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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名港人因為湖北省「封

關」一度滯留當地逾1個月，包括

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孕婦及長

期病患者等有緊急醫療需要人士，特區政府早前派出包機將部分人率先

接回香港。其間，醫管局境外緊急行動醫療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包括

預先制訂感染控制措施，並隨包機到當地，以便在有需要時立即為返港

市民提供即時治理。由於事前難以估計行動所帶來的感染風險，醫療隊

不少成員由到達武漢機場起一直不敢吃、不敢喝，對體能帶來極大挑

戰，部分人返港不久，更即時返回原來的醫院崗位工作。不過，市民一

句感謝，已經令他們渾忘辛勞。

接港人有孕有病 赴疫區不吃不喝
醫療隊先訂措施後評風險 回港即返工欣慰一句感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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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的零售業自去年中起，接連
受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進
入寒冬，有40年歷史的「大眾書
局」昨晚突然宣佈今日起全線16
間分店結業。

料影響數百員工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昨日公佈，
集團在香港業務將會改組，有16
間分店的「大眾書局」今日起全
線結業，「過去十年零售書業在
香港一直面對市場結構性的挑
戰。 在最近十二個月持續惡
化， 導致零售收入嚴重萎縮。

但租金及其他成本仍然高昂，在
嚴峻及不明朗的經營環境下，不
得已忍痛結業。」
受影響的員工數目估計達數百

人，「大眾書局」將根據香港勞
工法例遣散，有受影響員工向傳
媒表示，公司管理層今日會向員
工交代解僱賠償安排。不過，該
公司在港的其他非零售業務會維
持運作。

財政問題有先兆
「大眾書局」財政有問題早前已

經出現先兆，其位於黃埔花園的分
店早前曾因為拖欠租金及服務費等

而被業主向高等法院入稟追討47萬
元欠款，及要求收回舖位。
大眾集團由新加坡華人周星衢

於1924年創辦，主力發展書店業
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及台灣均設有分店。大眾書局則
是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出版商，擁
有76家書店，去年起調整零售策
略，只在其中8家分店售賣「全
方位」華文書籍，旗下46家學校
書店繼續以售賣文具和課本為
主，其餘 22家商場分店只售食
譜、練習冊和教材。香港的大眾
書局則由新加坡母公司 Popular
Holdings Limited持有。

大眾書局本港全線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暴摧殘，加
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傷，再有一間老字號結業。
在銅鑼灣屹立四十載、由2015年開始連續6年
獲米芝蓮車胎人美食或必比登推薦的老店
「蛇王二」亦敵不過疫症，決定在下月底結
業。
「蛇王二」 店長羅長熙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疫情令該店的生意大跌七成，情況比
2003年沙士時更差，每月均虧損10萬元至20
萬元，員工現時要九折支薪，即使業主上月起
願意減租三成，仍然無法達到收支平衡。
「蛇王二」現有的租約即將於下月屆滿，因
而決定不再續租，估計最後營業日期會在4月
24日至26日之間，但在疫情結束後或會重
開。
羅長熙唏噓地說：「最唔捨得日日返工見到

嘅夥計及熟客，已經變咗我日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
授袁國勇、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名
譽助理教授龍振邦昨日在報章撰文
稱，民間將最近疫情稱為「武漢冠狀
病毒」或「武漢肺炎」，「通俗易
明，方便溝通，亦無不可」。香江智
匯會長、香港眼科醫學院前院長周伯
展不同意該說法，強調對病毒、疾病
的稱謂很重要，故世衛於2015年訂
立規矩，避免用人名、地名等命名，
以免造成標籤和歧視。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周伯展指出，科學、醫學
工作者行事要非常精準，稍有偏

差，就可能變成另一件事，導致錯
誤判斷疫情及混淆視聽，尤其疫情
稱謂問題已上升到國際政治層面，
科學家更應謹慎，避免令人懷疑政
治動機、影響公信力。
袁國勇和龍振邦還在文中稱「為

滿足各種慾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
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對
此，周伯展表示，根據現有多方面
證據及多地專家分析，這次疫情源
頭尚未能肯定，首先在武漢發現不
代表出自武漢。
他強調，在科學問題上不能武

斷，不能貿貿然把某種可能性當成

事實，否則有違科學家精神，也使
社會產生錯誤認識，不利公眾教
育。

袁龍撤文：用詞錯誤非原意
袁國勇及龍振邦昨晚深夜宣佈撤

回文章，表示他們是科學家，終身
追求科學真理，不了解政治，也從
來無意捲入政治。該文與政治無
關，並為「若當中的手民之誤引起
任何誤會」表示歉意。「文章表達
不適當，用詞甚至有錯誤，並非原
意，希望外界不要把我們捲入政
治，留給我們一個空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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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展：勿用地點命名病毒免歧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大學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
驗室宣佈，夥伴國際流行病預防
創新聯盟（CEPI）將提供種子基
金，資助港大團隊就研發中的疫
苗作臨床前期測試，希望在未來
12個到18個月研發出安全有效的
疫苗。
港大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

室是全球七支正在積極研發疫苗
的專家團隊之一，實驗室近年建
立了一個多功能流感病毒載體疫
苗平台，能利用無毒害流感病毒
疫苗載體，快速構建表達各種病
毒抗原，包括類冠狀病毒抗原，
用以製備無害活疫苗。
自新冠病毒去年底爆發後，團

隊短時間內製備了SARS-CoV2
的具多個優點疫苗種子，包括可
利用雞胚生產系統、細胞工廠，
或細胞發酵罐等進行大量培育，
製備的無害活疫苗可噴鼻式操作
並有多功能，能同時針對新冠病
毒和流感病毒。

研究獲國家科技部支持
是次疫苗研究亦得到國家科技

部立項支持，港大團隊目前正聯
合廈門大學，及內地多間疫苗生
產企業，開展系統生產評估測
試。
集合全球公私營機構、慈善

組織、公民團體的CEPI，亦會
為港大提供 62 萬美元種子基
金，藉以推動流行病預防工
作。港大校長張翔感謝CEPI的
支持，希望大學科學人員研發
的疫苗能協助遏止疫情，為全
球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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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境外緊急行動醫療隊所招募
的醫生和護士一般都是來自急症室，

但由於滯留湖北的港人中包括十多名孕婦，
醫療隊早前亦特別邀請一名婦產科醫生隨
隊。
做好感染控制，避免機上出現新冠肺炎
傳播是醫療隊今次行動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廣華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劉展豪提到，嘔
吐物是其中一種可以傳播病毒的途徑之一，
所以他事前要針對早期懷孕的孕婦可能出現
孕吐而制訂預案，為她們提供掛頸式嘔吐
袋，既可避免她們一旦嘔吐時會污染機艙環
境外，亦方便識別她們。

準備孕婦機上隨時產子
返港的孕婦中有部分人即將臨盆，劉展
豪直言，飛機不是適合處理產科問題的地
方。他的工作就是在武漢機場評估孕婦的身
體狀況，拒絕有即時醫療需要的孕婦登機，
但同時要準備好，隨時有孕婦在機上產子的
應對方法。
「沒有一個位是適合的，但也要找一個比較

空曠位置，我們要假設乘客有這個需要，所以
我當時的構思是在孕婦坐的後幾行，近機門的
位置，我們也預備了大型不透水膠袋，因為如
果要生產會有胎水、血，希望鋪在地上，再安
排孕婦在膠袋上生。」劉展豪說。
除了要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制訂應對
方案外，醫療隊還需要和航空公司等其他單
位溝通。與劉展豪同機的律敦治及鄧肇堅醫
院急症室顧問醫生蕭粵中表示，因應機上有
孕婦，他們特別要求航空公司安排升降機讓
她們使用，「要她們（晚孕期孕婦）行樓梯
落機有很大風險，我們不想『臨尾香』，令
她們出現意外，所以事前跟航空公司協調，
安排了升降台上落。」

精神病患興奮恐造成傷害
返港人士中還有部分是因為滯留時間太

長而「斷藥」的港人，負責第四班從武漢返
港包機的瑪麗醫院急症室顧問醫生蔡振興，
特別提到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個案，「有一個
兩星期沒有食藥的精神病患者，徵狀開始出
現，可以回香港又特別興奮，在離境閘口已
經見他特別多動作，我們也比較擔心，如果
他的精神狀態太活躍，做出傷害自己、傷害
別人，或傷害物件的行為可能不能讓他上
機。」
不過，蔡振興向其家人反映憂慮後，該

名精神病患者最終將注意力改為拿起手機四
處拍照，未有對其他人造成影響，所以他們
一家亦能順利登上包機返港。
他特別提到自己的一項觀察：當日返港

者似乎都對身邊其他滯留者充滿戒心，「每
個滯留者都覺得自己沒有病，但身邊的人有
病，他們十分怕其他人，我們雖然在閘口附
近安排了座位讓他們跟着坐，已經分得很
開，但很多人走到很遠的地方，怕他們走
失，要找同事不斷巡邏。」

「最重要做好感染控制」
返港市民的擔心最終亦成真，蔡振興負

責的包機上最終有人確診，但被問及會否
擔心自己可能被傳染時，他淡然地回應
說，「我們在急症室工作，香港大部分新
冠肺炎病人都是我們找出來，接觸潛在病
人，最重要是做好感染控制，將感染風險
減到最低。」
他續說，自己當日已經盡力，該名病人
一直沒有出現病徵，他們根本沒有可能知道
他染病及拒絕他登機。
行動雖然辛苦，但參與的醫護都表示市
民一句感謝已經令他們渾忘辛勞。本身不
屬醫療隊正常編制的劉展豪說，這次的工
作給他很大的滿足感，「婦產科本身不是
今次疫症的前線抗疫一部分，可以參與這
次行動，令我覺得自己也有在抗疫中出一
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參與包機
撤離行動的醫療隊，面對了重重困難，整
個過程並不輕鬆，特別是武漢或日本的行
動，無論是準備時間、包機數量以至複雜
程度都可說是前所未有的，為他們身心都
帶來壓力，只得見招拆招。

赴日接港人充滿不確定
過往有港人在境外發生意外時，醫管局

都派出醫療隊趕赴當地提供協助，但今年
行動的頻密程度及複雜性都是前所未有
的：過去約一個月，醫管局已先後派出7
隊人分別到日本及武漢協助滯留港人。醫
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統籌主任龔澤民
說：「過往找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加臨
床心理學家就能成隊，但今次要幾隊。」
醫療隊過往主要是在境外發生大型意外

令港人嚴重受傷時出動，但他們早前到日
本及武漢的任務主要是感染控制。在出發
前雖然有近一星期準備，遠較2010年處理

菲律賓人質事件時的即晚出發為多，但行
動的難度並不比過往低，因為今次行動所
涉的人數眾多，他們亦無法如過往一般在
抵埗後再有一兩日準備，及向當地醫療機
構了解需協助人士狀況。
日本及武漢兩次行動均有參與的瑪麗醫

院顧問護師（創傷服務）黃熙締特別提
到，在日本接滯留港人的行動面對很多不
確定性，除無法取得返港市民病歷外，就
連每班機接載人數也無法提前知道。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急症室顧問醫生蕭

粵中表示，「我們得到的資料是市民自己
匯報，他們會報告自己有什麼長期病患，
但他們可能講得十分簡單，例如只是說有
肝病，但我們不知是什麼肝病，只得有限
資料，我們要憑經驗估計可能出現的情
況，做好準備工夫。」

飛武漢行動體力要求大
接滯留湖北港人的行動雖然只是即日來

回，全部人員都不會離開機場，但前往
「疫區」的風險仍是難以估計，蕭粵中指
該次行動絕不是「遊飛機河」般簡單，對
體力有極大要求，「我們4點起身，先在
北大嶼山醫院集合再一起到機場，飛機大
概早上8點起飛前往，10點前到達武漢，
即日回到香港已經差不多（晚上）10點，
回到北大嶼山醫院做個人清潔時已經是凌
晨一兩點才回到家，翌日繼續上班。」
與蕭粵中在同一班包機上工作的廣華

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劉展豪補充，為
了避免受到感染，他們當日到達武漢就
一直不敢吃、不敢喝，他自從早上在去
程航班上吃過早餐後，下一餐已經翌日
凌晨2時半，「每次吃東西、飲水也要
除下口罩，每次解除保護裝備都是一次
風險，再放東西入口也是風險，如果喝
得水多要上廁又需脫下所有保護裝備，
一來會浪費保護裝備，二來穿衣服和脫
衣服也有感染風險。」

一個月7隊出動 靠經驗見招拆招

▲ 醫管局境外緊急行
動醫療隊分享赴疫區
接港人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左起：蔡振興、黃
熙締、劉展豪、蕭粵
中、龔澤民做分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醫管局境外緊急行動醫療隊早前
分別到日本及武漢協助滯留港人返
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眾書局」昨晚宣佈今日起全港16間分店結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