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新聞國
際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02020年年77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

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逾半年，以美國疫

情最嚴重，當地疫情其實曾一度稍為緩

和，近一個月卻重新惡化，與同樣曾嚴重

爆發的西班牙、意大利、韓國等地成強烈

對比，死亡率更跟醫療資源落後的國家相

近，情況之嚴峻令全球震驚。專家批評美

國聯邦政府未有領導抗疫，甚至在疫情下

分化國家，逝世新冠患者的遺屬，亦把矛

頭指向鼓吹解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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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一大特點是潛伏期長、傳播能力
高，當社區真正感受到威脅時，病毒早已廣泛散
播，但在此之前，民眾卻容易在尚未感受到危險
時過於鬆懈，故政府的提示非常重要。然而美國
防疫宣傳雜亂無章，以戴口罩為例，科學家早期
對是否戴口罩取態混亂，抗疫工作只能倚賴民眾
個人執行，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美國多州曾在3月至4月時，實施居家令等嚴格

抗疫措施，一度遏制病毒傳播，但當時疫情主要
集中在紐約州和西岸，中西部和南部州份疫情相
對較輕，這些地區的民眾根本未真正感受到病毒

威脅。
隨着大部分州份在5至6月開始解封，一般人便

變得更為鬆懈，俄亥俄州州長德維恩直言，當民
眾得知俄亥俄州解封，潛意識便會相信「俄亥俄
州安全、可回復常態」，繼而疏於防疫。他呼籲
居民亡羊補牢，盡快達至全民戴口罩，避免俄州
變成下一個佛羅里達州。
俄勒岡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斯洛維奇解釋，人們

大腦對於戴口罩等沒有即時效果的保護措施，傾
向不突出其重要性，反而會更留意佩戴口罩的即
時不適感覺，使人們不願戴口罩。這情況使公共
宣傳更為重要，可惜美國各地的防疫宣傳根本沒
有條理。

死者家屬批總統帶壞頭
來自亞利桑那州的烏爾基薩，父親馬克是多年

共和黨員，雖然她一直力勸爸爸不要外出，以免
染病，但州長杜西等政要不斷鼓吹解封，自己勸
阻根本沒有說服力。馬克最終在上月30日疫歿，
烏爾基薩控訴，當總統、州長、電視台等都渲染
同一件事，「你如何與其抗衡？」她形容特朗普
及杜西「背叛了爸爸」。 ■綜合報道

美國新冠疫情不斷惡化，確診及入院患者急速
增加，多地醫療系統瀕臨崩潰，病毒檢測需時愈
來愈長，急症室和病床亦「逼爆」，但除此以
外，一般人的情緒亦持續轉差，難抵壓力下可能
失去理智，使疫情更難受控，被專家形容是更大
危機。
美國各個重災區在疫情中，先後傳出醫療體系

超負荷的消息，由早期的紐約到近期的得州，均
出現醫院深切治療部人員疲於奔命的情況，醫護
工作量過大下，無暇顧及所有患者，恐進一步增
加死亡率。

「看不到希望」恐更大鑊
另一個全國性問題是病毒檢測效率不斷下降，

當病毒檢測需時過長，醫療機構將無法迅速找出
感染患者，並難以隔離和追蹤其他密切接觸者，
導致傳播鏈未能切斷。
曠日持久並持

續惡化的

疫情，更使民間開始出現絕望情況。明尼蘇達州
大學的傳染病研究及政策中心主任奧斯特霍爾姆
警告，當民眾見不到抗疫的希望，便無法再理智
和積極抗疫，「這樣將令人不再能擊退病毒」。
來自密歇根州的作家佩蒂坦言已覺得洩氣，並不

滿政府抗疫不力、令學校無法復課，「我本來以
為，學校頂多只會停課至秋季學期開始時，假如只

是如此，我也能應付得來，但現在看
來這目標已不可能達成。」

■綜合報道

過早解封變鬆懈

檢測耗時難斷傳播鏈 醫療系統瀕崩潰

全球去年底開始出現新冠病例時，大部分人均
無法想像到，美國竟會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

家。去年10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曾聯同智庫
「核威脅倡議組織」(NTI)，評估195個國家應對傳
染病疫情的能力，美國獲得83.5分高分，在全球排
名第一。

特朗普搞分化「異類總統」
美國本應擁有優秀抗疫能力，新冠疫情卻在當地
失控，情況遠比意大利等早期重災區嚴重。前總統
奧巴馬時期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卡梅倫認
為，原因在於聯邦政府刻意不作為，只把責任推卸
至州、縣、市政府，即使華府起初可能誤判，但3
至4月時的經驗亦已經證實，必須由聯邦政府領導
抗疫才可能有效。
美國近年政治氣氛極度分化，連抗疫也無法倖
免，如總統特朗普便多次淡化疫情，鼓勵民眾上街
抗議居家令，多月來也一直拒絕公開戴口罩。另一
邊廂白宮則繼續為特朗普的抗疫政策辯護，結果令
不少美國人相信疫情被學者或主流媒體誇大。
美國歷史學會行政主任格羅斯曼提到，美國上世
紀陷入經濟大蕭條時，時任總統羅斯福不但推行
新政，更借助在電台發表「爐邊談話」，以
親民手法團結國家。格羅斯曼形容，團結社
會是近乎所有總統面對危機時的「本能反
應」，即使不成功亦會努力說服民眾，
「今屆總統明顯是個例外及異類」。
至於美國政府抗疫的最大失誤，則要數到在

感染率只小幅下降時，便不顧專家反對倉卒推動解
封，結果解封後不久疫情便再次大規模爆發。國家
衞生研究院(NIH)院長科林斯承認，美國人沒有決
心維持早期的防疫政策，使病毒乘虛而入，而當中
最致命的問題，則是人們無法從縣市、州和聯邦政
府聽取清晰的指示。

如被國家背叛 失自豪感
在疫情下失去至親的民眾，開始把怒氣指向政

府，例如得州的64歲呼吸治療師帕帕季米特里烏
在6月底確診，7月4日美國獨立日當天病逝，估計
她很可能是在治療新冠患者時染病。6月正是得州
開始恢復經濟活動的時間，帕帕季米特里烏
的女兒圖利普坦言，母親的死本來完全可
以避免，她對特朗普政府感到憤怒，更
坦言感到被國家背叛，「我自小便很
愛國……我很想相信我們還能改變、
還能治癒，很想美國能變回那個令我
們都感到自豪的國家。」 ■綜合報道

美國受新冠疫情侵襲前，公共醫療資源多年來已一直被削
減，人手長年不足、公共衞生問題積壓多年，變相為應對大規模疫
情埋下隱憂。
美國多個醫護人員工會數字顯示，全美醫療系統自2008年起，已流失

近6萬人手，相當於總數近1/4。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應急撥
款，原本是醫療機構的主要聯邦政府資金來源，但自2003年起亦被削減達
30%。
醫療系統的硬件落後亦拖累防疫工作，西弗吉尼亞州的前公共衞生主任斯
萊姆普提到，美國的電子疾病監察系統「古舊、累贅」，形容如同「駕駛着
70年代舊車」。
紐約市立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的希默爾斯坦教授解釋，經營公共衞生工
作的一大問題，是假如衞生官員成功，例如確保食物和食水安全，讓
民眾保持健康時，一般人無法感受到政策效果，故會以為衞生資
源可以削減，只會在出現問題時方引起注意。 ■綜合報道

「海嘯」後失1/4人手

削三成撥款埋隱患

戴罩宣傳一鑊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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