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實

時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的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昨日突破500萬大關，累

計逾32.9萬人死亡。雖然歐洲疫情

近日已經有所改善，不過全球病例增速未見減慢，世界衛生組織在截至20

日的24個小時內，更錄得10.6萬宗病例，是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單日確診

個案最多的一天，當中拉丁美洲在過去一周的新增病例數目，已超越美國

和歐洲，成為疫情蔓延最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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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556,749 (25,264) 93,606 (1,478)

俄羅斯 317,554 (8,849) 3,099 (127)

巴西 291,579 (19,694) 18,859 (876)

英國 252,234 (2,096) 36,124 (702)

西班牙 233,037 (1,000) 27,940 (52)

意大利 227,364 (665) 32,330 (161)

法國 181,700 (767) 28,135 (110)

德國 178,748 (775) 8,195 (59)

土耳其 152,587 (972) 4,222 (23)

伊朗 129,341 (2,392) 7,249 (66)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15分

加拿大終建議戴罩 華人轟後知後覺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

小智多倫多報道）加拿大新冠肺
炎累積確診宗數突破8萬，加上
全國各地相繼重啟經濟，聯邦公
共衛生部門周三首次正式建議國
民在無法保持2米社交距離的情
況下，佩戴非醫學用口罩增多一
層保護。總理杜魯多亦見戴口罩
進入議會大樓，標誌着戴口罩將
成為加拿大人生活「新常態」。
不過，一些當地華人認為聯邦政
府「後知後覺」，到現在才建議
戴口罩遲了2至3個月。
早已在出外時戴口罩的多倫多

華人George說：「政府現在才
建議國民戴口罩是慢了幾拍，加
拿大累計的確診宗數快要超過中
國，死亡人數亦已多過 6,000
人，難道還盲跟美國把新冠肺炎
視作一般流感嗎？這裡的華人醒
目得多，看見香港人撲口罩已知
事態嚴重，農曆新年後便開始到

處找口罩。」
居住在大多倫多區萬錦市的專

業人士Roger表示：「華人最初
自覺地戴口罩時，曾經遭到白人
歧視，白人一貫認為只有病人才
戴口罩，而患病就應當留在家
中。現在，約有九成華人戴口
罩，洋人還未夠一半，由於搭公
車或去Costco購物要戴口罩，洋
人不得不較之前接受口罩，但這
並非代表他們不再歧視華人，口
罩只是一個藉口。」

盼獲港府重用口罩
任職銀行的Monica明白政府

為何只建議民眾戴兩層布口罩，
因為加拿大未必有足夠外科口罩
供應，唯有教導民眾自製布口
罩。Monica已經移民加拿大多
年，但當她知道香港政府向全民
派發重用口罩，她立即要求在港
家人代取。她說：「這裡的移民

若有親人在香港，都會考慮申領
可重用的口罩，要來傍身也有
用，何況不知疫情何時才完結。
一般中年或老年華人家庭，都已
存備一二百個口罩，就算抗疫一
年都勉強夠用。我們當然希望加
拿大政府派口罩，但這只會是妄
想，他們根本不會做到，護老院
舍員工都要找義工代縫製布口
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加拿大首席

公共衛生官譚詠詩一直反對民眾
戴口罩，到4月初才改口表示在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地方，戴口
罩可以「保護他人」，但無法保
護自己。
杜魯多表示會在無法保持社交

距離的情況下戴口罩，例如他會
在進入議會廳或前往辦公室接近
人群的情況下戴口罩。這是他個
人的選擇，認為這與公共衛生建
議相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遲遲未見好轉，除了
確診外勞人數持續居高不下外，本地確診個案
亦有增加跡象。當地昨日錄得448宗確診中，
多達13宗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是近日最
多的一天，當中7宗本地感染屬於老人院院友
或幼兒園職員，意味當地在實施阻隔措施個多
月後，社區傳播鏈仍然未切斷，病毒更成功入
侵高危地區。

截至昨日，新加坡累計確診病例已達29,812
宗，很大機會在今日突破3萬宗。新加坡亦是
東南亞國家中，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最多的，累
計亦已有22人染疫不治。
當地近期確診仍然以外勞佔多，本地感染個

案更一度降至個位數，不過昨日新增的非外勞
病例比過去幾天高。新加坡衛生部表示，13宗
中有7宗是透過對老人院院友及學前教育機構

工作人員實施積極監測和篩檢措施而發現，4
宗是外勞宿舍病例相關的家庭感染群組，其餘
2宗仍在調查感染源。
截至前日，新加坡32.3萬名住在宿舍的外勞

當中，已有27,106人確診，比例超過8%。新
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持有長期居住證者和未
住在宿舍的外勞，累計則有1,678人染疫。

■綜合報道

印度一名有20年行醫經驗的麻醉師拉奧，此前向媒體披露，當
地收治新冠病人的醫院防護設備嚴重不足，但據報他上周六被警
方拘捕，其後遭送往精神病院，接受「精神問題治療」。
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拉奧被褪去上衣，跪在座駕旁邊，雙手被

反綁，這時拉奧仍在高叫。一名警員隨後以警棍擊倒拉奧，再把他
帶上一輛「篤篤車」，在眾目睽睽下離開。
警方事後承認拘捕拉奧，稱他搶走警員的手機、破壞路邊欄杆，以

涉嫌醉酒駕駛、阻差辦公及刑事毀壞拘捕他，其後在醫生建議下把他
送到精神病院，又表示反綁拉奧雙手的人只是途人。不過目擊者表
示，拉奧只是在回家途中被警方攔截，全程保持清醒，不似有精神病
徵，還向在場記者稱「他們奪走了我的手機與銀包，還打了我」。
拉奧4月3日接受媒體採訪

時，曾指出醫院口罩和防護衣
短缺，醫生甚至連續15天使用
同一個口罩。拉奧事後被醫院
召見，被迫停職和公開道歉，
更收到多個匿名恐嚇電話。印
度醫療協會已就事件上訴，要
求立即釋放拉奧，並懲罰涉事
警員，據報一名警員已被停
職。 ■綜合報道

星老人院幼兒園中招 社區傳播鏈未斷

揭防疫裝備不足
印「吹哨人」被送精神病院

■■ 疫情下仍禁堂食疫情下仍禁堂食，，食肆靠外食肆靠外
賣爭客賣爭客。。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成小智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成小智 攝攝

■■商店的廁紙等供應回復正常商店的廁紙等供應回復正常，，但顧但顧
客仍疏落客仍疏落。。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成小智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成小智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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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疾控：
警惕第二波疫情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在這場疫情
中，我們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們非

常關注中低收入國家的病例增長速度。」
數據顯示，拉美已成為全球疫情新熱點，

其中以巴西的疫情最嚴峻，前日新增19,951
宗確診個案，是該國單日最多，再多888人
死亡，合共18,859人疫歿。巴西累計確診已
升至逾29.1萬宗，以增長速度估計，預料很
快將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確診病例第二多
的國家。厄瓜多爾前日確診升至34,854宗，
墨西哥和智利的確診個案更分別增至逾5.6萬
宗和5.3萬宗，雙雙進入全球最多確診國家的
頭20位。

南亞陷疫 蔓延印貧民窟
南亞的疫情同樣受關注，在人口近13億的
印度，累計確診逾10萬宗，病毒正在貧
民窟迅速蔓延，其中孟買市塔拉維貧民
窟的確診升至1,378宗，56人死亡。巴
基斯坦累計確診逾4.7萬宗，超過1,000

人死亡，旁遮普省國會議員沙扎拉
前日在醫院疫歿，是該國首名因新
冠肺炎不治的議員。孟加拉衛生部
門前日公佈新增 1,617 宗確
診，是單日最多，累計確診
26,738宗，共386人死亡。當

地政府上周宣佈延長公共假期至5月
30日，以遏止病毒傳播。
非洲地區目前確診病例超過92萬

宗，以南非的1.72萬宗最多，埃及則有
逾1.3萬宗，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均逾
7,000宗。

美解封9州疫情反彈
美國仍是全球疫情最嚴重國家，確診病例

超過155萬宗，逾9.3萬人死亡。隨着多個州
份開始解封，部分州份的疫情有反彈跡象，
據《紐約時報》統計，過去14天以來，包括
得州等9個州的新增病例有所上升，其他州
份則持平或下降。
歐洲部分國家病例新增速度有放緩跡象，

其中最早爆發疫情的意大利，近數周的疫情
顯著緩和，前日新增665宗確診及161宗死亡
病例。當地各級政府均表示，將密切關注疫
情增長情況，一旦出現失控，將重新加強管
控措施。西班牙前日新增確診416宗，新增
死亡95宗，是連續4天錄得100宗以下。西
班牙眾議院同日通過將國家緊急狀態延長兩
周至6月7日，是當地自疫情爆發以來，第5
次延長緊急狀態。
中東地區以土耳其的疫情最嚴重，截至

前日累計確診逾15.2萬宗，死亡4,222宗。
該國衛生部長科賈表
示，土耳其抗疫取
得階段性成功，
但新增病例數
目下降並不等
於 威 脅 解
除，希望民
眾在開齋節期
間，繼續嚴
格遵守防疫
措施。
■綜合報道

歐洲多國陸續放
寬封城措施，然而
歐洲疾病預防與控
制中心 (ECDC)總
監安蒙表示，歐洲
仍隨時面臨第二波
疫情的風險，關鍵
只在於何時及有多
大規模，警告各國
需做好長期抗疫準
備。

ECDC於5月2日發表報告稱，除了波蘭外，歐洲整
體已度過病毒傳播高峰期，不過安蒙指出，當前歐洲各
國的人口免疫率只有2%至14%，意味全歐洲仍有多達
85%至90%人口沒有抗體，「病毒早已在我們身邊，早
在1月之前已在傳播。」
隨着疫情趨緩，安蒙特別擔心民眾的警覺性會放鬆，

「當感染數明顯下降時，人們會認為疫情已經結束，然
而事實絕非如此。」她強調即使逐漸解封，民眾仍應嚴
格遵守防護措施。若能長期保持，疫情二次爆發並非不
可避免。
回想疫情爆發之初，ECDC曾在1月26日向歐洲各國
示警，但安蒙認為，各國政府都低估了病毒的傳染力
度，以至準備不足。到3月初阿爾卑斯山滑雪場出現集
體感染，終使疫情擴散至全歐。審視過往教訓，安蒙提
醒各國病毒短期內不會消失，需隨時保持警惕以免重蹈
覆轍。 ■綜合報道

■■ 巴西疫情甚為嚴峻巴西疫情甚為嚴峻，，病房病房
擠滿不少新冠病人擠滿不少新冠病人。。 法新社法新社

■■拉美地區拉美地區有民眾準備大量棺材應急有民眾準備大量棺材應急。。 法新社法新社

■■巴基斯坦商場為顧客量度體溫巴基斯坦商場為顧客量度體溫。。 路透社路透社

■■ 疫情導致不少航班停飛疫情導致不少航班停飛。。
圖為蘇黎世機場圖為蘇黎世機場。。 法新社法新社

■■ 狗狗也狗狗也
防疫防疫。。

■■ 拉奧被反綁拉奧被反綁
雙手雙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