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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死亡個案昨日升穿30萬宗，

單在美國已有逾8.5萬人疫歿，屬全球最高。

美國白宮上周接連有兩名職員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後，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白宮全體成

員都獲安排接受檢測，不過紐約大學最新研

究指出，白宮使用的雅培藥廠快速測試工

具，假陰性比率竟然高達48%，形容準繩度

低得「不可接受」。消息令人質疑白宮會否

因此出現「漏網之魚」，雅培立即作出反

駁，質疑研究人員未按正確方式使用測試工

具，白宮則未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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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御用快速測試 放生近5成病例
號稱最省時被批準繩度低 白宮恐現漏網之魚

日研究：病毒「貓傳貓」籲勿讓貓外出

雅培的測試工具名為ID NOW，採用分子
測試技術，即通過識別病毒基因組的一

小部分，然後放大該部分至有足夠檢測數
量，提升病毒檢測效率，公司聲稱最快可在5
分鐘內得出陽性結果，陰性結果亦只需13分
鐘，相比市面其他試劑需要30分鐘至2小時
不等。

無需深喉拭樣
ID NOW號稱是最省時的快速試劑。除了

測試快速，ID NOW所用儀器體積亦僅與多
士爐相若，且不需患者深喉拭樣，醫生只需
從測試者的鼻或咽喉中取出拭樣，直接插入
儀器內即可。
早於3月底獲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
批准上市後，ID NOW便立即獲得白宮採
用，特朗普當時甚至在玫瑰園記者會上化身
推銷員，親自「開箱」推介ID NOW，豪言

只要有了ID NOW，美國疫情「從此不再一
樣」。不過個多月過去，美國疫情不但未見
好轉，如今就連特朗普身邊也出現確診者。
紐約大學研究人員前日搶先發表仍未經同

儕審查的ID NOW準繩度測試報告，利用101
名到急症室求診患者的咽喉拭樣，同時以雅
培及另一生產商Cepheid的快速試劑進行測
試。研究人員將一部分樣本放入用作運送樣
本的溶液中，結果在這情況下，約1/3在Ce-
pheid試劑中顯示為陽性的樣本，竟然在ID
NOW中得出陰性結果，亦即假陰性；至於另
一部分沒放入溶液的樣本，ID NOW的假陰
性比率更升至48%。
根據雅培指引，使用ID NOW時不應將拭

樣放入溶液中，因為溶液可能將拭樣稀釋，
然而研究結果顯示，這個做法反而得出更多
假陰性結果。不過報告亦承認，雅培 ID
NOW的真陰性比率較Cepheid試劑更高，達

98.5%。
報告作者提到，ID NOW漏檢的陽性拭樣

中，患者其實已經有新冠肺炎病徵入院，形
容試劑表現在實驗中屬於「不可接受」，認
為ID NOW或不適合用於已有病徵的患者身
上。

雅培質疑用法不正確
雅培則發表聲明反駁，稱紐約大學的研究
結果與其他研究不相符，例如另一項在底特
律進行的實驗中，ID NOW的快速測試結果
與實驗室測試相比，準確度達98%，公司亦
已分發逾180萬份ID NOW，只接獲0.02%假
陰性結果的報告。聲明又稱未知研究中是否
按正確方式使用試劑，公司會進一步評估報
告內容。負責為ID NOW批出緊急使用許可
的FDA，亦表示會檢視今次研究。

■綜合報道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河岡義裕等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確
認新冠病毒會在貓隻之間傳染，雖然實驗對象的6隻貓都
沒有出現任何症狀，但河岡提醒人們不要讓貓隻出門。

未知會否傳人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河岡帶領的研究團隊與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等機構聯手研究，報告前日刊登在《新英
格蘭醫學期刊》。實驗把6隻貓分成各2隻1組放入籠
內，先分別讓2隻中的1隻感染從人體採集的新冠病
毒，並在通風良好的房間中飼養。在6天後，原本
沒有感染的另1隻貓也檢出病毒，確診感染，但
過程中未有發現體溫上升、體重減輕等徵
狀。每隻貓在感染後經過5至6天，已檢
測不出病毒，推測可能因為病毒量大
幅減少。

河岡說，貓隻彼此感情好

便會一起玩耍，實驗環境有可能在實際生活中出現。至
於貓隻身上的病毒會否傳染給人類，以及貓隻感染後會
否變成重症，河岡表示目前尚無相關案例，仍待進一步
研究。

美國紐約州4月曾錄得家貓確診感染，被指
可能是由人類將病毒傳染給貓，而美國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CDC)當時表明，無證據顯示動物會傳
人。此外，比利時和香港等地也發現有貓隻感染病
毒。河岡稱，目前未能確認貓隻會將新冠病毒傳染給
人類，但為了保護貓隻及避免貓隻之間相互傳染，如果
確診患者有養貓，便不要讓家貓外出，也不要接觸貓
隻，自己亦應與寵物貓分隔開。

保衛生 勿親密接觸
美國獸醫協會的衛生專家認為，實驗中的動物是被

刻意感染病毒，並不意味在自然環境下也容易感
染。美國病毒專家哈夫曼表示，任何人若擔心從動
物身上感染病毒，應保持「衛生常識」，不要
親密接觸寵物，並清潔寵物曾
接觸的地方。 ■綜合報道

日本因應新冠疫情發佈「緊急事態宣
言」已接近一個月，鑑於有39個縣疫情趨
於緩和，日本政府決定讓這39個縣先行解
禁，而東京等8個地區仍維持緊急狀態。
日本政府於4月7日及16日分階段公佈

「緊急事態宣言」，在47個都道府縣實施
至5月6日為止，但基於疫情仍蔓延，需
持續減少人際接觸，於5月4日正式決定
延長至本月底。政府日前再將13個疫情較
嚴重地區列入「特定警戒都道府縣」，包
括東京都、大阪府、北海道及京都府等。
政府昨日上午召開「基本因應方針等

諮詢委員會」會議，聽取專家意見後提出
諮詢案，有意解除39縣的緊急狀態，包
括列為特定警戒區域的茨城、石川、岐
阜、愛知及福岡5縣，而東京都、大阪
府、北海道、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
縣、京都府及兵庫縣仍維持緊急狀態，主
要原因是這8個都道府縣最近一周「每10
萬人超過0.5人感染」，故此須持續採取

防止疫情擴散對策。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稱，已確

認這39縣新增病例逐漸減少，解除緊急
狀態屬適當做法，政府將於本月21日再
度判斷是否提出第2波解禁地區名單。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前日表示，先行

解除緊急狀態的地區，在研發出有效藥物
及疫苗之前，仍有必要維持相關防疫措
施，並在避免疫情擴散及兼顧社會經濟活
動之間取得平衡，具體因應方式會基於專
家意見，載明在「基本因應方針」中。

■綜合報道

日本39縣提前解禁
東京大阪無份

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
前日警告，新冠肺炎病毒可
能永久存在，成為風土病，
像愛滋病病毒一樣流行，而
大流行疫情不知何時可以受
控。
世衛突發事件規劃執行主

任瑞安指出，新冠病毒可能
「永遠不會消失」，若沒有
疫苗面世，可能要經過多
年，人們才能擁有足夠免疫
力對抗新冠病毒。即使研發
出疫苗，或許可讓各國和經
濟體全面重啟經濟，但恐怕
仍無法完全根除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可能成為另一種風
土病，就如愛滋病等新出現
的病症一樣，永不會消失，
但會研發出有效的療法，讓
人與之共存。
目前約有100多種潛在疫

苗正在研發，多種疫苗已達
到臨床試驗階段，但有專家
強調，找出有效對抗新冠病
毒的疫苗仍有難度。瑞安表
示，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的
希望仍存在，但研發疫苗、
生產疫苗及分發到世界各
地，每一個步驟都充滿挑戰
性。他警告各國不要預測疫
情會持續多久，必須盡力抗
擊。對於部分國家開始解
封，瑞安認為開放陸路邊
境，風險低於放寬航空限
制。
世衛傳染病及流行病專家

范克爾克霍夫也指出，雖然
有些人對目前的情況感到失
望，不過一些國家能夠控制
疫情，表明遏止病毒蔓延仍
是可能做到的。

■路透社/法新社

在全球各地逐步解除封鎖措施之
際，電召車應用程式Uber前日公
佈最新防護措施，要求所有司機和
乘客必須佩戴口罩，以確保行程中
所有人的健康。
Uber行政總裁霍斯勞沙希在視

像記者會上表示，新措施將於下周
一生效，適用於美國、加拿大、墨
西哥、歐洲，以及拉丁美洲和亞洲
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司機在開工
前需上傳自拍照證明自己已戴罩，
並要列明自己無任何新冠症狀及已
消毒車廂，否則無法啟動賬戶。若
乘客未有戴罩，司機有權取消訂
單。此外，每次載客上限將由4人
減至3人，乘客亦不可坐在前排座
位。
霍斯勞沙希表示，Uber將斥資

5,000萬美元(約3.87億港元)，為司
機提供口罩和消毒劑，司機和乘客
的應用程式將會更新，列出相關新
措施。多次被發現未有戴罩的司機
或被Uber除名。他強調公司會因
應疫情發展等情況，推出更多新措
施，但未有直接回應會否向司機提
供補貼。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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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國家布隆迪周二突然下令，
將世界衛生組織(WHO)派駐當地的
專家團隊驅逐出境，但未有解釋原
因。有當地匿名官員透露，政府不
滿世衛干預該國處理疫情的手法，
認為防疫措施會阻礙將於下周三舉
行的大選，因此下「逐客令」。
布隆迪外交部周二致函世衛非洲

總部，將世衛駐布隆迪代表穆倫伯
及其三名助手列為「不受歡迎人
物」，要求他們最遲今日離境。據
布隆迪官員稱，衛生部長不會讓世

衛參與協助抗疫，並驅逐專家團隊
出境。外交消息人士稱，布隆迪外
交部一個月前已打算驅逐4人。
世衛非洲區主任穆蒂表示已接獲

布隆迪的書面通知，正與當局溝
通，以了解作出有關決定的原因。

威嚇採取防疫措施國民
布隆迪將於下周三舉行大選，選

出新總統、新一屆國會議員和地方
政府。人口1,100萬的布隆迪至今
只有27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及1人
死亡，但由於官方檢測量低，加上
極少推出防疫措施，實際疫情可能
遠超官方數據。政府將低感染率歸
功於「上帝庇佑」，並呼籲國民無
需恐慌，如常生活。當地政客亦無
視播疫風險，繼續舉行大規模競選
集會。人權組織指政府堅持如期舉
行大選，更威嚇自行採取防疫措施
的人。 ■法新社/路透社

抗疫左右大選
非洲布隆迪逐世衛專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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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店職員為重開準備鞋店職員為重開準備。。 路透社路透社

■執政黨上月底造勢。 路透社

■■ 南非民眾戴口罩南非民眾戴口罩
乘坐巴士乘坐巴士。。 彭博社彭博社

■■ 特朗普當時甚至在玫瑰園記者特朗普當時甚至在玫瑰園記者
會上化身推銷員會上化身推銷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小貓接受體溫小貓接受體溫
檢測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