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2716：63歲男，生前
居於馬鞍山恒安邨恒山樓
個案4565：98歲女，耆康
會啟業護理安老院院友
個案4096：70歲男，東區
醫院K5綜合內科及老人科
病房病人
*累計有87宗死亡個案

部分本地確診個案
個案4780及4784：匡智梨木樹宿舍
群組1員工及1院友
個案4786：居於葵芳運芳洋樓的印傭
個案4772：元朗壽富街謝建華醫生醫
務所護士（該診所另一兼職護士初步
確診）
個案4787：機電工程署工程人員
*一名警務人員初步確診

疫情數據
新增確診個案
昨日新增確診宗數：18宗
輸入個案：2宗
不明源頭個案：5宗
有關聯個案：11宗
初步確診：約10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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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000名醫護人員已報名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採樣工作，

食物及衞生局昨日在伊利沙伯體

育館舉行簡介會，向參與計劃的

小隊組長及助理組長講解檢測中心設備，以及工作流程。有參與計劃的醫

生表示，檢測中心有足夠的預防感染控制措施，且負責採樣者絕大部分是

醫生、牙醫或有經驗的急救員，相信採樣對他們而言「沒有難度」。有醫

生則表示，普測計劃要有足夠多的市民參與，才能有效尋找出隱形患者，

故呼籲所有的市民積極參與，支持醫護人員的工作。

檢測中心設備足 採樣者經驗豐富
6000醫護參與政府簡介會 籲市民支持普檢斷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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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簡介會的私家醫生陳亮廷會後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府昨講

解一旦有市民採樣時嘔吐等情況的處理程
序，而檢測中心的等候區與採樣區最少有
1.5米距離，且每個檢測站有齊手套等防護
裝備，每個檢測中心的設計雖然不一，但相
信當局的感染控制措施足以預防病毒傳播。
不過，他指自己至昨日仍未獲發更表，
未知當值時間和擔任的崗位，認為情況並不
理想，「我報咗六日，有全日亦有半日，首
選嘅工作地區係新界東。」
他指出，一些已獲發更表的醫護亦面對
其他問題，包括同日上午和下午獲編排在不
同檢測中心工作，擔心未必可以準時趕往另
一檢測中心。

醫護人手充足 教導學生採樣
對有人質疑醫護學生是否有能力勝任採
樣工作，醫護誠信同行發言人林哲玄指出，
每個小隊均有1名組長、7名副組長及10名
組員，人手充足，可由組長或副組長先向經
驗較淺的組員示範採樣，再督導他們先做較
簡單的鼻腔採樣，至他們完全掌握後再教導
做稍為難的咽喉採樣，相信有關安排不會拖
慢檢測進度。
他續說，負責採樣的人絕大部分是醫
生、牙醫或有經驗的急救員，日常工作涉及
的醫療程序複雜性，遠高於採集鼻腔及咽喉

樣本，相信沒有難
度。

內地防疫成功給港醫護信心
曾行醫50載的香港民間智庫香江智匯主

席吳歷山認為，此次能在短時間內動員到如
此之多的醫護人員參與檢測實屬不易，一些
負面言論未能阻止醫護人員們在香港抗疫的
關鍵時刻，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值得欽佩和
讚揚。
他並認為，內地在醫護防疫上的成功經

驗也給香港醫護信心；在2月醫護感染的高
峰期過後，內地多地醫護做到了「零感染、
零死亡」，將整體的感染率保持在一個低水
平上，讓香港醫護能夠放心參與到志願工作
中。而此次檢測計劃，中央政府派出的支援
隊也會參與其中，都是經驗豐富的專家，並
預備最多有約600人來港支援，這些都會給
香港醫護信心。
吳歷山續說，特區政府事前的準備工作

亦做得很好，所有準備參與的醫護人員都被
要求去做訓練，戴上N95口罩之後要通過
儀器進行適應性檢查，標準十分嚴格，相信
這些都為醫護人員順利完成工作提供保障。
在亞博館方艙醫院支援的香港外科醫生

王喬峰，也報名參與了普檢計劃。他表示，
很多醫生都參與了計劃，可見香港普遍的醫
護人員都很有使命感，大家的行動已是非常
好的實證。惟有關計劃若希望達至預期目
標，非常依靠全民動員，只有足夠多的市民
參與進來，才能有效尋找出隱形患者，否則
或浪費此次分撥出來舉行計劃的資源和人
力。他呼籲所有的市民都能積極參與，支持
醫護人員的工作。
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出席了簡介會。他們感謝各醫護
人員的積極參與，更感謝各政府部門的相關
同事，齊心為香港的抗疫工作出心出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昨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呼籲市
民盡快登記，表示普檢計劃不但有助找出
社區的隱形患者，以盡快切斷傳播鏈，令
第三波疫情結束，亦可以為未來防控疫情
工作作好準備，日後再出現新一波疫情
時，未必要再以封關和關閉場所等嚴厲措
施控制疫情。
聶德權透露，政府曾經考慮讓市民自行

採樣進行檢測，但考慮到樣本品質後，決
定由專人負責採樣，令樣本質素較有保
證，而檢測中心的選址亦是希望方便市民
在工作地點附近可以接受檢測，又透露

政府曾與部分商會及僱主溝通，希望商界
能方便員工接受檢測，不會要他們「攞
假」採樣，呼籲市民積極參與。
他強調，今次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

要為日後疫情防控作好準備，加強追蹤患
者，「市民接受採集樣本，佢哋習慣咗，
咁樣如果日後當有……我唔想有嘅第四、
第五波疫情時，我哋就唔使每次都透過關
閉關口、嚴控社交距離、關閉場所、暫停
生意，而係靠加強追蹤同快速大規模檢
測，嚟防控疫情。」
聶德權表示，檢測計劃是自願性質，不強

制任何人或公務員參與。政府發言人在回覆

傳媒查詢時則表示，所有行會非官守成員及
問責官員全力支持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會在
政總設立的檢測中心進行檢測。
對攬炒派質疑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涉政治

目的，聶德權重申樣本瓶上只會有號碼，
化驗人員不會得知市民的身份，所有樣本
以及個人資料亦會在計劃結束後銷毀。
是次普檢計劃，令他深刻體會市民對特區

政府缺乏信任，對計劃存在很多質疑，承諾
會繼續作出解釋。他亦提到，社會近年出現
只要涉及中央、內地、香港角色的議題，就
會有矛盾、對立、紛爭、妖魔化或抹黑等現
象，希望市民可以根據事實作出判斷。

聶德權：做好防控準備 可減嚴厲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昨
日新增1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16宗
屬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頭不明，包
括一名原與僱主同住在葵芳運芳洋樓
的印傭。由於同層有不相識的鄰居早
前確診，兩主僕因此搬到僱主女兒在
荃灣麗城花園的寓所暫住避疫，但印
傭仍然不幸「中招」。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截至昨日
凌晨，新增18宗確診個案，16宗本地
感染，當中11宗與早前個案相關，多
涉及家庭及朋友聚會，5宗個案源頭不
明；另約有10宗初步確診個案，其中
一名是警務人員，但未有詳情。
香港仍持續有不明源頭個案，顯示社

區一直存在隱形患者，其中一名45歲印
尼女傭（個案4786）便染疫。她並無病
徵，與年長的僱主同住，平日不多與朋
友相聚，常到葵芳街市買餸。

僱主家人列密切接觸者
由於該大廈一名住戶本月25日確

診，該確診者與印傭和其僱主居於同
一層，但彼此不認識，而印傭與僱主
為免受感染，暫搬到僱主女兒在荃灣
麗城花園三期6座的寓所暫住，但印
傭仍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結果其僱
主、僱主女兒及外孫女均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須接受檢疫。
其餘不明源頭個案包括兩名退休男

子、一名機電工程署員工及元朗謝建

華醫生醫務所的一名護士。兩名退休
人士分別居於牛頭角下邨及葵盛東
邨，其中一人平日會到荃灣飲茶及去
楊屋道街市買餸。機電工程署人員在
九龍灣總部上班。至於元朗謝建華醫
生醫務所，除該名護士確診外，亦有
一名兼職護士初步確診。
群組個案方面，匡智梨木樹宿舍群

組再多兩人確診，分別是43歲女院友
及27歲女員工，兩人均在入住檢疫中
心後發病確診。
前日確診的一名地產經紀，其工作

的港景峯商場此前有兩名地產公司職
員確診。張竹君表示三人並不相識，
防護中心正調查傳染途徑是否相關，
亦會安排商場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昨日開放預約即反應熱烈，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是好開始，但表示現
難判斷計劃成效，要視乎最終參與人數。
巿民昨開始可上網預約檢測後，半日已
有近12萬人登記，張竹君昨被問到是否
滿意時，表示暫仍難評價，政府沒有訂
立目標，成效最終要視乎最終有多少人
參與，以及找到多少確診者。
她鼓勵市民踴躍參加檢測計劃，特
別是目前仍有約三至四成個案源頭不
明，說明社區有隱形患者，希望市民
趁此機會檢測，以了解自己身體狀
況，亦方便政府檢視社區中的隱形患
者情況，由相關部門去制定應對計
劃。

張竹君：普檢成效視乎參與人數

印傭避疫搬遷仍「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間中資銀行為
方便員工參與普檢，表示會容許員工放假去進行
病毒測試。
交通銀行向員工表示為方便和鼓勵他們參與

今次的普及檢測，因此會提供半日的「檢測假
期」。國家開發銀行亦發出訊息，要求部門主管
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做好宣傳和動員工作，並呼
籲員工主動預約進行檢測，每日要匯報完成預約
的情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則在社交平台facebook發

帖，表示許正宇與Financial Services Network會
面，呼籲各金融行業組織鼓勵及安排會員參加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參加會面的行業組織包括證券、
基金、銀行、保險、上市公司及多個金融專業協
會，當中既有國際的，也有中資及本地的代表。
許正宇期望這個呼籲可以在金融業界廣傳，

大家都用實際行動參加檢測，為抗疫出一份力，
並強調普及檢測對識別隱形患者、切斷社區傳播
鏈至關重要，亦將為香港與其他地方恢復連通提
供條件，為經濟復甦打好基礎。

多間中資銀行讓員工放假檢測

◀陳肇始（中）昨到伊館
出席向醫護講解普檢流程
的簡介會。 fb圖片

▲在檢測中心擔任小隊組
長及副組長的醫護人員，
昨出席在伊館舉行的簡介
會。 fb圖片

■張竹君（左）認為現難判斷計劃成效，要視乎最終參與人
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