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持續

平穩，昨日並無新增本地

感染個案，而新增兩宗確

診個案均有外遊記錄，針

對3月21日至今共有7人在隔離檢疫後始確診。為此，衛生防護中心宣

佈於明日（20日）開始試行新措施，返港者除入境時進行病毒檢測外，

將獲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樽，檢疫期完結前再交回以再次進行測試。中心

會研究數據，觀察是否出現更多陽性結果，及哪些人屬於較高風險群

組。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
情簡報會上表示，昨日新增兩宗確診

個案，另有一宗疑似個案，是連續一星期
每日確診個案單位數增長。至今，累計有
1,023人確診。
新確診的第一千零二十三宗個案為4歲
女童，於2月11日至4月10日與母親同到
英國，其母已確診。她入境時病毒檢測呈
陰性，由未有到訪英國的父親陪同入住檢
疫中心，至16日開始流鼻水，經檢測證實
確診，現於瑪麗醫院留醫。
另一確診的29歲男子是菲律賓留學生，

4月17日回港，扺港後在亞博館檢測確
診。他並無病徵，其家人和同住朋友共3
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3月21日至今
已有7人是在檢疫期結束後才確診，大部
分人剛回港時仍未做檢測，還有不少人本
身並無病徵，若非進行檢測便不知已成帶
病毒者。

多一樣本樽 檢疫完成前再採
為此，張竹君宣佈由明日開始，所有旅
客抵港後除即場採集深喉唾液樣本，另再
獲發一個樣本樽，在檢疫完成前再次採集
樣本化驗。中心會研究數據，觀察是否出
現更多陽性結果，以及哪些人屬較高風險
群組，又呼籲檢疫人士若出現病徵應盡快
求醫，「唔需要靠第二個樽」。
至於早前的入境者，張竹君表示由於有

數萬人正接受檢疫，難重新派樽給所有
人，這些檢疫者如有需要，可到私家醫生
等接受病毒測試。

入境人數少 急症室檢測成熟
由其他國家及地區返港的人數已大減，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庾慧玲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入境人
數不斷減少，亞洲國際博覽館臨時檢測中
心的使用量已跌至每日「廿幾卅宗」，有
時甚至在10宗以下，加上醫院急症室的分
流檢測程序已經成熟，故繼4月5日關停北
大嶼山醫院的臨時檢測中心後，再決定今
日中午停運亞博館的中心。
醫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會與衛生署緊

密聯繫，將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的入境人
士、進行家居檢疫人士或確診個案的密切
接觸者等，分流到不同公立醫院急症室接
受檢測，有關人士可能要在急症室分流檢
測站等候測試結果，一般需時數個小時。
庾慧玲說，院前檢測服務已發揮重要分

流作用，大量減少入院進行檢測的懷疑個
案數目，紓緩病床壓力。截至4月17日，
兩個檢測中心共收集逾 1,400 個檢測樣
本，其中104宗確診，合共減少了1,300人
入院的需要，公立醫院可更集中運用隔離
設施接收確診個案。
另外，昨日再有35名病人康復出院，累

計有567名確診者及疑似個案患者出院，
450名確診者則分別在14間公立醫院留醫，
當中9人危殆、4人嚴重、434人穩定。公
院現開放1,130張負壓病床及579間負壓病
房，使用率分別為51.2%及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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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返港兩驗 防檢疫後確診
昨錄兩宗外遊新個案 亞博館檢測今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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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對香
港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不少大學生
及其家庭面臨沉重經濟壓力。香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教
育大學、嶺南大學及公開大學等昨日宣
佈，校長及部分副校長會捐出全年一成或
一個月薪酬，並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
援。
港大昨日宣佈將成立「抗疫援助基金」
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及社會人士，目標籌集
1,000萬港元，校長張翔及5名副校長率先
捐出每月的一成薪金，為期12個月，並鼓
勵港大教職員和成員參與支持，基金詳情
稍後公佈。
理大校長滕錦光、教大校長張仁良、公
大校長黃玉山及嶺大校長鄭國漢同樣聯同
各副校長捐出全年薪金的一成。前3校會
透過補助金幫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嶺大
則針對應屆畢業生，支持他們創業和進行
其他有意義的社會服務計劃。
同時，科大除容許財政有困難學生延遲

交學費，近日更增設專項基金加強對受疫
情影響學生的資助，校長史維捐出其4月
份工資，並呼籲科大教職員和校友加入。
浸大校長錢大康亦捐出一個月薪酬，加上
其他管理層亦作捐款，為有需要學生及前
線醫護提供支援。

編號 確診者 外遊地 返港日期 確診日期

◆第八百八十五宗 20歲男 英國 3月21日 4月5日

◆第八百九十宗 16歲女 英國 3月21日 4月5日

◆第九百五十五宗 33歲男 德國 3月23日 4月8日

◆第九百七十一宗 55歲男 英國、法國及荷蘭 3月23日 4月9日

◆第九百七十八宗 51歲男 德國及英國 3月24日 4月10日

◆第九百八十九宗 25歲女 加拿大及美國 3月25日 4月10日

◆第一千零二十二宗 20歲女 英國 3月21日 4月17日

註：另外確診者中有185人無病徵，其中51%即94人為30歲或以下，而146人
由海外返港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及歐
美先後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分別「封
城」，並強制居民留在家中，但香港大學
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
及控制合作中心的最新研究發現，本港的
邊境出入限制、隔離檢疫確診者和密切接
觸者，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相對寬鬆，
已能有效防止控制病毒大爆發，但提醒有
效的防疫措施應持久實施。
研究人員分析1月下旬至3月底本港確診
病例數據，估算傳播速度及趨勢，並假設
流感與新冠病毒的傳播方式和效率相似，
查證防疫措施是否與減少病毒隱性傳播有
關聯，同時分析門診病人流感監測數據和
兒童流感住院數據，作為對新冠病毒傳播
變化的推算。

99%受訪市民出門戴口罩
市民行為同樣會影響防疫措施的效果，
研究人員3次進行電話調查，3月的調查發
現 85%受訪者表示會盡量避免到人多地

方，99%出門時佩戴外科口罩，兩項數據
均較 1月首次調查時的75%和61%高。
香港1月下旬實施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及

市民日常行為相應改變後，流感傳播率大
幅下降，流感即時有效繁殖率由停課前兩
周估算為1.28，降至學校停課時僅 0.72，
2月份流感傳播率降低了44%，顯示停課
和其他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及市民防疫行
為，均對流感傳播有明顯影響。
有關研究已在學術期刊《刺針公共衛生》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發表。港大
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吳蓬指出，流
感和新冠病毒具相似播毒特性，估計有關防
疫措施可減少新冠病毒在社區傳播。

提醒防疫措施應持久實施
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和生物

統計學分部主任、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及
控制合作中心聯席總監高本恩則表示，有
效的防疫措施應持久實施，並建議其他國
家和地區借鑒香港防疫經驗。

港大：港「寬鬆措施」效果勝「封城」

檢疫期後始確診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一批
黑醫護一度於今年2月罷工，影響
病人權益，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
齡昨日強調，醫管局受社會監
察，無權決定不處理是次罷工事
件，必須根據法律及人事守則跟
進處理。

受社會監察 無權不處理
范鴻齡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此前收到立法會議員口頭通
知，有病人因醫護罷工而延遲治
療，導致病情惡化，更打算追究，
並要求醫管局交出醫護人員名字，
但他暫未有收到正式投訴。
他強調，依例懲罰醫護並非因有

人投訴，而是因醫管局受社會監
督，管理層有絕對權力決定懲罰方
法，但無權決定不處理醫護罷工事
件，須按機制調查。
范鴻齡重申，香港有法律，醫管

局亦有人事守則，若不處理罷工一
事，局方將被外界認為管理層越
權，相信醫護都會理解，認為士氣

不會因而受影響，但表示局方在罰
則上現仍是白紙一張，將逐一了解
員工情況，分開個案逐一檢視，再
按守則和法律處理。

倘疫情反彈 研社區隔離
對疫情有緩和跡象，他表示對前

線醫護人員的抗疫表現引以為傲，
而醫管局作為抗疫最後一道防線，
仍沒有鬆懈空間，並正積極研究各
種預案以防疫情有災難性轉變。若
疫情有反彈情況，不排除要用社區
康復隔離設施分流康復中的患者，
但仍要與專家小組商討移送病人和
醫護工作安全的方案。
范鴻齡透露，社區隔離設施選址

會在政府現有物業中選擇，自己日
前已和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到過
相關設施視察，強調設施會遠離民
居，目前未需要啟動設施，但要做
好準備，又會與政府重新檢討醫療
設施供應，考慮為部分防護裝備在
本港設生產線，及考慮藥物供應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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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悶氣難忍 商場西貢逼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連續7日保持單位數增幅，部
分市民的警覺性漸見鬆懈，香港文匯報記
者趁昨日周六到多區巡察，發現不少市民
耐不住沉悶而外出唞氣，市區及郊區人頭
湧湧。大部分受訪市民都認同，目前不是
最佳時機撤回防疫禁令：「都捱咗兩個
月，我哋捱到連續歸零十幾日先（撤
回）！」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晚到旺角巡
查執法情況時表示，警方就限制飲食業的
條款作出3,800多次巡查，發出300多個警
告及 11 項檢控。就「限聚令」作出約
3,000次巡查，發出400多個口頭警告，以
及95項檢控。
另外深水埗警區人員同日聯同輔警及入

境處特務警察到金山郊野公園派發宣傳單
張，提醒行山人士遵守「限聚令」。但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西貢巡查，到處

人山人海，不少市民聚集在碼頭附近購買
海鮮，或等觀光船出海半日遊，絕大多數
人都有佩戴口罩。碼頭一帶的海鮮酒家、
茶餐廳幾乎坐滿人，部分食肆雖然每枱只
限坐4人，但枱與枱之間十分擠迫，目測
其相距不足1.5米，懷疑違反規例。

市民認同非撤禁令時機
外出用膳的當區居民何小姐表示，自

「限聚令」生效以來，一家五口都沒有一
起外出吃飯：「今日（昨日）一齊出去，5
個人就犯法了。」她直言，「限聚令」肯
定對其家人帶來不便，惟她認為防疫在
前，犧牲少許自由有必要，並冀政府待疫
情進一步受控，才撤回「限聚令」。
李小姐帶同其兒子到西貢半月灣露營。她

承認是因為見到新增確診個案連日來都錄得
單位數字，且兩名兒子「屈」在家太久，故

昨日外出「放放風」，但她也認為政府的各
項禁令應延長，「（確診）數字少咗，但仲
有可能有唔少隱形病人，政府收回禁令可能
會令市民進一步鬆懈落嚟。」
另一名外出唞氣的蔡太更認為，除非本地
新增確診個案連續「歸零」14天或以上，
否則禁令不應收回：「我哋全香港市民都捱
咗兩個月，唔差在多一兩個月啦！」蔡太本
身從事飲食業，因為生意大減而失業，惟她
相信如果香港疫情不再爆發，加上政府的防
疫基金，經濟會再次復甦：「所以講到尾都
係要搞掂個疫情先。」
郊外人頭湧湧，市區部分商場亦然，深
水埗黃金商場昨日逼爆，雖然大部分市民
有戴上口罩，但一眾打機發燒友選購心頭
好時，無懼人群聚集，商場內的窄巷「人
貼人」，擠得水洩不通，猶如行年宵的熱
鬧場面，墟冚場面埋藏播毒危機。

■西貢食肆擠滿食客，但枱與枱之間十分
擠迫懷疑違反規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深水埗黃金商場有大批巿民到場，商場
內的窄巷「人貼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炳強昨晚到旺角巡查，表示警方已發
出300多個警告及11項檢控。

■不少市民耐不住沉悶而外出唞氣，市區及郊區人頭湧湧。圖為西貢碼頭擠滿遊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宣佈所有
旅客抵港後，在
檢疫完成前須再
次採集樣本化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