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源頭個案包括乒乓球群組，昨日新增
兩宗確診，分別是43歲男患者（第

1738宗）及39歲男患者（第1747宗），前
者7月13日開始發燒，兩人都曾於7月9日
與早前確診的45歲伊利沙伯醫院控制室男
控制員（第1635宗），在新蒲崗捷菁乒乓
球體育中心打乒乓球。39歲男患者的公司
亦有一人初步確診。

打乒乓球無戴罩交談高危
張竹君說，打乒乓球本身非高危活動，
但過程中若無戴口罩又互相交談，則屬高
危。

酒廊歌手確診：傳播力得人驚
61歲尖沙咀酒廊駐唱歌手麥德羅、其任
職經理人的女友劉麗萍、經理人旗下24歲
女歌手施匡翹及另一名宣傳人員亦確診，現
正接受治療。麥德羅在接受電話訪問時形
容，新冠病毒的傳播力得人驚，他透露上周
三出現發燒、肚瀉及身體乏力病徵。之後到
私家診所求醫留下深喉唾液樣本作檢測，當
時已知七成機會中。回家馬上執定行李入
院。麥德羅透露，病發前曾在尖沙咀跟30
名粉絲聚會，但他堅稱當時未有病徵。
旺角雅蘭稻香群組則新增兩人確診，分
別是50歲及49歲的女患者。她們在限聚令
收緊之前，參與7月9日一場有10多圍酒席
的宴會，席間有吃飯和唱歌等活動，參加者
並非全部相識，同場還有一名參加者初步確

診。
連同已知群組，與餐飲行業有關的

個案昨日新增11宗，涉及翠河餐廳、
通菜街維雅軒、慈雲山中心溫莎餐廳、
彬記美食粥麵以及尖沙咀海港城美食廣
場，大部分患者是員工，亦有食客。
其他不明源頭個案還包括真光書院女

生、海關職員夫婦、機場客運大樓清潔
工、759阿信屋售貨員、小販等。

如社交不改變 檢疫中心不夠用
張竹君表示，多名確診患者曾參與聚

餐、唱歌及打波等活動，「大家生活都多
姿多彩」，令衞生防護中心追蹤密切接
觸者有困難。她再三呼籲市民減少外
出，暫停聚會等社交活動，以及做足防
護措施，「如果大家行為上不改變，有
幾多檢疫中心都不夠用。」

若確診續增 憂公院病床爆滿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

標準）劉家獻表示，公立醫院
的一線及二線隔離病床數量
有限，醫院每日都接收
確診個案，情況好緊
張，若每日確診個
案 持 續 增
長，病床很
快爆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新增共35宗源頭不明的個案，並

造成多個群組爆發，患者的活動包括打乒

乓球、吃飯聚會，患者職業以飲食及清潔最重

災，海港城美食廣場洗碗員、機場客運大樓清潔

工均中招，在尖沙咀酒廊駐場的歌手麥德羅亦確

診；最大疫區慈雲山也累積逾150宗個案。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直言，疫情發

展令人憂心，政府不能單靠追蹤密切接觸者控制疫情，

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活動，因為多姿多彩的生活只會令截斷傳播鏈

的工作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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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不明增源頭不明增 社交活動宜減社交活動宜減
難單靠追蹤密切接觸者控疫 多姿多彩生活妨礙截斷傳播鏈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
編號

1718
1719
1723
1724
1730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1736
1737

1739

1740
1741

1745

1749
1750
1751

1754

1755

1759

1760
1761

1762

1763

1764

1767
1768
1769
及
1748
1770
1773
1775
1777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年齡及性
別

71歲男
57歲女
68歲男
40歲女
72歲男
73歲男
30歲女

16歲女

46歲男
68歲女
25歲男
77歲女
61歲男
（歌手
麥德羅）
27歲女
25歲女

42歲男

44歲男
22歲男
47歲女

70歲男

17歲女

61歲男

66歲女
69歲女

66歲男

65歲女

50歲女

86歲男
57歲女
48歲男/
49歲女
（夫婦）
59歲女
74歲女
55歲女
75歲女

住址（備註）

慈雲山永發大廈
慈雲山慈康邨康添樓
黃埔花園棕櫚苑第6座
旺角新填地街616號
慈雲山慈愛苑愛寧閣
屯門富泰邨秀泰樓
長沙灣麗翠苑麗榕閣
太子道西93號雲峰樓（油麻
地真光女書院學生，7月11
日開始咳嗽，翌日及13日回
校考試）
屯門山景邨景業樓
牛池灣彩虹邨白雪樓
慈雲山慈正邨正德樓
葵涌葵芳閣第二座
尖沙咀柯士甸道37號創德樓
（尖沙咀酒廊駐場表演，有
咳嗽及腹瀉）
黃大仙竹園北邨桃園樓
馬鞍山新港城K座
柴灣興華(一)邨興翠樓（油
麻地小販，有發燒及咳嗽病
徵）
鴨脷洲海怡半島4期26座
黃大仙竹園南邨貴園樓
將軍澳裕明苑裕昌閣
土瓜灣美景樓第一期（機場
客運大樓洗手間清潔工）
慈雲山慈民邨民泰樓
深水埗西村路20號榮昌邨榮
俊樓
紅磡黃埔花園棕櫚苑第六座
慈雲山慈安苑安欣閣
馬鞍山恆錦街20號錦鞍苑銀
鞍閣
屯門海珠路7號豐景園5座
慈雲山慈正邨正安樓（小西
灣藍灣廣場759阿信屋售貨
員）
牛池灣彩輝邨彩華樓
旺角水渠道22-28號安豪樓

牛池灣海港花園第三座
（丈夫是海關人員）

大圍村南道富嘉花園2座
慈雲山慈民邨民裕樓
慈雲山慈愛苑愛仁閣
九龍城道151號浩明雅苑

死亡率倍升
累奪12人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本港再多一名新冠病毒肺
炎患者不治，令累計死亡人數增
至12人，死者為慈雲山一名94歲老
翁，他本月9日確診後入住伊利沙伯
醫院，其後情況轉差，延至昨早10
時08分不治。連同該名老翁，本月
爆發的第三波疫情，7天內就有5人
死亡，死亡率由第一波及第二波的
0.55%急升近一倍至0.96%，且死亡
全部均是長者。醫院管理局總行政
經理劉家獻表示，不少確診長者年
紀大，較易出現併發症，擔憂死亡
人數會持續上升。
該名94歲老翁（個案1365）與妻

子居於慈雲山慈安苑安康閣，他平日
會到慈雲山中心街市以及安康閣附近
的公園，而他7月8日起出現發燒及
嘔吐症狀，由家人送往伊利沙伯醫院
急症室求診，翌日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送到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94歲死者本身有長期病患
劉家獻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

示，死者本身有長期病患，包括患
糖尿病和高血壓，入院後於上周一
（13日）病情轉差。伊利沙伯醫院
發言人則指出，院方曾就老翁的病
情與其家屬溝通，其家屬同意若老
翁情況再轉差時，不為他施行心肺
復甦術。其間，醫院為老翁安排氧
氣支援，而其延至昨日上午離
世。 院方對病人離世表示感到難

過，會為其家屬提供適切協助。
死者為重災區慈雲山首名死亡的

病人，而與他同住的89歲妻子（個
案1393）亦於7月10日確診，但沒
有病徵，被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治
療；另外，死者居於慈雲山毓華街
嘉華大廈的58歲女兒（個案1510）
也在上周日（12日）有發燒病徵，
翌日確診，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療。

短短一周5長者亡
香港本月5日出現不明源頭個案開

始，為第三波疫情來襲揭開序幕，
結果至昨日不足半個月內，就有519
宗確診個案，當中不少確診者是長
者，而一名於7月9日確診的95歲女
長者在上周一（13日）不治；上周
三（15日）則有一名90歲女長者和
一名 89歲男長者離世；前日（17
日）再有一名71歲女長者死亡，連
同昨日去世的94歲老翁，短短一周
便有5名長者死亡，新一波疫情死亡
率更急升至0.96%。
劉家獻指出，由於長者年紀大，

較容易出現併發症，會增加死亡風
險，故擔心死亡人數會持續上升。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數據，新冠病

毒確是長者殺手，今年2月有首名確
診病人死亡後，至今12名在公立醫
院離世病人，除兩名男死者分別只
有39歲及55歲外，其餘10名死者
（5男5女）均是長者，年齡由71歲
至95歲不等。

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
爆不停，昨日60宗本地
感染個案中，逾半、即
35宗是源頭不明，是單
日最多源頭不明個案，

最令人憂慮的是隱形傳播鏈已「遍地開
花」。追溯14天病毒潛伏期，正值是本
月初攬炒派不理警方反對舉行七一遊行的
時間，上周攬炒派又舉行所謂的「初
選」，多位醫學界人士均認為，遊行、
「初選」與疫情爆發的時間點吻合，加上
數十間餐廳曾借出地方作「初選」票站，
之後都證實有確診者到訪，質疑兩者有關
連。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開腔回應說：「任何多人流的地方，如
果大家有親密接觸，都特別高危。」
新冠病毒傳播能力強，昨日35宗源頭

不明的個案中，除了傳統重災區九龍東
外，疫情更有向外擴散之勢，油麻地、尖
沙咀、小西灣及機場都有確診個案，顯示
過去一周病毒已在全港遊走。為何一個星
期內，病毒能極速擴散？那就要追溯過去
一星期發生什麼事。
市民在食肆進餐及不戴口罩交談都有
較高感染風險，公眾應避免大規模聚集。
不過，在本港第三波疫情爆發後，仍有幾
十間餐廳在上周六、周日，在營業的同時
還借出地方作為攬炒派「初選」的票站。
近期已證實有確診者曾到訪有關餐廳。

高永文：置巿民健康不顧

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高永文認為，巿
民有責任跟從政府抗疫防疫措施，攬炒派
違法在本月初及上周進行連場大型活動，
十分不負責任，令病毒疫情傳播機會大
增，置巿民健康不顧。他認為，雖然至今
沒有具體證據證明反對派的活動引起第三
波疫情，但重要的是政府已有明確規定，
限制人群聚集，所以活動本身已屬違法，
更不應該舉行。
香港醫學會會董唐繼升醫生亦表示，

攬炒派月初的集會及其後「初選」等，都
大大增加病毒傳播機會，認為疫情期間要
避免大型活動，因可能有受感染而無病徵
者把病毒傳染他人，故其後出現的第三波
爆發，不排除是集會引起。

陳淑莊風險極高 竟赴立會「打卡」
攬炒派自疫情以來就不顧香港市民公

共健康安全，劣跡斑斑，例如在疫情期間
煽動醫護界罷工、不顧病毒肆虐發起大量
的群眾聚集和非法遊行等，毫不顧忌他人
的安全。公民黨的陳淑莊在其助理的同住
家人被列為確診者的接觸者的情況下，陳
淑莊做了檢測之後仍出席立法會最後一次
會議「打卡」，如果正常防疫，作為風險
極高的間接接觸者，即使是初步檢疫為陰
性也應該進行自我隔離管理。更別說，陳
淑莊早前涉嫌違反限聚令，在一間食肆夜
會多名攬炒派，根本不顧市民的健康和福
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
周末，部分放假市民到郊外「唞
氣」，使郊外人頭湧湧，增加當區
病毒感染風險，繼大澳鄉事委員會
禁止外來者進入棚屋等住宅範圍
後，西貢亦有區議員及居民掛橫額
呼籲遊客，不要進入該區度假。
市民放假想到郊野呼吸新鮮空氣，

令昨日的西貢人山人海，碼頭等上
船、食海鮮，到處是度假的市民，部
分人「偷雞」脫下口罩。有市民說：
「放假在家無所事事，就出來走動，
始終在家好悶，外出找些空曠的地方
走走，心曠神怡好多。」
也有市民認為，郊野空曠，病毒

量被稀釋，「不會咁易受感染。」

不過，當區居民不滿遊客隨處棄置
口罩，昨日四出呼籲遊人回家抗
疫。

大澳有告示促非居民勿入棚屋
另一個遊客熱點大澳亦有遊客無

戴口罩，有告示要求非大澳居民切
勿進入棚屋等私人住宅範圍。
大澳居民溫先生說：「每一日不

停的川流不息，那些遊客不熟路，
很多時要問路，面對面談天，如現
在這樣，我在家都不戴口罩，有時
跟他們談天我都擔心。」有居民則
擔心，大澳多長者居民，倘閒雜人
多，將增加社區感染風險，影響長
者健康，故呼籲村外人減少到訪。

攬炒上周連場活動 或令病毒速擴散

居民掛橫額倡防疫 籲遊客勿入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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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崗捷菁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尖沙咀酒尖沙咀酒
廊駐唱歌手廊駐唱歌手
麥德羅麥德羅

■張竹君昨日直言，疫情發展令人憂心，政府不能單靠追蹤密切接觸者控制疫情，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活動，因為多姿多彩的
生活只會令截斷傳播鏈的工作舉步維艱。圖為街道上人來人往。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