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冠疫情
第三波未有止息之勢，小西灣過去數月已累積
了十多宗確診個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
昨日向食物及衞生局遞交請願信，要求局方考
慮為小西灣邨內12幢大廈所有居民，進行免
費新冠病毒檢測，確保居民健康，防患於未
然。他並要求領展即時為小西灣廣場徹底清潔
和消毒，讓街坊安心。
張國鈞表示，現時小西灣區已累積了十多宗確

診個案，而小西灣邨近周亦發現兩宗確診個案，
令居民擔憂會否在社區爆發。有見事態緊急，他
向食衞局遞信表達訴求，並要求領展為小西灣廣
場徹底清潔和消毒，並加強防疫措施，保障商戶
和購物人士的健康安全。張國鈞又表示，已去信
房署，要求立即安排為小西灣邨內所有公眾地方
及休憩空間徹底清潔和消毒。
他又指，現時疫情有席捲全港之勢，呼籲街坊

加強防疫抗疫，盡量留在家中，減少外出用膳和
聚會。他會繼續留意港島區的疫情發展，密切要
求相關部門或機構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居民健康。

張國鈞促免費檢測小西灣邨居民

■■張國鈞張國鈞（（左一左一））及團隊向食衞局職員及團隊向食衞局職員
（（左二左二））遞交請願信遞交請願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許多檢測機構的檢測名額每日大清早已額滿。

醫院資源不足 核檢頻摸門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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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

洶，部分私人機構要求住在「疫

廈」的員工自費接受病毒檢測，

加上有市民為求心安，一窩蜂到

公私營醫院或檢測機構接受新冠病毒的核酸測試，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撲籌」接受

檢測，卻發現不論是私營還是公營都「一籌難求」。其中，私營檢測服務最誇張，要

提早一晚通宵排隊才包保撲到名額做檢測。浸會醫院更因為公眾對檢測的需求遠超負

荷，「落閘」暫停公眾檢測。至於公營，雖然收費低，但職員卻多次「勸退」無徵狀

的市民勿浪費資源。檢測資源嚴重不足，香港文匯報記者幾度「摸門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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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院拿籌排通宵 浸院「落閘」停檢 職員黑面「趕客」

全港有15間私家醫院或化驗機構獲政府認可
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連日來都出現檢測

人龍。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解撲檢測名額有幾
難，前晚7時許先到太子聖德肋撒醫院碰運氣，
只見門診大堂已現人龍，經詢問得知，市民排隊
領取翌日50個檢測籌號。由於名額極有限，不消
一會已派光，遲來的市民和香港文匯報記者被護
士勸道：「明天請早。」
記者未有放棄，昨日再度到訪聖德肋撒醫院打
探最新取籌情況，但護士表示由於近日檢測人數
眾多，院方仍未決定是否繼續提供公眾檢測服
務，「明天（今日）有無籌仲未確定，你夜啲再
嚟碰碰運氣。」據悉，聖德肋撒醫院核酸測試費
用為1,500元，連門診費共收取1,680元，若當日
上午10時前提交樣本則可即日獲取報告，10時後
提交者則要等到翌日下午3時後拿取報告。

市民：唔檢無工返
同樣「摸門釘」的一位男士用手機拍下核酸檢
測須知告示被護士勸阻，該男子則辯解：「我影
畀家人睇！」他向記者表示，家中老人家有意回
鄉避疫，但到內地必須提供檢測報告，所以才向
私家醫院叩門。
在場也有市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由於自
己所住大廈有住戶確診，僱主要求他通過病毒檢
測才能上班，「有什麼辦法？無工返就無收入，
唯有自己掏荷包做檢測，但有錢都做唔到，唯有
夜啲再嚟睇睇。」

「冇問題別來，留在家最安全」
至於公營醫院，一樣是難。香港文匯報記者前
往伊利沙伯醫院試試運氣，雖然公立醫院多次傳
出群組爆發，但市民仍冒着染疫風險，坐在急症

室大堂聽「嗌名」接受核酸測試。香港文匯報記
者不久被「嗌名」到窗口櫃位登記及繳交180元
門診費，約五分鐘後便被護士叫到分流處量血壓
及體溫。
其後護士繼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查問基本問

題，如14天內是否曾離開香港、14天內有無發燒
感冒、近期有無任何身體病徵及不適等，香港文匯
報記者如實回答，並稱自己身體無大礙，因為擔心
受感染不自知才前來檢測。護士聽後便以「趕客」
的口吻，給記者面色說：「沒有問題就不要來浪費
（時間和資源），留在家裏才最安全。」
她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如堅持要做檢測則要

等醫生診症，至少需要等候3個小時，加上凌晨後
人手減半，可能要等上五六小時，「要等好耐㗎，
值唔值得等，你自己想清楚。」隨後香港文匯報記
者以時間不足為由離開，並辦理退款手續。

雖然香港疫情嚴峻，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五間公、私營醫院的防感染措施嚴謹度不
一，其中一間私家醫院更無職員為進院訪客

量度體溫，位於大堂的紅外線自動測溫儀也未開
機，疑似處於關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先後到兩間私家醫院及三間公立醫院，
發現聖德肋撒醫院最嚴謹，大堂入口處至少有三位護士為
進入者完成體溫檢測、查詢過去兩周有否出境，以及進行
登記手續。但另一間私家醫院卻疏忽防感染措施，既無職
員為訪客量度體溫，大堂紅外線體溫自動檢測儀連結的顯
示器處於關閉狀態，疑似關機；亦無職員在場駐守，記者
可以自由進出。

公立醫院方面，均有職員在門診大樓為到訪者檢測體
溫，伊利沙伯醫院最嚴格，會為體溫正常的訪客佩戴紙手

環，以作識別。
另外，醫院對訪客的口罩要求不一。政府派發的「銅芯

口罩」只適用於日常生活，進入醫院防禦性不足，但記者
佩戴該口罩前往兩間私家醫院及三間公立醫院，唯獨聖德
肋撒醫院不允記者入內，該院入口處的護士見到香港文匯
報記者佩戴「銅芯口罩」便詢問，「布口罩內層有否額外
戴多一層外科口罩？」香港文匯報記者回答「無！」便被
拒絕登記入內。護士解釋，並非針對政府口罩，而是院方
認為所有布質口罩都有安全隱患，必須至少佩戴一層外科
口罩方可以進入醫院。護士補充道：「布口罩容易鬆動，
清洗多次後難以完全貼合面部，保護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繼續佩戴「銅芯口罩」前往公立醫院，
卻順利進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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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寬緊不一 有私院無量體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每日以雙位數增長，公營醫療系統瀕臨爆煲。消息
指，醫管局最快本周五啟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作社區隔
離設施，接收病情穩定確診者。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
峯昨日表示，現時1,200多張負壓病床及650間負壓病
房，使用率已達77%，另需預留一定數量的病床收治急
症，佔用率已逾八成多，幾近飽和。該局總行政經理
（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也透露，聯合醫院和伊
利沙伯醫院首當其衝，病床「周轉不靈」下，昨日有
20名確診者未能第一時間安排入院，令人擔心會增加
社區感染風險。
庾慧玲表示，近日有較多病人到九龍區醫院求醫，尤

以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最備受壓力，而該區醫院的
深切治療部病房也十分緊絀。截至昨日深切治療部病房
的使用率已達83.5%，局方會繼續留意情況，調動病人
分流到其他醫院，以騰空病床。
醫管局現已開啟1,207張一線隔離病床，亦開放約
500張二線隔離病床，有30名康復中的病人正在使用。
她認為，有需要時，該局會在72小時內啟用鯉魚門公
園度假村，作為社區隔離設施。
張子峯昨日在電台上表示，預料負壓病床使用情況會
繼續上升，使用率升至八成便達「臨界點」，「如果去
到八成就好嚴峻，因為一定要留返啲床，有時急症室會
收到個案入嚟。而且仲要清潔不斷流轉。」他說，由於
今次爆發較多年長和長期病患確診者，有時需要使用深
切治療服務，部分需要住院病床的服務，以致部分需要
深切治療服務支援的手術，包括早前預約的非緊急手術
都會延期。

他強調，醫管局一直努力騰空病床，當病人穩定就會
轉往獨立病房，並透露前日（20日）已安排十多名病
情較穩定及有自理能力的確診者，轉到二線病床。

住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將減半
過去一周每日平均逾50宗新增確診個案，張子峯表

示，如果情況持續，擔心醫院會出現「周轉不到」的情
況，醫管局正努力調配病床，增加隔離設施，並形容本
星期是非常關鍵。他又指，以目前的疫情推算，本周可
能要啟動社區隔離設施，否則或會出現樽頸。如果鯉魚
門度假村的各項設施已準備好，醫管局可以將首批情況
穩定的確診病人轉送過去，以空出更多一線隔離設施予
病情較為嚴重的病人使用。
另外，他說，在這一兩個星期內會陸續調整服務，包

括減少大約一半住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大部分專科門診
服務會減少兩至三成，以騰空更多內科病床改裝為二線
隔離病床，接收穩定的確診病人。他強調，今次疫情反
映，一直相信只屬低風險的手術，例如換骹或心導管檢
查都有機會在不知情下，接收到確診病人，結果只會令
醫院設施的壓力增加，希望市民體諒。
此外，衞生署昨日發公告提醒市民，因應最新疫情調

整服務安排，轄下部分非緊急服務已作出調整或暫停，
包括母嬰健康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學生健康服
務中心、長者健康中心等，巿民可瀏覽署方網頁www.
dh.gov.hk，了解詳情。同時，署方轄下牙科診所只限
提供緊急及止痛服務。公務員診所及家庭醫學深造培訓
中心會繼續開放，惟非緊急服務如健康講座等將調整或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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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實驗
室的病毒檢測工作疑超負荷，工作人員因過累
以致誤將兩個檢測結果「陰陽互調」。公共醫
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昨日表示，現時所有新
增個案須由衞生署實驗室作最終化驗才確診，
惟實驗室在過去兩三年一直人手不足，再加上
未如醫管局般採用電腦化程序，仍需以人手輸
入資料，增加出錯風險，她相信短時間內亦未
必可改善情況。
馬仲儀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解釋「擺烏龍」事

件，指疫情以來，並非是第一次發生，在3月
疫情高峰時，一對尼泊爾籍父子因名字相近調
亂了檢測報告。她指，衞生署過去兩三年一直
人手不足，空缺率達20%。她又指，衞生署的
化驗工作以往並沒有24小時人手編制，現階段
難以在短時間內增加化驗人手，只可由原有的
人員不斷加班，以應付大量的檢測工作。
她又表示，一直有反映衞生署檢測程序存
在問題，因現時所有新增個案，都要經衞生署

實驗室作最終化驗才確診，但署方現時的工作
已十分繁忙，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加重。她續
指，衞生署的電腦系統未如外界想像般完善，
令工作的難度增加，「衞生署未如醫管局般採
用全面電腦化程序，有些工作需要以人手輸入
資料，易出錯。」她相信衞生署短時間內未必
可以改善情況。

市民需考慮有沒必要檢測
馬仲儀指出，現時病毒檢測工作負荷很

大，呼籲巿民應考慮清楚是否有必要檢測，如
果有病徵或曾與確診者接觸才檢測，但有私家
醫生及巿民向她反映，有私人機構要求員工，
如果居住大廈有確診個案，即使沒有緊密接觸
也要接受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上班，以
致公私營檢測服務大增。
她認為，僱主的有關要求不必要，因為即
使一次驗出陰性亦不代表永久「免疫」，認為
在家工作隔離一段時間更為安全和實際。

資料手打易錯 短時間難改善

■■ 有私家醫院前晚已有私家醫院前晚已
有市民通宵輪候接受病有市民通宵輪候接受病
毒檢測毒檢測。。

■ 近日較多病
人到九龍區醫
院求醫，該區
伊利沙伯醫院
的病房與病床
已十分緊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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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