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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感染宗數在本月3日升穿100萬，
12天後達到200萬，由200萬到300萬同

樣花了12天，可見在全球尺度而言，確診病
例「指數式」急劇上升的趨勢已暫歇，增長趨
於平穩。

月初起暴增 俄國逾8.7萬宗
現時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仍是美國，當
地截至香港時間昨晚錄得逾99萬宗病例，相
當於全球總數約1/3，超過5.5萬人死亡，其
中單是紐約州已有逾28萬人染病，超出美國
以外任何一個國家。美國近日新增感染個案大
致徘徊在2.5萬至 3.5萬之間，未有明顯減
少，但多個州份為求穩定經濟，已相繼放寬或
預告放寬居家令，人口流動和接觸機會增加，
恐加劇播毒風險。
俄羅斯的疫情踏入4月後大爆發，確診宗數
由月初的2,777宗，暴增至昨日的87,147宗，
且升勢一直持續，新病例連續兩日均超過
6,000宗。接壤俄羅斯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也
在4月開始爆發，其中白俄羅斯在上月底仍只
有約150宗個案，昨日已升至逾1.1萬宗。

檢測不足 拉美仍屢錄新高
拉美、南亞和中東地區疫情亦趨嚴峻，巴
西、智利、印度等多國過去數天的新症均曾創
新高，阿聯酋的新症更連續5日破紀錄。另
外，厄瓜多爾早前宣佈因實驗室完成處理積壓
樣本，單日錄得逾萬宗新增個案，顯示這些地
區疫情不單擴大，且病毒檢測不足，實際情況

可能更惡劣。

德改裝醫院防範第二波
早前爆發的部分地區疫情則有轉機，德
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西歐國家新增個案
均明顯呈下跌趨勢，奧地利更已連續9日錄得
不足100宗新症。在亞太地區，韓國新增個案
亦維持在低水平，並接連出現單日「零死
亡」，日本重災區東京的新增個案亦有減少跡
象，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疫情同樣放緩，但鄰國
新加坡的新個案則只較上周稍為回落。
歐洲和亞太一些國家因此開始探討復工，

其中法國今日會公佈解禁細則，意大利、西班
牙亦已恢復部分商業活動，新西蘭則在昨日下
調封鎖級別。然而各國對放寬措施可能造成第
二波爆發不敢掉以輕心，其中德國正繼續改裝
臨時醫院，為新一波疫情作準備，顯示全球疫
情仍隨時可能惡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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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繼續在多地蔓

延，昨日全球總感染人數升穿300萬

大關，死亡人數逼近21萬。與早前相

比，全球感染數字升幅漸趨平緩，但在不同地區差異甚大，其中西歐和東亞

等地的每日新增個案放緩，印度、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新病例卻持續

急增，而隨着歐美陸續放寬居家令，當地出現第二波疫情的風險實不容忽

視。

1月11日

新西蘭總理雅登昨日宣佈，新西蘭成
功阻止當地出現廣泛的社區傳染，聲稱
「我們已戰勝這埸戰役。」當地在頒佈最
高級別第4級的封鎖措施近5周後，昨日放
寬至第3級，容許部分商店、外賣食肆及學
校重開，雅登呼籲國民保持警覺，警告社區
爆發並非一定不會發生。
新西蘭昨日新增僅1宗病例，累計1,122人
感染，當中19人死亡，過去兩周新增病例佔
整體比率不足1%。雅登形容新西蘭已避開
「最壞局面」，但仍需慎防疫情爆發，
「我們都想恢復社交關係，但要做得有
把握，我們要慢慢慎重推進。」
新西蘭新冠肺炎患者傳染比率為1
比0.4，遠低於國際平均1比2.5
的水平。雅登預料第3級封
鎖措施維持兩周後，當

局才會考慮再度降級，強調不會為社會取得
的抗疫成果帶來風險，當局只要認為有需
要，就會維持第3級封鎖措施。
疫情衝擊新西蘭經濟，財政部早前估計，

即使當局推出200億紐元(約932億港元)紓困
措施，國內生產總值(GDP)仍會下跌最多1/
3，失業率則會升至13%。 ■綜合報道

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日發佈的新冠疫情數據顯
示，非洲地區累計31,023宗確診病例，合共1,390人
死亡，另有9,328人痊癒，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為南
非、埃及和摩洛哥，這3個國家的病例均已突破4,000
宗。為支持非洲各國抗擊新冠疫情，聯合國推出資訊
平台協助抗疫。
聯合國日前推出非洲新冠疫情網上知識中心供公眾

查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非洲區域局首席經濟學家吉
爾平稱，該中心是一個涵蓋疫情匯總和經濟社會各方
面訊息的數據交互平台，可為非洲各國政府抗擊疫情
提供幫助。
此外，面對疫情持續蔓延，不少非洲國家採取延長

宵禁或緊急狀態等措施。幾內亞比紹總統恩巴洛頒佈
總統令，再次延長國家緊急狀態至5月11日。塞拉利
昂則宣佈從26日起實施部分區域無限期封城和宵禁，
所有從事運輸服務的人員若要出行，必須在網上提出
申請。南非農業部則計劃5月1日進入4級封城狀態，

較當前放寬，屆時將恢復所有農業生產，但國內仍禁
止酒類銷售，意味這段期間生產的酒類只能儲存或出
口。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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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確診病例逾
100宗

中國出現首宗
死亡病例

泰國錄得全球
首宗中國以外的
確診病例

美國疾控中心
公佈當地首宗病
例，患者來自華
盛頓州，一周前
從武漢返回

歐洲首現病例，3名
患者在法國確診

世界衛生組
織將新冠疫情
界定為「國際
公共衛生緊急
事件」

一名中國籍男
患者在菲律賓死
亡，是全球首宗中
國以外死亡病例

世衛將新冠肺炎正
式命名為「2019 冠
狀病毒病」；同日美
國確診第13宗病例

意大利錄得2宗
死亡病例後，封鎖
北部疫情嚴重地
區；疫情開始在歐
洲及伊朗迅速蔓延

3月11日

世衛宣佈新冠疫情「全球大
流行」，總幹事譚德塞指出，
中國境外的確診病例在短短2
周上升13倍，錄得病例的國家
則增加3倍

3月13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頒
佈全國緊急狀態

3月11日

世衛宣佈新冠疫情「全球大
流行」，總幹事譚德塞指出，
中國境外的確診病例在短短2
周上升13倍，錄得病例的國家
則增加3倍

3月19日

意大利死亡病例達
3,405宗，超越中國
成為全球最多

3月24日

國際奧委會宣佈東
京奧運延期

3月26日

美國確診病例超越
中國及意大利，屬全
球最高

4月3日

距離疫情最初浮面
不足5個月，全球累
計逾100萬宗病例

4月11日

美國死亡個案逾
1.97萬，全球最多

4月
16

日

白宮頒佈解封指引

4月
27
日

全球累計確診突破
300萬宗

未現廣泛社區感染
紐宣佈「戰勝」疫情

非洲確診逾3萬
聯國資訊平台助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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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超過20萬，
不過各地統計方式不完善，實際死亡人
數可能更高，英國《金融時報》透過對
比各年份3月至4月的總死亡人數，推算
實際死亡數字或較現有數據高60%，最
少31萬人已疫歿。
《金融時報》抽取奧地利、意大利、

英國等14個國家的數據，將今年3月至4
月的總死亡人數，即包括其他與疫情無
關的死者，與2015年至2019年同時段數
字比較，發現今年總死亡人數較往年平
均數高出12.2萬，增幅達50%。比利時
的死亡人數較往年高60%，西班牙亦錄
得42%升幅；除丹麥外，所有國家今年
的新增死亡人數，均遠較官方公佈的新
冠肺炎死亡人數多。
報道指出，疫情愈嚴重的地區，今年

死亡人數升幅便愈高，如意大利今年死

亡人數較過往年份的平均數多達90%，
反映新增的死者是與新冠肺炎直接有
關，而非如封城措施等其他因素導致。

新興經濟體低估更明顯
新興經濟體的情況尤其令人憂慮，在

人口稠密的城鎮，今年新死亡人數亦明
顯更高，例如在厄瓜多爾的瓜亞斯省，
政府在3月1日至4月15日間只錄得245
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但總死亡人數較
往年平均數多1.02萬，相當於350%升
幅。
劍橋大學公共風險認知教授施皮格爾

霍爾特指出，以英國為例，政府只會將
醫院內死亡的病例計算在內，故數據較
實際疫情低得多，唯一在各國均通用的
方法，便是統計所有死亡個案。

■綜合報道

英媒統計：
實際死亡人數或高60%

回望疫情發展回望疫情發展

■■意大利快意佳士拿意大利快意佳士拿
車廠復工車廠復工。。 法新社法新社

■■菲律賓醫護人員接送菲律賓醫護人員接送
病人病人。。 美聯社美聯社

■西班牙兒童獲准外出，有父子馬上到沙灘享
受天倫之樂。 法新社

■■德國學德國學
校復課校復課，，
學生座位學生座位
保持一定保持一定
距離距離。。

路透社路透社
■英國郵筒塗成藍色，向醫護致敬。

美聯社

■■雅登宣佈雅登宣佈
「「戰勝戰勝」」疫疫
情情。。法新社法新社

■非洲疫情仍然嚴峻。 法新社

■防疫人員在莫斯科地鐵站進行消毒。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