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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持續出現不明源頭新冠肺炎個案，昨日一宗

無源頭確診個案是一名27歲泰國裔家庭主婦，她

上月底曾與一位泰國來港友人在尖沙咀海港城購

物，友人返泰後亦確診。過去一周，本港無源頭個

案停不了，累計最少7宗，惹起專家懷疑香港是否

已開始第四波疫情，眾專家見解不一，但均認同接

連有不明源頭個案出現，明顯是疫情反彈的信號，

政府需要加強對限聚令的執法，市民亦須重視及配

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新增確診宗數：5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1宗

有關聯個案：1宗

初步確診：逾10宗

新增個案資料

不明源頭
‧個案5111：27歲家庭主婦，泰裔香港
居民，居於青衣長宏邨宏勇樓，曾於9
月20日及26日接待泰國來港友人，兩
人在尖沙咀海港城購物，友人返泰後確
診遂求醫

輸入個案
‧個案5110：73歲女，9月13日由尼泊
爾到港，在酒店檢疫至9月26日，翌日
到炮台街立德大廈親戚家住。9月25日
起無食慾，曾兩次到門診求醫未被發現
確診。10月2日又到急症室求醫後確
診，兩名同住親戚初步確診

‧個案5113：25歲男，無病徵，貨機工
作人員，10月2日從俄羅斯抵港

‧個案5114：71歲男，無病徵，9月23
日由尼泊爾乘RA409航班抵港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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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5宗確診個案，當中3宗為輸入個案，

1宗是早前22歲確診IVE男生的同住家人，餘下一宗源頭不明
個案的患者為27歲家庭主婦，她是泰裔香港居民，本身居於
青衣長宏邨宏勇樓，平日社交活動不多，只會到長發街市以及
青衣城購物。

與泰友同行 友回泰確診
張竹君指出，該名家庭主婦早前受同鄉所託，曾於9月20日
及26日接待一名由泰國來港的女友人，其間到過尖沙咀海港
城一帶逛街。女患者並報稱，該名泰國友人回到泰國後於9月
30日確診，家庭主婦上周四發病，惟她與該名友人已失去聯
絡。衞生防護中心已聯絡泰國衞生部門確認，並追蹤她留港時
的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發現，過去一周（9月27日至昨日）累
計最少7宗無源頭本地個案。港大公共衞生學院教授高本恩指
出，香港第三波疫情由7月初開始，至今3個多月，其間曾出
現短暫的本地零確診，他認為零確診是第三波疫情完結的信
號，但近日的無源頭個案接踵而來，則是新一波疫情出現的信
號，他表示：「第四波的源頭會來自第三波的感染，即未完全
消除的傳播鏈。」他預計未來數周本地個案會逐漸增加，直至
本月中才明朗化。

許樹昌：仍在第三波疫情中
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認為，目前的不明源頭個案偏多，情
況令人憂慮，但不能因此斷定第四波疫情已開始，他說：「第
三波、以我記得無本地個案大約3天，未能保持一個潛伏期
（即14天）零本地個案，傳播鏈未被截斷。依我所見，我哋
仍在第三波疫情中。」他認為，必須觀察長假期後的感染情
況，才能評估疫情走向，又認為如果有食肆等大型群組爆發，
政府或需考慮收緊防疫措施。

梁子超：限聚不能放寬 執法不能鬆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本港
第三波疫情仍未完結，因為沒有看到明顯觸發新一波疫情的因
素。他指出，因為市民「抗疫疲勞」和部分行業的壓力，今次
政府在本地個案未「清零」前就放寬部分限聚令規定，致使清
零時間一再延遲。
他指出，「過去一周，幾乎每天都有一兩宗不明源頭個案，
已經超出一般浮動範圍，是明顯的疫情反彈信號」，他認為限
聚令不能放寬，執法方面也不能鬆懈，市民和業界也要積極配
合。
梁子超說，回顧過去8個多月的疫情，抗疫方法上只有兩種
選擇，一種內地採用的，於短期內實施極嚴格限制措施，其後
全面重啟經濟；另一種是歐美採用的，限制措施和重啟經濟都
不徹底，至今仍有大量確診個案。「市民和業界都要明白，控
制疫情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
與內地和澳門商討健康碼機制， 互
相豁免14天強制檢疫安排，但強調
本港疫情穩定才能落實。不過，她表
示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讓持有病毒檢
測陰性證明的內地港人免檢疫返港，
而有關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中指出，疫情

近期雖然有所紓緩，但仍然反覆，
市民要繼續保持高度的防疫意識，
避免疫情再次在社區爆發，令大家
在過去兩個多月的努力付諸流水。
他表示，為增加阻嚇作用，食肆違

反每張枱4人規定或沒有隔板分隔，
以往只有負責人被罰，現時違規食客
亦會被票控，每人罰款2,000元，而
政府各執法部門會持續加緊巡邏和檢

控，並不時採取跨部門聯合行動，確
保處所管理人及市民遵守相關法例要
求，過去一周便合共巡查了約2.5萬
次，發出了超過200張定額罰款告票
予違例者。
對於各界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推出

「健康碼」，張建宗則表示特區政府
正積極與內地和澳門商討，讓持有新
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人士利用

健康碼機制， 互相豁免14天強制檢
疫安排。
他重申，要本港疫情穩定下來才能落

實有關安排，表示政府因此會繼續以
謹慎態度採取防控措施，籲市民亦要同
心抗疫，繼續努力保持個人和環境衞
生，不宜鬆懈。不過，特區政府正積極
研究讓持有相關證明的內地港人免檢疫
回港，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

張建宗：正積極與內地及澳門商健康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現任中
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昨日表示，新冠病毒較17年前
的沙士更具傳播力，今次是一場疲倦及漫長的「戰疫」，認為
在未有疫苗或有效藥物前，最有效的控制方法是隔離及預防，
故建議特區政府多做檢測，並要守住關口，而市民則減少與他
人接觸。他又指出，即使疫苗面世並見效，仍要提防新冠病毒
變種。
2003年沙士肆虐期間有份帶領醫護站在抗疫第一線的沈祖
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新冠病毒與沙士不同，大部分感
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也病徵輕微，年輕患者死亡率低；至於沙
士，若患者不發燒，其病毒傳染性低，但沙士患者死亡率高，
患者亦不會周圍走，減低傳播風險。

未有疫苗 隔離預防最有效
他指出，沙士抗疫只用了三個月，形容今次新冠疫情是疲倦
及漫長的「戰爭」，近乎經過四季都仍存在。他認為，最有效
的控制是隔離及預防，希望病毒不要散播開去，「提倡多些做
檢測，多些守住關口，少一些的個人接觸，這些是老掉牙的方
法，幾百年都是用這些方法，去預防傳染疾病。」
他說，隨着疫苗面世，加上愈來愈多群眾有一定抗體，最終
定會打贏抗疫「戰爭」，問題只是需要多長時間。不過，他表
示要提防病毒變種，到時可能又要面對新病毒或抗藥性問題。
沈祖堯表示，很多病毒或多或少與野生動物有關，亦要從環
保角度看待疫情，呼籲巿民不要胡亂接觸及進食野生動物，強
調人類難以預防及抵抗從動物身上染上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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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
日新增的3宗輸入個案，其中一名73
歲女患者早於9月13日已從尼泊爾抵
港，在尖沙咀一間酒店居住至9月26
日完成檢疫，其間採集的兩個樣本均
呈陰性，但9月25日起食慾下降，而
她檢疫後到佐敦親戚家居住，因不適
兩度到診所求醫都未有留樣本檢測，
10月2日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才
證實染疫，其兩名親戚亦初步確診。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該個
案顯示本港防疫措施有漏洞，認為應

在檢疫第十二天、第十三天才採集第
二個樣本化驗。
該名73歲女患者（個案5110）9月
13日抵港後，入住尖沙咀最佳盛品酒
店接受檢疫至9月26日，而她分別於
13日及23日留檢測樣本，結果均呈陰
性，但她9月25日臨檢疫結束前感到
沒有食慾，未向衞生署匯報。
女患者檢疫完畢後到佐敦炮台街立德

大廈的親戚家居住，她身體持續不適，
其親戚先後於9月28日帶其到油麻地普
通科門診求醫，10月1日則到彌敦道

451號一家私家診所求診，她兩次都沒
有留樣本檢測。至10月2日，她再到伊
院急症室求醫，才進行病毒檢測證實確
診，同住兩名親戚亦初步確診。患者的
CT值為17，攜帶病毒量較高。
餘下兩宗輸入個案包括一名25歲由

俄羅斯抵港的貨機工作人員，以及另
一名71歲尼泊爾抵港者。

第二次採樣應為檢疫第十二天
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該名女患者的情況顯示，本港防控輸入

個案存有漏洞，指出目前檢疫者在檢疫
第十天便進行第二次採樣，因第二波疫
情時大量輸入個案，當時本港檢測量不
足，提早採樣有多些時間檢測，以在檢
疫結束前有結果，但現時檢測能力已提
升，應將第二次採樣時間調校至檢疫第
十二天、第十三天，「不能小看一兩天
嘅差距，每宗個案潛伏期唔同，如果第
十三天採樣，可能漏掉3%嘅病患，但
第十天採樣就可能漏掉10%以上，走漏
嘅個案如果喺社區傳播病毒，會令之前
嘅成果功虧一簣。」

香港的檢疫設施興建工程如
火如荼進行，發展局局長黃偉
綸表示，其中竹篙灣第二期檢
疫營舍700個單位已於9月中落
成，而第三期及第四期的項目

已動工，進展順利，目標是年底前再增建2,000
個單位；連同早前在柴灣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及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
興建的檢疫營舍，屆時全港累計有逾4,000個檢
疫單位供應。
黃偉綸昨日在網誌中，表示為確保香港的防疫措
施足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另一波疫情，政府會保持警
覺，做好準備工作，包括興建更多檢疫和治療設
施，提升應對疫情的能力。

他引述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李百怡指，
組裝合成的建築技術可讓工廠及地盤同時
進行生產組件和施工工序，加快工程速

度，團隊亦汲取建造竹篙灣第一期的經
驗，熟悉了運輸、建造等各項工序，利用
組裝合成技術。在第二期工程期間，最快
曾在一天內成功裝嵌56個單位，團隊最終
在90天內順利完成700個檢疫單位。

黃偉綸：二期增無障單位
黃偉綸表示，工程團隊在建造營舍時亦

花了不少心思，如為協助輪椅使用者接受
檢疫，竹篙灣第二期營舍特別增設14個無
障礙單位，提供暢通易達的洗手間和淋浴
設備，並把單位與相鄰單位打通，方便親
屬或照顧者入住。他稱，第二期營舍亦與
第一期檢疫營舍一樣設有「污物走廊」和
「潔淨走廊」，以降低感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
工程團隊善用工地的形狀，在大樓間騰出部分位

置栽種植物，以綠化環境；大樓外牆亦配上不同顏

色和圖案，用以分作不同區域，亦為營舍帶來生
氣；單位內牆採用柔和的顏色，紓緩檢疫者的心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竹篙灣第三四期檢疫營舍已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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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右一）參觀部分檢疫營舍單位。 網誌圖片

沈祖堯倡多做檢測嚴守關口

■確診泰婦上月底曾與一位泰國來港友人在尖沙咀海港城購物。圖為海港城。 資料圖片

確診泰婦曾暢遊海港城

婆婆「先陰後陽」醫生：防疫存漏洞

◀張竹君(左)表示，本港
昨日新增5宗確診個案。

中通社

屢現無源頭個案疑第四波爆發 專家倡加強限聚令執法

▲梁子超表示，73歲女患
者情況顯示，本港防控輸
入個案存有漏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