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健恆 ■版面設計：房雍

20202020年年33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

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特區政府本月19日開始規

定入境人士須接受家居檢疫14

天，並要佩戴監察手帶，惟部分人

違反檢疫令，甚至脫掉或剪去手帶。警方過去兩日全力嚴打，在執法行動中

發現41名受檢疫者違反檢疫令，當中5人已被警方截獲並送往檢疫中心，另

將向其餘36名擅自離家者發出通緝令，搜尋他們下落。警方繼前晚到蘭桂坊

巡查後，昨晚再聯同衛生署人員到尖沙咀金巴利道等一帶的酒吧食肆巡查，

以看有否佩戴監察手帶的人違反檢疫令外出，並對其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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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通緝36違令「離家者」
已捉5人送入檢疫中心 巡查酒吧食肆搜查戴手帶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強調，特區政府
會加強突擊檢查和巡查，在不予警告

的情況下作出檢控。
政府發言人昨晚指出，執法部門過去兩
日全力嚴厲執法，通過電子監察系統突擊
檢查涉嫌違反檢疫令的人，發現5人曾經
擅自離開居所，其中兩人更除去或剪斷監
察手帶。警方已全數截獲5人，隨後已將
他們送往檢疫中心，而衛生署亦已聯同警
方即時展開調查，並正積極搜集更多證
據，供律政司考慮提出檢控。
此外，警方在行動中亦發現另外36人擅
離家居，警方將向他們發出通緝令，並會
繼續搜尋他們的下落。

衛署發408警告信 檢控3人
發言人說，特區政府強烈譴責任何意

圖違反檢疫令的人，並認為此等行為極

不負責任，嚴重影響公共衛生及他人健
康，增加社區傳播風險，強調絕不容忍
此等行為，必定嚴肅跟進，並警告擅自
離開檢疫地點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
可被監禁6個月，以及罰款25,000元。特
區政府呼籲所有受檢疫者不要以身試
法，呼籲市民向警方舉報違反檢疫令的
情況。
截至昨午6時，衛生署已發出408封警告
信，徵詢律政司意見後，已對3名涉嫌違
反檢疫令的人提出檢控。
另外，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昨日表示，由3月19日至昨日中午，共
派發逾1.9萬條監察手帶予經香港機場入
境的人士，配合「居安抗疫」手機應用
程式使用。在強制檢疫期間，一旦監察
系統偵測到異常情況，便會通知衛生署
和警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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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護士父染疫
兒須隔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每
日有大量旅客經香港國際機場
前往目的地，在新冠病毒「全
球大流行」下，繼早前有人經
香港回深圳確診染疫後，澳門
昨亦新增一宗確診及一宗疑似
個案，患者也是由外國乘飛機
到香港再經港珠澳大橋返回澳
門，有專家擔心大量旅客經香
港往目的地，會增加本港防疫
難度。
澳門昨新增的兩宗個案為一
對母子，他們上周五（20
日）搭乘國泰航空CX845航
班經由美國約肯尼迪國際機場
來港，再乘搭澳門特區政府的
專車經港珠澳大橋返回澳門。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曾
祈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飛機是密閉空間，倘
有乘客染疫，有可能傳染他
人，擔心大量非本港居民過境

香港，不但會令香港疫情惡
化，亦會令鄰近地區疫情變得
嚴重，香港防控工作同樣會變
得困難，認為政府應考慮是否
全面禁止旅客來港。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

席梁子超亦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即使非本港居民只在香港
過境，亦可能會傳染機場工作
人員，甚至在機上已傳染其他
旅客，認為政府須採取更嚴謹
措施，如禁止非本港居民入境
及過境，「很多地方已有類似
措施。」
他又建議，航空公司可想辦

法縮短乘客候機時間，並簡化
服務，減少人群聚集和機組人
員與乘客接觸時間，「長途機
不可能不提供食物，但可改為
較簡單的餐盒，並預先向乘客
提供樽裝水，令機組人員毋須
時常推着餐車在機上來來回
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昨日新增的一宗有外遊史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患者兒子是仁濟醫
院內科病房的男護士，他與父親
兩人早前曾到土耳其旅遊。醫院
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
科技管理）庾慧玲昨在疫情簡報
會上表示，有關男護士目前未出
現病徵，而仁濟醫院表示，涉事
男護士工作至昨日早上，現要隔
離檢疫。
男護士的父親62歲，而兩父子

於2月 24日至3月 3日同遊土耳
其，男護士的父親回港後，3月9
日曾與一名確診患者一起午膳，
而其在16日起出現氣促以及咳嗽

病徵，並曾在私營醫療機構接受
抗體測試呈陽性，21日到急症室
求醫。
仁濟醫院回覆查詢時表示，該

名男護士在普通內科病房工作，
其父親於昨晚已由初步確診轉為
確診感染，而該護士陪同父親於
3月初由土耳其返港，上周初返
回醫院工作，直至昨日早上。
院方又指出，該護士返港至今

並沒有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而
其工作期間，一直有遵照感染控
制指引工作，包括佩戴及穿着適
當個人防護裝備。由於其已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因此將會按衛生
防護中心安排進行檢疫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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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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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美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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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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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秘魯及玻利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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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英國

加拿大、秘魯及玻利維亞

荷蘭、德國、法國及瑞士

英國

法國及西班牙

荷蘭、奧地利和瑞士

印度、英國及荷蘭

泰國

美國

美國及加拿大

瑞士

2929宗有外遊史新個案宗有外遊史新個案

■仁濟醫院。
資料圖片

■衛生防護中心指輸入個案較多與外遊及留學生返港有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新增29宗有外遊史 入境檢疫漏洞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下，歐美多國已成高危地區，而衛生
防護中心昨日公佈的44宗新增確診個
案中，便有29宗的患者有外遊史，當
中更有7人是外地返港的留學生。不
過，香港特區政府昨日起雖在機場加
強檢疫措施，向部分沒有病徵入境人
士提供深喉唾液測試樣本瓶，但檢疫
措施續有疏漏，有美國返港人士先過
境台灣來港，避過佩戴電子手帶居家
檢疫的安排，而台灣則宣佈明日（24
日）零時起禁止旅客在台轉機，但實
施前有多少漏網之魚已入境香港，卻
不得而知。
新增確診的29宗曾外遊個案，大部
分曾到訪歐美，當中7人是留學生，另
外加拿大旅行團感染群組昨日再有兩
人由初步確診轉為確診，令該團確診
人數增至7人，他們早前在加拿大黃刀
鎮參與一個17天的當地團，共有31名

團友，結果7名港人也染疫。另外，繼
香港空手道隊隊員李振豪及曾綺婷先
後確診後，他們的19歲隊友周家謙昨
亦正式確診，他們均曾到法國及奧地
利集訓，同行另一隊友病毒測試則呈
陰性，現正隔離。
面對近日越來越多新增個案，衛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輸
入個案較多與外遊及留學生返港有
關，暫難估計未來續有多少個案，冀
透過強制檢疫令減低傳播風險，政府
已逐步加強向來港人士派發深喉唾液
樣本收集樽，最初僅派發給長者或家
中有長者人士，現已擴展至英國返港
人士。

台灣過境僅循一般程序入境
根據分析，英國回港的確診個案較

多和較高危，但這亦可能是因英國回
港人士較多，令相關確診數字較多。
她又說，本港每周約可做5,000個樣本

測試，目前測試未飽和，有空間派發
更多樣本收集樽。特區政府雖加強檢
疫措施，但連日來被質疑有疏漏，繼
日前有家居檢疫者違反檢疫令，剪斷
或脫掉手帶「通街走」後，健康申報
亦難杜絕虛報，而由於台灣入境本港
人士毋須家居檢疫14天，有返港人
士因此便經台灣回港。
在美國交流的董先生周五與朋友轉

了三程機，最後經台灣飛返香港，他
們從美國回港按政策須家居檢疫，但
由於在台灣過境，落機後收到一張藍
色紙，指示使用藍色通道入境，循一
般程序入境。董先生表示職員未有查
問他從哪裡轉機、有否轉機等問題，
而他預計要戴手帶和抽樣檢測有否感
染新冠肺炎，「聽聽點樣家居隔離，
好神奇、好順利咁攞行李走、入咗
境。」

被指檢疫兒戲 衛署將跟進

他在抵港大堂詢問職員為何沒有手
帶？職員通知衛生署，並指示他在大
堂等候，但等待1個小時仍未見職員。
他再次向職員查問，職員通知其隊
長，隊長向他表示不一定要戴手帶，
只要這幾天不外出便可，可以離開，
「我哋留下姓名、航班資料和電話，
直至現在都無人聯絡，整件事很兒
戲，我們在歐美回來，對香港公共衛
生是威脅，如果我外出有機會成為生
化武器。」他表示會自行在家家居隔
離。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在疫情簡佈會上被問及此事時表
示，會跟進台灣轉機的個案，了解有
關情況。台灣疫情指揮中心昨日則宣
佈，明日午夜零時起全面禁止旅客在
台灣轉機，為期兩周，以減低人口跨
境流動與降低疾病傳播風險，台灣實
施新措施後，才堵塞經台灣來港免除
檢疫的漏洞。

■警方派出油尖反黑組警員等，聯同衛生署人員到尖沙咀金巴利道、天文台道一帶巡查酒吧食肆，捉拿有手帶違反隔離令的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