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前日突破100萬宗，增至逾106萬宗，累計

死亡人數超過5.6萬人，美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重災區病例持續上

升。澳洲首席醫療官墨菲警告，部分確診個案偏低的國家，只是未

有全面進行病毒檢測，估計全球實際確診個案可能多達1,000萬宗。

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據報正召開會議，考慮呼籲全民戴口罩，

專家小組主席海曼更稱，香港「提供了口罩可能有用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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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日本昨日累計
確診3,110宗新冠肺炎病例，共77人死亡，當
中未有包括「鑽石公主」號郵輪的712宗確
診。由於醫療機構床位愈來愈緊張，厚生勞
動省建議考慮讓症狀輕微和無症狀的感染
者，在家中或酒店隔離，騰出病床留給重症
患者使用。
目前日本確診感染者不論有否出現症狀，
一律在醫院隔離病房治療。由於醫療機構床
位緊張，厚生勞動省前日表示，疫情加劇地
區可考慮讓輕症者和無症狀感染者，在政府
提供的設施或家中靜養。

東京是日本疫情最嚴重地區，截至昨日累
計773宗病例，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日
再次促請中央政府發佈「全國緊急事態」，
形容這可發出「強烈訊息」，有助遏止疫
情。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同日稱，日本仍處
於避免疫情急速發展的重要時期，政府對於
目前沒有必要發佈緊急事態宣言的判斷不
變。

部分低收入家庭獲派兩萬
鑑於疫情重創日本經濟，政府考慮推出緊

急經濟對策，向收入下跌至一定水平的家

庭，每戶發放30萬日圓(約2.14萬港元)現金，
正擬訂具體細節，並會向地方政府撥款1萬億
日圓(約714億港元)協助抗疫。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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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多地檢測不全面 澳：實際患者恐千萬

美國繼續是全球確診個案最多的國
家，截至前日有超過25萬人感染，佔整
體約1/4，死亡人數近日急升，前日錄
得超過1,200人死亡，累計死亡人數約
6,500人。美國經濟受疫情衝擊，全國上
周有665萬人申請失業救濟金，3月最後
兩周內更有1,000萬人失業。經濟師預
料情況將進一步惡化，評級機構惠譽估
計，美國及歐元區本季經濟將萎縮多達
30%。

西國病例曾超意大利
歐洲在過去數周一直屬疫情震央，意
大利及西班牙佔全球死亡人數近一半，
當中西班牙昨日再錄得932宗死亡個
案，僅次於前日的950宗，累積病例則
增至117,710宗，以些微差距超越意大
利，成為歐洲最多個案的國家，直至意
大利同日稍後公佈昨日新症後才被重新
超越，不過有專家相信，意大利及西班
牙疫情已逐漸達到高峰。英國前日亦錄
得單日死亡人數新高，有684宗，首相
約翰遜上周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後，近日
提倡大幅增加檢測數目，目標是在數周
內達到每日測試10萬人。

世衛此前一直表示，只有患病人士才
需要佩戴口罩，健康的人無需佩戴。不
過海曼表示，世衛正討論應否改變這立
場，稱遮蔽口鼻可能對健康有好處，
「香港提出了一些證據，反映口罩或可
預防人們受感染。暫時我們不知道這是
否屬實，世衛專家組會再討論，看是否
需要改變針對口罩的建議。」

澳：華致力避免第二波爆發
墨菲前日在記者會上指出，考慮到各
國的死亡率及檢測率，相信全球的實際
感染個案，是已知確診個案的5倍至10
倍。被問及中國疫情，墨菲表示相信中
國透明公開檢測數據，並已極力阻止疫
情擴散，避免出現第二波爆發。
澳洲截至昨日確診個案為5,339宗，

墨菲稱，澳洲的檢測率為全球最高，相
信當地公佈的確診數字與實際情況差距
最少。他又指，當地病例正呈個位數增
幅，認為情況反映當局收緊社交距離的
措施奏效，「假如病毒仍以12日前的比
率增長，我們現時個案將超過1.05萬
宗。」不過他強調要完全抑止疫情，澳
洲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綜合報道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紐約市長白
思豪前日呼籲所有居民外出時都戴上口
罩，不過他強調應將外科手術口罩或
N95口罩給醫護人員使用，若市民缺乏
口罩，可用頭巾或自製口罩代替。
華府即將就建議國民外出戴口罩發佈
新指引，有消息人士透露，當局將建議
國民外出時，佩戴非醫療用口罩，或用
T恤、頭巾等物件掩蓋口鼻。另一名官
員則指，新指引只適用於疫情迅速蔓延
的地區。
紐約確診個案前日逼近5萬宗，累計

1,562人死亡。白思豪表示，新加坡早前
公佈的研究顯示，部分無症狀患者亦會傳
播病毒，促使當局制訂新抗疫方針。他強
調新措施並非鼓勵居民外出，以及無視社
交距離規定。加州州長紐瑟姆亦建議居民
外出時戴口罩，作為額外保護措施。
總統特朗普前日支持就佩戴口罩修訂

指引，但表明不會強制國民外出戴口
罩，由民眾自行決定。副總統彭斯則表
示，華府計劃向醫院發放補貼，補償院
方治療未獲醫療保險保障的國民的開
支。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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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工廠員工檢查可俄羅斯工廠員工檢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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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臨時醫院有大西班牙臨時醫院有大
批病人入住批病人入住。。 美聯社美聯社

■■財相麻生太郎整埋口罩財相麻生太郎整埋口罩。。 路透社路透社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日在意大利《共和報》刊登公
開信，以「對不起，歐盟現在與你並肩」為題，就歐盟未有
第一時間團結起來，協助意大利共同抗疫致歉，她承諾未來
會向意國提供更多支援，協助當地應對經濟困境。
馮德萊恩在信中承認，在疫情爆發初期，不少國家只關注

本國危機，歐盟各國亦沒有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打贏
這場抗疫戰爭，令情況惡化。

意總理不領情 促發復甦債券
馮德萊恩又承諾啟動「S.U.R.E」失業風險應急基金，籌

集1,000億歐元(約8,446億港元)給各成員國，以應對國民的
失業風險，救助行動將率先在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及西班牙
展開，而歐盟亦會加快採購醫療設備，並保證跨境貨物及跨
境工作人員可正常流動，不過她並未提及意大利等9個歐盟
成員國提倡發行的聯合債券。
馮德萊恩的信件並未打動意大利總理孔特，他昨日在《共

和報》刊登公開信，質疑馮德萊恩的理念有違歐洲價值，他
強調歐盟必須「更有抱負、更團結及更有勇氣」，重申歐盟
需發行「歐盟復甦債券」以抗疫。 ■路透社/法新社

未及時支援意國
歐委會主席公開信致歉

澳洲截至昨日錄得5,33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不少
屬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病例，多個省在省邊界設立檢查站，
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首次同類防疫措施。總理莫里
森呼籲，沒有特殊技能的留學生和旅客應該離開。
澳洲過去兩日新增病例稍回落至300宗以下，但仍有大量

源頭不明個案，新南威爾士省省長貝雷吉克利安警告，這可
能反映政府仍未能控制疫情，「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澳洲多個省已在邊界增設檢查站，其中昆士蘭州昨日起以

水馬設置路障，逐一檢查來往新南威爾士省的車輛，西澳省
亦宣佈由明晚起封閉邊界。
莫里森形容，澳洲需全力遏止病毒傳播，呼籲居民在復活

節期間留在家中，並嚴守社交距離指引，不應到海灘遊玩，
留學生和背包客「如果無法養活自己，便是時候回國」，但
歡迎醫生和護士留在澳洲。多個省份亦已授權警員執法，拘
捕不遵守居家令的人士。 ■路透社

澳多省互封關
莫里森逐客

■■澳洲悉尼行車道上空空如也澳洲悉尼行車道上空空如也。。 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