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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帶來的併發症仍

未完全明朗，美國紐約市有

醫生日前發出警告，指出有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新冠肺

炎病毒會導致血液凝固，令

30歲至40歲的年輕患者中風

風險上升。

輕症及隔離者突出事 原被評健康風險低

西奈山醫院神經外科醫生奧克斯利指
出，該院在上月僅接收不足兩名未滿

50歲的大動脈中風病人，但在過去兩周以
來，年輕病患突然患上中風的機率是平日
的7倍，當中大部分病患過去都沒有病
史，近期則因有輕微新冠肺炎症狀，或本
身是無症狀患者而在家隔離。

美國中風患
者年齡中位數是74歲，
西奈山醫院指，新冠肺炎兼中風患
者平均而言，較一般中風患者年輕15歲。
奧克斯利提及其中一次經歷，指出他為一
名44歲的新冠肺炎兼中風患者施行手術期
間，親眼見到血液在大腦凝結的過程，形
容情況前所未見，「簡直瘋狂。」

無及時叫救護車
西奈山醫院交代5名中風病人的情況，他
們年齡介乎33歲至49歲，在突然出現中風
症狀前，均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在家隔離。院
方透露當中1人已經死亡，3人仍在醫院或
復康中心留醫，僅有1人獲准出院，由家人
照料。5名患者中，只有最年輕的33歲女子
有能力說話，「所有人的測試都呈陽性，當
中兩人未有及時召喚救護車。」紐約市政府
早前表示，不建議民眾隨便撥打911熱線，
除非他們出現嚴重症狀如呼吸困難，以免增

加救護車負擔。

有醫院40%病患不足50歲
托馬斯傑斐遜大學醫院亦指，院方過去3

周發現12名大腦出現血液阻塞的病人感染
新冠肺炎，當中40%不足50歲，過去亦被
評估為健康風險低。神經外科醫生雅布爾
認為，情況挑戰醫學界過去將60歲以下視
為「年輕患者」的觀念，「我們從未見過
這麼多50歲、40歲或30歲的人受感染」。
有專家憂慮，年輕患者之所以案例較

多，是由於他們較年長患者抵抗力更強，
令他們在抵禦新冠肺炎引發的呼吸道症狀
後，病毒有時間引發其他疾病。匹茲堡大
學醫療中心神經病學家謝里．周(譯音)認
為，要了解新冠肺炎與中風的關係，需明
確患者血液凝固是由於病毒攻擊血管引
致，或是由免疫系統引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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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病毒致血液濃稠
易阻塞血管

意大利國家傳染病研究院日前發表研究
報告，指出1名65歲婦人在首次出現新冠
肺炎症狀後，病毒在她的雙眼內存活21
日，警告情況或導致眼淚具有傳染力，警
告民眾應避免接觸臉部及眼睛，防止
病毒傳播，並提醒眼睛發紅可能是感
染徵兆。
美國早前已將結膜炎(俗稱紅眼症)

視為疫情的關注點，華盛頓州爆發疫
情的療養院「生命護理中心」的護士指
出，院內幾乎所有患者眼睛都是紅色，不
少人即使沒有出現新冠肺炎病徵，其後亦

被證實確診。不過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仍未將結
膜炎列入新冠肺炎症狀。
多項研究則指出，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結膜炎的情況較為罕

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研究指出，超過1,000
名接受調查的中國患者中，只有9人眼睛受感染，比率不足
1%。 ■綜合報道

病毒可殘留眼睛數周病毒可殘留眼睛數周
眼淚或具傳染力眼淚或具傳染力

世衛警告：
「免疫護照」反增二次感染風險

美醫生美醫生：：
年輕患者中風機率飆年輕患者中風機率飆66倍倍

新冠肺炎可能導致中風，引起各界關注，有醫生
估計，出現這情況是由於病毒導致血液變得濃稠，
更容易引起血管阻塞，一旦阻塞發生在腦部，就會
引發腦中風，顯示病毒對人體的影響超乎想像。
美國有醫生已開始使用抗凝血藥物治療新冠病

人，期望消除血塊，減輕患者中風的威脅。胸腔科
醫生普爾表示，醫護人員沒有足夠時間可等待病人
身體自行消除血塊，認為患者有需要使用藥物清除
血塊。

皮膚瘀青變色 以為被蜘蛛咬
皮膚亦成為病毒的「目標」，美國不少確診患者

出現皮膚瘀青、變色或蕁麻疹等皮膚症狀，意大利
一間醫院更有1/5患者出現皮膚病徵。
醫生奧茲指出，部分醫護人員一開始以為患者是

被蜘蛛咬傷，後來才發現可能是病毒阻塞血管引
致，警告任何人一旦出現類似症狀，就要即時通知
醫生。 ■綜合報道

世界衛生組織昨日指出，目前「沒有證
據」顯示新冠肺炎康復者因產生抗體而免受
二度感染，故反對部分國家推行「免疫護
照」或「無風險證書」制度，從而讓出現抗
體的人士首先復工復產，稱此舉可能使這些
人放下戒心，並無視防疫指引，反而增加二
次感染的風險。
世衛發表的科學簡報指出，新冠病毒抗

體測試的準確度和可靠度同樣需要驗證，
即使在康復者身上驗出抗體，各地政府也
不應假設他們可免受二次感染，並以此作
為發出「免疫護照」的根據，讓他們不受
限制地旅遊或重返工作崗位。世衛同時表
示，雖然大部分研究均顯示康復者帶有抗
體，但當中部分人僅有低濃度的「中和抗
體」，意味「細胞免疫」同樣對康復過程

扮演關鍵角色。
全球多地有不少康復者再次對新

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目前未
知這些「復陽」個案是否因二次
感染所致，但智利政府上周表示，
將開始向痊癒人士發出「免疫護
照」。

■綜合報道

奧爾布賴特批美樹敵：
邊卸責邊用中國製口罩

美海軍調查平反
高層促讓被炒艦長復職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日前
接受澳洲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
各國在面對疫情時要保持團結，
不要分化，指出一些國家將疫情
政治化、推諉責任和橫加指責，
令她感到困擾。
奧爾布賴特表示，應對目前的
嚴峻形勢和疫情之後的重建工
作，都需要各國合作，包括美國
和中國的合作。目前一些國家試
圖將疫情責任推卸給中國，但同
時還在使用中國生產的口罩，並
等待着中國的疫苗研發成功，
「如果是他們（中國）研製出疫苗，
我們會拒絕使用嗎？」
奧爾布賴特指出，每個國家都
需要合作夥伴，即使是美國，也
需要在處理重大問題時有合作夥
伴，而不是處處樹敵，「你不可

能獨自解
決所有問
題。氣候
變化會影
響 每 個
人，核擴
散和流行
病 也 如
此，這是
大家都懂的道理。因此，我們需
要通過外交手段，努力發展夥伴
關係、共同合作」。奧爾布賴特
坦言不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抗
疫工作，同時稱讚澳洲的抗疫表
現。
82歲的奧爾布賴特於1997年至

2001年擔任美國國務卿，是美國
史上首位女國務卿，並曾擔任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 ■綜合報道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羅斯福」號早前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揭發疫情的時任艦長克羅澤其後被免職。消息人士
透露，海軍初步調查後，代理海軍部長麥克弗森和海軍
作戰部長吉爾代相繼向防長埃斯珀提出，克羅澤應獲復
職，據報埃斯珀未有即時答允，但指正審視有關要求。
克羅澤上月底就「羅斯福」號疫情上書高層求援後，

海軍就事件展開調查。消息指，吉爾代上周會見埃斯珀
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萊，提議讓克羅澤復職，埃斯
珀回應稱需時考慮，並要求吉爾代暫不要公佈事件。國
防部在聲明中承認，埃斯珀已接獲海軍的口頭報告，但
將在取得完整的書面報告後作全面審視，並與海軍高層
再會面，方有最後定案。

再有艦隻傳疫情 18確診
美國海軍驅逐艦「基德」號前日亦傳出疫情，船上最

少18名船員確診，預料未來病例會進一步上升。「基
德」號上有300多名水兵，正在中美洲附近太平洋海域
執行掃毒任務，軍方已下令該艦折返母港。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外國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外國有新冠肺炎患者的
皮膚出現病徵皮膚出現病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洛杉磯有職員為運載過病洛杉磯有職員為運載過病
患的救護車消毒患的救護車消毒。。 法新社法新社

■■ 奧克斯利表示有新冠奧克斯利表示有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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