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醫療體系相對西歐落後，救護
車、病床、醫護人員以至防護裝備等資源本
已不足，在疫情下更顯捉襟見肘。疫情重災
區莫斯科官員預料，隨着重症病人增多，當
地醫院病床兩三周後便會短缺。
早在疫情爆發前，俄羅斯的醫療系統已
為人詬病，當地近年積極投資克里米亞大橋
等基建，大幅削減醫療撥款，部分醫院連最
基本的救護車也不足。來自車里雅賓斯克鄉
郊地區的科羅特奇提到，她居住的區域原本
有4架救護車，現時只剩一架，她的兄弟去
年心臟病發時，救護車竟直至4小時後才抵
達，導致家人失救不治。

富人僱私家醫護自救
俄羅斯政府亦疏於投資實驗室等醫療基
建，截至3月底只有一間實驗室有能力進行
新冠病毒測試，根本難以應付嚴峻疫情。較
富裕的俄羅斯人亦不信任當地醫院，紛紛僱

用私人醫生和自行購買呼吸機，卻進一步加
劇醫療物資緊張。
當地慈善機構Sozidaniye由上月底開始，

展開協助醫院抗疫的項目，為醫院購置防護
物資，至今籌得逾12萬美元(約93萬港元)，
主要援助莫斯科的醫院，例如派出義工向醫
護人員派發膳食、為患者派發醫療包、設立
新熱線中心等。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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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疫情近日急轉直下，當地

昨日再多2,774人確診，是過去9天

以來，第八次創單日新高，累計病

例增至21,102宗。總統普京昨日承

認疫情尚未到達高峰，需採取特殊

措施阻止病毒繼續散播。普京前日

亦曾表示，必要時會要求國防部提

供協助，派軍隊加入抗疫。

俄
醫
院
如
戰
場

確診超兩萬宗 昨增2274個案單日新高

醫療體系存隱患
僅一處可測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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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截至昨日累計死亡人數有170人，
單日增加22人。普京前日與官員舉行視

像會議，形容疫情瞬息萬變，但整體正朝壞的
方向發展，預料未來數周將是抗疫關鍵，敦促
官員準備好應對「最複雜及非比尋常」的危
機，解決醫護人員保護裝備短缺的問題。
副總理戈利科娃表示，俄羅斯總感染人數繼
續以每天17%至18%速度增長，約7成位於莫
斯科及周邊地區。

群組感染劇院34人中招
克里姆林宮早前警告，莫斯科一帶醫院正進
入「緊急狀態」，有住院的病人透露醫院急症
室滿是病人，且每隔5分鐘至7分鐘便有新的
病人送院，形容醫護人員「像在打仗般工
作」。普京昨日表示將為醫院發放醫療設備，
並增派更多人手，莫斯科市政府正緊急改裝24
間醫院，期望提供2.1萬張病床。
莫斯科確診病例昨日增至13,002宗，市長索
比亞寧形容疫情步入上升期，「位於高峰的底
部，而非中間」。鄰近紅場和克里姆林宮的莫斯
科大劇院亦出現感染群組，最少34名職員確
診，他們沒有發燒或其他徵狀，正停職並接受居
家隔離。莫斯科大劇院已關閉，但上周六曾舉行
名為《我們在一起》的電視直播閉門音樂會，台
前幕後工作人員達數百人，各人在演出前兩天曾
接受病毒檢測，當時沒人呈陽性反應。

莫斯科再收緊出行限制
莫斯科今日起進一步收緊出行限制，只容許
居民以遛狗、丟垃圾或到附近商店等必要理由
外出，如要駕車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則要另
行申請電子許可證，軍人、市政府官員及記者
可獲豁免。當局已發出超過80萬份許可證，
但據報申請許可證的市長辦公室網站曾遭黑客
入侵，部分人即使多次申請也未能成功。
除了莫斯科，近日更有跡象顯示疫情正逐漸
溢出至其他地區，其中位於莫斯科以西約200
公里外的維亞濟馬，早前有療養院爆發疫情；
西北部鄰近挪威邊境地區則有建築地盤懷疑爆
發疫情，數百名工人可能染病；南部烏法亦傳
出有醫院正隔離達1,000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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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溫室聯盟表示，新冠疫情下，當
地花商平均每日銷毀約120萬朵玫瑰。花
商憂慮隨着全國各地陸續封城，情況會進
一步惡化。

花商料裁員面臨破產
俄羅斯總統普京上月28日宣佈當地進入
「非工作時期」，要求國民盡可能在家工
作，以阻止疫情擴散。花商恰雷什基納表
示，自普京公佈措施後，每日訂單數目隨
即從5萬大跌到5,000，最低更只有1,000，
公司亦需將庫存的20萬朵花全部銷毀。
俄羅斯每年玫瑰產量為3億朵，一旦商

戶停售1個月將導致當中10%至12%的玫
瑰需要銷毀。花商雖然將商品放到網上發
售，但由於需進行宣傳及設立優惠，令成
本大增，花商達阿爾登直言現時成本不容
許公司繼續生存，預料需裁減員工，甚至
會面臨破產。
俄羅斯國會計劃提出法案協助中小企渡

過危機，不過有輿論認為來得太遲。俄羅
斯智庫「戰略研究中心」調查指出，1/3
企業在「非工作時期」推行首周，已要求
員工放無薪假，半數企業亦宣佈減薪，另
有16%宣佈裁員，9%倒閉。

■路透社/法新社

俄羅斯爆發疫情的時間較晚，但克里
姆林宮仍然重複不少歐美國家的錯誤，
在疫情初期掉以輕心，總統普京上月中
甚至一度宣稱「情況大致受控制」。不
料短短一周後，俄羅斯感染個案便開始
急增，至今未見緩和跡象。

一度向多國捐物資
身兼克里姆林宮抗疫小組專員的俄羅

斯副總理戈利科娃上月中曾表示，醫院
的口罩和呼吸機足以應對疫情，「完全
沒有理由恐慌」，俄羅斯亦曾向意大
利、塞爾維亞和美國捐贈醫療物資，反
映當地官員對物資供應充滿信心。然而
疫情開始爆發後，當地官員和醫護人員
才猛然醒覺物資根本不敷應用，更有醫
院私下向志願機構求援。
其實俄羅斯上月底病例已明顯上升，

官員的反應卻繼續遲緩，例如當地上月
26日新增個案達182宗，但克里姆林宮
發言人佩斯科夫同日仍宣稱疫情沒有爆
發，戈利科娃等官員直至近日，才改口
承認疫情嚴峻。
俄羅斯低層官員以至民間的危機意識

同樣不足，聖彼得堡居民沃爾科娃表
示，當局上月要求從外國返俄的公民接
受強制居家隔離後，部分旅客仍在機場
自行乘搭地鐵回家，抵家後也可能偷偷
外出，形容俄羅斯人本身也對疫情有責
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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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俄羅斯人為避開疫情，紛紛疏散到偏
遠森林暫住，不過部分人因缺乏野外求生經
驗，誤食有毒植物，反而危及自己性命。
62歲的諾爾科早前發佈片段，聲稱自己
到郊區逃離「新冠肺炎歇斯底里症」，不

過他隨後被發現因為進食有毒植物根部而
死亡。諾爾科妻子拉里莎未有與丈夫同
行，她表示諾爾科當時曾打電話給她，指
自己找到荷花的根，打算煮熟吃掉，「但
專家指他認錯了，那是毒芹而非荷花……

雖然氣味與味道都很好，但可以殺死一匹
馬。」
30歲的安德烈與妻子瑪麗亞早前亦帶同

3名孩子到烏拉山脈森林暫住，更將手機
丟掉，斷絕與外界通訊。他們在一間廢棄
棚屋過夜後被警方發現，並被下令回家，
兩人被禁止繼續照顧子女，同時面臨罰款
或檢控。 ■綜合報道

歐洲多地已因疫情全面封鎖一段時間，法
國前日決定再延長封城措施至下月11日，總
統馬克龍更承認，政府最初的抗疫準備不
足；疫情較輕微的奧地利，則率先容許部分
商戶重新營業，疫情嚴峻的西班牙亦決定讓
部分行業及地區復工。
法國死亡病例接近1.5萬宗，馬克龍前日
發表疫情爆發以來第四次全國演說，宣佈
封城措施將實施至下月11日，其後會考慮
逐步解封，預料學校、託兒所及部分商
戶，可先行重新開放，咖啡廳、餐廳及其
他大型公共場所，則預料需繼續關閉，大
學亦預料最早夏季才能復課，長者等易感
染群體則需要繼續留家；此外政府考慮派
發口罩，強制民眾在部分情況下佩戴，如

乘搭交通工具等。

西復工疫情仍嚴峻
西班牙的建築業則在昨日全面復工，加泰羅
尼亞及巴斯克的部分行業亦獲准復工。不過當
地疫情仍然嚴峻，前日再多500人死亡，在全
國疫情第二嚴重的加泰羅尼亞，不少民眾均表
示憂慮，亦有醫護人員向上班族派發口罩。
奧地利疫情則相對輕微，每日新增病例已

降至個位數，當地昨日容許面積不超過
4,300平方呎的商戶重新營業，相當於兩個
網球場面積，另外五金舖、園藝店亦可開
業；較大型的商場、商戶、理髮店等則暫定
下月1日復工，不過當局警告，疫情遠遠未
結束。 ■綜合報道

法國封城延4周 奧地利率先鬆綁
世衛前日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比

2009年全球大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
病毒還要致命10倍，強調必須要有疫
苗才能完全阻斷傳播。
世衛表示，甲型H1N1流感是2009

年3月在墨西哥與美國首度發現，造成
1.85萬人死亡，但《刺針》醫學期刊估
計，當年疫情總死亡人數介於15萬至
57萬之間。
甲型H1N1流感在2009年6月宣告為
全球大流行，在2010年8月結束，結
果沒有一開始預期的致命。當時全球
各國趕緊研發疫苗，但在西方國家，

尤其是疫情相對較輕微的歐洲，則認
為世衛頒佈大流行是過度反應。

■綜合報道

新冠比H1N1致命10倍
世衛：

市民森林避疫 誤食毒草身亡

玫瑰需求大減 日銷毀百萬朵

■■ 俄羅斯疫情近日急轉直下俄羅斯疫情近日急轉直下，，當地昨日再多當地昨日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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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一實驗室研製新冠病毒測試劑。
美聯社

■莫斯科醫護將屍體推出醫院。 路透社

■花商銷毀大量玫瑰花。 路透社

■普京通過視頻會議了解疫情發展。 法新社

■奧地利格拉茨商舖重新開張。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