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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大爆發 專注尋療法
美國目前新冠疫情死亡率約為5.9%，上月幾乎每天

均有逾1,000人病故。香港領康醫療創辦人歐文
斯指出，新冠肺炎死亡率的關鍵在於醫療系
統是否超負荷，而港星兩地正是透過廣泛
進行病毒測試、積極隔離潛在感染者，以
及盡早安排治療確診者，讓醫療體系得以
專注尋找有效療法，而非因社區大型爆
發疲於奔命，兩地醫院亦未有出現醫
療物資缺乏的情況。
新加坡病例數量雖多，但近

9成病例集中在外勞宿舍，社
區暫未有嚴重爆發。新加坡
政府在外勞宿舍開始爆發疫
情後，迅速對附近逾 30 萬
居民進行核酸檢測，新
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
執行主任李葉新(譯

音)表示，這避免了病毒在社區大規模爆發，使高
危人群減低感染風險。

港研雞尾酒療法減傳染
兩地醫療團隊亦快速找出有助抑制
感染的藥物，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的團隊早前在《刺針》
期刊發表報告，指出同時使
用干擾素、利巴韋林及

蛋白酶抑制劑的「雞尾酒療法」，可加快患者康復速
度，且康復後傳染性更小，為香港後續治療奠定基礎。
新加坡則積極採用藥物「瑞德西韋」治療新冠患者。
另外，香港與新加坡2003年都曾經歷「沙士」疫

情，此後對傳染病爆發預先制訂應變方案，加快反應速
度。美國喬治城大學傳染病學家盧西博士認為，香港與
新加坡勝在始終讓疫情保持在控制範圍內，美國可

借鑒經驗亡羊補牢，「現在還未太遲」。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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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護老院抗疫「自動波」英媒：保老人如保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
多報道）加拿大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魁
北克省和安大略省，較早前要求聯邦政府
派軍協助無法在疫情下適當管理的護老
院。加拿大軍方最近發表有關報告，明確
指出安大略省5間疫情最嚴重護老院位於
多倫多地區，當中院友曾遭到欺凌和虐
待，甚至被遺棄在骯髒的床鋪幾小時至數
天。軍方直言護老院員工的不當照顧，可
能是部分院友死亡的原因。

不當餵食致死 蟑螂到處爬
軍方指，護老院虐待和不良照顧事例

分別發生在皮克林、士嘉堡、怡陶碧

谷，北約克和賓頓。當中，皮克林Or-
chard Villa護老院和怡陶碧谷Eatonville
Care Centre，有未完成訓練的員工被發
現不當對待長者，部分行為更不人道和
恐怖。以Orchard Villa為例，軍方發現
一名護老院員工曾向一名臥在床上的長
者餵食，導致他窒息死亡。同一間護老
院亦有長者在髖骨骨折後無人理會，要
由軍人送往醫院。
軍人表示，他們亦發現部分護老院院

內到處出現蟑螂和蒼蠅，在長者床頭櫃
上堆積着未清理的食物托盤，傳出變壞
食物的惡臭。軍方指，不少護老院職員
的工作量過大，導致身心俱疲。

在士嘉堡Altamont Care Community
護老院，軍方則發現院友營養不足，大
部分人未獲每天提供3餐膳食。即使是日
供3餐，食物數量仍是不足夠。據悉，一
名不能說話的院友曾致函軍方，表示他
曾遭到個人支援員工的忽略和虐待。

杜魯多稱悲憤 安大略開案調查
據軍方的評估，這等護老院的狀況不安
全，可能引致新冠肺炎在院內擴散。一些
確診者竟獲准在護老院內自由行走。
總理杜魯多因報告被反對黨嚴詞譴

責，反對黨並要求全面調查每項指控，
有需要時作出檢控。杜魯多回應報告，

坦承感到憤怒、傷心、沮喪和悲痛，形
容情況令人極度不安，「我對此感到極
度困擾，我們需要為全國的長者設立一
個更完善的支援架構，確保他們在這次
疫情和以後獲得妥善照顧。」
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表示，省政府已就

軍方提出的指控進行逐一開案調查，不
排除可能對上述護老院進行刑事檢控。

加軍接管護老院 揭疫下虐老成風

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逼近10萬
宗之際，《今日美國報》昨日在頭版
以黑色為底色，刊出當中100名疫歿
者的照片，向這場疫情中喪命的民眾
致敬，下方則配上「100,000」的數
字。
據《今日美國報》指出，這100名

死者來自不同年齡、種族和背景，凸
顯美國在疫情下遭受的巨大人命損
失，該報並刊登著名作家米奇．艾爾
邦的文章，他指出新冠病毒是「美國
史上最快速的殺手」，二戰在4年間

造成逾40萬美國人死亡，現在4個月
便殺死10萬人，「這場戰爭是關於消
費者、教徒、酒吧顧客、工廠工人、
醫護人員和警員，這是一場全民戰
爭，我們既是潛在受害者，也是潛在
殺手。」
《紐約時報》周日在頭版和內頁刊

出1,000名新冠死者的名字，該報編
輯蕾絲表示，不少民眾在報章上找到
自己親友的名字，並透過電話、電郵
及社交媒體表達哀思，稱看到親友名
字後不禁落淚。 ■綜合報道

《今日美國報》黑色頭版 哀悼十萬亡魂

港護老院防疫五招式

謝絕探訪
■老人院自1月底已禁止訪客探訪，其時香
港只錄得13宗確診個案。院舍為免長者
寂寞，會特地安排長者與家人視像通
話，職員亦會為院友剪髮。

避免院友前往醫院
■老人院會盡量減少院友到醫院覆診次
數，以免在醫院染疫後返回老人院傳
播，由於2003年沙士後，港府已擴大外
展醫生計劃，有助院舍執行這項措施。

避免職員返內地旅遊
■疫情爆發初期，院舍會縮短職員的休
假，避免他們前往內地旅行。

打麻雀「利誘」戴口罩
■長者普遍較抗拒戴口罩，有老人家為求
打麻雀，會乖乖應職員要求戴罩；麻雀
桌之間亦需拉開距離，疫情高峰期亦有
老人院禁止打麻雀。

防護物資儲備
■疫情爆發初期香港口罩供應一度緊張，
不過由於經歷沙士教訓、明白防護物資
重要性，故大部分老人院均有1至3個月
用量的儲備。 綜合報道

港
星
死
亡
率
低
︽
華
爾
街
︾讚
抗
疫
三
招

新型

冠狀病

毒疫情

致全球

死亡人數

超 越 35

萬，不過不同地區的死亡率差異相

當大，例如新加坡雖然有逾3萬人確

診，但只有 23 人死亡，死亡率不足

0.1%，香港的死亡率亦不足0.4%。《華

爾街日報》指出，新加坡和香港城市人口密

集，其成功關鍵在於避免醫療系統超出負荷，推

算若美國死亡率介乎港星兩地之間，死亡人數

將由現時逾9.8萬人，大幅減至不足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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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個地區的療養設施均大規
模爆發新冠疫情，造成大量院友死
亡，瑞典和比利時的護老院死亡病
例，更佔全國疫歿個案近半；反觀
香港不單成功控制整體疫情，老人
院更沒有任何死亡病例。英國《獨
立報》分析香港抗疫成功的因素，
指出療養設施汲取 2003年沙士經
驗，一早禁止訪客探訪，或以打麻
雀「利誘」長者戴口罩等，透過保
護老人成功保護社會。
香港在2003沙士期間，共有54間
老人院錄得病例，兩名職員死亡。
經過沙士的教訓，當香港1月份出現
首宗新冠確診個案後，護老院不等
待政府頒布指引，便自行實施防疫
措施，包括避免職員前往內地，以

及減少長者前往醫院覆診的次數。

謝絕探訪WhatsApp見面
當局指示各護老院要為所有訪客

量度體溫，但院舍自行採取更嚴格
措施，1月底起全面禁止訪客探訪，
而當時全港只有13宗病例，例如中
華海岸老人院原本經常邀請不同團
體來訪，不過自今年初起，院方已
貼出告示標明「謝絕探訪！」有院
舍由於擔心院友沒有親友探訪而感
到寂寞，便每周安排長者用What-
sApp視像電話與家人見面，職員更
提到曾有院友與其家人見面時喜極
而泣。
打麻雀是不少老人家的重要消

遣，不過疫情高峰期間，部分護

老院曾禁止打麻雀，避免院友近
距離接觸。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
會主席謝偉鴻則提到，老人家原
本對戴口罩較為抗拒，但為求打
麻雀亦願意乖乖戴上，更會向職
員稱「好吧，我會戴口罩，讓我
打麻雀」。
戴口罩是抗疫的重要因素，本港

在疫情初期口罩供應緊張，不過大
多數護老院均有可用1至3個月的口
罩儲備，加上外界捐贈，因此供應
充足。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系系主任林一星教授指出，香
港院舍的防疫措施與英國、意大利
和美國截然不同，認為保護長者免
受病毒感染，可保護醫療系統及所
有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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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確診 死亡

美國 1,681,793 (15,941) 98,933

巴西 391,222 (16,324) 24,512

俄羅斯 370,680 (8,338) 3,968

英國 266,602 (12) 37,130

西班牙 236,769 (510) 27,118

意大利 230,555 (397) 32,955

法國 182,847 (-) 28,533

德國 18,524 (722) 8,408

土耳其 158,762 (948) 4,397

印度 153,304 (6,160) 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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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包括新加坡包括
學校等設施逐學校等設施逐
步解封步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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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讚揚香港有效防止疫情

擴散。圖為香港機場接機大堂。資料圖片

■《華爾街日報》指出，新加坡大規模為居民

檢疫，成功防止疫情嚴重爆發。 網上圖片

■■防疫人員從護老院推防疫人員從護老院推
出一具遺體出一具遺體。。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