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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第三波大爆發，昨日單

日急增108宗確診個案，是單日新高，其中83宗

為本地個案，48宗源頭不明，累計個案多達

1,886宗。源頭不明的新冠肺炎確診者遍布各

區，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患

者的病毒量及傳播性相當高，個別患者只曾與確

診者短時間接觸也中招，「大家只是沒有戴口罩

幾分鐘（便受感染），部分人雖然有戴口罩，但

可能因環境而感染，感覺上（病毒）好似比之前

3月嘅時候犀利咗。」她呼籲市民減少社交，以

免醫療體系崩潰。

患者含毒量高 接觸幾分鐘中招
8小時108宗確診83宗本地個案 醫療體系瀕崩潰

48宗源頭不明個案
個案編號 年齡 性別 居所
1779 76 女 慈雲山慈樂邨
1780 43 男 何文田邨
1781 19 男 藍田康柏苑
1784 26 女 馬鞍山頌安邨
1785 50 女 沙田禾輋
1787 46 女 牛頭角樂華(南)邨
1792 35 男 九龍灣彩福邨
1795 60 女 天水圍天恩邨
1798 74 男 慈雲山慈樂邨
1805 61 女 藍田德田邨
1806 64 男 大埔中心
1807 54 女 沙田美松苑
1808 69 女 九龍城德朗邨
1809 65 女 九龍灣啟業邨
1812 45 女 將軍澳馬游塘村
1813 25 女 石硤尾邨
1817 45 女 長沙灣蘇屋邨
1818 71 男 葵涌石梨二邨
1832 58 女 慈雲山慈正邨
1834 64 男 彩虹邨
1836 50 女 九龍灣啟業邨
1839 67 男 屯門小欖
1848 24 女 香港仔石排灣邨
1849 41 男 大坑光明台
1850 67 男 葵涌麗瑤邨
1853 67 女 觀塘樂華北邨
1854 59 女 坪石邨
1855 35 女 長沙灣蘇屋邨
1856 23 女 九龍灣德福花園
1857 47 女 元朗安寧路順興樓
1858 31 男 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好勝大廈
1859 49 女 荃灣愉景新城
1860 30 女 佐敦文耀樓
1861 38 男 將軍澳日出康城三期
1863 52 男 觀塘秀茂坪邨
1864 52 男 慈雲山慈正邨
1865 44 女 觀塘秀茂坪邨
1866 71 男 鑽石山星河明居
1867 37 男 東涌滿東邨
1869 84 女 坪石邨
1875 25 女 觀塘順天邨
1876 67 男 青衣長青邨
1877 49 男 觀塘安達邨
1878 52 女 柴灣小西灣邨
1879 38 男 元朗鳳池村
1880 87 女 慈雲山慈愛苑
1881 66 女 石硤尾邨
1884 34 女 黃大仙翠竹花園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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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肉店員工染疫 街市風險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

明）新冠病毒可以經環境傳播，
部分源頭不明個案也涉及多名長
者和家庭主婦，當中不少人每日
也會到街巿買餸，但新一波疫情
下相繼有街巿出現確診個案，昨
日便有一名紅磡街巿凍肉店員工
確診受感染。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病毒較容
易存於街市的環境中，變相傳播
風險較高，她更指錢幣不可清
洗，提醒市民接觸後不要觸摸
眼、口和鼻，並要隨身帶備酒精
搓手液。

張竹君昨日在最新疫情簡布
會上指出，昨日新增的其中一
個不明源頭個案，為一名在紅
磡街市一樓一間凍肉店任職的
49歲的職員（個案1877）。她
認為，病毒較容易存於街市的
環境，故傳播風染比較高，提
醒市民隨身帶備酒精搓手液，
觸摸過公共設施則必須洗手。

摸過錢銀要盡早洗手
另外，巿民購物則會涉及錢

銀交易，而新一波疫情傳播率
高，接觸金錢也存在風險，張

竹君便表示：「錢銀唔可以用
酒精抹同埋洗，好似路邊啲
嘢，唔知係咩情況，摸過（錢
銀）之後，唔好掂眼、口同
鼻，同埋要盡早洗手。」
她又留意到黃大仙區或有特

別多確診個案，認為黃大仙區
的餐廳、職員出現一些病毒爆
發，而該區長者喜歡每天飲
茶、散步、買菜；至於其他源
頭不明的確診個案，有很多是
家庭主婦或老人家，他們很喜
歡飲茶，沒有其他活動，「一
係去公園，一係去街市。」

買外賣聚餐等同堂食

張竹君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新增108宗確診個案只是8
小時的數字，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因為數據提早於昨

日零時「截數」，未計及昨日下午4時前檢測出來的新增20
多宗確診及4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若計埋的話，確診數
字肯定會更高，但因為個案數量太多做唔切。」
張竹君形容，今波病毒的傳播性十分高，個案患者反映：
「沒有戴口罩幾分鐘（便受感染），部分人雖然有戴口罩，但
可能因環境而感染。」有些長者患者或家庭主婦生活規律，除
飲茶和買餸外並無特別外出活動但最終仍中招。疫情更有擴散
跡象，她表示不僅慈雲山地區有大量確診個案，昨日不明源頭
個案分別來自九龍灣、長沙灣、屯門、小西灣等區。

「周圍去」礙源頭追蹤
除了病毒傳播力增強，她又認為疫情失控與市民沒有減少
社交活動有關，市民「周圍去」，外出吃一頓飯或已與多人
接觸，使中心的源頭追蹤工作舉步維艱。
其中一個例子是，聖德肋撒醫院昨日有兩名員工感染新冠
肺炎，她們本月初曾一同「打邊爐」及吃薄餅，其中一人為
第1803號患者，另一人則是初步確診。
張竹君指出，第1803號患者是在檢疫中心經檢測後確

診，她的家人較早已發病，故相信並非院內感染；另外，該
患者是在醫院內中心工作，而不是在門診工作，所以相信與
早前到該院求診的確診者無關。
另外，原有的感染群組再有新增確診個案。其中一個家庭群
組，一名確診者早前與10多名親友在葵芳新都會潮庭酒家聚
餐，再到其中一人荔景家中聚會，昨日再多四人確診。
此外，薀莎餐廳的群組新增一名廚師和員工家人確診，乒乓
球群組多一人確診，而旺角雅蘭中心稻香酒樓有一二百人出席
的聚會，繼早前四人確診後，昨日再新增一名女子確診。
張竹君表示，本港出現愈來愈多確診個案，很多個案都去
過為數不少的生日會、派對、打麻將、家庭聚會等。她續
指，部分聚會沒有名單，也有部分個案忘記參與時間、同行
人士等，使源頭追蹤工作非常困難，病毒亦很容易擴散。

呼籲市民盡量留家
張竹君補充，大部分確診個案中，在發現患者時，其家人
已出現病徵，若中心追蹤密切接觸者稍有延遲，很多密切接
觸者均出現病徵，又會傳染其他人。
她強調，情況若然持續，檢疫中心將不敷應用，醫院也未
必能夠負荷，屆時醫療體系將會崩潰，希望稍有不適的市民
不要四處走動、盡快求醫，在家中亦要保持衞生、戴口罩以
免傳染家人，而其他市民則盡量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文）晚市限制堂食禁令獲延續
一周，部分市民遂買外賣相約
到公園或酒店房間等場所一起
聚餐，周末亦見不少外傭在廣
場圍坐聚餐。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禁令
本身旨在減低市民的聚會意
慾，自覺減少外出，如果買外

賣後相約多人一起進食，與在
餐廳內進食無異，令規例失去
意義。她又指，目前疫情嚴
峻，希望市民齊心配合政府的
抗疫措施。
「晚市禁堂食」政策已實施
多日，部分市民聚會的熱情仍
然不減，有人買外賣後約朋友
到公園、家中或者酒店房間一

起進食；昨日周末亦見到不少
外傭在公眾地方三兩知己聚
集，在無戴口罩的情況下，談
天及吃飯。
對於上述情況，張竹君表

示，「如果在食肆買外賣，又
聚埋一大堆人一起食，情況與
在餐廳內進食無分別，規例就
變相失去咗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疫情勢頭

凶險，水務署及康文署昨日分別有一名外判工
人及兩名外判清潔工人中招。水務署昨晚證
實，一名於北港濾水廠負責一般雜務工作的外
判員工昨日確診，強調事件對食水安全沒有影
響。康文署則表示，兩名外判清潔工人上周五
晚已獲通知初步確診，他們工作的場地已進行
全面清潔消毒。
水務署指，該名外判工人目前已入院接受隔

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最近一次上班日期為
上周五（7月17日），她早前因身體不適求
醫，並於昨日獲通知確診。署方表示，該名外
判工人工作時有佩戴口罩，於上班期間一直有
探測體溫，體溫正常。署方並已即時安排全面
清潔及消毒北港濾水廠，並已提醒所有人員須
注意個人衞生，並時刻提高警覺，如有不適，
須馬上求醫。

康文署兩外判工染病
另外，康文署的兩名外判清潔工人昨日亦確

診。他們分別於黃大仙區蒲崗村道公園的兒童遊
樂場、極限運動場及露天劇場，以及葵青區石排
街公園和石籬探奇遊樂場工作。兩人最近一次上
班日期均為上周五（7月17日），他們早前因身
體不適求醫，並於7月17日晚獲通知初步確診，
目前已入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康文署表示，兩名員工最近沒有外遊記錄，

工作時有佩戴口罩，於上班期間一直有探測體
溫，體溫正常。署方已按衞生防護中心指引，
即時安排全面清潔及消毒相關場地及設施。而
公園內的所有兒童遊樂場、極限運動場、露天
劇場、球場、單車徑、健身園地等設施，早前
已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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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源頭不明 傳播鏈難尋 防疫須收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香
港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確診數字連
日飆升。香港醫學會專家指出，香港
本地第三波疫情大部分個案來源不
明，亦找不到傳播鏈，是疫情爆發以
來從未出現的情況，呼籲市民留在家
中，停止一切高危活動。
香港醫學會會董唐繼升直言，本地
第三波疫情，較第一波、第二波，危
險性明顯上升，前兩波大多數確診者
可追溯源頭和傳播鏈，然而這次大部
分個案不明源頭，亦找不到傳播鏈，
「這是一個質和量的同時變化，這是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從未出現的情

況」，令人相當擔心。

病毒測試覆蓋率須擴大
唐繼升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將防疫
措施收到最緊，如全部食肆不准堂
食，一切政治性及非政治性活動全部
取消等。與此同時，短時間內快速進
行病毒測試，將覆蓋率擴大也是必須
的措施之一，他提醒，「這是本地大
爆發之前的最後機會。」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則表示，觀察新增個案走勢，
最好以三日平均數為依據，因有時檢
測有所延誤。以此來看，可見近日上

升趨勢非常明顯，而上一輪特區政府
收緊措施已實施約一個星期，疫情仍
未見放緩，則意味着有關措施無效，
必須盡快收緊。
「現在需要一些快速措施，以讓大
部分市民留在家中為目的。」梁子超
強調，斬斷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傳播鏈
是此時防疫的重中之重，畢竟家庭內
部傳播追蹤更為容易。

減出門人數利疫情放緩
為什麼這次疫情擴散得這麼快？是

因為疫情已滲透入繁忙都市之中，香
港人口密集，令公共交通、街市、商

場等均成為高危地點，無法追蹤接觸
者。「如果能夠將出門人數減少一半
甚至更多，那就意味着潛在的傳播源
減少一半，而暴露在外的人又減少一
半，傳播危險則變為現時的四分之
一。」梁子超認為，唯有這樣才能令
疫情放緩。
梁子超同時提到，香港沒有相關制度
可限制人口流動，更不用說封閉式社區
管理。然而特區政府現時已需考慮當一
個大型場所群組爆發，第一時間封鎖現
場，進行人群管理，迅速進行篩檢，以
短時間內限制疫情的「火頭」四處擴
散，否則「救火」也是徒勞。

■■聖德肋撒醫院有員工確診聖德肋撒醫院有員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安排在蒲崗村道公園進行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安排在蒲崗村道公園進行全
面清潔及消毒工作面清潔及消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