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出境飛英法曾出境飛英法 體內有抗體屬輸入病例體內有抗體屬輸入病例
本港續新增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公佈新增

一宗輸入病例，患者為任職私人飛機師的43歲男子，早前曾到英國及法國。他在

法國期間有發燒但自行痊癒，回港後檢測則呈陰性，其後在私家診所檢測卻顯示有

病毒抗體，但未有呈報，直至他日前手指受傷後到公立醫院求診，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而其病毒量低。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新增本地確診個案證明

社區仍有病毒，相信未來間中還會出現零星確診個案。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建議政府在社區設

立流動檢測點，加快檢測時間及增加病毒檢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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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疫情
和黑暴令賓館市道變成一潭死水，業
界因封關多月而接連倒閉。九龍賓館
聯盟昨日表示，旅客人數自去年暑假
大幅減少，酒店房價亦應聲下跌，導
致賓館生意大減，即使有政府提供的
抗疫補助亦無力回天。協助聯盟的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建議政府進一
步提供支援，同時修例讓賓館轉型為
學生宿舍，助業界渡過難關。

暴疫夾擊 近300賓館結業
鄭泳舜在記者會上引述數據表示，
全港約有1,800間持牌賓館，但受疫
情和黑暴夾擊，過去數月已有近300
間賓館結業，今年3月過夜的旅客人
數更跌剩9萬人，較去年2月的253
萬人大跌近96%，而「五一黃金周」
的平均每日入境人次更由去年同期的
60萬人急挫至今年的100人。

對業界曾考慮將房間改為月租式單
位，鄭泳舜指出，由於賓館房間面積
普遍較小，並受消防條例規管而不能
在房間內煮食，因此難以轉型，故政
府應考慮修例，容許業界將賓館改建
為學生宿舍。
在尖沙咀重慶大廈經營7間賓館近

10年的陳生先表示，東南亞旅客佔其
八成客源，但去年6月起的黑暴令多
場展覽取消，連帶打擊其賓館生意，
加上疫情影響，現時幾近零入住率。
他坦言，自己目前每月須花近10

萬元應付租金、水電、保險及員工薪
酬等支出，即使經營環境困難，業主
仍不願下調現時3萬的月租，讓他在
過去一年已虧蝕逾100萬元。
陳先生在訴說苦況時一度哽咽，並

直言自己是一家之主，不但需養育兩
歲的3胞胎，亦要照顧剛中風的父
親，「如果7月都未有好轉，就未必

做到落去，但咁就代表血本無歸。」

業界盼政府推特別貸款
陳先生說，有同業將賓館日租降至

100元仍無人問津，最終被迫借貸度
日，甚至接待隔離者。他希望政府再
次補助業界，及提供特別貸款計劃，
例如低息借貸及延長還款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令本港百業
蕭條，本港多間大學的校長及管理層早前承諾捐出薪
金並進行籌款，協助受影響的大學成員。中文大學昨
日率先公佈計劃詳情，包括為全日制本科生提供附津
貼的校內兼職工作；為今年畢業班同學及去年畢業校
友提供短期受薪在校工作機會，及為全職中大基層員
工提供免息分期償還貸款。
中大校長段崇智早前聯同7位副校長，捐出本年餘
下每月15%的薪金作為起動金成立「中大支援基
金」，基金主要支持3個計劃，包括：援助學生暑期
工讀計劃、畢業生短期就業計劃、基層員工免息分期
貸款計劃。
援助學生暑期工讀計劃，對象是因家庭經濟受疫情
影響的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校方會考慮讓同學在中大
各書院及行政部門處理文書工作，時薪55元，而計劃
期間總薪金不多於1.1萬元，截止日期為本月22日。
校方考慮到當前失業率上升及職位空缺大減，故擬為

今年畢業班同學及去年畢業校友提供短期受薪在校工作
機會。基金管理委員會正與校外機構聯絡，爭取工作機
會，以協助同學及校友累積工作經驗，增加競爭力。有
關計劃的受惠畢業生月薪為1.2萬元。

浸大籌逾300萬援有需要學生
在其他大學方面，浸會大學發言人表示，校長錢大康

於較早前已決定捐出一個月薪酬，加上大學高級管理
層、教職員及支持者主動捐款，大學已於不足一個月內
籌得超過300萬元，有關籌募工作仍在進行中，希望能
夠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同學。
科大新增設的「新型冠狀病毒紓困援助金」已於上

月下旬開始接受有需要的學生申請，發言人表示，截
至本周四，大學收到逾20份申請，當中超過90%成功
申領援助金或獲得相關協助，如延長學費或住宿費用
的截止繳交時間至8月下旬等。

城大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校長與所有副校長捐出部分
薪酬以應對疫情；另在財政困難下，校方在大學的預算中撥出千萬
元專款專用於協助應屆畢業生就業及爭取就業機會，包括：「一位
畢業生、一位就業能力顧問」計劃、舉辦網上就業諮詢月等，又會
舉辦逾20場講座及逾40場就業準備及模擬求職工作坊。
教大發言人表示，校方會將學校高級管理層的捐薪連同其他捐

款，設立「特別助學金」供合資格的學生申請。此外，理大管理
層設立的「理大抗疫支援基金」已於本月初開始接受申請，詳情
已在校內網站公佈。港大的「抗疫援助基金」則仍在籌備階段，
稍後會公佈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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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海洋公園
受疫情影響，正面臨財困倒閉危機，需要政
府撥款54億元救亡，惟不同黨派的立法會
議員在昨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對此意見分
歧，經過兩小時會議後仍未進入表決程序。
勞聯同日在立法會外請願，呼籲各界顧念數
千名海洋公園員工的生計通過撥款，並延續
海洋公園的培訓人才及推廣保育的功能。
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近日接獲在海

洋公園工作的會員反映，對海洋公園面臨結
業十分憂慮，遂於前日聯同香港導遊總工
會、香港旅巴司機職工會發起聯署簽名行
動，呼籲在捍衛工人「飯碗」的大前提下，
挽救海洋公園員工，盡快通過撥款拯救海洋

公園，短短6小時共接獲2,678個聯署，其
中871人為海洋公園員工。
勞聯主席林振昇聯同多個工會的代表昨

日向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遞交請願信，及支持拯
救海洋公園聯署簽名表。勞聯認為，在保住
海洋公園數千名員工「飯碗」的同時，不能
忽視公園在創造就業機會、人才培訓及推廣
保育的貢獻及需要，並呼籲各方支持拯救海
洋公園的撥款，以「保就業、救人才、護生
態」。

不能無限「泵水」須重整管理策略
他們認同，拯救海洋公園不能無限「泵
水」，政府必須重整海洋公園的管理及發展
策略，減少架床疊屋的管理制度、節省開
支，並制定轉虧為盈的方案。

捍衛數千人「飯碗」勞聯籲撥款救海園

■勞聯呼籲通過撥款拯救海洋公園。

鄭泳舜倡修例讓賓館轉型為學生宿舍

■鄭泳舜建議政府進一步提供支援，同時修例讓賓館轉型為學生宿舍，助業
界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大學醫學
院的研究團隊，利用金倉鼠研究新冠病毒的
發病機制和傳播模式，發現倉鼠感染病毒後
的病徵，與人類感染後出現的輕度症狀相
似，並透過直接接觸或經空氣播毒給其他倉
鼠，而病毒會感染倉鼠「鼻上皮細胞」和鼻
黏膜中的嗅覺神經元，相信研究結果能解釋
為何部分患者短暫失去嗅覺。

損害僅暫時 組織會快速修復
這項研究由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

嚴慧玲領導的團隊進行，研究成果已於學術期
刊《自然》發表。研究發現，新冠病毒能在倉
鼠呼吸道和腸道複製，引致肺炎和體重明顯下

降。除感染
鼻上皮細
胞外，研究亦顯示病
毒可感染倉鼠鼻黏膜中的嗅
覺神經元，這發現或可為部分患者暫
時喪失嗅覺提供解釋，而嗅覺神經元所受
損害似僅屬暫時性質，相關組織會快速修復。
同時，研究團隊雖在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倉

鼠鼻腔或糞便中，能連續至少14天檢測到病
毒核糖核酸（RNA），但只在牠們感染後首6
天檢測到具傳染性的病毒，推斷患者出現病
徵後一星期，就不再具有傳播病毒的能力。
嚴慧玲表示，是次研究結果與香港近期對

新冠病毒患者的終止隔離準則脗合；參與研

究的港大醫
學院病理學系臨床
教授黎國思補充，感染病
毒後影響嗅覺的鼻黏膜上皮和神經元損害不
僅可以解釋患者喪失嗅覺的機制，並顯示在
動物模型中，感染所造成的嗅覺損害似乎並
非永久性。

港大倉鼠研究：
病毒損嗅覺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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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左)昨日公佈新增一宗輸入病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新確診男患者居於東涌藍
天海岸水藍．天岸第五座，在港期間較少外出，亦少與

朋友聚會，主要活動為到住所附近超市購物，並非日前源頭
不明的「街市群組」。男患者3月15日由英國回港後與女友會
面，女友3月24日發病，其後確診，為第七百四十三宗個案，
相信是被男患者感染。

傷手指求診證感染 病毒量低
男患者於探望女友後翌日（3月16日）飛往法
國，在法國期間曾發燒兩天未有求診並自行康復。
由於他女友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在他4月中返港後
曾為其檢測，當時呈陰性。他本月9日再到私家診
所測試，卻驗出體內有病毒抗體。其後，他於本
月13日到大嶼山滑水，其間手指受傷到北大嶼山
醫院求診，經檢測證實感染新冠病毒，但病毒量
低。
被問及該患者到私家診所檢測已驗出對病毒有抗

體，私家醫生有否呈報時，張竹君表示，歡迎私家醫生呈報，
但政府目前未有要求私家醫生呈報有抗體個案，有抗體代表可能
曾受感染並已痊癒。

醫護穿防護 不列密切接觸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
婉霞表示，患者曾在北大嶼山醫院骨科普通病房逗
留半小時，同房有8人，醫護其後安排他在單
人病格，同房病人有戴外科口罩，故不

列為密切接觸者，而醫護人員為
他抽取鼻咽樣本時有穿防
護裝備如N95口罩，亦未
有列為密切接觸者。

針對本周新增本地確診群組，即梨木樹邨兩夫婦及居住荃灣街市街卓明
樓孫女確診個案，張竹君表示透過中心熱線及警方協助，至今已找到57
名曾光顧荃灣擺檔男患者修理鐘錶的顧客，並邀他們接受病毒測試，但並
非強制性，部分人表明毋須接受檢測。
衛生署並已向患者居住的梨木樹邨居民派出約1,900個唾液樣本收集
瓶，並向患者密切接觸者派發超過100個樣本瓶，暫收回180個，當中27
個樣本呈陰性。
同時，衛生署由昨日起在機場指定地點設檢測站，為機場工作人員提供

樣本瓶作病毒檢測，每日名額500個，昨共派發約200個樣本樽，暫收回
10多個樣本樽。
許樹昌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隨着仍不斷有海外港人回港，加上疫苗

仍未面世，香港在未來日子裡間中會有零星確診個案出現，故港人需要面
對現實，只要將來沒有導致社區大爆發及並無太多不明來歷個案就應收
貨。

何栢良倡社區設流動檢疫點
何栢良透露，目前私家醫生雖可為有懷疑病人派樽，讓他們自己留下深

喉唾液進行檢測，但有醫生反映病人不懂正確地吐出深喉唾液，且部分病
人「一係遲好幾日先交返個樽，一係就係交唔到樣本」，容易影響檢測的
結果。他建議香港仿效韓國、廣州等地，在社區安排流動檢疫點，「廣州
都有80幾個流動檢測點，我哋香港都可以做，整到好似電話亭咁一個一
個……內地成功嘅例子我哋要去學，由被動轉為主動。」

■嚴慧玲（左三）與其研究團隊，利用金倉鼠研究新冠病毒的發病機制和傳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