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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近日雖有回落，但昨日

確診的兩宗新增個案中，有一名確診患者被列為本地

感染個案，是相隔5天後再有新增本地個案出現。患者

是在機場工作的維珍航空47歲女地勤，她主要負責分

流英國抵港旅客，暫未知染疫源頭；由於她發病後仍有上班，69名同事要接受病毒檢測，一名

曾與她一起用膳的同事則已出現病徵入院。

本地感染再現 僅守5天破功
維珍女地勤發病照返工 未知源頭 一同事現病徵入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新增確診新冠
肺炎個案維持個位數字，而社區防疫措施「限聚
令」本周四屆滿，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強調，要28
天內再無本地新增個案才穩妥地顯示疫情受控，相
信政府將延長包括「限聚令」在內的抗疫措施。不
過，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則認為，
社會回復較正常服務有助應對「持久戰」，可略為
放寬「限聚令」措施。
許樹昌在電視節目上指出，近日確診數字回落

是好現象，但要待兩個潛伏期即28天內再無本地
新增個案或異常社區群組爆發，才可說疫情受控，
並考慮「鬆綁」抗疫措施，屆時公務員可考慮復
工、學生分階段復課及重開康樂設施等。他認為疫
情紓緩證明抗疫措施有效，惟世界各地仍有爆發，
市民須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及佩戴口罩。他並預期未
來仍續會有外地傳入個案。
內地抵港人士須接受14天強制隔離檢疫措施將

於5月7日屆滿，他認為是否延長，需視乎內地各
省市復工復課情況及有否第二波疫情。

梁子超在另一電台節目上則說，輸入個案引致
本地新一輪爆發的情況逐漸受控，近日確診數字維
持較低水平，本港可略為放寬「限聚令」，惟疫情
持續，市民仍須加強防禦，如非必要應減少外出並
注重個人衛生。
他解釋，社會回復較正常服務有助應對「持久
戰」，事實上現時交通工具或等候外賣也是多於4
人聚集，故可考慮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而阻斷病
毒最重要是多管齊下做好預防措施，包括檢疫措施
要由源頭做到滴水不漏；餐廳、酒吧及卡拉OK等
加設屏障減少飛沫傳播；市民應繼續保持個人衛生
等。
另外，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廖廣申在

同一節目表示，香港是負能量較高城市，去年經歷
社會事件後，今年再受疫情影響，失業率上升，並
面對限制社交距離措施等，感到壓力大及前景不明
朗，故多了出現失眠、緊張及焦慮等情況。他呼籲
巿民要多包容和忍耐，多關顧身邊人尤其長者及獨
居人士，如透過視像電話溝通以表達關心。

「限聚令」周四到期
是否延長無共識

羅致光：新冠未夠數據列職業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不少勞工及醫護
團體均促特區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病列為職業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昨日指出，早在今年1
月底已將有關問題列入工作議程，但現未有充分數
據支持，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全球相關醫學及流行
病學數據，作出適當跟進。
羅致光發表網誌指出，特區政府考慮把某種疾

病列為法定職業病時，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的準
則，並需看其他客觀數據。對於可在社區廣泛傳播
的傳染病而言，市民在一般社區環境中都有可能接
觸其傳染性病原體而受感染，不僅限於某些工作場
所。香港至今的確診個案，絕大多數屬社區感染而
非源於工作，當中僅一宗涉及醫護人員可能工作期
間受感染的確診個案。

對於許多主張列為職業病的人士皆以沙士2005
年列為職業病作參考，羅致光指勞工處處理的
415宗就沙士提出僱員補償申索中，92%為醫護人
員。
整體而言，該些醫護約佔沙士爆發期間香港確

診個案總數22%，感染沙士醫護比例遠高於一般
人口，表明醫護屬顯著高危組別，但除香港外，只
有少數地方把沙士列為職業病，新加坡更於2012
年把它從職業病列表中刪除。
他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病現雖未列為職業病，
但《僱員補償條例》訂明，僱員若受僱工作期間因
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或死亡，仍可根據條例向
僱主追討補償，重要證據之一便是衛生署傳染病接
觸者追蹤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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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開始上班
● 4月6日 開始發病，出現咳嗽症狀
● 4月14日 首次到機場診所求診
● 4月16日 再到機場診所求診

● 4月17日 放假，到北大嶼山醫院
求診

● 4月18日 留深喉樣本測試
● 4月19日 確診新冠肺炎

■■北大嶼山醫院北大嶼山醫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脫
罩
郊
遊
踩
單
車

防
疫
意
識
漸
鬆
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個案回
落，巿民防疫意識亦愈見鬆懈。不少市民昨趁
周日假期外出活動，大圍及沙田等地有不少巿
民租單車暢遊，城門河畔單車徑上遊人如鯽，
當中除年輕人外，亦有一家大細出行。有租單
車市民雖然表示仍會保持注重個人衛生，踏單
車時佩戴口罩，惟現場所見，不少巿民踏單車
途中也除掉口罩，倘有隱形帶病毒者，或增傳
染風險。
大圍的單車店外昨有大量市民三五成群聚集
排隊租單車和試單車，亦有貨車把大量單車陸
續送抵單車店供客人租用，而租單車的以年輕
人為主，由於政府要電影院及卡拉OK等娛樂
場所暫停營業，他們因此在假日選擇郊遊，沿
城門河踏單車往大埔，以及前往大美督等地。
城門河畔的單車徑因此變得熱鬧，不少租單
車巿民出發時雖有戴口罩，但部分在途中便把
口罩除掉。與外公一起踏單車的羅小朋友逢周
六日都會踏單車，他便表示昨日較早兩個星期
有更多人踏單車，亦見有些踏單車的巿民沒有
戴口罩。

市民坦言人少會除罩「唞氣」
與女友一起踏單車的張先生表示，看到疫情
有好轉跡象，且天清氣朗故外出活動。他指女
友外出時也準備好搓手液、濕紙巾等消毒用
品，注重個人衛生，並坦言如到一些人較少地
方不排除會脫下口罩「唞氣」，又表示最擔心
是遇到一些不戴口罩的長者，認為長者個人衛

生意識較差，相反不太擔心沒有戴口罩的年輕
人，因相信他們防疫意識足夠。
另一巿民劉小姐則說，現時在家上課，足不

出戶感到十分沉悶，故相約3名友人踏單車。
她又表示，疫情雖好轉，若感不適時仍會考慮
現場情況才脫下口罩休息，並多加注意個人衛
生，包括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和清潔單車手
柄。
與男友踏單車的謝小姐昨因感胸口不適而脫

下口罩，但表示待不適感過去後便重新戴上，
又指看到有其他跑步人士不戴口罩，而她見到
有人咳嗽會加快腳步遠離。
除單車徑外，昨亦有不少巿民到沙田新城巿

廣場購物及用膳，當地食肆出現排隊入座情
況。另外，尖沙咀海濱也有不少遊人，有外傭
周日續相約聚會，但聚集人數眾多，遠超過
「限聚令」規定不多於4人聚集的人數。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裕東苑賀東閣裕東苑賀東閣

北大嶼山醫院北大嶼山醫院

■城門河畔的單車徑有大批巿民踩單車，不少人除掉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新城巿廣場昨日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對上一次有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確診的個案已是本
月13日（上周一）。時隔5天，昨日新確診女患者

住在東涌裕東苑賀東閣，任職維珍航空地勤，她近期無
外遊記錄，但在3月下旬休假期間曾到過居所附近的富
東商場等地方。

接待英返港客 曾與同事用膳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
表示，本港近日不少確診者都曾到過英國，而該名新確
診女患者的工作正是接待英國返港旅客，她雖然不必與
旅客有密切接觸，但亦要協助解答旅客問題，不排除患
者是因與旅客有間接接觸，或機場環境受污染而染疫。
該名女地勤早在本月6日已發病，但她拖延超過一星
期至上星期二（14日）才首次求醫，至前日才在北大嶼
山醫院抽取深喉唾液樣本檢測，昨日確診，而她期間仍
有如常上班，並曾與同事一起用膳。

籲輕症者求診 免社區傳播
張竹君透露，有曾與患者一同食飯的同事
亦感不適入院，而衛生防護中心則會為該名確
診者的69名同事檢測病毒，但表示他們未必全部是
一般所界定的密切接觸者，「會否有一些隱性的患者康
復，或被她傳染也好、傳染她也好，我們都要看，本地
個案如果有時間有空間，會做多少少，希望找到一些病
源。」
她補充，不少症狀輕微的患者，都因為生活未受影響

而沒有及早求診，但有關情況可能會令社區出現傳播
鏈，提醒從事高危職業、有機會接觸旅客、從外地返
港人士及所有市民要保持警覺，建議即使沒有高危
因素，有擔心時亦應求診。

一線床使用率降至約五成
至於另一名確診患者則為35歲男教師，他1月已
因為停課而到英國，至上星期五（17日）才由英國
經多哈返港，在亞博館檢測中心留下樣本後返回紅
磡寶石戲院大廈進行家居檢疫，而樣本經檢測後確

診。
另外，昨日再有3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留院人數減
至418人，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庾慧玲表示，一線隔離病床的使用率已下降至約五
成，但強調該局會繼續作兩手準備，研究將康復中病情
穩定患者轉到現有康復隔離設施可行性，在有需要時騰
出病床接收情況嚴重和疑似病人。
衛生署今日起則會為從機場入境人士提供多一個深喉

唾液樣本瓶，張竹君指入境人士要在為期14天檢疫期
內的第十二天再次採集樣本，並交回樣本至
收集站，衛生署正常情況下會在翌
日早上進行化驗，即晚
便會有結果。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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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至31日
放假，於居所東涌裕東苑賀東閣附近活動

註：患者平日到過東涌富東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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