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新增確診宗數：13宗
輸入個案： 9宗
不明源頭個案： 3宗
有關連個案： 1宗
初步確診個案： 10多宗

新增個案資料
■個案5001 ：23歲女，印尼女傭，

與僱主居於馬鞍山海典居7座，為不

明源頭個案

■個案5002 ：79歲女，退休老婦，居於屯門友愛邨

愛曦樓，為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003 ：28歲女，港大公共衞生學院任職研究員，

居於西營盤永成樓，為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008 ：25歲男，居於屯門富泰邨仁泰樓，為早

前一名確診者的同事，列關連個案

資料來源：衞生署、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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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疫情近
日雖然緩和，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提醒市
民不能掉以輕心，並強調若急於放寬防疫限制，
重啟經濟活動，疫情可能再度爆發，反影響經濟
發展。中文大學前校長、現任中大莫慶堯醫學講
座教授沈祖堯昨日亦表示，本港第三波疫情雖有
放緩跡象，但歐美國家有回升情況，相信將迎來
第四波疫情，建議特區政府針對死亡率較高的長
者群組制定防疫措施，並緊守關口。
陳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防疫措施逐步

放寬，但幅度相較6月時仍有一段距離，冀市民與
各行業配合，要捱過現時境況才有條件繼續放寬。
不過，中秋節長假期來臨，擔憂市民外出玩樂，稍
有不慎便有風險，市民在遊樂時應注意個人衞生。

公營檢測量逾7000萬
為應對第四波疫情，陳肇始表示，已提高公營

醫療系統的檢測量至每天逾7,000萬個；私營系
統每天提供數以萬計的檢測量，深信日後再出現
群組爆發，能夠更快進行檢測。
對普及檢測計劃成效，她認為應以計劃對疫情

整體的幫助而檢視，而非單憑成本、參與和找出
確診者的人數來衡量，又指計劃令醫護團隊人員
更團結，對市民而言亦是一次良好的健康教育。
就早前有酒店東主願意向政府租借出整棟酒店

在有需要時用作檢疫用途。她表示已經物色好一
間酒店，能提供約數百個單位作為檢疫中心，連
同竹篙灣、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等，預計年底能提
供4千個檢疫單位。
沈祖堯在另一場合則表示，歐美疫情出現回

升，相信冬季來臨會帶來第四波疫情，暫難預計
爆發規模，但應要緊守關口，但同時補充關口是
複雜的問題，不能單靠一個國家或地區就能下決
定，相信政府已經在努力。
他續說，根據全球數據顯示，長者感染後的死

亡率高，建議政府未來應制定針對保障老人院、
長者的防疫政策，同時要留意公眾地方衞生，做
好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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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為應對冬
季可能爆發的第四波疫情，制訂多項防疫策
略，包括為的士司機等公共運輸工具司機、安
老院舍員工、餐飲業員工等高危的特定群組恒
常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曾經協助宣傳檢測的香
港的士商會，其商會主席黃保強昨日表示，暫
未有政府部門聯絡該會，故不清楚具體安排，
但表示根據第一次的檢測經驗，全港4萬多名
的士司機中僅約1.2萬人參與，估計司機參與
恒常檢測的比例不高，建議政府當應多聆聽業
界意見才作決定。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昨日表示，的士司機、零售及飲食業等前
線人員均屬高危人士，應該要定期進行病毒檢
測。被問到的士業界早前參與檢測的比例不
高，應否要強制進行時，他則認為未必需要強
制司機參與，要視乎本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
指出如果的士群組出現大型爆發，相信即使不
強制進行，的士從業員都會自行前往檢測。
同時，政府會為安老院舍員工每14天進行

一次病毒檢測，許樹昌表示，在第三波疫情
下，許多院舍均受牽連，而院友受感染的死亡
風險高，因此院舍員工需要進行恒常檢測，而
14天檢測一次，因14日是一個潛伏期。

的士商會料司機檢測參與率不高

食環警方聯合巡食肆酒吧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不
少巿民在政府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後
開始「報復式消費」，部分食肆亦
「來者不拒」，「偷雞」違反政府
防疫規定。為此，食環署及警方加
強巡查，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關部門過去
數天已巡查食肆逾6,000次，暫已
有66宗檢控。
除食肆外，政府亦因應酒吧上周
五（18 日）重開而加強巡邏執
法，一批警員連同特務警察昨晚約
8時便到蘭桂坊多間酒吧查牌。同
時，警方聯同民政事務處職員亦在

尖沙咀金馬倫道一帶巡查樓上酒
吧。警方指出今次行動，是要突擊
檢查酒吧有否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例。根據防疫規定，酒吧最多兩
人一枱，並只能營業至凌晨零時。

業界籲食客食肆遵守規定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則表示，
66宗食肆檢控數字並非很嚴重，
但認為中小型食肆自律性較弱，主
要因他們生意受疫情及各種措施影
響而大受打擊，現在趁放寬限制有
「偷雞」的空隙，即來者不拒，有

生意就做，漠視政府規定，例如違
反餐桌相隔1.5米距離，以及食肆
入座人數不得超過容客量一半等。
他續說，有市民亦開始「放

肆」，出現「報復式消費」心態，
導致食肆人頭湧湧。他呼籲食客及
食肆在疫情未完全受控前，都應盡
責遵守「限聚令」和各項規則，
「喺唔違規嘅情況下進行活動，先
能夠控制疫情。」
黃家和理解食環署及警方需要嚴

厲執法、檢控違規的食肆和食客，
但希望政府考量業界苦況，未來再
放寬限制時能延長食肆營業時間至

凌晨2時至3時，因部分食肆兼賣
酒，主要做晚間生意，現只能營業
至12時，令這類食肆生意仍未有
好轉。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

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表示，若要等
到零確診才重開，相信不少企業也
要結業，相信政府會平衡業界的生
存空間，讓該些處所有限度重開，
但他提醒，倘業界不依足防疫措施
規定，爆發疫症風險很高，並以第
二波疫情為例，指出單是酒吧群組
便已有逾百人受感染，故酒吧顧客
應戴口罩傾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本港昨日新增1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令染疫人數累計

突破5,000大關，4宗屬本地感染，其中一名在香港大學公

共衞生學院實驗室6樓工作的28歲女研究員確診，她過去

14日內曾負責以不具傳染性的新冠病毒滅活樣本處理病毒

基因排序工作，一名與她共用電腦的同事早前檢測結果不確定，反覆測試後暫呈陰性，會被送入

檢疫中心。港大醫學院表示，沒有證據證明患者染疫與實驗室相關，而衞生防護中心則將其列為

不明源頭個案。

港大研究員確診 曾處理滅活樣本
無證據證明與實驗室相關 共用電腦同事暫呈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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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表示，新增的13宗確診個案，9宗為輸入個案，分別

由印度、阿根廷、烏克蘭及菲律賓抵港，而4宗本地感染
病例中，則有3宗感染源頭不明，另有10多宗初步確診個
案。
其中一宗無源頭個案為港大公共衞生學院實驗室6樓上
班的28歲女研究員（個案5003 ），她主要負責新冠病毒
的基因排序工作，過去14日內處理已滅活故並無傳染性的
新冠病毒樣本，將資料輸入電腦。

潛伏期內曾與朋友吃飯逛街
張竹君表示，女患者居於西營盤永成樓，本身並無病

徵，而她除上班外，潛伏期內曾與朋友吃飯及逛街，而與
她一起工作的有9名實驗室同事，當中6人與她曾共膳，與
患者家人及一起外出的朋友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
疫。同時，患者一名同事曾與她共用電腦，早前檢測結果
不確定為陰性，但又驗不出陽性結果，被送往醫院，經反
覆測試後結果暫呈陰性，會被轉送檢疫中心觀察。
另外，實驗室所在全棟樓的人士均需要進行病毒檢測，
衞生署已派發約330個樣本瓶，並委託港大採集環境樣本
以進行測試。
張竹君指出，患者工作的實驗室處理過病毒的滅活樣
本，每周四會安排研究員進行檢測，患者本月10日曾檢測
呈陰性，至本周才呈陽性，相信最近才受到感染，「（患
者）入院後做抗體測試都係陰性，應該是初起個案」。她
表示未找到感染源頭，「暫時無證據實驗室有機會有源
頭。」她並相信患者工作時穿着足夠個人防護裝備，但署
方仍會與港大商討有否改善空間。

上班全程戴口罩無病徵
港大醫學院則表示，該名職員上班時全程戴口罩，沒有

出現病徵，過去14天工作時沒有接觸具感染性的樣本，沒
有證據顯示染疫與實驗室有關，而院方已安排與該名職員
共事的團隊成員接受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會在衞生署
指引下繼續安排該團隊成員、同層職員及曾出入該處的其
他員工接受檢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表示，由於患者接觸的樣本

並無傳染性，在實驗室受感染機會應較低，故可能是在社
區感染。他建議市民盡量光顧人少的食肆，並注意保持個
人衞生。
至於另兩宗不明源頭個案，則包括一名23歲印傭（個案

5001），她與僱主居於馬鞍山海典居7座，平日多數在僱
主家中，但本月14日放假時曾與兩名朋友到旺角及深水埗
逛街，並在尖沙咀吃印度菜，但記不起餐廳名稱及詳細地
點，而她本月15日發病，兩名友人須接受檢疫。
另一宗則為79歲退休老婦（個案5002），居於屯門友愛

邨愛曦樓，平日會去友愛商場大家樂吃早餐，而她本月11
日發燒，發病後的本月12日至15日多在家，其間有親戚曾
探望她。

■警方聯同民政事務處職員在尖沙咀金馬倫道一
帶巡查樓上酒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部分食肆亦「偷雞」違反政府防疫規定。圖為
食肆員工沒有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巿民在政府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後開始「報復
式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肇始強調若急於放寬防疫限制，重啟經濟活動，疫
情可能再度爆發。

■的士商會表示估計司機參與恒常檢測的比例不高。資料圖片

■■昨增昨增1313宗確診個案宗確診個案，，99宗為輸入個宗為輸入個
案案，，而而44宗本地感染病例中宗本地感染病例中，，則有則有33宗感宗感
染源頭不明染源頭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張竹君在簡報會上表示，其中一宗無源頭個案為港大女
研究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