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飄忽不定，昨日新增

的10宗確診個案中，3宗是本地個案，包括

一名地盤工人，該患者與前日確診的地盤

工友疑在休息室用膳染疫。涉事地盤現已

停工，並收集所有工人的深喉唾液樣本，以

確定有否隱形患者，有工人透露貨櫃改建

的休息室僅百餘呎，有時迫滿十餘人同時

用餐，恐成「播毒室」，故有工人到附近路邊

搭建的帳篷用餐。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實

地了解，發現現場共有幾個地盤同時進行

工程，午膳期間大批工人密麻麻聚在一起

開餐，飯後更「無罩」吹水、吸煙，增加播疫

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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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迫爆用膳 休息室如「播疫室」
啟德地盤再添一例 本報記者實地揭環境惡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昨日本港
新增7宗輸入個案，當中一名49歲女子來
自英國，無病徵；其餘個案則分別來自烏
克蘭、印度、緬甸、阿根廷、法國及菲律
賓。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顯示，過去一
周，累計有5宗來自英國的輸入個案，幾
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宗，大部分為抵港入境
時採集的第一個樣本已呈陽性反應，這現
象可能與特區政府將於本周四收緊英國抵

港檢疫措施有關，使大批居英港人紛紛趕
在措施生效前返港。
因應英國疫情升溫，近期幾乎每日新增
數以千計的確診個案，特區政府早前宣
布，由本周四起，將英國列為高風險地
區，從英國抵港者須持陰性檢測報告及到
指定酒店接受檢疫14天，其餘10個高危
地區則包括孟加拉、埃塞俄比亞、印度、
印尼、哈薩克斯坦、尼泊爾、巴基斯坦、

菲律賓、南非及美國。

七天增23宗輸入 英佔21.7%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過去7
天本港共錄得23宗輸入個案，當中4天有
英國輸入個案，累計5宗，佔比21.7%，
僅次於印度的7宗，與菲律賓並列第二多
個案輸入國。
香港文匯報向衞生署查詢後得知，這5

宗英國輸入個案中，4宗在入境時已被驗
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他們都無病
徵；餘下一宗是本月13日抵港（個案
5063），在檢疫結束前夕的第二個樣本呈
陽性確診。這一現象引人猜測，疑是近期
居英人士掀返港「避疫潮」，以逃避即將
收緊的英國抵港檢疫措施。
亦有升學顧問早前表示，有子女在英國
留學的家長反映，不希望子女回港後要在
酒店檢疫14天，希望能在家檢疫，故提
前返港計劃，也有家長擔心機艙傳播風險
高，擱置返港計劃。

疑避檢疫加辣 趕死線返港致輸入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的防疫及社交距離措施本
周四屆滿，消息指，政府傾向延長
最多4人的「限聚令」，以及食肆
每枱最多4人等規定，並正討論
輕微放寬宗教及團體活動人數限
制的可行性。政府專家顧問、中文
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表示，本港社區目前仍有隱形傳
播鏈，有關患者病徵可能很輕微，
使人防不勝防，故現階段不宜放
寬食肆限制或舉辦大型團體活
動。
啟德沐泰街一個建築地盤接連

有兩名工人染疫，其中首位確診
者的感染源頭不明。許樹昌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本港再出
現不明源頭感染個案，顯示社區
仍有隱形傳播鏈，而且部分患者
病徵可能很輕微。他又估計，該兩
名地盤工人可能因曾於休息室接
觸而傳染，情況有如早前葵涌碼
頭休息室爆疫，但今次涉及範圍
較小，暫時有9人接受檢疫，相信
不會引起疫情大爆發。
防疫及控制社交距離的措施本

周四屆滿，消息指，政府傾向延長
4人限聚令，以及食肆每枱最多4

人等規定。許樹昌也認同目前不是放寬「限
聚令」的最佳時機，「由於社區仍有隱形個
案，暫時不適合再放寬食肆人數及4人限
聚令。」

許樹昌：人數可暫限20人
不過，他認為有空間放寬教會等處所的

社交限制，「放寬宗教活動，我覺得是可行，
原則上跟戲院一樣，裏面坐的人數是有限
的，少於（場所人數容量）一半，限制人數
並隔開座位。人數先限制在20人，之後如
果無宗教活動爆發感染群組，在疫情穩定
情況下，可進一步放寬宗教活動人數至最
多50人。」
香港冬季流感高峰即將來臨，許樹昌指

由於市民目前外出也戴口罩，並遵守社交
距離限制，故相信今年流感大爆發的機會
很微，但他仍呼籲市民如有病徵，應盡早求
醫，或到醫管局的指定門診留下深喉唾液
樣本。
本周四適逢中秋及國慶，康文署提醒市

民在轄下公園等場地須遵守限聚令，切勿
進入公眾泳灘及燒烤場地等已關閉設施。
康文署會加派人巡邏，如發現違規情況，會
採取執法行動。

昨日疫情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10宗

◆本地個案 3宗

個案編號

5071

5072

5075

◆輸入個案 7宗

（分別來自印度、英國、法國、菲律賓、阿根廷、
烏克蘭及緬甸）

◆累計個案 5,075宗

（包括1宗疑似個案）

背景

1歲男，居於何文田鴻興閣，9月26
日發病，有流行病學關連

43歲男，居於馬鞍山錦龍苑龍耀
閣，9月26日發病，在啓德沐泰街地
盤工作

42歲女，居於屯門寶田邨6座，9月
26日發病，有流行病學關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大
學師生組成的「港大抗疫最前線」團隊
近日走訪本港多個街市，發現有魚販未
有戴口罩兼直接用手接觸鮮魚；不少街
市魚檔更會將毛巾懸掛於攤位，供顧客

在挑選魚之後抹手，但這些「千年毛
巾」有明顯污跡，非常噁心。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指出，此舉
有交叉感染病毒的風險，建議魚檔提供
一次性紙巾，並提醒市民盡量不要接觸

街市海鮮，在食用前要將魚徹底煮熟，
並減少生食和熟食以及廚具之間的交叉
感染。
今年8月初，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來

勢洶洶，香港多個街市疫情爆發，包
括紅磡和土瓜灣街巿，有十多名檔販
確診，包括魚檔攤販。由於街市在專
家視察採樣之前已進行清潔，街市的
環境樣本均呈陰性，無法確認病毒源
頭。袁國勇視察後，估計有患者帶病
毒入內，認為可能因魚檔潮濕和低
溫，讓病毒可長時間存活，並經觸摸
動物而擴散，當時政府已隨即關閉爆
疫街市消毒。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當

時呼籲長者避免到街市，盡量不要觸摸
乾濕貨，亦要避免現金找贖。

供揀魚後抹手 共用易沾病毒

為了解本港街巿最新的衞生情況，港大
團隊於本月24日走訪中西區、油尖旺區和
葵青區的四間街市的魚檔，發現在青衣的
一間街市，有攤販不戴口罩為顧客揀魚。
此外，三個街市的大部分魚販會提供共用
毛巾，大多數顧客直接用手接觸魚身挑
選，部分人會順手拿共用毛巾擦手又或將
手指揩到盛載鮮魚的發泡膠盛器上。雖然
只是上午時分，共用毛巾已被多人使用
過，目測可見有明顯污跡，有些已經發
黑。
在油尖旺一間街市賣魚的劉太表示，經營

魚檔十幾年，她認為一些店舖提供共用毛巾
供顧客使用，有很多菌，「有時毛巾跌到地
下，又被撿起來繼續給客人用，十分污糟，
所以我的攤位從不提供。」她更在自己攤位
前擺放「請勿觸摸，保持清潔」的英文告
示，提醒顧客保持衞生，「我叫顧客不要接
觸魚，或者自備毛巾。」

港大揭魚檔「千年毛巾」或播疫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酒吧
業已復業超過一星期，但他們需遵守每
枱最多坐兩人，以及最夜營業至午夜12
時的限制，使酒吧業經營艱巨。酒吧業
昨日正式成立「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
會」，並發起聯署抗疫約章，承諾會提
高防疫消毒措施，打造「無毒空間」換
取政府放寬經營限制。
前身為「酒吧業大聯盟」的「香港持

牌酒吧會所聯會」指出，復業後業界的
經營環境仍十分惡劣，聯會主席梁立
仁：「今次容許重開，時間性和人數限
定預計如果沒有放寬，最多增加一兩成
（營業額）。因為我們的營業時間及客
人晚上才會光顧，我們早上不會做到生
意，現在容許經營至午夜12點，基本上
業界很多酒吧選擇不營業，因為可能營
業虧蝕得更多。」

聯會在訂立約章前已邀得微生物學及
環境生態學者，對提升酒吧衞生環境提
供建議，包括加強場所的空氣流通、開
店前全面消毒、每小時清潔枱凳、替客
人消毒等，提供一個「無毒」空間，保
障客人和員工的健康，希望政府放寬酒
吧每枱人數上限，以及延長業界的營業
時間，目前已獲超過350間酒吧簽署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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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50酒吧簽約章建「無毒空間」

截至昨日凌晨，本港新增10宗確診個
案，當中3宗是本地個案，都與之前

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包括前日無感染源
頭的確診地盤工人，其43歲工友昨日亦證
實染疫，使這個地盤感染群組增至兩宗確
診個案。

拉低口罩吸煙聊天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到他們工作的
啟德沐泰街地盤訪察，發現沿途地上留有
垃圾、口罩及發泡膠盒等，烏蠅聚集。涉事地
盤昨日起停工7天，戴上面罩和口罩的職員
在地盤門口開設攤位，登記和派發樣本樽
予該地盤工人，工人需於今天到地盤交還
樣本樽。

除涉事地盤，附近仍有幾個地盤開工，採
訪時正值午膳時間，部分工人在休息期間
拉下口罩吸煙和談天；也有工人聚集在路
邊搭建的帳篷內進餐和休息。
有工人表示，承建商用貨櫃改建的休息

室環境狹窄，只有百餘呎，有時迫滿十餘人，
雖然公司已為休息室進行消毒，但仍擔心
受感染，「這裏方圓幾公里都無食肆，我哋都
只係叫外賣，然後求其在路邊帳幕食飯。」
涉事地盤工人洪先生表示，有少許擔心

會感染到新冠肺炎，因為他們於同一場所
工作，又不知確診者是誰。他早前有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結果呈陰性，對於需再次接
受病毒檢測，坦言：「唔介意，都冇乜好
驚，除非唔做嘢，要做嘢都要出嚟。」他

又指，午膳期間多是在工地的露天位置進
食飯盒，甚少使用休息室，「都係自己嗰
班（同事）幾個食，唔會一大班。」

工人避疫 各有各食
也有工人表示，擔心生計多於疫情，在

涉事地盤工作的鄭先生早前因工傷已停工
數天，如今地盤停工，生計「凍過水」，
他說：「驚！點會唔驚呀，繼續爆發落
去，工都無得開呀！」他擔心停工會令以
日薪計算工資的生計受到影響，但認為停
工是無可避免，因為健康是最重要。他表
示，平時會到地盤外進食午餐，不會使用
休息室，「大家都係各自各食，無聚埋一
齊食。」

邵先生則不擔心地盤會出現群組爆發，
「佢（確診者）都可能唔係地盤惹（感染
新冠肺炎）嘅，佢見唔舒服都去睇醫生
啦，個個收工一走都唔知去邊度。」他又
指出，進出休息室都需要登記，方便追蹤
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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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工人登記領取樣本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鄭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洪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盤工人在附近路邊搭建的帳篷用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些毛巾明顯布滿污跡。
港大抗疫最前線供圖

■本港不少街巿的魚販均有向顧客提供共用毛巾。
港大抗疫最前線供圖

■酒吧業發起抗疫約章，承諾加強所有業
界處所的防疫規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料來源：衞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