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C的報告指出，截至本月16日，
美國共確診4,226宗新冠肺炎

病例，其中2,449名患者的年齡已知，報
告聚焦這些病例，發現20歲至44歲年齡
組別佔所有確診患者的29%，在住院的
508名患者中則佔20%，是各年齡組別中
第二高，僅次於 65 歲至 84 歲人士的
26%；入住深切治療部的121名患者中，
約12%屬20歲至44歲，同時有47%是65
歲以下人士。

入院數字低 致年輕人鬆懈
據CDC推算，在全球各地患者中，會

有14%至21%的20歲至44歲患者需要住
院，2%至4%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死亡個
案則佔整體不足1%。而在美國現有數據
中，年紀最輕的年齡組別、即19歲以下人
士，只佔總入院患者不足1%，同時沒有
任何人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
疫情爆發以來，不少醫療專家均指長

者的病情有較大機會變得嚴重，CDC的
報告則反映新冠肺炎影響所有不同年齡
人士。加拿大卑詩大學呼吸系統醫學主
任卡爾斯滕指出，年輕人或會覺得自己
較能抵抗病毒，不過數據顯示許多年輕
人住院，意味社區內亦有相當數量的年

輕人受感染。

美官員促停社交接觸
負責協調美國防疫工作的國務院官員比

爾斯周三發表報告，提到法國及意大利近
期的疫情數據，包括法國約300名至400
名患者中，一半是65歲以下，荷蘭亦有半
數入住深切治療部的病人是50歲以下。她
指出中國及韓國的早期數據顯示，長者及
長期病患者染疫風險較高，導致其他地區
的許多年輕人掉以輕心，疏於防疫，以致
年輕人感染個案近期持續增加。她警告年
輕人的病情亦可以相當嚴重，甚至需接受
深切治療，敦促千禧世代暫停社交接觸，
加強自我保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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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為遏止新冠肺炎疫
情，相繼要求或建議食肆停
業，以及取消人群聚集的活
動，但不少歐美國家的年輕人

並未遵照指引保持社交距離，如常到夜店參
與派對狂歡，有年輕人坦言要趁政府正式宣
佈夜店關閉前，作「最後衝刺」。
據病毒學專家研究新冠肺炎的數據顯

示，年輕人與長者感染病毒的機率相若，不
過年輕患者病情嚴重的機會較長者低得多，
甚至有50%的人沒有病徵，故此不少年輕
人均認為自己無需憂慮疫情，以致掉以輕
心。
美國加州本月15日宣佈所有夜店和酒吧關

閉，不過在政府正式公佈措施前，當地夜店
未受疫情影響，如常擠滿顧客。37歲的安東
尼於上周六在聖迭戈的夜店消遣，他當時預

計該周末會是「最後狂歡機會」。他的31歲
友人喬納森則表示，希望疫情恐慌會在兩周
內消失，不過兩人亦有採取防疫措施，如勤
洗手及儲備日用品等物資。

學生停課後辦派對
英國截至上周末仍未頒佈指引要求取消

大型活動，雖然部分夜店決定停業，但位於
紹斯波特的音樂節Bang Face則如常舉行，
主辦方發聲明稱會密切留意情況。美國新澤
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上周宣佈改為網上教學
後，據報不少學生決定舉行派對。
德國柏林夜店林立，多個地方政府上周

已要求所有娛樂場所關閉，但不少夜店及酒
吧繼續經營，警方採取行動關閉逾60間夜
店。

■綜合報道

科學期刊《自然醫學》日前刊登研
究報告，學者分析引起新冠肺炎的新
型冠狀病毒後，發現並無證據顯示病
毒是在實驗室內人為製造，而病毒極
易附在人體細胞上，且結構獨特，顯
示病毒更可能是自然演化而來。
新冠肺炎疫情浮面後不久，中國科
學家已着手進行新冠病毒基因排序，
供全球科學家進行研究，來自美國、
澳洲、英國多地的科學家周二便刊出
相關研究，其中一名參與研究的學

者、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免疫及微生物
學助理教授安德森指出，將新冠病毒
與已知冠狀病毒比較後，可以肯定新
冠病毒源於自然演化。
學者發現，新冠病毒中突刺蛋白的

受體結合區域出現演化，懂得有效追
蹤人體細胞表面稱為ACE2的受體，
由於新冠病毒與人體細胞結合的效率
極高，科學家認為不可能是基因編輯
的產物。
學者同時指出，若有人試圖製造新

的冠狀病毒，理應透過現有病毒的骨
架、即整體結構為基礎，不過新冠病
毒的骨架與已知的冠狀病毒截然不
同，反而與蝙蝠及穿山甲身上的病毒
最相似。科學家繼而推斷新冠病毒有
兩個可能來源，一是病毒在非人類宿
主身上演化至目前狀態、再傳至人
類，二是傳至人類身上後才演化，如
果是前者，疾病未來再次爆發的可能
性便較高。

■綜合報道

美國三藩市華埠近日治安惡化，更
發生疑似種族歧視襲擊事件。網民
Sandy Lin日前在facebook(fb)發帖，
指出三藩市華埠一名92歲報販，無
故被4名青少年踢倒在地，報攤也被
破壞，形容是「涉及種族的恐怖襲
擊」，要求加強警力。
Sandy Lin指出，華埠大部分商店

均由長者經營，儘管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但為糊口仍開門營業。她在帖文
附上的照片可見，報攤遭人破壞得一
片狼藉，明信片等物品散落一地，有
途人協助年老東主拾起貨架。
帖文吸引逾4,000人轉載，大批網

民以fb的「嬲嬲」和「慘慘」回應事
件，有網民直斥事件不能接受，批評
欺凌者向長者下手，「推92歲伯伯
太過分，老人家可大可小」。亦有網
民警告，美國總統特朗普以「中國病
毒」形容新型冠狀病毒，正為種族歧
視火上加油，「一切都是因為特朗
普」。 ■綜合報道

美華埠九旬報販疑因歧視受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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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
前日宣佈，世衛將和合作夥伴展開一
項全球性大型臨床試驗，稱為「團結
臨床試驗」，力圖將世界各地治療新
冠肺炎藥物的臨床試驗標準化，以讓
研究人員能獲取相關數據，檢測多項
候選療法治療患者的效果。
全球目前有逾百項臨床試驗，檢驗
新冠肺炎藥物治療效果，但由於不同

臨床試驗的設計可能有所不同，導致
試驗結果往往無法互相比較。而在疫
情嚴重的地區，醫生亦可能無暇進行
臨床試驗。
在世衛這項試驗計劃下，每個國家
和醫院均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一種或
多種藥物進行臨床試驗。試驗將專注於
與改善患者健康相關的關鍵性因素，包
括患者的死亡率，使用呼吸機或入住深

切治療病房的比率，以及住院時間。
譚德塞指出，這項臨床試驗的設計

簡化了相關流程，讓即使處於疫情爆
發區，醫療壓力重大的醫院也能參
與。他亦表示目前已有多個國家確認
加入這項試驗，包括阿根廷、巴林、
加拿大、法國、伊朗、挪威、南非、
西班牙、瑞士和泰國，相信未來將有
更多國家加入。 ■綜合報道

世衛開展全球臨床藥試

權威研究：
新冠病毒屬自然演化

打戴口罩港留學生
澳男判囚兩個月

澳洲一名香港留學生前日在塔斯馬尼亞首府
霍巴特戴口罩逛商場時，在停車場被一名男子
襲擊受傷，施襲者不斷指罵受害人帶有新冠病
毒，並呼喝他滾回老家。警方其後拘捕該名38
歲男子，他昨日在庭上認罪，被判監兩個月。
當地華人團體及部分政客紛紛譴責施襲者的行
為。
該名香港留學生Ted表示，事發時他在霍巴

特新城區的超市遇到涉事男子騷擾，他未有理
會，與友人前往停車場，但對方尾隨並不斷喝

斥，其後更揮拳打向他的臉部，眼鏡亦被打
碎，導致眼部瘀傷，Ted隨即報警求助。
Ted稱早前曾聽聞有留學生因戴口罩被人毆

打，想不到這種事竟發生在自己身上。塔斯馬
尼亞華人社區領袖唐咏北指出，西方國家民眾
認為生病的人才需戴口罩，東方人則認為此舉
是為預防和自我保護，他希望人們可嘗試多了
解其他群體的文化，共同對抗疫情，而非互相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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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感染新冠病毒不限年齡
美疾控中心報告：約3成患者為青年 重症近半65歲以下

美國參議員涉嫌借關於疫情的內幕
資料，避開股市崩盤。美國傳媒揭
發，參議員萊夫勒在2月中出席參院
衛生委員會閉門會議，聽取疾控中心
就疫情的簡報後，隨即與丈夫拋售價
值310萬美元(約2,407萬港元)股票，

事後卻呼籲社會對總統特朗普的抗疫
政策有信心，被指欺騙公眾。
參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伯爾早前亦被

指事先得到疫情的警告，在2月13日
拋售價值156萬美元(約1,211萬港元)
股票，據報他其後在北卡羅來納州協

會上，向協會成員警告疫情可能較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更差。
網民炮轟萊夫勒及伯爾私下得到疫

情消息後，未有提醒公眾，反而稱特
朗普已做好準備，要求兩人立即辭
職。 ■綜合報道

美議員被揭收疫情內幕沽貨避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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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CDC)日前發表報告指

出，美國的新型冠狀病毒

確診個案中，近3成患者

是20歲至44歲的青年，

而入住深切治療部(ICU)的重症患者中，更有近半數是65歲以下

人士。學者指出報告內容值得關注，顯示所有人不論年齡均有

可能受感染，年輕人也必須提高防疫意識。

青少年夜店青少年夜店「「最後狂歡最後狂歡」」恐播毒恐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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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輕人覺得自己較能抵抗病毒，疏
於防疫，以致年輕人感染個案近期持續
增加。 網上圖片

▲歐美年輕人並未遵照指引保
持社交距離，如常到夜店參與
派對狂歡。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