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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梨泰院夜店的新冠肺炎感染群組持

續擴大，截至昨日已有120名與該群組有關的

患者確診，二次傳播個案更連日增多。仁川一

名男子曾於本月初到梨泰院夜店消遣，並與一

名患者同坐一桌，但他隱瞞自己原來任職補習

社導師，授課期間更沒有戴口罩，結果導致最

少11名學生、家長及同事受到交叉感染。當局

批評該名教師隱瞞行蹤，威脅社區安全，不排

除作出檢控。

韓補習師夜蒲中招
隱瞞行蹤播毒11人

無罩授課學生家長感染 當局不排除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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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名鐵路公司員工3月在車站大
堂工作期間，被一名自稱感染新冠病毒
的男子向她惡意吐口水，受害人隨後確
診，並於事發僅13日後不治，遺下丈夫
和11歲女兒。

警方追緝涉案男子
47歲受害人穆金加的丈夫賈達利表

示，穆金加與一名同事於3月22日在
倫敦維多利亞車站大堂當值期間，一

名男子問她「正在做什麼？為何在車
站裡？」穆金加稱正在工作，對方此
時表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並突然
向兩人吐口水。
穆金加與同事數日後感到不適，隨

後均確診。穆金加於4月2日入院，並
使用呼吸機治療，延至4月5日病逝，
其同事則已康復。警方正就事件展開
調查，並追緝涉案男子。
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形容這宗襲

擊事件「卑劣」，向穆金加的家屬致以
慰問。交通業員工工會(TSSA)秘書長科
爾特斯對穆金加遇害感到震驚，指穆金
加原本在售票處工作，她患有呼吸道疾
病，屬感染病毒的高危人士，質疑其僱
主為何安排她在前線當值，若她留在售
票處內，則可避免這場悲劇。GTR鐵
路公司回應稱將嚴肅處理事件，並會協
助警方調查。

■綜合報道

泰國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CCSA)昨日通報，當地
過去24小時內沒有新增確診病例，為3月9日以來首次。泰
國此前疫情已趨於緩和，政府本月3日起亦逐步放寬管制措
施，衛生官員警告國民仍不能自滿，需繼續保持個人衛生。
泰國疫情在3月曾嚴重爆發，一度出現多個感染群組，但

在封城和宵禁等措施投入後已明顯放緩，本月4日首次錄得
「零本地感染」，昨日終實現零確診。

籲全民續保持警惕
CCSA發言人他威辛形容，對現時成果感到欣慰，感謝國

民為抗疫作出貢獻，但泰國並未完全擺脫疫情威脅，或仍存
在無症狀感染者，告誡國民在鬆一口氣的同時，亦要保持警
惕，不可自滿，應繼續佩戴口罩、勤洗手，並保持安全社交
距離，其中曼谷周邊地區及南部各府風險較大，政府將持續
關注該些地區情況。
泰國自1月13日出現首宗確診個案起，總計確診3,017

人，其中2,844名患者已康復，另有56人死亡。 ■綜合報道

仁川市政府昨日上午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在仁川彌鄒
忽區、中區和延壽區，合共新增8宗確診病例，患者

均曾與上周六確診但無症狀、居於仁川的25歲男子A某接
觸。就讀大學4年級的A某，於5月2日和3日前往梨泰院
夜店，並與一名患者在梨泰院的小吃攤檔共坐一桌。

19名師生家長隔離
報道指，A某在接受衛生部門的流行病學調查時謊稱自
己「無業」，又一度隱瞞曾到過梨泰院。不過當局追蹤他
的手機定位數據時，發現與他報稱的行蹤不符，經調查後
發現他在彌鄒忽區的補習社「Seium學院」當補習老師，
更曾在上周三夜店群組出現首名確診者當晚，不戴口罩地
為9名學生補習，並於翌日再上門為另一名女學生補習。
截至昨日，與A某接觸後感染的病例已達11宗，昨日
新增的8宗病例包括A某在補習社授課的5名高中生、一
名補習社同事，以及由他上門補習的一名女初中生。初中
生的雙胞胎弟弟及母親，以及弟弟的私人補習老師，亦同
樣確診，其中弟弟的私人補習老師在夜店群組內，已屬於
第三代感染。當局已要求曾與A某密切接觸的19名師生
和家長，採取居家隔離措施。

有兩人曾到過教會
由於新增8宗病例中，有兩人曾到過教會，當局除了對

Seium學院學生和相關人員進行核酸檢測外，也對確診者
到過的教會展開調查。
首爾教育廳早前要求轄內教職員申報在勞動節期間的活
動狀況，結果發現共有158人於4月29日至5月6日長假
期間，到過梨泰院、論峴洞、新村等確診患者曾光顧的夜
店或周邊地區，曾出入夜店的14人的病毒檢測結果均為
陰性，其他到過爆疫地區的人士已有79人受檢，當中46
人呈陰性，其餘33人結果尚未出爐。

1歲嬰遭夜蒲叔傳染
夜店感染群組的患者遍及全國多地，釜山亦有一名1歲
大男嬰，遭曾到過梨泰院的叔叔傳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本部長鄭銀敬昨日表示，在民眾主動受檢和當局加強
追蹤密切接觸者下，梨泰院夜店引發的大規模感染個案正
在上升，病人傳染家人的風險尤其高，「目前出現愈來愈
多第二代感染，若患者延誤診斷，將造成更多第二代甚至
第三代感染個案，令疫情不斷擴大。」
韓國軍方一名軍官到梨泰院夜蒲後中招，國防部表示已
對曾與這名軍官密切接觸的官兵進行檢疫，昨日再多3名
隸屬網絡行動指揮部的士兵確診，累計軍方11人受感
染。由於77名新招募的軍人表示曾到梨泰院消遣，軍方
預計將出現更多確診病例。 ■綜合報道

韓國近日新冠確診病例回升，
但大批首爾市民仍無懼疫情，趁
時尚品牌Chanel加價前，昨日天
亮前便到市內多間百貨公司和
Chanel專門店外排隊，希望「執
平貨」，有分店開門前多達數十
人排隊。現場照片可見，部分輪
候人士之間距離相當近。
在首爾明洞的樂天百貨分店，

昨日清晨5時已有戴口罩的市民聚
集，等候百貨公司10時 30分開

門，工作人員派籌維持秩序。一
名男子表示希望給女朋友買手
袋，稱在經濟下行時買袋負擔雖
然大，但手袋每年都會加價，故
日後更不可能負擔得起。

母為女結婚買禮物
54歲的李女士約7時30分到達
百貨公司門外，她透露自己大清
早排隊，是希望為明年結婚的女
兒，預先購買手袋作結婚禮物，

她與未來女婿為免空手而回，更
分別在兩家門市外排隊。李女士
承認女兒還有接近一年才結婚，
「但既然很快便加價，我們便決
定現在買了。」
韓國流行以名牌手袋作結婚禮

物，自從本月初當地放寬防疫措施
以來，百貨公司人流已連日回升。
樂天百貨透露，本月首10日營業額
較上月最後10日增長約3成，大部
分增長來自奢侈品。 ■路透社

聞Chanel漲價 韓民照排隊掃貨

韓國首爾梨泰院多家夜店及酒吧
爆發集體感染，當地專家分析確診
者的移動路徑後，發現源頭可能不
只一宗，推測疫情恐怕早在年輕人
聚集的鬧區無聲蔓延。

兩患者移動路線無重疊
這次集體感染的首名患者是在本

月5日確診，他在2日曾出入位於梨
泰院的5家夜店，韓國防疫當局循此
調查曾出入這些夜店的人員，但在
調查過程中，陸續出現其他夜店顧
客確診案例，其中一名前日確診的
20多歲男性，與首例患者的移動路
線更是毫無重疊。
前日確診的這名男性上周四曾與

朋友一起去過弘大附近的酒吧，當
時同行6人中如今已有5人確診，
剩下一人檢測結果尚未出爐。
嘉泉大學吉醫院感染內科教授嚴

忠植(譯音)表示：「這次可能不是
從夜店開始，而是(早已)在年輕人
常去的地區傳播。」他指出，一般
集體感染的確診者是一個「群
體」，但這次夜店集體感染相關確
診者的「群體」界線相當模糊。中
央防疫對策本部昨日也承認，最糟
的情況是「早就發生許多社區感染
狀況，但(現在才)後知後覺地發
現」。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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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零確診 3月9日後首次

遭自稱確診者吐口水 英鐵路員工疫歿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際，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前日發表報告，指出各國均抽調大量
資源抗疫，導致發展中國家治療兒童可預防
疾病的資源短缺，未來6個月內，5歲以下兒
童因可預防疾病死亡或增加120萬人，相當
於每天多6,000名兒童喪命。
《刺針全球衛生》期刊刊出有關報告，指
出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118個貧窮國
家，未來 6個月的兒童死亡人數恐增加
45%，同期這些國家的孕產婦死亡人數則增
加約5.67萬人，增幅約40%。
有關研究根據電腦模型，估計新冠疫情導

致家庭計劃、產前和產後護理、分娩、疫苗
接種及治療服務減少帶來的影響，推算出可
能增加的死亡人數。新增兒童死亡案例中，
絕大多數是因營養不良，以及治療新生兒敗
血症和肺炎的資源減少。

研究發現，孟加拉是兒童死亡數目增加最
多的國家，其次為巴西、剛果民主共和國、
埃塞俄比亞、印度和印尼。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執行主任福爾表示，在最壞情況下，全球
5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將出現數十年來首
次增加，「我們不能讓母親和兒童，成為對
抗新冠病毒的犧牲者」。

警惕新冠流行連鎖反應
該基金會同時指出，必須警惕新冠疫情大

流行的連鎖反應，包括數千萬兒童失去接種
麻疹疫苗的機會，還有通常依賴學校供應膳
食的3.7億名兒童，需另行尋找食物來源。基
金會正發起名為#Reimagine的全球運動，防
止疫情成為兒童的長期危機，並呼籲各國政
府、公眾人士、捐助者和私人企業響應。

■綜合報道

醫療資源抽調抗疫 窮國每日多6000幼兒亡

■穆金加 美聯社

■首爾市民排隊搶購Chanel。 路透社

■首爾街頭顯示提醒預防
疫情的告示牌。 美聯社

▲確診補習教師授課的補
習社。 網上圖片

▶ 首爾防疫人員在鬧市
區進行消毒。截至昨日已
有120名與夜店群組有關
的患者確診。

法新社

▲群組感染事件發生後首爾關閉
夜店。 美聯社

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414,249 (21,827) 83,771 (1,566)

西班牙 271,095 (1,575) 27,104 (184)

俄羅斯 242,271 (10,028) 2,212 (96)

英國 229,705 (3,242) 33,186 (494)

意大利 222,104 (888) 31,106 (195)

巴西 179,457 (9,863) 12,531 (878)

法國 178,349 (802) 26,994 (348)

德國 173,369 (743) 7,758 (97)

土耳其 143,114 (3,343) 3,952 (111)

伊朗 112,725 (1,958) 6,783 (50)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