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A1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苦候床位 12患者滯留酒店社區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人

數持續高企，公立醫院

瀕臨「爆煲」，截至昨

日下午3時仍有12名確診者在社區裡等待院方安排床位。據了

解，曾有患者在家居足足等4天才獲安排入院，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走訪多幢曾有確診者滯留在家的大廈，部分更是公共屋

邨，居住環境擠迫，渠管殘舊，有與患者同座的住戶表示，出

入總是小心翼翼，不敢觸碰公共設施，但最擔心病毒無聲無色

經糞渠播毒。青衣長安邨更一度有兩名患者逗留，服務該區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居民人心惶惶，擔心社區的

「計時炸彈」隨時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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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患者性別 患者年齡 個案分類 居住過的住宅大廈名

第513宗 男 36 可能本地個案 軒尼詩道310號至312號大樓

第589宗 女 21 輸入個案 銅鑼灣柏寧酒店

第602宗 男 19 輸入個案 尖沙咀擎天半島3座

第640宗 女 23 輸入個案 半山敦皓

第647宗 女 36 輸入個案 灣仔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第662宗 男 28 本地個案 東涌逸東邨康逸樓

第665宗 女 59 輸入個案 九龍站漾日居7座

第671宗 男 19 輸入個案 紅山半島棕櫚徑

第674宗 男 23 本地個案 粉嶺祥華邨祥智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為紓緩
醫院隔離病房逼爆、確診者「有病無
床位」的問題，醫院管理局宣佈啓用
「第二線隔離病房」，當中東區醫院率

先有二線隔離病房投入使用，可以提供25張
病床。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對於有病
人確診後，未獲即時安排入院向公眾致歉，
他承認有關安排未理想，希望設置「第二線

隔離病房」可以提升公院接收新冠肺炎病人
的能力，改善有關問題。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源柏樑透

露，首批16間「第二線隔離病房」分佈在10
間醫院，合共提供約420張病床。當中港島東
醫院聯網的東區醫院將有兩間、分別提供25
張及26張病床的「第二線隔離病房」，而同
一聯網的律敦治醫院亦將提供12張病床。
東區醫院的「第二線隔離病房」是由內科

病房改裝而成，病房內各個原本可以放置約7
張病床的臥間，將各提供最多4張病床，每個
臥間內均放置了加強通風及抽氣的手術室級
數潔淨儀器，空氣會由病房外流入病房，再
進入各間臥間，最後經過濾後排至外面。

設計非最理想 暫解燃眉之急
每個臥間每小時會換氣12 次，較一般病

房的4次至6次多，符合美國疾控中心的標
準，可達到負氣壓效果。不過，「第二線
隔離病房」與「第一線隔離病房」的最大
分別是二線病房沒有雙門設計，醫護人員
過往照顧新冠肺炎患者後離開病房時，可
於兩道門中間的位置卸下保護裝備，新改
裝的病房只以屏風取代，讓醫護完成工作
後脫下裝備。

陸志聰承認，新設計並不是最理想，但指
「第二線隔離病房」的設計經醫管局細菌感
染組研究後同意。他表示入住新病房的病人
必須沒有發燒，並正康復，他們傳播病毒的
風險較低，確保醫護安全。不過，香港的單
日確診個案曾高達60多宗，他表示難以預料
新增的病床何時爆滿，但強調日後若遇有病
人未能獲安排入院，院方會透過電話等方式
加強向患者及其家屬提供支援。

急症室外搭帳 作分流檢測站
另外，東區醫院等多間醫院的急症室外設

置帳篷作為「分流檢測站」，將原本在隔離
病房內進行的檢測及等候報告程序改在分流
站進行，騰空病床照顧最有需要的病人。
東區醫院急症室外部分原本用於停泊救

護車的位置昨日放置了32個帳篷作「分流
檢測站」，並在昨晨起投入運作，該院急
症科部門主管陳立華表示，醫護人員會改在
分流站內為病人抽取鼻咽樣本做病毒檢測，
病人亦需要在帳篷內等候化驗結果。他指
新安排對醫院和病人都有好處，「隔離病房
有限，病人也可能怕被傳染，未必想住院，
新安排下如果化驗結果不是陽性，他們可以
回家。」

「二線房」救急 東院先啟用

香港的確診個案持續徘徊在每日
30宗至60宗的水平，公立醫院

的隔離病房不敷應用，未能即時安
排入院的確診者只好逗留在住所或
酒店等入院。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
發現，一度有確診者逗留等入院的
「疫廈」不少是位於舊區、公共屋
邨，也有不少是酒店及豪宅。

青衣公屋一座兩患者
其中，一名住在灣仔軒尼詩道310
號至312號一單位的患者，一等就4
天。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該大廈巡
察，發現大廈電梯大堂設有一個收集
棄置口罩的垃圾桶，但垃圾桶蓋不是
經常關閉。有住客表示，未見到有政
府部門到該廈消毒，為求自保他只好
經常洗手，「梗係擔心啦，但又無能
力搬走，惟有自己小心啲。」
在青衣長安邨安濤樓，更一度有兩
名患者逗留。香港文匯報記者到現場
發現，大廈沒有特別提高防疫措施。
同幢大廈住戶梁女士表示，略聞有兩
名確診者在該大廈等入院，但由於政
府未有公佈患者詳細地址，「都唔知
邊個單位有(患者)，避都無得避，政
府應該向居民講清楚，如果唔係同坐
向，我就無咁驚啦。」
她批評，早前隔籬邨長康邨出現幾
宗確診個案，有一併公佈患者所住的
單位，但如今到長安邨時就沒有，令
居民在缺乏足夠資訊下，感到徬徨和
無所適從，「居民都不知點樣採取防
疫措施保護自己。」

室內Ｕ型管兩家共用
至於大廈的渠管設計方面，梁女
士指渠管全部設在室內，雖有
「Ｕ」型管隔氣，但屬兩家共用。
以其居住的單位為例，隔離單位的
污水會先經過自己單位的渠管才流
入主渠管，她認為這樣的設計存在
一定隱患，有機會出現兩戶人交叉
感染的情況。

但另一名住戶吳先生則表示，不
太擔心大廈的衛生問題，「我和家
人會加強防範功夫，包括外出時一
定會戴口罩，以及經常洗手。」
服務該區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恒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有居民昨日前往民建聯的辦事
處查詢涉事的單位是哪一間，「居
民都表示擔憂，並認為確診新冠肺
炎患者仍留在家中存在危險，首先
是患者未能及時獲治療影響健康，
其次是對家人也有威脅，再者是附
近的居民都受影響，唔知(患者)會唔
會喺隔籬左右。」

陳恒鑌倡建臨醫中心
他歸咎醫院床位緊張，與早前暴

徒破壞檢疫設施有關，如今全港要
承受惡果。他建議政府仿效內地
「火神山」興建臨時醫療中心、以
增加隔離措施，共同抗疫。
有關注團體及病人組織均表明這

種情況絕不理想，社區組織協會幹
事彭鴻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如果患者居住的地方寬敞，可
以獨自在房間內隔離，不與他人接
觸，情況尚可接受，但若患者居於
擠迫的環境如劏房，或與家人同
住，病毒傳播的機會將會大增。
他建議，如果隔離病房不足而令
患者未能即時送院，應將他們移到
一個中轉的地方等待，讓他與社區
及家人隔離，當病房準備好，立即
安排病人入院，此舉雖然要花較多
時間，但為避免出現社區傳播的風
險，是值得去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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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長安邨安濤樓一
度有兩名患者居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安濤樓U
型隔氣管設
在室內，且
兩家共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梁女士

■■港島東區醫院率先啟用港島東區醫院率先啟用「「第二線第二線
隔離病房隔離病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東區醫院急症室外搭建帳篷作為「檢測分流站」，讓有病徵的
病人等候檢測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確診難入院
疫彈隨時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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