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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初在1月20日錄得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與韓國出現首宗
病例的日子一模一樣；至今的抗疫成果則大相徑庭，美國確診案

例達最少16.4萬宗，韓國則通過大規模檢測，控制病例在5位數以下，
每日增幅亦維持在100宗左右。

特朗普唱反調 專家無奈
回顧特朗普在確診首名患者後2日，曾斷言「我們完全控制好疫

情」，強調該病例只是「來自中國的一個人，一切都會沒事的」。兩名
前衛生部門高層在首宗病例出現後一周於《華爾街日報》撰文，提到需
與私營機構合作，研發簡易可用的快速測試工具，建議與韓國的做法相
同，華府卻在一個多月後的2月29日，才下放實驗室及醫院使用自己的
檢測工具，相當於錯失4至6周遏制疫情的時間。
特朗普在1月底開始對中國等疫情嚴重國家實施旅遊禁令，的確成功
延緩疫情進入美國、爭取一定時間，但華府卻未有善用這個機會，特別
是在病毒檢測方面。特朗普本人更經常與衛生專家針鋒相對，例如要求
使用未經審核的藥物治療新冠肺炎等，華府傳染病專家福奇上周接受訪
問時，主持人談到特朗普經常在記者會上發表誤導言論，福奇亦一度大
嘆「你想我怎麼樣」。

英229學者公開信批政府
英國政府則被批評「佛系抗疫」，如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在上月13
日一度提出「群體免疫論」，相當於期望讓60%人感染後，全社會便可
對新冠肺炎「免疫」。英國的229名學者繼而發表公開信，指出英國政
府當時的防疫措施不足，會令國家醫療服務(NHS)的壓力超荷，更會令
「大量人承受性命風險」，需要增強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同時駁斥群
體免疫的做法並不可行。

歐盟認低估：我們非防疫專家
放眼整個歐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上月18日亦曾承認，歐
盟「低估新冠肺炎疫情」，歐盟的領導人都不是防疫的專家，全面封關
等措施在2至3周前看來太嚴厲，但「現在需要實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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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慢封鎖遲 美英恨錯難返

預視疫戰下缺防護物資
英拖逾十年無解決

英國媒體昨日披露10多年前的
政府內部文件，發現當局一早已預
視在大規模疫情下，醫護人員的防
護物資會面臨短缺，但一直沒有解
決問題。
《泰晤士報》披露內閣辦公室的
文件，當局曾在2007年至2008年
模擬全球爆發與流感類似的疫症，
以助政府準備應對疫情在英國內爆
發，時任國家醫療服務(NHS)應變
主任拉塞爾．金在文件中指出，內
閣辦公室相信若出現全球大流行疫
情，在取得或分發個人防護設備上
會面臨「樽頸位」。
目前英國醫護人員仍然面臨防護

物資短缺，如需穿着不合身的裝備
甚至完全不穿，防護不足下，據報
已有多達1/4醫生不適或需要隔
離。醫護界亦不滿防護裝備指引寬
鬆，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為病人
提供任何護理時，均應該穿着醫護
袍，但英格蘭衛生部指引卻說，只
有在為病人提供「產生霧化的護
理」時，如為病人插喉等，才需要
穿上醫護袍。
科學期刊《刺針》的編輯霍頓近

日亦批評，NHS「完全沒有準備
好」應對全球大流行疫情，因而陷
入「混亂及恐慌」。

■綜合報道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
失控已成事實，眼下工
作固然是聚焦遏止病毒
進一步蔓延、並挽救受

重創的經濟，不過疫情亦曝
露美國醫療系統的弱點，如沒有
醫保的民眾礙於醫療費用過高而
不敢求醫，政府官員應開始從今
次疫情汲取教訓，以妥善應對可
能隨時出現的下一次疫情。
華府在新冠疫情中最為人詬病

的一個問題，是病毒檢測能力嚴
重不足，截至上月初，平均每

100萬人只有23人接受檢測，相
比如英國的347、意大利的826
及韓國的3,692等，美國的數據
明顯低得多。當局要直到全國確
診接近10萬人後，才開始在過
去一周起大規模進行檢測。
綜觀整個醫療系統，美國的制

度相較其他發達國家亦大為落
後，大部分民眾沒有能力購買醫
保，醫療債務金額高企，不少民
眾因可預防的疾病逝世，例如達
33%美國人表示因醫療費用問題
而無法求醫，相對之下德國只有

7%、瑞士有22%。醫療制度不
完善導致民眾延緩求醫，自然使
疫情更易於傳播。
《外交政策》雜誌指出，在疫
情來臨時，政府的領導能力至為
重要，例如在2018年5月被總統
特朗普解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全
球衛生委員會，便是應該重設的
部門之一；在國際層面上，美國
應利用既有實力，改善世界衛生
組織等國際機構的規例，並向其
他國家提供公共衛生方面的援
助。 ■綜合報道

輕視病毒

歐美多地政府在疫情初期反應
緩慢，錯失抗疫時機，世衛前
專家組成員蒂克形容，歐美起
初以為「中國很遙遠」，因而
掉以輕心。當地社會衛生意識
亦相對不足，大部分人在疫情
早期不重視戴口罩等預防措
施，令病毒更易散播。

檢測不足成漏洞

韓國在疫情開始爆發後，大幅
擴大檢測疑似患者，提供免
費檢測服務，成功控制疫
情。相反，美國在疫情初段
未有提供補貼，不少人因費用
高昂而不願接受病毒檢測，使
患者未能及時被發現。英國則
只向入院人士提供病毒檢測，
「走漏」大批病情輕微和沒有
求醫的人。

擠牙膏式封鎖

歐美多地在疫情惡化後紛紛推
出行動管制措施，但當時疫情
早已在社區爆發，加上封鎖措
施往往「擠牙膏」式推出，減
低了遏止病毒散播的效果。

資訊發佈混亂

美國政府在疫情早期資訊極
為混亂，總統特朗普與專家
常對疫情嚴重程度有不同描
述，使國民無所適從，政府
亦未能提供接受病毒檢測的
人數等資料。

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遲
緩，被外界視為當地疫情失控的主
要原因，不過其實美國民間警覺度
亦不足，包括主流媒體在內，於年

初疫情開始時仍強調不應恐慌。
1月底曾有報告推算，每名新冠病毒感染

者會傳染給2人，數字與季節性流感相若。
由於這個數字與麻疹的12至18人等相比，看
來不算嚴重，死亡率亦似乎不高，美國民眾
自然不太重視，檢視主流媒體同期發表的文
章，便可發現當時美國社會尚未意識到新冠
肺炎嚴重性。
以《華盛頓郵報》2月1日一篇報道為例，

標題直接呼籲民眾冷靜，直指「截至目前」
流感的威脅仍較新冠肺炎來得更嚴重，更以
法語的「流感」(Grippe)取代拼字相近的英語

詞彙。《紐約時報》亦有不少同類文章，例
如提醒「需小心全球流行的恐慌」，並同樣
地將流感與新冠肺炎類比。
新冠肺炎是學界尚未深入了解的疾病，故

傳播率、死亡率等數字亦不應成為判斷疫情
的依據，例如新冠肺炎需要大量深切治療資
源，導致醫療系統面臨危機。

《大西洋》月刊：港人較自覺
《大西洋》月刊上月的文章特別提到香港
與美國民情比較，指出港府對疫情反應同樣
遲緩，不過港人自覺由1月起便保持社交距
離、全民戴口罩、取消公眾活動，雖然與內
地連接緊密、人口密度高，但當香港錄得約
360宗確診時，紐約州病例已升至逾1.5萬
宗。 ■綜合報道

美媒曾妄言：
流感威脅更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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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對立嚴重，亦影響
了抗疫工作。美國總統特朗普
早期多番將新冠肺炎疫情淡
化，甚至將疫情視作「民主黨
與主流媒體的炒作」，不少支
持者將特朗普的言論照單全
收，多項民調發現，共和黨人
更傾向相信媒體將疫情誇大，
他們較不擔心受感染，更較傾
向如常聚會及外遊。

SurveyMonkey的調查顯示，
逾半共和黨人相信疫情帶來的
威脅被誇大，相反在民主黨人
中，大部分均相信媒體就疫情
的報道正確、甚至是低估疫
情。對於個人在疫情下的安
危，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則
顯示，只有35%共和黨人憂慮
自己受感染，相反達68%民主
黨人擔心自己中招。

在防疫工作方面，SurveyMon-
key調查顯示，自稱會避免出席
大型聚會的共和黨人較少，只有
不足50%，另一邊廂達67%民主
黨人表示自己會避免類似場合。
YouGov民調詢問美國人取消外
遊的意願，共和及民主兩黨支持
者的數字較相近，不過願意取消
外遊的民主黨人比例，仍然較共
和黨高。 ■綜合報道

醫療系統弱點曝光 1/3民眾無錢難求醫

民調：逾半共和黨人信疫情被誇大

美國現時已是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英國疫情表面看來相對

較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國家為輕，不過實

質上逾2萬宗的確診亦不可小覷，而且不排除有

更多未經篩檢的隱形患者潛伏社區。回顧英美出

現疫情之初，兩國政府均錯失抗疫的黃金時機，

如英國首相約翰遜遲遲不封城、選擇「佛系抗

疫」，美國總統特朗普則頻頻淡化疫情，專家形

容美國抗疫工作有如「教科書式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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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嚴峻下疫情嚴峻下，，有有
醫院用拖車運走病醫院用拖車運走病
逝者遺體逝者遺體。。 路透社路透社紐約紐約

倫敦倫敦

■■有商店職員用保鮮紙分隔有商店職員用保鮮紙分隔
開顧客區開顧客區「「自救自救」」。。 彭博社彭博社

■肺炎疫情失控，芝加哥有醫護抗議防
護裝備不足。 路透社

■英國醫護人員面臨防護物資短缺的困
境。 路透社

■約翰遜領導的英
政府被批評是「佛
系抗疫」。 路透社

■特朗普經常與
衛生專家針鋒相
對。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