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部分醫護罷工，已經
令好多香港市民對啲黑醫護
極之失望，前日又有黑醫護
詛咒一位因新冠肺炎而入
ICU嘅警察「一路好走」，引

起好多市民憤慨。有網民狠批佢冇人性、冇
醫德，擔心佢咁偏激根本唔適合照顧病人，
要求佢辭職，希望醫管局嚴肅追究。唔知係
咪越傳越離譜，警察人事部噚日下晝都發出
通告，話確診警長情況唔係外界講咁嚴重。
網傳一個名為「Tang Jan」頭像全黑嘅

facebook頁面截圖，顯示該人轉發一條黃媒
立場新聞「46歲確診男警肺衰竭入ICU插喉
曾參與3．31驅散」嘅報道，並配以「一路
好走。醫療資源緊拙（絀），希望佢讓番
（返）張病床畀有需要嘅人。」嘅涼薄言論。

有網民話，嗰位黑醫護係屯門醫院護士
鄧×賢，目前佢個賬戶已喺facebook搵唔
到，但根據網民cap圖所見，呢個黑醫護嘅

家庭成員「Gnat Jan」、「Unun Tang」
亦都係全黑頭像，佢facebook記錄嘅書記
亦都係「理大學生報編委會」等內容，可見
中「黃毒」已深。

網民斥冇操守冇人性
白衣天使本來應有嘅善良喺佢度唔見蹤

跡，取而代之嘅係涼薄惡毒。網民「Helen
Yip 」直言佢「真的好醜惡，正常人都不應
該，你仲要係醫護，簡直是可悲」。「劉
菲」就質問：「初心在哪？你的人性在哪？
你的職業道德在哪？」「Mandy Lau」慨
嘆：「做護士基本條件吾（唔）係要有愛心
咩？佢似乎對人唔係對事，如被她照顧的病
人真可憐，可能一睇唔順眼就……唉！唔該
佢轉行啦。」
「鄧偉文」強調：「任何生命都是寶貴

的，不應政治立場蒙蔽了良心，作為醫護人
員應要反省，盡失專業操守。」「Jenny

Ng 」都話：「點解可以噉（咁）樣？縱使
政治立場唔同，但都係人命一條，係乜嘢可
以令D人變得噉（咁）偏激，冇道德可
言？」「Bmyw Wong」怒斥「黃人便是如
此，你吾（唔）同意佢，佢就要你死，如同
法西斯，容不下異己者。」
「Kelvin Hun」就擔心「 無醫德既

（嘅）人，仲可以行醫照顧病人嗎?」
「Lau Erica 」就要求佢辭職「你應該讓返
個位比（畀）真正有愛心同為市民服務嘅護
士。」「Leung Leung 」就認為「一定要
追究黑心醫護。」「Rachel Ng」就批評：
「醫管局一路唔做嘢，呢班黑護就越嚟越放
肆！」
有市民已在網上發起向醫院管理局行政總

裁、屯門醫院行政總監、屯門醫院護理總經
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醫院管理局主席、
特首辦等發信投訴，要求解僱相關的黑醫
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黑護咒病警去死 市民促醫局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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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衛生防護中心
公佈，由於檢疫中心容量緊張，明日起安排部
分檢疫者在入住檢疫中心10日後，餘下4天可
以回家繼續強制檢疫，其間需要戴上電子手
環，以騰出空間。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認為有關做法是「將貨就價」，將
減低安全系數。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
示，目前檢疫中心容量只餘下約兩三成，希望
騰出空間，故安排部分檢疫者在入住檢疫中心
10日後，餘下4日回家繼續強制檢疫，但有關
措施非強迫性，會尊重檢疫者意願，不會迫所
有人都回家隔離，中心亦會考慮他們的家居條
件，只選擇該些自住或沒有與長者及高危者同
住的人。

限自願者 通過檢測返家隔離
該些可選擇回家完成隔離檢疫者，入住檢
疫中心第八天至第九天時進行病毒檢測，檢測

結果呈陰性才可離開。在
回家檢疫期間，他們要佩
戴電子手環。張竹君希望
這些檢疫人士明白自己為
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較為
高危，應遵守家居檢疫的要
求。
被問及會否有檢疫者回家後
才發病，張竹君表示，這項措
施是經過科學委員會的討論，認
為大部分患者的潛伏期為7天至
10天，安排第十天至第十四天繼
續隔離是為求「保險」，估計傳染
機率低至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何栢良形容有關改變是「將貨就
價」，擔心會減低安全系數，但他對有
關決定表示理解，因為檢疫設施不足會構
成問題。他建議，離開檢疫中心者可以選在
酒店繼續檢疫，以免傳染家人。

檢疫中心縮入住期騰出單位

累計近千宗染疫 專家倡解禁前先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出現首名需要
用人工肺的新冠肺炎病人。患者是一名75歲老婦，
其病情轉差，昨日開始要使用人工肺（ECMO）治
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表示，全港約有20部人工肺，料足以應
付目前需求。
何婉霞指出，該名在東區醫院留醫的75歲女病
人（第五百九十五宗）因情況轉差，成為本港疫情
爆發以來，首宗需用人工肺治療的個案。該老婦早
前在深切治療部已留院一段時間，當時須用呼吸機
協助。
在醫管局個人保護裝備存量方面，何婉霞表示現
有2,500萬個外科口罩、210萬個N95口罩、290萬
件保護衣及370萬個面罩，相關存量足夠使用兩個
月，但仍擔心未來供貨，因歐美疫情爆發，部分

國家及地區禁運相關物品，供貨存在變數。
局方會繼續在全球搜羅，但目前沒

有打算要醫護人員重用N95
口罩。

老婦須人工肺救治 疫情首例

��(���
香港昨日新增1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確診數字雖

較以往下降，惟社區仍存播毒隱憂。在昨日新增個案

中，有兩人由外地回港後已完成家居隔離檢疫，其後主動

進行病毒檢測終確診。醫院管理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擔心部分

完成家居隔離者乃隱形帶病毒者，促隔離者在解禁前進行病毒檢

測，減低社區散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新增16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個案達
989宗，另有一宗疑似個案。新增個案涉

及10男6女，介乎17歲至75歲，其中15人有外
遊記錄，包括8名留學生，只有1宗本地個案，
患者為28歲任職技工男子（第九百七十六宗）。
該名男子於3月28日開始有咳嗽及失去嗅覺病
徵，於屯門醫院留醫，調查發現其女友上月18日
及20日曾到酒吧群組之一的尖沙咀All Night Long
酒吧，數天後亦感不適，已被送往亞博館進行病毒
測試並等候結果，其男友疑是酒吧群組的二代傳播
個案。
在有外遊史的個案中，有兩人是完成家居檢疫
後始確診，其中第九百七十七宗個案的32歲男
子，曾到阿姆斯特丹、巴黎及里昂，他外遊期
間曾有病徵，但認為自己已康復，上月24日
回港後進行家居檢疫，其間已沒有不適，但
他完成檢疫後仍覺得擔心，因此留深喉唾
液化驗，結果對病毒呈陽性反應。
另一位是第九百七十八宗個案的51
歲男子，他本身居於英國， 3月19
日回港，4月2日已完成家居檢
疫，而他一直沒有病徵，同樣出
於擔心，自行前往私家化驗所
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
疫情簡報會上表
示，會將這
兩 宗 個

案

列入輸入個案，兩人送院接受治療，但暫未能確認
他們身體的病毒是否具傳播性。

曾有患者潛伏期21天
香港早前亦有一名36歲女患者潛伏期長達21

天，其父親先確診，女病人則在完成檢疫中心14
天隔離期後，返家7天才確診。張竹君指有個別例
子多於14日，但比例相當低。
梁栢賢在facebook發文指，這幾天是外國回港者
強制家居隔離解禁的高峰期，部分人可能是隱形帶
病毒者，認為政府應該在他們解禁前進行一次病毒
測試，以減低社區散播及感染家人的風險，而這些
完成家居檢疫者亦應自律，解禁後14天仍要做好
自我醫學監察，嚴守社交距離。

中招警長需用呼吸機
另外，昨日新增的兩名危殆病人，包括46歲警

長（第八百五十四宗）及28歲加拿大返港留學生
（第九百五十六宗），兩人均出現氣促，含氧量亦
轉差，需要插喉使用呼吸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何婉霞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醫院已使用輔助性治
療、紓緩性治療及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等方法，但
警長情況未有好轉，但她以私隱為由，未有透露警
長和留學生病情轉差原因，只表示醫學研究顯示，
65歲以上者、肥胖、有肺病、糖尿病、血壓高、心
臟病等長期病患，都屬新冠肺炎高危人士。
昨日再多16名病人康復出院，累計有309名病人

已出院，而661名確診患者則在14間公立醫院留
醫，當中15人情況危殆、9人嚴重，其餘情況穩
定。何婉霞表示，現約有25名病人在深切治療部
留醫，較歐美如意大利等為少，只約佔整體確

診個案的2%。

居家隔離後確診居家隔離後確診
社區存播毒隱憂社區存播毒隱憂

NO.977
NO.978
確診經過

◆ NO.977：遊歐期間有病
徵，上月24日返港時認為
已康復。

◆ NO.978：3 月 18
日自英國返港

◆各自居家隔離14天後，擔
心仍未康復，自行尋求私
家化驗所測試。

◆4月10日，證實
確診

■ 昨 新 增
16 宗確診
個案，累計
確診個案達
989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商場只餘
下清潔店面
的人員。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疫情下商場近乎無人之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前日有黑醫護詛咒一位因新冠
肺炎而入 ICU 嘅警察「一路好
走」，警察人事部昨日下晝發出通
告，指確診警長情況非外界所言嚴
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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