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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地新冠疫情持續惡化，除了病例

最多的美國，發展中國家也是重災區，其

中印度累積確診個案昨日升穿100萬宗，

是第3個逾百萬人確診的國家，巴西前日

亦升穿200萬宗確診。美國、印度、巴西

加上前日錄得約1.3萬宗新症的南非，4

個國家單日已錄得逾17萬宗新症，相當

於全球當日新症的68%。

聯合國正為其抗疫的「全球人道主
義行動計劃」尋求額外30.6億美元(約
237.2億港元)資金，並警示發達國家若
不對窮國伸援手，遲早會嚐到「不作為
的代價」。
聯合國主管人道事務的副秘書長洛
科克在記者會中說，「今年底到明年
初，恐有許多嚴重的饑荒風險。」除了
已面臨食物短缺問題的索馬里、南蘇
丹、也門、尼日利亞外，洛科克也對蘇
丹、津巴布韋和海地的情況漸感憂慮。
聯合國為對新冠肺炎疫情發起的
「全球人道主義行動計劃」，資金除用

於疫情引發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嚴重饑荒
外，額外資金還將用作添購醫療器材、
資訊宣傳，以及在非洲、亞洲、拉丁美
洲建立人道援助管道。
洛科克表示，到目前為止，富裕國家

作出的回應極其不足，強調「全球現在
面臨的巨大危機，目前還可用相對較少
的金錢來解決。」這是「全球人道主義
行動計劃」3月啟動以來，聯合國第3次
呼籲富國伸援，起初他們的目標是籌募
20億美元(約155億港元)，但隨着疫情蔓
延，新的資金需求合共將達到103億美
元(約789.6億港元)。 ■綜合報道

窮國需援手
富國被批不作為

南亞恐成新震央 印確診破百萬 南非飆升

英國首相約翰遜昨日宣布進一步放寬英格
蘭地區的防疫措施，不再建議國民避免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並計劃自下月1日起，鼓勵
民眾重返工作場所、毋須繼續居家辦公。然
而約翰遜的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則唱反調，
稱「絕對沒有理由」更改居家辦公的指引。
約翰遜強調，他並非強制打工仔重返工作

場所，稱這應由僱主決定，而新指引不適用
於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英格蘭的商
店、酒吧、食肆及髮廊已經重開，自下月1
日起，當地美容院、賭場、保齡球場和溜冰

場亦可重新營業，球迷更有望在10月入場觀
賞賽事。約翰遜同時不點名稱，其他國家的
國民未有遵守防疫指引，因而深陷嚴峻疫
情，需引以為鑒。
約翰遜指出，為應對在冬天可能爆發的新

一波疫情，當局需擴大病毒檢測能力，即使
對象未曾出現病徵，也要進行檢測，當局計
劃10月底將現時每日20萬次檢測增至50萬
次，冀在聖誕節前恢復正常生活。約翰遜亦
宣布向國家醫療服務(NHS)投放30億英鎊(約
291億港元)，協助NHS在私家醫院購買床位

及維持臨時醫院運作。

俄批竊疫苗研究「無證據」
不少國家正爭相研發新冠疫苗，英國、美
國和加拿大政府前日發表聯合聲明，指俄羅
斯黑客試圖竊取3國的新冠疫苗研究成果，
克里姆林宮昨日駁斥指控毫無證據，稱俄方
已與英國藥廠阿斯利康達成協議，可在俄國
生產由阿斯利康與牛津大學共同研發的新冠
疫苗，故沒有理由竊取研究。

■綜合報道

歐盟領袖昨日舉行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
實體峰會，商討紓困抗疫措施。為免病毒傳
播，與會領袖需佩戴口罩及避免握手，意味
以往在峰會上常見的社交禮儀不復見，歐盟
成員國領袖的隨從人數亦「大縮水」，上限
從以往的19人大減至6人。
今次峰會在布魯塞爾的歐洲理事會總部舉

行，歐盟領袖在可容納330人的5樓開會，出
席者包括27名成員國領導人及6至7名歐盟
官員，以確保他們維持足夠社交距離。廁所
門柄會加裝特別控制桿，方便用手肘開門，

每名領袖亦會得到一套存放在箱內、經過清
潔消毒的耳機，在聽取翻譯講話時使用。記
者只能透過網上提問，無法現場採訪。
今次峰會討論7年內共1萬億歐元(約8.86

萬億港元)的歐盟預算，以及高達7,500億歐
盟(約6.64萬億港元)的紓困抗疫措施。有官員
透露，歐盟領袖希望一改近月來的網上會議
形式，在面對面情況下討論這些重要議題，
但各國對措施存在分歧，料會出現激烈爭
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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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家聲稱能快速研製並量產
新冠病毒疫苗的企業，獲華府批出
金額達16億美元(約124億港元)的疫
苗研發合約，企業承諾研發成功
後，可為美國提供1億劑疫苗。然而
公司長年經營不善，此前更從未成
功推出任何疫苗，不少人質疑華府
為何批出巨額合約。
疫苗研發企業Novavax於1987年

成立，與微軟創辦人蓋茨成立的基
金會關係良好。今年2月Novavax利
用飛蛾細胞提取冠狀病毒蛋白質，
認為此技術能快速生產新冠疫苗，
獲得蓋茨基金會資助的非牟利組織
CEPI 投資 3.88 億美元(約 30 億港
元)。
在獲得資助後，Novavax隨即接觸

華府，當時華府推出計劃，希望盡
快推動疫苗面世，結果Novavax獲得
16億美元合約，是華府根據該計劃

批出的最大額合約。

近年財困 兩度裁員
然而Novavax此前從未成功推出任

何疫苗，針對沙士、中東呼吸綜合
症及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均未通過檢
驗，公司近年更陷入財困，曾兩度
裁員及出售生產設備，股價也持續
低迷，幾乎被納斯達克交易所除
牌。華府解釋向Novavax批出合約，
原因是該公司的技術與別不同，有
能力迅速生產數以百萬計劑量的疫
苗，今年較早時亦成功進行流感疫
苗臨床測試。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斯庫

納警告稱，華府應慎重審視疫苗生
產商，根據科學數據作出選擇，而
非基於有關企業獲得知名組織支
持。

■綜合報道

加7旬翁超市拒戴罩 警轟斃檢兩槍

約翰遜稱毋須居家辦公
首席顧問反對

藥企研疫苗從未成功
竟獲華府124億合約

歐盟首恢復實體峰會 領袖避握手

加拿大一名73歲老翁周三在一間超市購物
時，未有按照規定佩戴口罩，更揮拳毆打一
名店員。老翁其後駕車逃離現場，警員前往
其住所調查，雙方在住所外發生衝突。警員
最終開槍擊斃他。
安大略省米頓地區自周一起實施在商店內

強制戴罩，案中老翁在超市內拒絕戴罩，一

名店員上前要求他戴上，反遭毆打。警方接
報到場後發現老翁駕車逃走，但當局事後解
釋警員考慮到「公眾安全」，因此未有截停
車輛。兩名警員根據車牌號碼找到老翁住
所，在單位外與他發生衝突，兩名警員向他
開槍，老翁送院後證實不治，調查人員在現
場檢獲一支手槍和一支半自動步槍，相信屬

於死者。
當時不在現場的超市女店員弗朗西絲表示，

同事對今次事件感到震驚。她同時認為不應由
店員強制執行「戴罩令」，形容此舉造成混
亂，「如果我們沒有強迫他，又或沒有告訴他
不可進入店內，一切便不會發生。」超市經理
伊斯頓則稱讚同事處理得宜。 ■綜合報道

確診個案高度集中於部分重災區
的情況，早在疫情較早階段已

經發生，例如在5月時，美國、巴
西、印度及俄羅斯每日新增確診個案
約佔全球新症近2/3，但近日南非疫情
明顯加劇，取代俄羅斯的位置，進一步印證
疫情在發展中國家猛烈爆發。除了南非，墨西哥、
哥倫比亞、阿根廷、伊拉克等多國近日新增個案亦
持續呈上升趨勢。
印度累積確診宗數周二才剛升穿90萬，不料在

同一周內便再升穿100萬。印度衞生部門公布，當
地昨日新增34,956宗確診個案，687人死亡，累積
病例達1,003,832宗，25,602人死亡。當地傳媒引
述醫學專家分析指，按照目前新增病例增速，印度
或會在21天後，累計錄得200萬宗個案。

印醫療資源匱乏 擴散鄉郊
目前孟買、新德里等主要城市仍是印度疫情中
心，但疫情近日有跡象向鄉郊擴散，位於東北部的
比哈爾邦及阿薩姆邦等多地，已宣布重啟多項封鎖
措施。由於印度貧窮人口偏多，不少人居住在衞生
惡劣和擠迫的貧民窟，恐令疫情更難受控。
新德里全印度醫學科學院教授亞達夫指出，封鎖

措施難以根治疫情，只能放緩擴散速度。印度公共
衞生基金會流行病學家巴布表明，當地醫療資源匱
乏，床位及醫護均短缺，估計疫情或仍需數月才達
到峰值。國際紅十字會前日警告，南亞地區的疫情
已響起警號，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可能成為疫
情下一波震央。

巴西進平台期 未現曙光
拉美地區疫情亦持續惡化，其中在最嚴重的巴

西，當地累計確診個案前日升至2,012,151宗，僅
27天便增加一倍，76,688人疫歿。由於檢測數量嚴
重不足，多名醫學教授根據死亡數字推算，當地實
際染病人數或已突破1,000萬。
過去一周巴西新增個案有跡象放緩，確診數字不
再呈「指數式」上升，或顯示疫情開始進入「平台
期」。不過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醫學
教授梅德羅尼奧警告，巴西疫
情仍未完全見頂，估計到本
月底至下月初才有望放緩；
當地傳染病學家雷斯亦形
容，現時「仍然看不到勝利
的曙光」。
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
一直忽視疫情嚴峻，
施壓各地政府陸續
解封，自疫情爆發
以來已有兩名衞生
部長因與他意見不
合離職，博爾索納
羅本人近日亦確
診。專家警告目前巴
西政府和地方政府協
調不足，且衞生部群
龍無首，將妨礙當局
抗疫。 ■綜合報道

■ 巴西疫情仍未完全見頂，
有不少患者病歿。 路透社

■■ 南非前日錄得約南非前日錄得約11..33萬宗萬宗
新症新症。。圖為當地醫院用氧氣圖為當地醫院用氧氣
治療部分新冠患者治療部分新冠患者。。 美聯社美聯社

■■印度疫情近日有向鄉郊擴散跡象印度疫情近日有向鄉郊擴散跡象，，孟買等地趕製孟買等地趕製
口罩應急口罩應急（（下圖下圖）。）。 法新社法新社//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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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疫的博爾索染疫的博爾索
納羅用手觸摸口納羅用手觸摸口
罩罩。。 法新社法新社

■■ 德國總理默克爾德國總理默克爾（（左左））
用手肘打招呼用手肘打招呼。。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