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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疫情仍反覆，昨新增19

宗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倍增，當中16宗

屬本地感染，半數仍屬源頭不明個案。

另有一名歲半病童在兒童醫院進行預約

手術前，病毒檢測結果顯示為初步陽

性，進一步檢查發現病童與母親體內均

有病毒抗體，母親則對檢測呈陰性，估

計她也曾感染新冠病毒但已康復，揭示

社區恐仍有許多這類一直沒有病徵故不

自知的隱形患者不斷「播疫」。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政府

用盡方法杜絕相關傳播鏈，若大部分市

民也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便可以找

到如上述母子等隱形患者。

幼童術前見陽 與母同攜抗體
或早前感染後康復不自知 張竹君籲市民參與普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確診：

◆◆輸入個案輸入個案

◆不明源頭個案

◆◆有關聯個案有關聯個案

（均為家庭或朋友聚會感染）

◆初步確診

19宗

3宗

8宗
8宗

逾2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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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確診反彈 回升至19宗
張竹君昨午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新增確診宗
數回升至19宗，較前日的9宗反彈逾一倍，而
16宗本地感染個案中，有8宗未能找出感染源
頭，當中包括兩名家庭主婦、一名退休人士
等。這些個案一般只在社區生活如買餸等，社
交活動不頻繁，但仍受到感染，可見社區的隱
形傳播鏈無處不在。
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
管理）何婉霞指出，一名歲半男童亦初步確
診，他前日下午到兒童醫院預約接受小童疝氣
手術，他入院前並無病徵，近數星期未曾離
境，亦沒有家人確診。由於兒童屬保護群組，
院方為謹慎起見，在男童入院時進行新冠病毒
檢測，結果發現呈初步陽性，遂安排其入住隔
離病房，昨早再轉往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檢查。

巴國返港測毒數次呈陰
何婉霞指出，該幼童的血清樣本有抗體，估
計較早前在社區受感染，現已康復。醫院亦為
男童的母親安排檢查，她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
性，然而體內同樣有抗體，相信早前感染後已
康復。她續說，相信男童現已沒有傳染性，因
此沒有醫護或病人屬密切接觸者，而男童的父
親和姊姊要接受檢疫並進行病毒檢測。
張竹君補充，男童6月底與母親及姊姊從巴
基斯坦回港，估計有機會在社區受感染，而他
們當時做過數次新冠病毒檢測均呈陰性，該對
母子應是隱形患者，若不是手術前進行檢測，
也不會發現他們曾受感染，故政府將展開的普
及社區檢測有其必要性，能找出社區內沒有病
徵的隱形患者，「好似呢對母子咁，去參加檢
測，咪可以搵到佢哋出嚟。」
此外，匡智梨木樹宿舍再多5名院友及1名
照顧者初步確診，已安排送院，其他院友會安
排送往亞博館的臨時檢疫中心隔離。早前該院
舍3名員工確診時，衞生署已為所有院友及員
工檢測。張竹君強調院舍已出現爆發，由於大
部分院友上月起沒有再外出，相信病毒是由照
顧員帶入院舍。
至於涉及75人確診的第二大群組葵涌貨櫃
碼頭，張竹君表示已檢測當中7,000個樣本，
未再發現陽性個案。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會為葵
涌貨櫃碼頭工作人員定期驗病毒，張竹君透露
有關計劃由運輸及房屋局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公立醫院再有支援人員初步確
診，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
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九
龍西聯網一名46歲非緊急救護車
女運作助理，昨晚初步確診，她上
周五（21日）最後上班；瑪嘉烈醫
院一名60歲急症室女運作助理亦
初步確診，其上周六（22日）最後
上班，由於兩名染疫人員工作時有
穿着合適個人保護裝備，故沒有病
人被列作密切接觸者，但合共有五
名同事與兩人一起用膳，故須安排
檢疫。
何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

該名非緊急救護車女運作助理上周五
上班後，因不適到仁濟醫院急症室求
醫，結果對病毒測試初步呈陽性反
應，醫院進行接觸者追蹤，初步得知
她所住的屋邨有確診者，而三名非緊
急救護車同事曾與她用餐，被列密切
接觸者，故會安排檢疫。
至於瑪嘉烈醫院的急症室女運作助

理，亦是於上周六下班後不適到急症
室求醫，前晚留深喉唾液檢測後初步
確診，另有兩名急症室同事曾與她一
起用膳，故列密切接觸者，要安排檢
疫。何婉霞表示，由於兩名染疫人員
工作時有穿着合適個人保護裝備，故
無病人列作密切接觸者。

兩院火警影響負壓房
另外，屯門醫院負壓系統昨早7時

蒸氣喉出現滲漏，觸動火警鐘警報，
主座隔離病房自行暫停。消防到場調

查後，負壓系統早上7時40分恢復正常，而停止
運作期間負壓病房有13名病人，當時病人沒離開
房間，房門亦未打開，醫護有合適裝備。
北區醫院昨日中午亦發生火警鐘誤鳴，令北

翼負壓系統暫停，當時有8名病人等候檢測或
正接受檢測，醫護人員有穿防護裝備。經檢測
後系統昨午1時恢復正常。經評估，上述兩宗
負壓系統事故導致感染的風險不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令各行
業備受衝擊，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調查發
現逾六成員工開工不足、失業及預支假期，
有酒店「炒散」員工表示已停工近七個月，
每日望天打卦，計劃轉行。酒店及餐飲從業
員協會秘書長葉柳青認為政府的「保就業」
計劃存在漏洞，建議新一輪計劃以「實名
制」申請，避免僱主剝削員工，更建議政府
發放一次性一萬元現金津貼予前線員工。
協會訪問了1,081名會員，逾六成表示面
臨失業、開工不足及放無薪假，協會又指雖
有八九成公司有申請「保就業」計劃，但仍
有逾九成受訪者被削減工時、預支假期、減
薪及繼續裁員。
在酒店當兼職侍應的翟先生以「炒散」形
式簽約，不受惠於「保就業」計劃，指出除
政府6月底至7月初放寬「限聚令」時才有六
天工作外，已停工近七個月。他指以往平均
每月有1.3萬元至1.4萬元收入，可應付家

用、屋租及日常生活，但疫情爆發以來，僅
獲那6天工作的不足4,000元和政府一萬元現
金，故要靠積蓄度日。
他擔心持續「無工開」，故已考取保安牌

並計劃轉行，並視乎中秋過後市道考慮需否
申領綜援，但擔心未等到審批已「餓死」。

工會倡實名制防「炒貴聘平」
葉柳青表示接獲會員求助，指公司申請

「保就業」補助但仍要求他們放無薪假及削
減工時，建議政府向業界僱員發放一次性一
萬元現金津貼，且在「保就業」2.0實行「實
名制」，避免僱主領取津貼後裁員，以較低
價錢聘請新員工，另建議設失業或停工津
貼，上限9,000元，為期六個月。
他對政府擬周五重啟晚市堂食安排表示

歡迎，認為有正面回應業界訴求，希望再
逐步放寬，但認同防疫為先，以免疫情死
灰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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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早前出現外傭宿舍群組爆發，勞
工處昨日起至下個月30日，為已約滿或

斷約並將轉到新僱主家庭工作的外傭提供免費病毒測試。採樣中心
設於港灣道體育館，昨陸續有已預約的外傭到場，部分由僱傭公司
職員陪同，有外傭指新僱主要求先做檢測。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亦到
場視察，而穿上保護衣的工作人員為外傭採集鼻腔及咽喉拭子樣
本，結果於兩三天後透過手機短訊通知，檢測呈陽性會轉交衞生防
護中心跟進。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外 傭 測 毒

酒店「炒散」員工七個月無工開

專家：「二染」證群體免疫或無用

高福高福

袁國勇袁國勇

■■本港疫情仍反覆本港疫情仍反覆，，昨新增昨新增1919宗確診個案宗確診個案，，當中當中1616
宗屬本地感染宗屬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杜啟泓指二次感染個案顯示患者杜啟泓指二次感染個案顯示患者
康復後非終身免疫康復後非終身免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瑪嘉烈醫院一名員工初步確診。 中通社

部分確診及初步確診個案
匡智梨木樹宿舍：5名院友及1名
照顧員確診

瑪嘉烈醫院：60歲急症室女運作
助理初步確診

九龍西聯網：46歲非緊急救護車
女運作助理初步確診

兒童醫院：1歲半幼童初步確診，
病童與母親體內均有病毒抗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出現全球首宗二次感染的新冠肺炎病
例，一名33歲的新冠肺炎康復男子自
歐洲返回香港後，其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再次呈陽性。負責該個案研究的港
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泓昨日
指出，該個案顯示確診者康復後不是
終身免疫，二次感染後病毒量足以傳
染其他人，而其他康復患者均有機會
再感染，故「群體免疫」的防疫策略
亦可能無用，這為防疫抗疫工作帶來
困難。

杜啟泓：似流感冠狀病毒
杜啟泓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該

患者二次感染的病毒株基因排序，基
因分支有24處不同，是兩種完全不
同的冠狀病毒，非患者首次感染後
殘留的病毒。患者二次感染後，身上
幾乎驗不出病毒抗體，當他再次入院
後幾日才驗到病毒抗體，證明患者是
二次感染。
他又形容，在機場發現患者是好

彩，因為患者回港時無病徵，檢測後發
現病毒量亦有中等水平，「我們認為病
毒數量有機會傳染（其他人）。」
對於如何評估現時各國正努力研製

疫苗的成效，杜啟泓表示，新冠病毒
基因日後仍有機會變異，形容它是一
種類似流感的冠狀病毒，患者康復後
二次感染亦屬常見，但醫學界對新冠
病毒的認識只有數個月，現時難以評
估將來研製出來的疫苗效用會否因而
受影響，市民日後是否需要頻密接種
疫苗，這仍要收集更多數據作研究。

袁國勇：病毒或長期陪伴
對於康復者的抗體何時會出現，

又相隔多久才消失，港大微生物學
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另一個節目上

表示，該名患者
首次出院時血
液未驗到有抗
體，「患者第
一 次 （ 確 診
後 ） 10 日 便 出
院，10日時抗體未必
會（生產）出來，檢驗他的血清是
沒有（抗體）的，但可能兩三個星
期後有抗體出來，但我們並不知
道，又或者根本沒有過抗體，當時
病人完全沒有任何病徵，不會專程
捉他回來（驗）。」
他表示，研究團隊正利用更精密的

方法，去驗患者之前有沒有抗體，並
指今次案例可能代表新冠肺炎如傷風
感冒，會陪伴全球人類一段長時間，
染病後亦會再感染，「引起普通傷風
的冠狀病毒，好多人都有中和抗體，
但中和抗體不能完全杜絕病毒繼續流
行的。」
另外，袁國勇接受內地傳媒訪問

時指出，早前有研究指，新冠病毒
輕症病例的抗體水平較低，在幾個
月內可以降至更低水平，所以四五
個月後再次感染不足為奇。他又
指，該患者在第二次感染期間迅速

產生抗體，並降低病毒載量，強調
今波疫情中大部分為輕症感染者，
一般來說症狀和炎症愈嚴重，免疫
反應持續的時間就愈長，並認為兩
劑接種法是鞏固免疫的正確方法，
這個病例表明再次感染確實可能發
生，因此輕度患者康復後也需要接
種疫苗，以及佩戴口罩、遵守手部
衞生和保持社交距離。

高福：謹慎解讀二次感染
對於香港出現的患

者二次感染新冠病毒
個案，中國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主任高
福院士昨日亦對內
地媒體表示，首先說
明（該病例）上次感染沒
有獲得免疫保護，為什麼？他（該
病例）是免疫缺陷病人？還是他
（該病例）上次是輕症感染而機體
沒有產生免疫應答？或者應答水準
低不足以保護？如果上次感染他獲
得了抗體，但可能血液裏的抗體不
能到達呼吸道而保護？（這裏面
有）許多科學問題，這是一個個
案，解讀需謹慎。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 2890：71歲男，有長期病
患，7月25日入住東區醫院，昨晚
7時56分離世

* 註：累計有78名確診者在公立醫
院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