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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再有安老院舍出現感染群組。繼早

前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爆發新冠病毒疫情

後，黃竹坑東華三院賽馬會朗逸居昨亦有

三名員工及院友確診染疫。衞生防護中心

相信是環境污染或是人傳人，並認為有關

院舍環境較乾淨及寬敞，適合其他院友在原址檢疫隔離，而職員則會送往檢疫中

心隔離。港泰護老中心則再多兩人確診。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很遺憾再有院舍出現個案，但暫未見到朗逸居會如港泰護老中

心一樣高比例確診，對香港院舍感染情況不太悲觀。

安老院疫情亮紅燈，全港
社區抗疫連線早前已推出

「安老院舍抗疫物資支援計劃」，有關的抗疫物資正陸續運送和派
發中，爭取能夠及時送到有需要的院友和職員手上。

送 物 資 助 抗 疫

再有院舍爆疫 朗逸居三確診
料環境污染或人傳人 院舍乾淨寬敞院友原址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添一亡魂，
一名71歲、居於北角城市花園
的女病人，前晚（16日）因心
臟停頓被送入律敦治醫院救治，
而病毒檢測顯示其初步確診新冠
肺炎，該名婦人送院後情況轉
差，搶救後仍然持續惡化，延至
昨日下午1時不幸離世，而死者
已證實確診，令新冠病毒疫情的
死亡人數增至11人。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

素及標準）劉家獻昨日在疫情
簡報會上表示，該名71歲女患
者是第1707宗個案，她本身患
有糖尿病以及高血壓，入院前
四天曾向家庭醫生求診，而她
有上呼吸道病徵。
前晚10時，其家人發現該患

者昏迷不醒，更心臟停頓，立即
報警求助，她被送至律敦治醫院
搶救。院方為她進行新冠病毒檢
驗呈初步確診，而病毒指數更相
當高，病人其後情況轉差，搶救
後持續惡化，昨午終告不治，院
方對病人離世表示感到難過，會
對其家人提供適切協助。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指出，患者後來
再做檢測證實為確診個案，因
此是新冠疫情的新增死亡個
案，令累計死亡個案增加至11
宗，但其感染源頭則不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南華
早報》有記者在第一波疫情來襲時確診新
冠病毒後，新一波疫情再有傳媒工作者
「中招」。《經濟日報》一名46歲投資理
財版女編輯昨日確診，其家人早前亦已確
診，該報已安排與確診者同層工作的員工
在家工作，並會全面消毒有關樓層，及密
切留意情況。
有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該名確診員
工在上班期間，間中未有戴上口罩，僅戴
上透明面罩。該名編輯確診後，投資理財

版的員工可獲公司安排接受病毒檢測，至
於同層其他部門員工則未有同類安排。
投資理財版的辦公室位於北角柯達大廈

2期7樓。《經濟日報》表示該名員工工作
所在樓層已全面消毒，同層其他同事已獲
安排在家工作，公司會密切留意事件發
展，採取相應措施。另外，該報表示，已
提醒各樓層員工在辦公室範圍必須戴上口
罩，減低除下口罩機會，以及切勿進行跨
樓層活動，同時要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勿
聚集進餐。

《經濟日報》編輯中招
同層員工在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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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確診個案中，有五宗新增個案與安
老院舍相關，其中三宗來自黃竹坑東華三

院賽馬會朗逸居，最先發病的是在一樓工作的
44歲女照顧員（個案1691），居於香港仔石排
灣邨碧園樓。她周三（15日）開始發燒及咳
嗽，而她近月一直休假，至7月12日下午返回朗
逸居工作一日，之後繼續休假。
一名住該院舍二樓的 92 歲女院友（個案
1700）其後亦確診，她本周四（16日）開始發
燒及咳嗽，過去14日沒有在醫院留醫，亦未曾
離開院舍。餘下一名在該院舍同層工作的56歲
女登記護士亦證實染疫（個案1708），居於香
港仔漁光村順風樓，昨日出現發燒症狀，而其並
無外遊記錄，工作期間也沒有發燒和不適情況，
並有按照院舍既定防疫機制及指引工作。
朗逸居其中一名確診員工的丈夫，於鴨脷洲惠
風街「張記小廚」任職，他已被隔離並進行病毒
測試，今日將有結果，而「張記小廚」亦休息兩
天為全舖清潔消毒。

崗位非重疊 職員隨意走
朗逸居院舍位於黃竹坑南朗山道的東華三院賽
馬會松朗安老綜合中心，綜合中心共分九層，
2016年投入服務，其中朗逸居提供167個長期照
顧宿位，為體弱並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的長者，提
供膳宿、起居照顧、護理及醫療、復康、輔導及
各類康樂活動等服務。綜合中心其餘設施包括非
牟利自費單位的賽馬會朗愉居，以及賽馬會朗愉
日間中心。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暫不
知該院舍三名確診人士的感染途徑，相信是環境

污染或是人傳人，綜合中心內不同單位的工作人
員並非重疊，分開工作，但職員可以隨意走動。
她續說，衞生防護中心及社署人員前晚已到場

視察，院舍環境乾淨寬敞，適合其他院友在原址
檢疫隔離，而食環署會進行大清洗及消毒，衞生
署人員在場監察，確保符合檢疫條件。現場所
見，衞生防護中心人員昨到院舍派發樣本瓶。
東華三院表示，已安排朗逸居全部院友和職員

接受病毒測試，暫有七名院友及六名職員列為密
切接觸者，分別要在原單位及進入檢疫中心接受
檢疫。朗逸居一樓及二樓即日起進行28日醫學
監察。
東華三院續指，事件發生後全院已即時進行

消毒，並每天最少兩次以漂白水消毒院舍，此
外亦停止院友及職員與其他單位及外界人士接
觸。

林正財：社區爆發下難避免
港泰護老中心昨日則再多兩宗確診，分別是一

名57歲男職員及一名79歲男院友。兩人早前已
被送往檢疫中心，男職員近日有咳嗽及喉嚨痕癢
症狀，而男院友亦有咳嗽和精神轉差，兩人確診
後已由檢疫中心送院。
林正財對再出現安老院舍群組感染表示十分不

幸，但指在現今有較多社區爆發情況下很難避
免，估計較大可能是員工在社區感染後帶入院
舍，而這幾乎無法預防。今次涉事的朗逸居衞生
環境較好，暫未見到該群組會如港泰護老中心般
出現高比例確診。他並對目前本港院舍感染情況
不太悲觀，料不會出現如外國院舍般大規模感染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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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第三
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昨日新增的50宗
本地確診個案，不少與先前的感染群組
有關，其中慈雲山食肆群組，以及慈雲
山中心和街市群組仍是重災區。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資料，慈雲山食肆
群組（百匯軒、薀莎餐廳、翠河餐廳）

昨日再增7宗確診個案，包括第1662宗
個案的78歲女患者，她曾到百匯軒，其
55歲女兒（第1703宗個案）同樣確診；
第1666宗個案的36歲女患者，則曾往薀
莎餐廳及百匯軒；第1682宗個案和第
1683宗個案分別為6歲男童和66歲男
子，兩人與第1567宗及1683宗個案是一

家人，而第1567宗個案是薀莎餐廳廚房
工；第1698宗個案的55歲男患者和1702
宗個案的59歲男患者，均曾光顧翠河餐
廳。
至於慈雲山中心及街市群組，昨日則新

增5宗確診個案，包括第1667宗個案，該
個案的47歲女患者，在慈雲山中心街市菜
檔工作；第1668宗個案的51歲女患者，
則於慈雲山中心元氣壽司洗碗；第1669宗
個案的59歲男患者，與第1570宗個案患

者於同一個慈雲山中心街市菜檔工作；而
第1680宗個案的58歲男患者是慈雲山中
心的保安員；第1686宗個案的69歲女患
者亦在慈雲山中心任洗碗工人。
其餘群組還包括茶餐廳群組，亦新增

兩宗確診，包括第1660宗個案的71歲
男患者及1701宗個案的69歲男患者，
他們與第1456宗及1649宗個案的確診
者有關連，而1456宗為坪石邨彬記茶
餐廳食客。

慈雲山食肆群組再增7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再
有安老院舍出現群組感染，政府抗疫督
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文大學醫學院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表示，透
過暫停探訪和大規模病毒檢測兩項措
施，應該能阻止疫情在安老院擴散，並
建議長者在院舍內亦應佩戴口罩。安老
業界人士謝偉鴻則直言，院舍「中招」
屬防不勝防，好似「睇彩數」，希望全
民配合戴口罩，減低職員感染風險。
許樹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若然安老院舍出現疫情大爆
發，死亡率將會很高，因為大部分長
者本身都有長期病患，感染新冠病毒
後病情會更嚴重，治療時間亦會更
長，會加重公營醫療系統負荷。
對今次黃竹坑賽馬會朗逸居群組感

染，他認為可能是早前院舍開放探訪

時，有院友家人受感染而將病毒帶入
內，「所以一定要暫停探訪」。
政府早前宣布會安排檢測機構為安

老院舍、殘疾院舍和護養院員工進行
病毒檢測。他認為進行大規模檢測，
有助防止病毒在院舍擴散，並建議為
所有其他原因入院的長者也進行檢
測，以便盡早發現感染者。

疫情突反彈 已再收緊措施
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謝偉鴻

表示，業界由疫情最初爆發以來一直
十分重視，早前一直嚴格執行不准探
訪政策，大多院舍至6月底才放寬探訪
政策，但一個多星期後疫情反彈，已
再度收緊措施。他坦言最近出現院舍
群組感染，實屬「防不勝防，講得唔
好聽係睇彩數」。

他解釋，本港安老院運營模式以家
居照顧為主，一般照顧員未曾接受深
層的護理訓練，院舍亦沒有相關器
材，難與醫院的防感染控制條件相
比，但大部分院舍已盡力防疫。
他以自己參與經營的院舍為例，指

職員每日測量兩次體溫，工作時不但
要佩戴外科口罩，最近還加配防飛沫
面罩；外來人員送貨都是將貨物擺在
門口，噴灑消毒藥水後再拿進院內。
謝偉鴻說：「香港有咁多間院舍，

雖然管理水平不一，但做好防疫不單
止係為老人家，亦係保護自己，相信
大家都有盡做。」但他指現時不僅要
院舍自身做足準備防疫，還需要政府
及社會的共同努力，因職員始終要出
街、搭車，希望全民戴口罩，政府亦
應提升檢測率。

專家倡停探訪大規模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人暴力違
抗「車船口罩令」，昨日一名中年男子在大埔登
上巴士後脫下口罩，車長和乘客紛紛出言相勸，
但男子情緒激動拒絕戴上口罩，更亮出菜刀揮
舞。警方到場拔槍警告，並施放胡椒噴劑將他制
服，以涉嫌刑事恐嚇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他拘
捕。
昨日下午3時，一名男子在大埔中心巴士總
站，登上74X線九巴後脫下口罩，姓張（54歲）
男車長及乘客出言相勸，男子仍拒絕戴口罩，又
出言恐嚇車長，其後悻悻然下車，但取出一把菜
刀向巴士站長揮舞，站長大驚報警處理。
男子其後向安邦路大埔中心方向逃去，警方接

報在附近兜截，發現男子經行人天橋走到寶湖花
園商場，當時仍手持菜刀。
據網上片段所見，當時該名男子在商場一樓平

台與最少6名警員對峙，有軍裝警員分持圓盾和
警棍。男子用菜刀指向警員，眾警不斷逼近男子
並多次大聲警告男子棄刀，但男子未有理會。其
中一名軍裝警向男子面部噴射胡椒噴霧，另一名
警員則擎槍指向男子警告。男子不停用衣服抹
面，但未有放下菜刀，其後眾警衝前將男子按地
制服。
警方表示，該男子姓葉（47歲），涉嫌刑事恐
嚇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被捕，並送往那打素醫院
檢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中年漢除罩兼揮刀 警擎槍噴椒制服

■警員施放胡椒噴霧制服持刀男。 視頻截圖

■一名71歲女病人16日晚因心臟停頓送往
律敦治醫院搶救，於昨日下午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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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確診個案中，有五宗新增個案與安老院舍相關，其中三宗
來自黃竹坑東華三院賽馬會朗逸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綜合中心門外貼出暫停探訪
告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