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店 停
課：關閉
所有並非
售賣生活

必需品的商店，包括咖
啡室、餐廳、戲院、夜
總會等，食品店、藥
房、汽油站則獲豁免，
學校由今日起停課。

■綜合報道

首相夫人中招：繼兩名內
閣大臣確診後，首相桑切
斯的夫人貝戈尼婭前日亦
對病毒檢測呈陽性。政府

表示，桑切斯已按照相關規定，在馬德
里的官邸隔離 14天，桑切斯夫婦目前
健康良好。西班牙是目前歐洲地區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第二多的國家，連續兩天
單日新增逾千宗病例。累計確診 7,753
宗，增至288人死亡。

全民自我隔離：
即只可與同住的
人有社交接觸，
除了外出工作、

購買必需品和照顧他人外，民
眾一律應留在家中，並禁止5
人以上聚會。售賣食物和藥物
以外物品的商店則於今日開始
關閉，入境禁令擴大至英國、
荷蘭、俄羅斯及烏克蘭。

奧地利
法國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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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國
法國
瑞士
英國
挪威
瑞典
荷蘭
丹麥
比利時
奧地利

21,157 (1,441)
7,753 (288)
4,585 (9)
4,481 (91)
1,359 (13)
1,372 (35)
1,090 (3)
961 (2)

1,135 (20)
836 (1)
689 (4)
655 (1)

希臘
芬蘭
捷克
斯洛文尼亞
葡萄牙
冰島
愛爾蘭
愛沙尼亞
羅馬尼亞
波蘭
聖馬力諾
俄羅斯

228 (3)
225
189
181
169
156

129 (2)
115
123

103 (3)
80 (5)
59

盧森堡
塞爾維亞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亞
阿爾巴尼亞
克羅地亞
匈牙利
格魯吉亞
白俄羅斯
拉脫維亞
塞浦路斯
波斯尼亞

51
46
44

41 (2)
38 (1)
38

32 (1)
30
27
26
26
18

馬耳他
北馬其頓
摩爾多瓦
立陶宛
土耳其
列支敦士登
烏克蘭
摩納哥

安道爾
梵蒂岡

18
14
12
8
5
4
3
2

1

亞洲及大洋洲
伊朗
韓國
日本*
馬來西亞
卡塔爾
澳洲
新加坡
巴林
以色列

13,938 (724)
8,162 (75)
1,515 (31)

428
337

250 (3)
226
210
193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印度
黎巴嫩
阿聯酋

117 (5)
114 (1)
111 (8)
110 (9)
104
103

102 (2)
93 (3)
85

越南
文萊
巴勒斯坦地區
巴基斯坦
阿曼
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阿富汗
馬爾代夫

53
50
38
31
19
18

15 (1)
11
10

斯里蘭卡
哈薩克斯坦
柬埔寨
新西蘭
孟加拉

不丹、約旦
蒙古、尼泊爾
烏茲別克斯坦

10
8
7
6
3

1

資料來源：本報綜合各國報道
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

海外新冠疫情狀況 (括號內為死亡數字)
* 包括「鑽石公主」號的697宗感染個案及7宗死亡個案

非洲
埃及
南非
阿爾及利亞
突尼斯
摩洛哥
塞內加爾
加納
布基納法索
喀麥隆
尼日利亞
納米比亞
剛果（金）

中非共和國、剛果（布）、赤
道幾內亞、加蓬、埃塞俄比
亞、幾內亞、肯尼亞、科特
迪瓦、多哥、盧旺達、毛里
塔尼亞、塞舌爾、蘇丹

109 (2)
38

37 (3)
18

17 (1)
10
3
2
2
2
2
2

1

北美洲
美國
加拿大
巴拿馬
哥斯達黎加
墨西哥
多米尼加
牙買加
古巴
聖馬丁島
聖文森特和格
林納丁斯、聖
盧西亞、安提
瓜和巴布達

北美洲

洪都拉斯
美屬波多黎各
危地馬拉

2,952 (60)
252 (1)
36 (1)
26
26
11
8
4
2

1

2
2
1

南美洲
巴西
智利
秘魯
阿根廷
厄瓜多爾
哥倫比亞
玻利維亞
法屬圭亞那
巴拉圭
烏拉圭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委內瑞拉
圭亞那

蘇里南
庫拉索

151
61
38

34 (2)
28
22
10
5
6
4
2
2

1 (1)

1

英國處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手法備受詬病，當局

在「群體免疫」策略受到各方狠批後，不但未有從防疫控

疫工作着手，反而繼續將抗疫焦點集中在疫情擴散後的醫

療策略上，首相約翰遜據報計

劃要求國內主要製造業廠商，

提高呼吸機和其他醫療設備的

產量，並打算以「買床位」方

式將確診者分流至私人醫院，

分擔公營醫療系統壓力。英國

傳媒形容有關做法恍如「戰時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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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防控新冠肺炎措施的重心已從
「遏制」變成「延緩」，一名居英的華
人媽媽提到，她的丈夫及1歲女兒雙雙
出現感染徵狀，但四出求醫均被拒絕病
毒檢測，甚至自己身為兩名疑似患者的
密切接觸者，亦沒有被要求隔離，直指
已經對英國政府及醫療體系徹底失去信
心。
該名來自中國台灣的媽媽在個人
facebook專頁「Nana媽咪 x Q踢派」
講述自己一家的遭遇，她的外籍丈夫
在本月7日起出現發燒、呼吸困難等
病徵，不過由於近期沒有外遊，亦沒
有與確診者接觸，醫療急救專線111
拒絕為丈夫進行病毒檢測。

41.7度高燒 醫院仍拒收
她的1歲幼女到上周一同樣開始出
現病徵，甚至高燒至41.7度，當時急
症室醫生只處方消炎藥及抗生素，延
至上周五女兒病情仍未好轉，她決定
再致電111專線求助，等待達1小時
才接通，專線更稱現時是上班時間，
要求她向家庭醫生查詢。家庭醫生則
要求她前往醫院急症室求醫，急症室

卻貼出告示，稱「有新冠肺炎病徵的
人不准進入，請自行回家隔離」。
其後當事人獲好心醫生轉介至兒科

醫院的疑似病例部門，據她所指是
「全蘇格蘭最大的兒童醫院」，當時
由護士進行基本檢查和收集數據後，
醫生同樣拒絕為女兒檢測。

「佛系抗疫」讓民眾自生自滅
她引述醫生解釋指出，政府目前要

求有病徵民眾自我隔離，以延緩病毒
傳播，院方只能遵從政府指示；現時
亦不再處於防疫階段，再過不久大部
分人都會感染，即使檢測完亦只能回
家隔離，病毒無藥可醫，必須由身體
自行對抗，「身體能撐過便過」。
最終她的丈夫及女兒需要在家隔離

7天，她本人因沒有症狀，可以繼續
外出上班。她坦言對英國政府失去信
心，形容「人民被國家放生」，現在
只能靠自己，「千萬不能生病，絕對
不能倒下」。不少網民看過帖文後，
紛紛指英國「佛系抗疫」，對她們一
家表示同情。

■綜合報道

英國衛生部昨日公佈新增232宗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累計1,372宗，死亡人數大增2/3，由

21人增至35人。衛生大臣夏國賢昨日在《星期日
電訊報》撰文，形容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
們這一代均未面臨過同類考驗」，呼籲社會各界不
論政府、慈善機構、身邊的友人或鄰舍，均要參與
防疫工作，「就像二戰時全國上下一心般」，形容
「所有人都要有所犧牲，來保護自己及他人，特別

是容易受此病毒攻擊的群體」。他亦表示，將要求
70歲以上長者在家中自我隔離最多4個月，以保護
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一群，政府會安排食物和藥
物送到他們住所門口，避免他們外出。

籲勞斯萊斯改生產線
約翰遜昨日與勞斯萊斯、JCB及Unipart等英國各

大生產商會面，要求各生產商更改目前的生產線，

增加生產供病情嚴重患者使用的呼吸機。Unipart目
前為NHS生產多種精密器材，據公司前日透露，已
開始着手增產呼吸機。

「有病徵亦不要急於求醫」
政府同時正與私營醫療機構磋商，購買私家醫院的床

位，以便在新冠肺炎患者急增時，能用作接收患者。擁
有38間私家醫院的Spire Healthcare集團已經與政府達

成協議，有需要時可透過轄下醫院為NHS提供床位。
在醫療系統外，政府亦啓動新一輪公眾宣傳工

作，要求民眾在出現疑似病徵時，自行在家隔離一
周，不要急於求醫。另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當局
有意禁止大型集會，預計最快本周內實施；政府轄
下的緊急事故科學顧問小組則擬在防疫措施指引
中，列明重點保護長者和弱勢群體，當家庭中即使
只有一人染病，全家均需隔離。 ■綜合報道

約翰遜聚焦醫療策略
懶理加強防疫強防疫

丈夫幼女求醫無門
華人媽媽：對英政府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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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確診
個案前日大增3,497宗，破單日升幅
紀錄，累計達21,157宗，死亡人數
升至 1,441 人，意味死亡率已近
7%，當地醫護承受極大壓力。倫巴
第大區貝加莫省切內市的70歲市長
瓦洛蒂，上周五因新冠肺炎病逝，
是意大利首名死於新冠肺炎的地方
政府官員。據報瓦洛蒂一直親身參

與防疫工作，如安排各項隔離防
疫、協助患者求醫等，幾日前不
適，其後確診，周四病情開始惡
化，翌日已告不治。
重災區倫巴第大區的護士帕利亞

拉尼，長時間照顧病人後疲憊不
堪，口罩也沒除下便昏睡在工作枱
的鍵盤上，照片上載互聯網後瘋
傳，成為醫護奮力抗疫的象徵，不

少網民留言為她及一眾前線醫護打
氣。
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不斷攀

升，居於重災區倫巴第大區的洛卡特
利日前在facebook上載片段，對比他
在相隔一個半月翻開《貝加莫報》，
發現訃聞版面由一版半急增至10版。
不少網友均留言表示，看見片段後感
到心碎。 ■綜合報道

意單日增近3500宗 死亡率接近7%

■■華人媽媽在專頁上載丈夫及幼女華人媽媽在專頁上載丈夫及幼女
照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約翰遜政府約翰遜政府
的抗疫措施備的抗疫措施備
受抨擊受抨擊。。

■■英國英國NHSNHS床位愈趨緊張床位愈趨緊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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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媽媽在專頁批評英國醫療體華人媽媽在專頁批評英國醫療體
系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