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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新症集中在涵蓋佛羅里達州、得州及加州等
重災區的南部「陽光帶」爆發，該些地區實驗室檢測能

力較弱，一些實驗室近期需從紐約等地，輸入檢測試劑和工具等基
本物資，使病毒測試一般需時5至7天才有結果，部分檢測中心需時更
長。佛州多個病毒測試中心門外連日亦大排長龍，動輒有數百人排隊，輪
候時間往往達數小時。

專家：進門一刻已絆倒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助理教授沃森形容，目前情況使防疫措
施「在進門一刻已被絆倒」，根本無法有效追蹤患者，當疑似患者證
實確診時，他們早已出現病徵，甚至連被他們傳染的人都已有
病徵，政府亦難以效法其他地區「測試、追蹤、隔離」的做
法抗疫。
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長博頓斯的個案便是一
例，她上月出席一個喪禮後，上月29日接受病毒
測試，當時她和家人均沒病徵。博頓斯相隔一
周後仍未取得測試結果，但其丈夫德里克當時
已開始發病，二人於是再到區內的大學接受
病毒檢測，隨即發現兩夫婦和其中一名兒
子均感染新冠病毒。
博頓斯事後才取得首次病毒測試時的
結果，發現當時她的兒子已感染新冠病
毒，但博頓斯夫婦當時均未染病。博頓
斯形容事件反映美國病毒測試政策失
敗，「如果我們早知道兒子病倒，便可
及時隔離和做好防疫措施。」德里克目
前病情嚴重，體重在一周內急降 20
磅，而且持續發燒。

全球多地一日內完成
現時全球大部分地區的病毒測試，均可
在測試翌日取得初步結果。美國聯邦政府3
月時通過紓困法案，以公帑補貼病毒檢測，
但因感染人數愈來愈多，實驗室人手、物資和
運輸需求亦與日俱增，使檢測進度仍然偏慢，
即使不少實驗室已24小時運作，仍無法應付需
求。
亞利桑那州尤馬縣近期感染人數大幅上升，當地診所

檢測試劑日趨短缺，上月底時每天仍可進行約1,000次病毒
測試，近期已減至每天約500次。診所東主阿吉雷警告，亞利
桑那州已成為疫情熱點，若病毒測試需太長時間才有結果，將使人們
不願接受檢測，他們等候結果期間亦未必會留在家中，增加播毒風
險。

衞生部死撐：僅「少數」州份
哈佛大學全球衞生研究所所長賈阿批評，聯邦政府經
過數月的疫情，仍未盡力處理病毒測試問題，檢測制
度往往輕易崩潰，令人感到沮喪，他呼籲各州合作改
善物資供應。美國8個實驗室組織近日聯署去信副總
統彭斯，要求改善病毒測試物資供應。
美國衞生部回應稱，大部分州份的病毒測試，均
可在2至4天內完成，只有兩個州需時4至5天，但
承認這並不包括把結果交到病人手上的時間，會推
動在安老院和診所等地現場檢測，減低實驗室的壓
力。 ■綜合報道

美國檢疫爆煲
一周才知結果

病毒早播千里 抗疫步入死局美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再次大幅上升，

接受病毒檢測的人數亦急增。美國學者發

現，當地病毒檢測往往需時5至7天才能取

得結果，衞生部門其間無法及時追蹤或

隔離疑似患者，任由患者及密切接觸

者繼續到處活動，大大減低防疫措

施成效。

據美國媒體報道，白宮官員正
尋求將抗疫不力的責任，推卸給
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福奇，近期不斷抹黑他。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防疫團隊
一名成員前日便表示，福
奇在提出防疫建議時，
「未必會考慮國家整體利
益」。
衞生及公共服務部助理

部長吉羅爾在全國廣播公司
(HBC)節目中說，「福奇是
從很狹隘的公共衞生觀點看
事情，他自己也承認。」對於
消息人士透露，福奇已被白宮邊
緣化，並減少其曝光次數，吉羅爾
回應稱，在副總統彭斯領導的白宮防

疫團隊中，沒有人會對福奇或任何成員下
「封口令」，「防疫團隊裏徹底開放、真誠討

論，副總統也會定時找我，防疫協調官伯克斯也並非
那種不說話的人」。

列不準確言論 明顯作刪減
《紐約時報》則報道，特朗普的顧問早前以不具名方式，向媒體提供一份清單，列出他們認為

福奇在疫情初期發表的不準確言論，例如在1月指新冠肺炎對美國並非重大威脅，以及在2月29日
一次訪問中說，「目前人們的日常生活還不需作任何改變」，但福奇當時隨即說「現時風險還很低，
但當看見社區傳播時，情況就會有變」，清單中卻明顯刪除這番話。
錫耶納學院上月進行的民調發現，多達67%受訪者表示相信福奇在疫情上的意見，遠高於特朗普的

26%。《紐時》稱，在新冠疫情4月於美國大規模爆發後，福奇多次公開發表與總統特朗普不同的意見，已
令特朗普非常不滿，白宮有意把美國疫情反彈的責任推在福奇身上，因此以對付政敵的方式對待他。■綜合報道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

報道）美國佛羅里達州前日錄得15,300宗新
冠肺炎個案，超越加州上周創下的單日新高
11,694宗，亦高過紐約在4月中錄得的
11,571宗，打破美國各州自疫情爆發以來的
紀錄。佛州政府稱並非疫情失控，只是因檢
測次數增加。美國近期持續每天約有6萬人
確診，多州宣布加強防疫，取消此前的解封
措施，並陸續要求居民在公共場所佩戴口
罩，不過佛州至今未強制居民在公共場所戴
口罩。
加拿大冬季天氣嚴寒，安大略省很多居民

盛行在冬季南移避寒，最熱門的避寒中心首
推佛羅里達州，部分加拿大人甚至在佛州置
業，建立一個冬天家園。不過美國尤其佛州
疫情近期非常嚴峻，令一些加拿大人不敢再
踏足佛州，相繼沽售在當地的避寒屋，回歸
加拿大。

「有多年感情 但性命緊要」
移民加拿大超過40年的香港人Amy任職
金融機構，10年前退休後享受人生，與愛侶
在佛州購入一幢獨立屋，作為避寒的安樂

窩。他們每逢冬季來臨前
就會離開多倫多，前往佛州度假
屋居住多月，直至多倫多回暖後才回家。
Amy得悉佛州單日錄得的宗數後，馬上安排
房產經紀代售其在佛州的避寒屋。
Amy坦承不捨得居住了近10年的佛州避

寒屋，但她覺得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輕視新
冠肺炎的嚴重性，以致美國確診人數累計超
過330萬，死亡人數亦超過13.5萬人。她
說：「我們實在非常擔心自己的性命安全，
佛州最初疫情較溫和，豈料近期突趨嚴重，
而且到了失控狀態，為了保命，我們不得不
決定逃亡。」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早在5月4日宣布放寬
該州防疫措施，結果當地疫情不久後便反
彈。過去5天，佛州累積錄得55,842宗感染
個案，平均每日新症超過1.1萬宗。過去一
周佛州亦錄得514宗死亡個案，較3周前數
字增加1.4倍。

「疫情再惡化 全家返加」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指出，佛州政府未經衞生專家同意便提早解
封，但德桑蒂斯辯稱解封是基於當時情況，
當疫情惡化後，亦已在6月底恢復一些防疫
措施。佛羅里達大學傳染病學家普林斯力促
州政府進一步減少人群聚集，憂慮開放食肆
和文娛場所，將引致病毒大規模傳播。
居住在美國約20年的加拿大人William則

表示：「加拿大控制疫情的表現勝過美國，
我們在美國只能堅持戴口罩和重視社交距
離，而且注重個人衞生。若美國情況進一步
惡化，我亦可能要考慮全家暫時返回加拿大
避災。」

駐日本沖繩美軍基地的新冠疫情持續爆
發，昨日急增32宗病例，累計98人受感
染。雖然美軍已封鎖普天間機場及漢森
營，但被指未有充分提供疫情資訊，日本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表示，美日正就

基地內的疫情進行交流。由於美軍人員進
入日本境內時無需接受檢疫，沖繩縣政府
計劃要求美軍及家眷抵日後接受隔離，以
堵塞防疫漏洞。

駐韓美軍多11人確診
菅義偉表示，在美軍人員確診數目和患

者活動記錄等方面，美日正進行資訊共
享，稱雙方交流不存在問題。駐沖繩美軍
發言人表示，已在基地內加強防疫措施，
包括關閉所有非必要設施、禁止在基地外
活動及鼓勵遙距工作等。由於疫情擴散疑
與美軍在基地外參加派對有關，而這些美

軍人員曾光顧北谷町多家食肆，當局已為
130名食肆員工緊急進行病毒檢測。
在餐飲店工作的阿波根龍表示，由於有

很多接觸小孩的機會，所以接受檢查才能
安心，稱美軍若更早提供資訊，便可更有
效應對疫情。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形容，
對於美軍基地內的新冠肺炎患者急增感到
震驚，並質疑美方沒有採取足夠防疫措
施，已要求美軍停止向沖繩派駐人員。
有別於日方做法，韓國要求駐當地美軍

入境後隔離14日，在新派駐的美軍人員
中，昨日新增11宗確診個案，累計74人
受感染。 ■綜合報道

菲律賓自上月放寬封城令以來，新冠疫
情持續反彈，昨日錄得162宗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不但是當地單日疫歿人數新高，
亦是東南亞國家中單日死亡人數的紀錄。
菲律賓政府自上月1日起放寬防疫措

施，包括允許食肆和商場有限度重開，以
重啟經濟，但感染人數至今已增加逾兩
倍，累計56,529人確診，合共1,534人死

亡。宿霧市自上月中旬解封後成為疫情新
熱點，當地確診個案佔全國達1/10。衞生
部表示，目前尚有1.2萬宗懷疑確診個案
等候核實，預料疫歿人數將持續上升。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發言人形容，疫

情帶來的挑戰愈來愈嚴峻，由於患者急
增，馬尼拉醫院的入住率在短短5日內，
從48%升至上周六的70%。前衞生部長卡

布拉爾指出，隨着當局解封，感染個案上
升是意料之內，呼籲民眾必須嚴格遵守防
疫措施。 ■路透社

佛州疫情失控
加人賣「避寒屋」逃亡

白宮發動抹黑
批福奇「角度狹隘」

駐沖繩美軍急增32宗病例 封鎖兩基地

東南亞新高 菲單日162人疫歿

■佛州民眾到
海灘附近遊
玩。 美聯社

■佛州一個檢測中心出
現長長的車龍。美聯社

■得州檢疫人員伏
案休息。 路透社

■美國近期接受病毒檢
測的人數急增。 路透社

■菲律賓
巴士設置
膠膜阻止
病 毒 傳
播。
美聯社

■■沖繩縣政府計劃要求美軍及家沖繩縣政府計劃要求美軍及家
眷抵日後接受隔離眷抵日後接受隔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菲律賓地勤接待來自美
國的乘客。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