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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App追蹤患者
誓斷冬季傳播鏈
資料存個人手機 系統牽涉最少私隱

本月初，特區政府推出為期14
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最終獲
逾178萬名市民參與，並直接及間
接成功找出逾40名確診患者，鮮
為公眾所知的是資科辦研發的電
腦預約系統及物流追蹤系統，是
計劃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偉喬接受訪問時直言，普檢計
劃的最大挑戰在於電腦系統，

「我幾十年工作以來，
未試過要在兩星期這
麼短時間內做出整
個電腦系統，且同
時要確保能保障個
人私隱。」
「 既 然 一 定 要

做，就必須全力去
做，最終能成功做出一個網上預
約、兼在逾140間檢測中心設立一
個先登記、再掃QR Code便可索
取樣本瓶的系統。」林偉喬指
出，系統以外，「交場」後兩天
內在全港逾140個場館安裝逾百部
電腦也是一大挑戰，「尤其部分
地方，例如學校或偏遠地方，更
要安裝WiFi蛋臨時上網。」
而在計劃開展後，資科辦每天

也要派員到逾百個檢測中心重新
設置電腦再交由中心主管運作，
整個計劃資科辦合共動用約150
人。林偉喬說：「過往無做過一
個系統處理這麼大量登記計劃的
人，並能即日統計每間檢測中心
的預約情況、有多少人臨時『甩
底』等參考數字，讓公務員事務

局決定是否延長計劃，或哪間中
心需要延長。」

運輸重中重 百車送樣本
普檢計劃中，如何確保有足夠

物資，以及將樣本安全、妥善地
送往火眼實驗室也非常重要，相
關物流工作由物流及供應鏈多元
技術研發中心有限公司負責。
該公司行政總裁黃廣揚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當時安排
三隊車隊分別運送樣本、滅活劑
和空箱，其中100部車輛每天兩次
把樣本從社區檢測中心即日運送
到實驗室進行檢驗。
他續說，中心亦利用多重保安
技術確保樣本瓶安全從檢測中心
送達實驗室，包括每個樣本瓶收
集箱都附有條碼，方便交收記
錄；收集箱以無線射頻識別裝置
封鎖，防止收集箱被隨意開啟；
以及在運輸過程中，全程以衛星
導航系統追蹤樣本收集箱及物流
車輛位置，確保樣本安全送抵實
驗室。
他表示，監察中心設於數碼

港，但可將整個數據系統傳送去
火眼實驗室，方便追蹤與跟進。
至於檢測中心補充物資的情

況，黃廣揚指其難度在於多了非
預約的市民後，難以評估每間檢
測中心每天參與採樣的人數，因
此必須與中心保持溝通，「我們
承諾過程中一定不會『斷糧』
（物資），最終亦做到了。」

世紀疫症確實令市民日常生活大受影響，但
「有危有機」。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接受訪問
時也提到，既成定局的疫情也是一個契機，讓大眾
更接受與善用科技，令香港邁向更方便的「智慧城
市」。他舉例指，將於今年12月推出「智方便」
（iAM smart）戶口，讓市民能以單一的數碼身份
和認證與政府和商業機構進行網上交易，「如果沒
有疫情，便好難推動得這麼多（科技項目）。」
市民他日成功登記「智方便」戶口後，即時綁
定於一部該用戶的個人流動裝置，用戶利用個人
流動裝置提供的生物辨識功能（包括人臉識別、
指紋鑑別等）進行身份確認和登入網上服務。
「智方便」亦可根據《電子交易條例》提供具法

律效力的數碼簽署功能，處理法定文件及程序。
林偉喬舉例指出，日後駕駛人士不用親身去運

輸署或郵寄表格便能領取行車證，「智方便」初
期提供約20項服務，明年中可增至約110項。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在網誌上提到，在疫情的

「新常態」下，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揮了極其
重要的關鍵作用，亦是幫助各行各業創出「生
路」，撐過疫情，轉危為機。林偉喬指，政府於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中撥款資助食環署街市租戶
安裝電子支付系統便是一個好例子，資科辦負責
替街市連接WiFi，市民與商戶間可免除以現金交
易，減少接觸便少一個機會傳染病毒，但市民與
業界必須配合才能成事。

疫情下配合家居檢疫的電子手環應運
而生，否則香港根本沒有足夠地方安置
海量的隔離人士。首隻電子手環，在團
隊捐窿捐罅下終找齊原材料，並由幾名
具博士、碩士學歷的團隊成員夾手夾腳
砌出來，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
心行政總裁黃廣揚笑言：「當時幫手砌
機的成員有20%具博士學歷、40%具碩
士學歷，可能是全球最高學歷的組裝團
隊。」他續說，第一代手環用上工業用
外殼、鴨寮街找來的鋼線，以及由生產
力促進局3D打印的「耳仔」。
現時電子手環已累計有逾50萬名入境
人士使用，資科辦每天會就系統所收集
到的資料進行數據分析，亦會透過視像
電話突擊檢查，至今每月平均向衞生署
及警方轉介數十宗懷疑檢疫人士離開指
定處所的個案。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憶述今年年

初四早上，雖然當時疫情並不算太嚴
重，但已構思家居隔離安排，「我記得
『沙士』時是派警員到隔離者的居所樓
下看守，但今次疫情涉及的人數太多，
很難再用這方法，故那天早上即時找黃
廣揚商討合作。」

遇內地停工 材料靠熟人
黃廣揚表示，團隊懂得設計，但零件

卻面對極大問題，因為當時絕大部分內
地工廠因春節而停工，尚幸本身與香港
理工大學一名教授有合作關係，便即時
透過對方找來副校長「開倉」取材料，

再到深水埗鴨寮街找其他材料「砌
機」，他笑言：「當時要叫相熟的店舖
『唔好過年』。」
當時雖然是「急就章」，但黃廣揚表

示製作過程絕對認真，「既防跌、防
水、防震，也要無線電聯絡得到，我們
最終在8天內成功生產500隻，其後由於
有些廠商重開，首月總共生產 3,000
隻。」他坦言，該款手環的每隻成本需
數百元。
第一代的電子手環同時配合一部用以

配對的智能手機供隔離者使用，每次用
完後回收，後來於3月特區政府要求所
有從歐美入境者均要接受強制隔離，手
環需求大增，便推出改良版手環，林偉
喬憶述：「我們試行電子手環加初創公
司的程式，成為現時最常使用的一次性
白色手環。」
他表示，由於當時預計最高峰可能每

天多達1萬人接受隔離，故曾短暫同時
使用只有QR Code而沒有電子感應的藍
色手環，亦即當時網民不時發現隔離者
出走時手上所佩戴的該款手環。林偉喬
承認，有關情況絕對非理想，但投訴及
舉報機制彌補不足，可發揮全民抗疫的
效果。

量產成本降 多地來取經
林偉喬表示，自3月底大量工廠重

開，白色手環大量投產，成本更由起初
100元降至現時約35元一條，運作理
想，全球超過10個國家或地區都向特區

政府取經，包括韓國、百慕達、土耳
其、巴林及阿聯酋等。
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敬文指出，

該款手環使用由初創公司研發的地理圍
欄技術，比GPS好，不用知道
隔離者身處的位置，系統也
能探測出其四周範圍的訊
號有否異樣，從而推斷隔
離者是否離開指定隔離處
所，若有懷疑會即時響
號。
他續說，初頭入境人士要自

行填寫資料，部分可能填得不清楚，肉
眼難辨其手機號碼，便收不到短訊，情
況並不理想，後來有了電子「健康及檢
疫資訊申報」便更方便，又是科技助抗
疫的一個例子。

本地人土炮貨 砌手環助隔離
普檢規模空前 預約網保順暢

一場世紀疫症，改變了全球的

生活模式，對抗新冠肺炎及與之

共存成為生活新常態，注入科技

元素正可令防治病毒與找尋隱形

患者等工作快、準、方便。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

於疫情期間全面善用科技推出不

同抗疫措施，由最初研發居家隔

離電子手帶、可重用口罩、普檢

預約系統……現階段則全力研發

「感染風險通知」App，讓市民

透過掃描QR Code記錄曾到訪

的場所和乘坐過之的士，當有關

場所有確診個案，系統會通知曾

與患者同時到訪的用戶。雖然健

康碼在中秋國慶期間推出的機會

微，但技術已成熟，只待三地政

府拍板落實即可上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已經歷三波疫情，高峰期每天有逾百宗確
診個案，不少專家均指隨着冬季來臨，極可

能出現第四波疫情，新冠肺炎亦可能成為「風土
病」，因此如何找出社區隱形患者與追蹤密切接
觸者的工作，於未來可謂至關重要。
林偉喬指出，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

委託一間本地網企已完成開發「感染風險通知」
App，正式推出時市民只要以二維碼（QR
Code）一掃，便會自動將行蹤記錄儲存於個人手
機之內，「例如市民乘坐的士時，掃了車身上的
QR Code，便知道什麼時候坐過哪部及哪名司機
駕駛該的士，如果該名司機其後確診，其資料會
載於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網頁，市民便可很容
易知道自己是否密切接觸者；食肆的情況也是雷
同。」

必須市民及業界自願參加
林偉喬進一步解釋，當曾前往的場所證實有確

診個案，程式會通知同時期到訪過的用戶，讓用

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自我隔離或做檢測等。
他強調，由於有關資料不會外傳，只存於個人

的手機內，既不涉及私隱問題，又可令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將確診者到過的地方變成公開數據，
透過該系統讓用戶查閱。他形容這是牽涉最少私
隱，卻又最容易防止病毒傳播的工具，但必須要
市民及業界自願參加，「其實業界願意參加，增
加透明度，也可讓大眾知道該地方是安全，對業
界生意也是好事。」他表示，會先在個別業界做
一些小規模測試，現時未有確實時間表，但希望
可以在第四波疫情「殺到」前推出。
除此以外，現時衞生署如發現確診者，會透過

警方的超級電腦系統去找尋相關密切接觸者。但
林偉喬指出，由於有關資料是以人手輸入，若同
一天有太多人確診，根本「做唔切」，愈遲找出
密切接觸者便愈難切斷傳播鏈。因此，創新及科
技局會聯同食物及衞生局等部門研發一個內部資
訊平台，並聯繫地政總署、消防處、警務處及醫
管局等多個相關部門或機構的資訊系統，從源頭

開始以電子方式統一蒐集追蹤接觸者所需的資
料，「即時輸入電腦可令以往需要數天完成的工
作，變成1天找出密切接觸者。」

健康碼只待三地政府拍板
至於大眾關注的健康碼，林偉喬指創科局雖

然並非主導的部門，但也有角
色，負責利用新科技令
三地政府互認與互通
健康碼。林偉喬表
示，粵澳兩地早前
已 使 用 區 塊 鏈
（block chain）系
統，香港特區政
府能借助有關經
驗，與逾 20 間實驗
室一同測試互認技術，

現時技術

上已準備就緒，只待三地政
府拍板落實便可即時推行。

年底推「智方便」一賬享20公共服務
平 台 功 能

直接登入/接達數碼服務

個人化服務
1. 「填表通」（e-ME）
2. 個人化提示

數碼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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