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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回升，物流公司的

群組感染個案更有擴大跡象，昨日新增三宗

本地個案，其中兩人是葵涌嘉里物流貨倉員

工；早前接載該公司另一名確診者（第1,084

宗）送院的27歲男救護員也中招，屬本港首

名確診的救護員。另外，消息指第1,084宗患

者居住的瀝源邨祿泉樓，住戶再多4人初步

確診。這個群組的患者曾多次向私家醫生求

醫，但均沒有被要求留下唾液樣本，以致未

能及時阻止病毒在社區蔓延。衞生防護中心

呼籲全港七千多名私家醫生及市民提高警

覺，盡早安排有病徵者做病毒測試。

物流群組擴散 救護員首中招
瀝源邨祿泉樓4人初步確診恐變疫廈 患者屢求醫未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逾九成婦疫境受壓 子女成最大「壓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該
三名女確診者在葵涌嘉里物流溫
控貨倉工作，該貨倉主要處理進
口的蔬果，女確診者的工作是為
蔬果貼上標籤。新冠肺炎病毒會
否早在外國時已附在蔬果上，經
空運來港及傳染給女確診者？香
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指出，外國也曾在貨物上驗
出病毒，加上空運期間一直保持
冷藏溫度，病毒存活時間增長，
故有可能在抵港後仍有傳染性。
不少產品經由該貨倉處理的馬莎
百貨表示，慎重起見，全港分店
已徹底消毒。

馬莎百貨表示，早前接到嘉里
物流通知指倉貨有兼職員工確
診，而嘉里物流已即時全面清潔
和消毒設施。馬莎隨後已與衞生
署保持溝通，並遵循指引及建
議，在全港分店徹底消毒。

冷藏環境中 病毒活更久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子傳媒訪問

時表示，外國也曾在物品表面驗
出存活的新冠病毒，而肇事倉庫
主要負責處理進口蔬果，病毒本
身在室溫下已經可以存活幾天，
低溫冷藏環境的存活時間更長，
「病毒在環境可以存活多久需視

乎存放的溫度，如果溫度低，例
如經飛機運來香港途中，可能是
冷藏溫度，在冷藏溫度的存活時
間更長，不排除抵港後仍有傳染
性。」
他認為，是次個案屬物流公司

群組爆發並延伸至家居傳播，建
議衞生防護中心對個案作出源頭
追溯，以助制定加強抗疫措施。
他又認為，經包裝處理後蔬果

表面有飛沫的機會微，百貨公司
的顧客若戴上口罩揀蔬果，受感
染機會更微，但他提醒市民買蔬
果後用水沖洗，以便洗走污染
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專家
預料疫情或在冬季再度肆虐，故必須在病
毒重臨前，制定有效的預防或治療方法。
香港大學醫學院早前獲新冠肺炎康復者捐
出帶有抗體的「恢復血漿」，再輸予病情
嚴重的患者作治療。
該院助理院長孔繁毅表示，治療效果理

想，已有十名病人接受血漿治療後病情好
轉，當中兩人已離開深切治療部，他希望
有更多康復者捐贈血漿，以便在冬季疫情
升溫前儲備更多血漿。
孔繁毅表示，香港今年冬季或受新冠肺
炎及季節性流感夾擊。他指出，相比起新
冠肺炎，流感對幼童群組的影響較大，數
據顯示在2018 / 19年的冬季流感高峰
期，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爆發流感的宗數高
達528宗，0歲至5歲幼童入院率更處於
高水平，每一萬名0歲至5歲的人口最高
可達10.94宗，而據現有數據估算，0歲
至5歲兒童的新冠肺炎入院率，每一萬人
口只有0.0377宗。
孔繁毅指出，兒童感染流感可引致嚴重
併發症，每年約有兩三宗重症個案，「可
引致腦炎、心肌炎等併發症，甚至死
亡。」但新冠肺炎幼童患者較少出現併發
症，甚至近乎不用治療已可清除病毒，可
見流感高峰期亦不能忽視，建議幼童應及
早在10月至11月盡早接種流感疫苗，同
時要做足衞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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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貨物傳染 馬莎全線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
情為不少雙職婦女或家庭主婦帶來挑戰。民
建聯婦女委員會昨日公布，在疫情期間，近
九成三受訪婦女正承受中高程度的壓力，當
中逾四成一受訪者屬於高度壓力，近三成人
表示最大的壓力來源為子女，其次為經濟、
健康及工作等。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調查
結果反映婦女所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
促請政府盡快成立不少於三個月的「失業援
助金」、提供情緒支援等措施。
民建聯的調查發現，近三成受訪婦女感
到最大的壓力來自子女，當中有近五成擔心
子女在停課期間荒廢學業，一成九擔心與子
女摩擦增多；而有兩成六受訪者指最大壓力
來自經濟方面，當中逾七成六受訪者表示經
濟壓力來自生活開支，其次有近一成七對住

屋開支感壓力。
民建聯婦女委員會副主席林心廉認為，

停課令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問題更趨嚴
重，當父母限制或勸阻時，雙方容易發生摩
擦爭執。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建議，學校復課

後為有需要學生提供額外補課和學習支援，
並加強與家長溝通，減低他們的負擔。
葛珮帆指，疫情雖已漸趨穩定，但民建
聯辦事處近期亦收到不少求助個案，指在
「黑暴」及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面對收入減
少，開工不足或失業，嚴重影響生計。
他們建議政府盡快開設中短期合約職

位，並為失業人士提供再培訓津貼，並要求
政府簡化一萬元領取手續，讓受影響家庭盡
快獲資助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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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者行蹤
第1,086宗（40歲女子）*
住處：與丈夫及三名子女同住葵聯邨聯悅樓
行蹤：
◆4月27日 開始低燒及喉嚨痛
◆4月27日至5月7日 沒有上班，其間曾向私家醫生求診，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未有為她

抽取深喉分泌物
◆5月8日 開始復工
◆5月28日 放工後曾與同事聚餐

第1,087宗（36歲女子）*
住處：與丈夫、兒子同住葵聯邨聯悅樓
行蹤：
◆4月25日 開始發燒及咳嗽，當日看過私家醫生，未有為她抽取深喉分泌物
◆4月25日至4月30日 無上班

第1,088宗（27歲男救護員、無病徵）
住處：與父母、哥哥住在沙田瀝源邨福海樓
行蹤：
◆5月29日 接載過從巴基斯坦回港的一名確診者，當時有穿全套保護裝備，感染

風險低
◆5月30日 在無戴N95口罩情況下，接觸過第1,084宗個案患者，其後在又一城

牛角與女友食飯，當晚宿於大圍顯田村朋友家
◆5月31日 病毒測試結果呈陽性，但樣本CT值為36，病毒量低

*兩名確診者經常到葵盛東邨街市買餸，她們與之前確診的第1,084宗患者分屬同事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確診的男救護
員，在接載涉事患者的22分鐘車程上，只戴外科
口罩、眼罩及手套，並沒有佩戴N95口罩，衞生署
亦承認有高風險程序。消防處職工總會副主席聶元
風回應指，消防處會檢討裝備是否不足，工會最近
曾與處方商討是否要加強救護員裝備，「要平衡風
險與效率，若（接載）所有上呼吸道感染（病人）
時，都要穿全副裝備，這對運作是否理想呢？穿整
套裝備可能拖長了到場拯救的時間，我們要配置什
麼裝備，好視乎對病人基本情況了解有幾多。」
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李偉孝表示，病人用高流量

氧氣治療，救護員必須穿着全套保護裝備，但他不
評論確診救護員是否裝備不足，又指病人病情變
化，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應變，「病人是會因為氧
氣高流量，釋放病毒出來，很多時病人有機會病情
有變化，突然急轉直下，需要高流量氧氣，我們是
否即刻要穿全套保護裝備？這段時間會否受到感
染？這個需要研究。」

商加強救護裝備
需平衡風險效率

▲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晚到瀝源邨，評估
環境傳播的風險。

◀沙田瀝源邨祿泉樓再多4人確診送院。

■藥劑師示範為幼兒接種噴鼻式流感疫苗。
藥劑師學會供圖

■民建聯調查指逾九成受訪婦在疫情期間承受中高程度壓力。 民建聯供圖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昨日新增
三宗本地個案，累計個案增至1,087宗，另有一宗

疑似個案。新增個案涉及兩名葵涌嘉里物流貨倉的女員
工，分別為40歲及36歲。
她們在4月底相繼發病，發病時沒有上班，其間向私
家醫生求診，但都沒有被要求留下深喉唾液樣本。她們
是早前確診的第1,084宗患者的同事，其中36歲的女患
者最早發病，不排除她才是源頭。

不排除環境傳播可能
同時，由於該貨倉處理外國來港的蔬果，衞生防護中
心亦不排除病毒經貨物或環境傳播，早前中心到涉事貨
倉採集環境樣本，包括電腦按鈕、門柄、水龍頭等20
個樣本，亦抽取周日（31日）晚到港的11個冷凍食物
包裝樣本。張竹君指，所有樣本均對病毒呈陰性反應，
雖然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食物被污染，但亦不能排除環境
傳播的可能性。
另外，早前確診的第1,084宗患者於上周六到公立醫
院求診時，一名27歲男救護員曾為她戴上氧氣面罩，
當時他有佩戴外科口罩、眼罩和手套，但沒有戴N95口
罩，有一定風險。翌日得悉女患者確診後，他獲上司安
排到醫院做檢測，結果呈陽性但病毒量較低。
張竹君說，這是疫情以來首次有救護員可能因工作受
感染，她強調在進行氧氣治療時，救護員應佩戴N95口
罩等個人防護裝備，會較為安全。消防處稍後會為救護
員更新防感染指引。
這宗群組感染個案的三名患者均在送院前曾向私家醫
生求診，但均未被要求留下樣本。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徐德義表示，政府非常關注事件，因為市民出現輕微病
徵時未必第一時間去急症室，需要全港七千多名私家醫
生協助增加病毒監測效率。
徐德義指，疫情初期透過私家醫生轉介約留下12,000
個樣本，當中84人確診。3月及4月分別進行約3,600及
5,700次病毒檢測，但5月回落至約2,800次檢測，顯示
隨疫情放緩，檢測有所鬆懈。 他續指，不僅私家醫生
應提高警覺，市民也要合作，即使病徵非常輕微，亦應
及時安排做病毒測試。中心昨日再向全港私家醫生發
信，呼籲及早為病人進行測試。

不能期望短期無確診
至於即將屆滿的限聚令是否會延期，徐德義未有正面

回應。他表示，疫情有高有低，政府依疫情演變及民生
所需，每一兩周就會檢視及調整有關規例，決定是否放
寛措施。
他又指，再出現本地個案是警號，市民要有心理準
備，不能期望短期內無確診個案，又指所有限制公眾聚
集的規例，都是基於公共衞生角度訂立，愈多人聚集、
逗留時間愈長，並有機會除下口罩的活動，就有愈高風
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