的登記處，包括終審法院登記處、高
等法院登記處、遺產承辦處及競爭事務審裁處登記
處。高院並作出特別安排，採用派籌及分流系統控
制人流，每張籌號只准一人進入，並在高院大樓低
層設置投遞箱，收取不需即時處理的存檔文件。司
法機構亦要求進入法院者，需接受體溫檢測和佩戴
外科口罩，才能進入大樓。
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是首兩個率先重開的登記處
之一，其中高等法院每天均需處理各類民事入稟的
新案件，平時十分繁忙，故昨日登記處重開前，早
已有大批人在高院低層入口外排隊輪候。司法機構
作出特別安排措施，以控制進入高等法院的人數，
任何需前往法院登記處、書記主任辦事處和遺產承
辦處的人，需在高院的低層排隊，經職員分流後取
籌，再按指示前往所需登記處。而法院在該層和地
下亦擺放熒幕，顯示登記處正在處理的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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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加強防控新
冠肺炎病毒
在 社 區 傳
播，衛生署
由昨日起將
「化驗室監
測計劃」推
展至全港私
家診所及醫
院。衛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指出，私家
醫生若發現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
人，尤其是發病前14天內曾經外遊的人，可
向他們收集呼吸道樣本，透過本身已合作的
化驗室，將病人樣本交予防護中心轄下的公
共衛生化驗室免費檢測病毒。她又指，如病
人不屬於需呈報的懷疑個案，是可拒絕做測
試。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則指，計劃並非強
制性，估計最多約1,000多名醫生參與，他又
認為 ，在診所抽取呼吸道樣本亦有危險性。

防護中心料求診者屬低危
張竹君在昨日的疫情簡報會上表示，「化

驗室監測計劃」擴大至全港私家醫生診所和
醫院後，局方會支援本地私營化驗所，將樣
本交予公共衛生化驗室進行測試，當日或翌
日便有結果。對於私家醫生擔心在抽取樣本
時存在的風險，她說，到私家診所的病人通
常都是很低危的，「不是一些高危病人，也
不是一些懷疑個案，病人只不過可能有些傷
風、咳嗽，但又不知道自己會否（染病），
如果是這種情況，醫生可幫病人抽取樣本，
但如果病人拒絕，因為不是一些需呈報的個
案，就沒有其他辦法。」
她指，明白醫生的憂慮，署方已提供熱線電

話，並收到很多來電查詢，而政府化驗室相關人
員亦已向私家醫生解釋有關的計劃。她預計，公

共衛生化驗室有能力每日對1,000個或更多私家醫生交回的
樣本進行病毒測試。至於會有多少醫生自願參與，她則指，
因計劃剛開始，暫時未有具體數字。

西醫工會倡病人自送化驗
楊超發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說，由於抽取鼻腔樣本程序

對診所員工較危險，相信大部分醫生都會要求病人回家
抽深喉口水樣本代替，而當局有提供影片作參考，以減
低社區感染風險。他指，基於操作有難度，包括雪藏樣
本等環節，認為要病人先將口水樣本送至診所，再安排
送往政府化驗所的程序並不理想，建議病人自行將樣本
送到化驗所，又或病人組織義工協助取樣本較為合適。
另外，醫學會前會長蔡堅亦預計，由於私家醫生缺乏

保護裝備，擔心抽取樣本時受感染，相信大部分都不會
參與計劃。他相信政府昨日只會先安排50名私家醫生自
願協助收集樣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下，香港各行業俱大
受打擊。工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昨日發起請願行動，24輛小巴由西
灣河駛至政府總部抗議，並向政府代
表提交請願信。工會要求政府撥出資
源和增加支援措施，協助疫情下大受
影響的前線司機，包括提供首3個月
免費入汽的補貼，並在之後9個月提

供每公升石油氣寬免1元的補貼措
施；及設立為期6個月的緊急失業援
助基金予失業小巴司機申領等。

三成司機被迫停工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公共小巴分

會主任陳逢源表示，自從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爆發以來，公共小巴乘客量大
減，令很多前線司機營業額急跌逾

60%，部分司機每更的收入在扣除車
租和油錢後，只賺約100元，比以往
約600元大減80%，部分司機更是虧
本，另約30%司機無奈停工。
專線小巴方面，工會指部分司機被

公司要求放無薪假，連同法定假期他
們每月只開工15天，收入也大減40%
至50%，部分更陷入「手停口停」的
困境。陳逢源批評政府部門無動於

衷，未有及時向司機施以援手和協助
他們渡過難關。
工會提出多項建議，包括為小巴司
機提供首3個月免費入汽的補貼，並在
之後9個月提供每公升石油氣寬免1元
的補貼措施；向全職司機發放1萬元特
別津貼，兼職和替工司機則可領取
5,000元；並設立為期6個月的緊急失
業援助基金予失業小巴司機申領等。

小巴每更僅賺百元 工聯促補貼入油

■3月1日獲處方抗病毒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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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情況轉差，至8日下
午5時13分離世

昨日確診的個案是44歲印度裔男子（第一
百一十六宗個案），他是上周五確診印度

裔商人（第一百零六宗個案）的司機。病人過
往健康良好，平日與僱主一家同住在半山寶珊
道寶城大廈A座。男商人上周三回港，司機往
機場去接機，翌日司機又載他分別到兩間醫院
求醫。男商人入院後，司機曾於3月5日在獨居
的德輔道西341號住所過了一晚，翌日因被列
作密切接觸者到檢疫中心隔離，3月7日出現咳
嗽，3月8日起出現發燒，昨日確診，現時在律
敦治醫院接受治療，情況穩定。

防護中心籲盡量開車窗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
示，相信司機是被僱主感染，屬於輸入個案的
密切接觸者。她又指，這個案與一般職業司機
的情況不同，因患者與僱主有較多家居接觸，
有共用住處公用空間，個案屬於家居傳染，她

提醒司機應該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時刻戴上
口罩，盡量打開車窗、保持車廂清潔及消毒以
及勤洗手。
張竹君指出，中心發現外地輸入個案都很

多，政府會檢視全世界整體情況，再決定進一
步應該要用什麼防疫措施應對、是否要採取更
多嚴厲措施，以及如何加強監測。
另外，本港昨日再多一名患者康復出院，至

今已累計有59名病人出院。另仍有53名病人留
醫，一名患者危殆，另有兩人仍情況嚴重。

逾2.3萬人正接受檢疫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還公佈，截至前日下午2

時，有23,552人正接受檢疫。其中，22,535人
正接受家居檢疫，703人在酒店或旅舍接受檢
疫，314人在檢疫中心隔離。另外，中心昨日
共發出2,006張檢疫令，其中1,947人要居家接
受檢疫。

新冠再殺一人 又是糖尿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市
民開工不足，高昂的交通費令
打工仔的生活百上加斤。經民
聯成員昨日會晤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促請作為港鐵大股
東的特區政府，盡快要求港鐵
整體減價兩三成，並由今年4月
起至年底實施，為期9個月。經
民聯又促請有關補貼額由政府
於2019年獲得的港鐵股息中支
付，以減輕市民的交通費負
擔，與巿民共度時艱，「合力
撐起香港」。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經

民聯上周三與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會面，就政府的300億元「防
疫抗疫基金」反映意見和提出
要求，當中建議由政府持有約
75%股份的港鐵盡快調低票價兩

成至三成，調整詳情可按路程
長短而定，以減輕市民日常出
行的費用和負擔。
副主席林健鋒則表示，有醫

學專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或持
續一段長時間，市民需要作長
期防疫的準備，相信市民購買
防疫用品已花費龐大開支，加
重生活壓力。而市民出行主要
依靠港鐵，聯盟促請港鐵盡快
訂立一個「指標式」的下調票
價幅度，以發揮「帶頭」作

用，推動其他公共交通運輸工
具的企業仿效港鐵，同樣作出
減免票價措施，幫助香港市民
克服難關。
經民聯秘書長石禮謙亦表示，

港鐵作為香港主要的公共交通運
輸企業，每年賺取數百億元的收
入，聯盟建議的車費減免只佔港
鐵收入約10%，促請港鐵「在非
常時期，推非常措施」，應盡快
下調票價，履行企業的社會責
任，回饋香港市民。

法院登記處重開
高院派籌限人流

經民聯促港鐵「疫市」減價三成

■經民聯促
港鐵盡快下
調 票 價 ，
與市民共度
時艱。

▲汽總小巴分會舉行慢駛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會要求政府協助前線司機渡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計難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張竹君（（左左））表示表示，，相信司機是被僱主感染相信司機是被僱主感染，，屬屬
於輸入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於輸入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化驗室監測計劃」推展至全
港私家診所。 資料圖片

■3月3日血含氧量開始下跌，需要
插喉及使用呼吸機，轉至深切治療
部

■76歲女子（第九十九宗個案）
第三宗死亡個案

■本身有糖尿病和高血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