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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限制出口多國限制出口 糧蔬供應存憂糧蔬供應存憂
疫情衝擊生產 恐爆惡性循環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前日表示，當
地新冠肺炎疫情出現「重大變化」，社區感染
超過一半。專家認為未來數周是加國疫情關鍵
期，醫院可能湧入大批重症患者，令人憂心。
眼見社區傳染比例大增，人人自危。加拿大主
流媒體也開始討論「該不該戴口罩」的話題，
並細究不同口罩的基本功能差異。
截至24日的數據顯示，加拿大疫情趨勢已轉

為社區感染為主，佔確診人數53%，與有旅遊
史確診者接觸後感染佔44%，上周近9成個案
均來自社區感染，而且感染來源已無法追蹤。
譚詠詩強調，當前加拿大主要防疫策略是確

保人們在必要時自我隔離14天，以及所有人都
應該遵守2米社交距離，「如果人人都遵守，
就可以截斷傳播。這件事有多麼重要，已不需
我再強調。」 ■綜合報道

被質疑實際確診病例遠高於公佈數
字的日本，外務省昨日首度向全球發
出「等級2」旅遊警示，呼籲民眾非
必要勿出國。東京都政府也首次呼籲
居民本周末如非必要盡量勿出門。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晚召開緊
急記者會，表示鑑於疫情擴大，呼籲
東京居民本周末非必要盡量不要外
出。小池說：「本周可能發生疫情大
爆發的不安增高，現在正面臨重要的
局面。平日最好在家工作，夜間盡量
不要外出。」
東京昨日新增41宗確診，創當地
確診單日最高紀錄，其中有10人與
前日確診的位於台東區的永壽綜合
醫院的護士與病人有關，另有超過
10宗個案的感染途徑不明。東京累
計確診212人，是日本各都道府縣
之中人數最多的。

日本各地民眾對疫情的戒備近日漸
見鬆懈，加上由於櫻花季節來臨，愈
來愈多人不聽勸告聚會賞櫻。調查顯
示，上周的3天長假期中，到東京上
野公園賞櫻的人數較前一個星期急增

160%，新宿御苑的人數更增加
250%。東京民眾知道確診人數創新
高，加上網傳東京可能會封城後，昨
晚各處超市都出現搶購潮，不少新鮮
食品都被買光。 ■綜合報道

包括香港在內，近日全球各地均
出現新冠肺炎患者報稱失去味覺或
嗅覺的案例，韓國醫生調查亦發
現，當地疫情重災區大邱的3,191
名患者當中，15.3%(488人)出現了

類似症狀。
韓國國立中央醫療院傳染病專家

指出，呼吸道病毒可損害人體的氣
味感知能力，故感染者失去嗅覺是
常見現象，甚至有部分治療確診者

的醫生同樣報稱失去嗅覺。不過也
有專家指出，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
定失去味覺或嗅覺是否感染新冠病
毒的早期病徵。

■綜合報道

歐洲是新冠肺炎疫情重災區之一，但在確診
病例已經超過3.5萬的德國，死亡率至今仍遠低
於周邊國家，只有0.5%，分析認為與當地年長
者染病比率偏低有關。
目前意大利疫情死亡率高達 9.5%、伊朗

7.8%、西班牙6.8%、法國4.3%、美國與韓國
均為1.3%。雖然各國疫情死亡率背後各有原
因，但研究人員發現德國年長者的染病比例
確實偏低。德國政府數據顯示，德國確診者
裡只有18%是60歲以上，82%是60歲以下；
相反意大利確診者裡有 56%是 60歲以上，
44%是60歲以下。西班牙48%是60歲以上，
52%是60歲以下。

專家分析，意大利人成年後仍與雙親頻繁接
觸，這樣的情況在歐洲算是異數。意大利人把
小孩託給父母照顧，祖父母們還常約周末家庭
聚餐，家人們彼此也都住得較近。在意大利，
30到49歲這個年齡層，有超過20%與雙親同
住，比率是德國的2倍以上。德國不少確診者
是跑去意大利北部或奧地利度假的年輕人，染
病者年齡層多在35到59歲，但平均死亡年齡在
82歲。
除家族相處習慣差異外，傳染病專家認為德

國疫情死亡率低的另一主因是在疫情爆發初
期，當局就把重點放在追蹤感染者、大量篩檢
與預防群體感染。 ■綜合報道

越
停
批
白
米
出
口
合
約
3
日

港
業
界
料
不
受
影
響

日首向全球發旅警
東京籲周末勿出門

韓大邱15%患者報稱失嗅覺味覺

較少長者染病 德死亡率僅0.4%

加疫情「重大變化」社區感染逾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衝擊全球，不但

工業生產顯著放緩，

多 個 農 場 勞 工 亦 不

足，也沒有足夠貨車運送作物和牲畜。專家

警告若疫情持續，糧食可能逐漸短缺，食物

價格也會上漲。部分國家近期開始限制糧食

出口，其中越南政府昨日宣佈，暫停批出大

米出口的新合約3天，期內將檢討全國糧食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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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前日起開始傳出停止出口白米的
消息，當地政府昨日正式發佈聲明，宣
佈在本周六或以前，暫停簽訂新的白米
出口合約，以評估疫情對當地糧食供應
的影響，但已簽署的合約會繼續履行。
越南去年出口637萬噸白米，主要市

場包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當
局宣佈停簽出口合約後，已暫停向米農
收購白米，貿易、財政和農業部門會統
計全國白米供應和出口狀況，周六向總
理阮春福提交報告。
根據本港工業貿易署資料顯示，越南

是本港食米第 2大入口來源，去年
29.7%的食米是從越南入口。按政府規
定，食米貯存商必須儲備足夠市民15
天食用的存貨，業界亦一直備有額外存
貨。現時香港的食米總存貨超過政府規
定，足夠全港市民約一個月食用(約
22,000公噸)。香港的食米由多個地方
進口，包括泰國(佔總進口49.2%)、越
南(佔總進口29.7%)、柬埔寨(佔總進口
9.7%)、中國內地(佔總進口5.9%)、澳
洲等，供應不斷。
米商表示，本港進口各地食米一直暢

順，越南米主要是食肆採用，本港一般
家庭以食泰國米為主，而越南也只是暫
停簽訂新白米出口合約至3月28日，故
業界相信不會影響香港的食米供應，呼
籲市民不用恐慌，切勿搶米。

■綜合報道

越南停批白米出口合約越南停批白米出口合約 消息一度混亂消息一度混亂

周二再稍後

3月24日(周二)

多地政府近日嚴加限制人們外出，估計全球
1/3人受行動管制令影響，雖然不少地區

把上班列為豁免範圍，但仍有大批勞工需接受隔
離，部分人亦需留在家中照顧停課的子女，導致
開工人數大減。荷蘭合作銀行估計單是美國肉類
加工業，已有20%至30%員工因疫情無法上
班。

涉勞工物流 供應鏈複雜脆弱
普渡大學農業經濟學

系主任盧斯克指
出，食

物供應鏈遠比一般人想像中複雜和脆弱，涉及
道路、鐵路、水路運輸，農場也需要大量勞
工。他警告現時只是開始，隨着疫情進一步惡
化，未來數周以至數月的食物供應將備受考
驗。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高級經濟師阿

巴西安表示，全球糧食產量暫未大減，但物
流可能受阻，造成極大不確定因素。阿巴西
安亦提到美元在疫情中轉強，新興國家貨幣
購買力下降，恐令非洲等本已面臨糧食短缺
的國家百上加斤。

蔬果先遭殃 後到穀物
德國農業部長克勒克納警告，若疫

情持續下去，蔬菜及水果將
首 先 出 現 短

缺，其後或蔓延至穀物等主食。美國冷藏食品
公司Saffron Road總裁杜拉尼亦稱，假如疫情
再持續兩個月，糧食供應將面臨壓力，屆時食
物加價將難以避免。
由於全球各地生產的糧食種類不一，不同地

區短缺的食物可能有別，例如馬鈴薯產地集中
在歐洲、印度和東亞，意味美國可能出現馬鈴
薯短缺，薯片生產也可能受阻。
一些國家因應疫情對糧食供應的潛在影響，

已宣佈限制出口措施，例如哈薩克斯坦已禁止
出口蕎麥、馬鈴薯、砂糖和洋葱等主要食物，
塞爾維亞亦停止出口芥花籽油。
亨氏食品董事總經理格洛爾警告，假如愈來

愈多國家限制糧食出口，市場將變得瘋狂，
「那時候真的會有災難。」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周二稍後

越南官方傳媒首次引述海關部門消
息，指政府已禁止白米出口

路透社再引述食品官員消息，強調
白米出口正常

白米商會亦表示出口正常

越南政府正式發聲明，宣佈停止簽
訂新白米出口合約，直至3月 28
日，以評估白米供應，但舊合約會
繼續履行

■路透社

3月25日(周三)

■■若疫情持續若疫情持續，，糧食可能逐漸短缺糧食可能逐漸短缺，，
食物價格也會上漲食物價格也會上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拿大超市有民眾戴上口罩加拿大超市有民眾戴上口罩。。 新華社新華社

■■日本賞櫻人數急增日本賞櫻人數急增。。 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