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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朗普一名貼身侍從前日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是首次有白宮職員確診。據報消息
轟動白宮西翼，特朗普獲悉後更是感到震
怒。事件令人擔心特朗普等白宮高層有機會
染病，白宮發言人則表示，特朗普及副總統
彭斯已經再次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強調兩人仍然非常健康。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昨日最先報道，

任職總統貼身侍從的一名現役海軍軍
人，前日早上出現感染新冠病毒
病徵，經檢測後證實感染新冠
病毒。白宮發言人回應時，證

實一名在白宮工作的現役軍人確診，但沒有
透露患者的職位。
報道指，總統侍從是從美國三軍最精銳的

部隊中挑選出來，他們經常貼身服侍總統及
第一家庭成員。消息說，特朗普前日收到侍
從確診的消息後非常憤怒，他和彭斯隨即再
次接受檢測，結果呈陰性。
目前特朗普、彭斯及其他經常與他們接觸

的高級幕僚，都會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測試，
他們使用一種快速測試試劑，15分鐘內便有
結果。

■綜合報道

新冠病毒殺入白宮

美聯社引述美
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官
員透露，CDC曾
就何時及如何重
啟經濟制訂詳細
指引，涵蓋公共
交通工具、護老
院及食肆等場所，原定上周五發
佈，但白宮最終把指引束之高閣，
並在上月底自行發佈「重新開放美
國」指引，內容卻空泛得多。
指引文件名為《重開美國框架指

引》，全長17頁，詳列學校、食
肆、教會及護老院等場所重啟時的
注意事項，例如食肆應避免提供自
助餐、沙律吧或自助飲料機，餐桌
之間保持兩米距離等。指引亦包括
多個圖表，列明在每個情況下，地
方官員可作出的決策。

知 情 人 士 透
露，白宮向疾控
中心明確表示，
指引永不可能曝
光，但亦有採納
部分意見，放進
白宮自行發佈的
指引中。據報白

宮官員認為，美國不同地區疫情各
異，故不應提供太詳細的重啟指
引。
美聯社分析指，白宮架空過去向

公眾發放消息，且分析建基於科學
的疾控中心，藉此控制疫情資訊流
通，CDC已有近兩個月沒舉行疫情
簡報會，總監雷德菲爾德亦鮮有露
面。哈佛大學公共衛生教授高京柱
指出，美國民眾在疫情下通常依靠
CDC，形容現時情況令人擔憂。

■美聯社

抽起疾控重啟指引
白宮自製簡化版

德國的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明顯緩
和，反映當局的防疫措施收效，總
理默克爾前日宣佈，減緩病毒擴散
的目標已達到，因此會進一步放寬
限制措施。《紐約時報》指出，德
國即使早前局部解封，仍然實施嚴
格規限，在防疫上時刻保持危機
感，相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
疫情仍在惡化之際，卻堅持盡
快重啟經濟，為了大選爭取
連任，罔顧國民性命安
危，認為特朗普應仿效德
國的防疫工作。
根據德國聯邦政府與16

個州政府達成的新措施，來
自兩個家庭的成員可進行聚
會，更多商店獲准重開，餐廳

和酒店亦可於5月底的長假期周末
恢復營業，但保持 1.5 米社交距
離，以及在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必

須佩戴口罩的規定仍會維持，護老
院再次容許有限度探訪，學校會開
始逐步復課，託兒服務亦會進一步
擴大。
然而默克爾對解封仍然非常審

慎，她特別提出「緊急剎停」
(emergency brake)機制，若某個地
區在7天內、每10萬人出現逾50宗
新感染個案，便會重新實施限制措
施。

抗疫靠科學 默克爾受讚
《紐時》指出，德國和美國同為

西方大國，但在抗疫上卻採取截然
不同的方向。德國政府根據科學數
據行事，採取大規模病毒檢測、追
蹤感染源頭、嚴格實施社交距離規
定，並審慎檢討放寬步驟，是德國
成功抗疫的關鍵，令默克爾備受讚
揚。相反，特朗普為了保住選情，

在疫情仍未
受控下急於
重啟經濟。
他曾表示會
解放白宮防
疫 工 作 小
組，最終也
是因公眾壓
力才改變主
意。
■綜合報道

德解封設剎停掣
《紐時》：特朗普要跟

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連續呼籲
「盡快重啟經濟」，目前全美已有
超過40個州計劃在本周末復工。美
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前日舉行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聽證會，出席
的衛生專家表示，在當前形勢下，
大範圍重啟經濟將帶來「巨大風
險」。世衛專家同日亦表示，各國
解封必須分階段實施，若稍有不
慎，恐需要重新封城。
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

學家瑞沃斯在聽證會上表示，當前
是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我
們不應滿足於接受2,000人以上的
日增死亡人數，不應滿足於接受醫
療工作者不需要相關保護措施。如

果缺乏警惕，我們抗擊疫情將可能
重新回到起點。」

無州份滿足解封4條件
瑞沃斯強調，重啟經濟必須滿足

4個前提條件：新增病例數連續14
天下降、廣泛追蹤新增病例接觸
者、對所有有症狀者進行檢測、有
充足醫療資源治療所有患者。「目
前據我所知，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州
滿足這4個條件。」瑞沃斯還表
示，想要真正成功抗擊疫情，必須
保證疫情在世界範圍內被控制住，
而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方面可以「發
揮重要作用」。

■綜合報道

美專家警告
大範圍重啟成巨大風險

美國官方數字顯示，當地截
至昨日已有近7.5萬人感

染新冠病毒後死亡，跟特朗普
公開作出的估算愈來愈近。特
朗普數周前說過，預計新冠疫
情會導致約5萬至6萬人死亡，
但上周突然改口，稱最終可能
會有1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
Axios引述的消息人士稱，多

名白宮顧問質疑部分醫院誇大
疫情，以獲取更多資助，他們
以紐約為例，稱當地把約3,700
宗未確診的新冠懷疑個案，列
入新冠死亡病例，反映數字可
能「發水」，強調應在驗屍後
才為死因下定論。

新冠病人津貼多20%
美國政府在疫情期間，透過

聯邦醫保網絡向醫院提供財政
津貼，其中治療新冠病人的津
貼額比平常多20%，以補償醫
院無法治療其他病人的損失，
鼓勵醫院騰出病床，這措施成
為官員質疑醫院「騙資助」的
主因。
直至目前，未有任何聯邦政

府官員公開質疑死亡人數統
計，但據報白宮內部已討論這
議題數周，不少特朗普支持者
亦持續炒作「疫情誇大論」，
例如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詹
森上月初曾宣稱，醫院「有方
法」取得更多醫保津貼；霍士

新聞台主播休姆亦聲言，不少
曾接觸新冠病人後死亡的病
者，其實是因為他們本身的疾
病而逝世，與新冠病毒無關。

欲訂國際統計標準
一名白宮高級官員表示，特朗

普將在短期內，公開談論疫情死
亡數字，預料他會指出很多地區
曾向上修訂死亡宗數，但新納入
的個案只屬疑似感染，故美國國
民不應過慮，特朗普也會呼籲美
國及國際社會制訂一致的死亡人
數統計標準。
美國傳媒指出，假如醫院真

的誇大疫情以取得津貼，將屬
詐騙的嚴重罪行，但沒證據顯
示指控屬實。相反不少報道均
指出，全美各州近數周的總死
亡人數，遠比往年同期高，因
此相信醫院不但沒有誇大死亡
人數，反而是有很多涉及新冠
病毒的死亡個案，沒列入官方
數字之內。
由於美國新冠病毒檢測仍然

不足，若按照4月前的做法，
只計算死前已確診的患者，勢
必進一步低估疫情。白宮應對
疫情小組協調員比爾斯亦重
申，涉及長期病患者的新冠死
亡個案中，患者本身的病徵不
會在短期內致死，強調他們的
死因確是感染新冠病毒。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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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間，多次公開淡化疫

情嚴重程度，更被指對於數萬人死於疫症無動於衷。

新聞網站Axios引述消息指，隨着美國死亡人數愈來

愈接近特朗普原先預告的數字，特朗普開始擔心數字

在政治上會對他不利，因此私下向幕僚「投訴」美國

的死亡個案統計方式，質疑部分醫院可能誇大死者數

量，得到部分白宮顧問附和。報道說，特朗普可能會

在短期內公開對死亡人數表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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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貼身侍從中招

自從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總統特
朗普及他的支持者一直拒絕承認疫情嚴峻
的事實，反而將之視為民主黨及主流媒體
憑空捏造出來的「假象」，目的是要打擊
特朗普的選情，令他無法連任。過去幾
日，作為特朗普「御用」媒體的霍士電視
台，以及一眾極右翼或保守派KOL(意見
領袖)，便齊齊質疑美國官方死亡人數被
「誇大」，企圖與白宮裡應外合，為美國
疫情嚴重性「翻案」。
保守派KOL之間近日瘋狂炒作美國疾控

中心(CDC)一個網頁，當中顯示的美國新冠
死亡人數遠低於其他來源，例如網頁昨日顯
示死亡人數為44,016人，遠低過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統計的73,431人。在這些KOL的眼
中，這個網頁就是證明美國死亡人數被誇大
的「確鑿證據」及「最新消息」，連霍士的
主播也在節目上轉述這則消息，並煞有介事
地高呼：「(人數)少了一半，如何解釋？」
其實只要細心一看，便會發現CDC在

網頁上方已列明，頁中所載數字「只計算
已發出死亡證的個案」，換言之會與真實

情況存在時間差距。

「神藥」翻版 歪論當真理
不過保守派KOL一於少理，繼續拿着
與上述例子差不多的所謂「證據」，到處
宣揚死亡人數被「誇大」的陰謀論。隨着
這些陰謀論被霍士主播引用，不難相信最
愛看霍士的特朗普，不久後就會將陰謀論
當成「真理」，成為繼抗疫「神藥」之
後，又一個會在白宮記者會登場的假消
息。 ■綜合報道

右翼KOL媒體狂炒作 妄圖「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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