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未見盡

頭，意大利及西班牙接連打破單日

新增死亡病例紀錄，意大利前日有

近千人死亡，媒體形容有如「每日

死一條村莊的人口」，確診病例亦

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病例第二多

的國家，當地官員更警告未來疫情

可能更嚴重。

歐洲累計確診超過30萬宗，其中意大利
病例的增長速度，由早前每日約

8%，減慢至前日的7.4%，新增5,909宗病
例，但全國確診累計仍達86,498宗，僅次
於美國。新增死亡病例則在前日錄新高，
再有919名患者死亡，超過本月21日的793
宗，累計 9,134 宗死亡個案，死亡率為
10.559%。

意南恐步北部後塵
死亡病例仍集中在北部倫巴第大區，佔
超過5,400宗，單是前日便有541人死亡，
全國累計最少46名醫生染疫死亡。南部地
區則開始憂慮會步北部地區後塵，如那不
勒斯所在的坎帕尼亞大區，首長盧卡指中
央政府沒有按承諾提供呼吸機及其他維生
儀器，直指「倫巴第的悲劇很可能在南部
重演」。
意大利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布魯薩費羅
指出，新增病例的確正在放緩，相信是全
國「封城」措施開始奏效，不過他警告不
能放寬管制措施，直指疫情仍然未到達高
峰。
意大利已經有約1萬名患者康復，雖然

大部分確診者病情輕微，不過其中一名康
復者、38歲的健身教練魯索形容，發病時
的感覺非常可怕，完全無法呼吸，形容
「想像身在水底的感覺」。一名來自羅馬
的心臟病專家同樣是新冠肺炎康復者，他
指接受供氧治療的過程十分痛苦，要尋找
橈動脈非常困難，更有其他病人難以忍
受，不斷高呼「夠了、夠了」。

西班牙單日死亡連續兩日創新高
西班牙疫情同樣嚴重，繼前日有769人死
亡後，昨日再新增832宗死亡病例，連續兩
日破紀錄，累計5,690人死亡。新增確診病
例昨日亦回升至8,189宗，累計72,248人確
診，當中包括近萬名醫護人員，佔整體病例
約14%。
西班牙已將全國緊急狀態及「封城」措施
延長至最少下月12日，衛生緊急協調中心主
任西蒙指出，新增確診病例放緩，足以反映
封城產生作用，「我們似乎開始接近疫情高
峰」。

■綜合報道

意單日900人亡
「每日死一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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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公主染疫亡
全球王室首例

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的表姐特雷莎公主感
染新冠肺炎後，上周四在法國巴黎病逝，終年
86歲，是全球首位因感染新冠肺炎逝世的王室
成員。
特雷莎逝世的消息，由弟弟西克斯圖斯．亨
利王子在社交網站facebook(fb)公佈，稱葬禮前
日在馬德里舉行。特雷莎是波旁—帕爾馬家族
哈維爾王子的女兒，1933年於巴黎出生，成年
後大部分時間在馬德里生活，致力研究及撰寫
關於卡洛斯主義的文章，從未結婚或生育子
女。
波旁—帕爾馬家族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庶系
分支，而卡洛斯主義是王室正統主義政治運
動，擁護波旁—帕爾馬家族建立王朝。特雷莎
曾在2014年向法國《解放報》表示，父親畢生
致力讓波旁—帕爾馬家族繼承正統，但終究未
能成功。部分卡洛斯主義者至今仍然視西克斯

圖斯．亨利王子為國王。
疫情肆虐全球下，多個國家的王室成員相繼

染病。奧地利大公哈布斯堡前周確診，是全球
首位受感染的王室成員，歐洲公國摩納哥元首
阿爾貝二世親王其後亦中招，他表示雖然自己
症狀輕微，但因數年前曾患上肺炎，故需特別
小心。英國王儲查爾斯上周也證實感染，目前
在蘇格蘭隔離。 ■綜合報道

約翰遜懷孕弟婦中招
蘇格蘭事務大臣現病徵

確診數全球第二多 死亡率10.559%

日本本地確診新冠肺炎人數昨日突破
1,600人，東京單日新增63宗病例再創新
高。首相安倍晉三形容，目前日本已處於
緊急狀態邊緣，全國疫情可能在短時間內
擴大，國民應做好長期作戰準備，不應鬆
懈，又首度透露有意向弱勢社群派錢。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呼籲民眾周

末盡量避免外出後，昨日東京街頭人流明
顯減少，以往不論周末或平日都車水馬龍
的澀谷站前十字路口，昨日只有零星行人
路過，淺草寺仲見世通商店街也是門可羅
雀；賞櫻熱點如上野公園及目黑川等地，
不是拉起封鎖線禁止聚集，就是人流稀疏
氣氛冷清，剩下櫻花隨寒風輕輕飄落。
由於擔心東京疫情失控及可能封城，大
批在東京讀書或打工的年輕人，都提前於
五一黃金周前，於前晚坐通宵巴士回鄉暫
避。來自仙台的學生佐佐木沙彩說，由於
聽到小池百合子說東京可能封城，所以家
人都叫她盡快回鄉，「在東京坐火車很可
怕。」
不過大批人口逃離東京亦引起輿論憂

慮，擔心可能會將新冠病毒傳到各地，造
成全國疫情大爆發。 ■綜合報道

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個案以長者為主，但在艾米利
亞－羅馬涅大區的里米尼市，一名101歲男子兩周前確
診後，上周三已康復出院，為不少染病長者帶來希望。
當局以「P先生」稱呼該名老患者，指他生於「西班

牙流感」肆虐的1919年，該疫症當時在意大利導致至
少60萬人喪生。里米尼副市長利西稱，現時每日的新
聞都報道病毒對老人尤其危險，今次「P先生」的康復
消息鼓舞所有人，「即使在101歲高齡，你的命運仍掌
握在自己手裡。」
意大利近日陸續出現老年患者戰勝病魔的故事。在疫

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布雷西亞市，一名83歲退休護
士早前出現呼吸道症狀，被送入他曾任職的醫院，不久
後確診，目前已康復出院，家人表示他感覺恍如重生，
據悉他平日有做運動的習慣，經常踏單車數公里。當地
另一名86歲染病老婦在入院7周後，上周三亦已痊癒。

■綜合報道

意101歲人瑞康復出院
鼓舞長者面對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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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美郵輪公司前日表示，旗下
「尚丹」號郵輪由於出現新冠肺
炎病例，被多個國家拒絕靠岸，
已在中美洲巴拿馬水域滯留數
日，船上4名年長乘客病逝，但
未有透露死亡原因，另有超過
130名乘客出現類似流感症狀，
其中至少兩人確診新冠肺炎。
「尚丹」號於本月7日從阿根

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原定21
日抵達智利聖安東尼奧，但在14
日短暫停靠智利蓬塔阿雷納斯期
間，傳出船上有42人出現流感症
狀，其後被多個港口拒絕停泊。
「尚丹」號共載有1,243名乘

客、586名船員、4名醫生及4名

護士，乘客大多來自美國、加拿
大、澳洲、英國和荷蘭。荷美郵
輪指出，已於上周日要求船上乘
客自我隔離，並關閉公共區域，
上周四數名出現呼吸道症狀的乘
客接受檢測，其中兩人確診，另
有53名乘客及85名船員出現流感
症狀，已向船上診所通報。

另派船接走未患病乘客
公司派出另一艘郵輪「鹿特

丹」號前往巴拿馬水域，與「尚
丹」號會合，以提供救援人員、
試劑盒與援救物資，並將未患病
及未接觸患者的乘客轉移至「鹿
特丹」號，患病乘客和所有船員

則繼續留在船上。「尚丹」號原
定計劃在獲准通過巴拿馬運河
後，駛往美國佛羅里達州，但巴
拿馬衛生部已拒絕放行。

■綜合報道

滯留巴拿馬水域 郵輪4人疑染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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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成為全球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特雷莎成為全球首名感染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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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街道人流冷清東京街道人流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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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義工在社區分發意大利義工在社區分發
口罩口罩。。 美聯社美聯社

■■大批棺材被送到倫巴第大區一間教堂大批棺材被送到倫巴第大區一間教堂
等待火化等待火化。。 法新社法新社

■■「「尚丹尚丹」」號號

英國首相約翰遜確診新冠肺
炎後，其同父異母弟弟馬克斯
的懷孕妻子馬婭，昨日同樣證
實染病。30歲的馬婭稱，自己
逐漸康復，呼吸仍有困難，但
情況良好，並希望胎兒可以無
恙。她表示對於其他不幸的患
者感到難過，「這真是非常傷
感」。
昨日再有英國內閣成員懷疑

染疫，蘇格蘭事務大臣張毅德
表示，他出現輕微發燒和咳嗽
的病徵，正在家隔離，目前尚
未接受病毒檢測。
英國衛生專家曾表示孕婦屬

受感染高風險一群，必須格外
小心，盡量留在家中。約翰遜

的懷孕未婚妻西蒙茲據報日前
已遷離首相府，正在倫敦的住
所自我隔離。
被視為英國政府防疫工作核

心人物的約翰遜和衛生大臣夏
國賢前日先後宣佈確診，首席
醫療官惠蒂也聲稱出現病徵，
正自我隔離7天。有英國輿論
批評3人未有遵照防疫指引，
保持社交距離，以致病毒在高
官間互相傳播。

《刺針》批英毫無準備
科學期刊《刺針》編輯霍頓

前日撰文，評論英國的防疫工
作，指出英國國家醫療服務
(NHS)「完全沒有準備好」應

對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政府原
先制訂的防疫方案不單失效，
當局亦沒有聆聽醫學界對疫情
的警告。 ■綜合報道

■■俄羅斯繼續加強防疫工作俄羅斯繼續加強防疫工作。。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個案單日最多 俄全面封閉邊境

俄羅斯衛生部官員昨日表示，
當地在過去24小時內新增228宗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屬單日最
多，累計達1,264宗。鑑於疫情
未有放緩跡象，政府昨日宣佈，
由明日起關閉所有陸路關卡，包
括汽車、火車和民眾的過境關
卡，同時封閉海上邊界，全面限
制邊境交通，以遏止病毒傳播。
根據新規定，俄羅斯外交人員

和貨車司機可獲豁免，而居於烏
克蘭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俄國
公民亦不受影響，如常准許過
境。俄國政府前周已頒令禁止外

國人入境，上周四再停飛所有國
際航班，以及宣佈本周為「非工
作周」，但不適用於藥房和超市
等主要行業。
至於俄國疫情最嚴重的首都莫

斯科，總統普京早前已宣佈當地
所有餐廳和非必要商店關閉，直
至下月5日。莫斯科市長索比亞
寧昨日在網上發出公開信，呼籲
市民勿把未來一周當作假期，必
須留在家中，形容這是遏制疫情
的關鍵措施。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