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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防疫措施
強制檢測

今日起落實《預防及控制疾病（對

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對象：（1）註冊醫生臨床判斷懷疑感
染新冠肺炎、（2）在指定特定
處所生活、（3）特定職業，及
（4）接近完成14日強制檢疫
的抵港人士

罰則：拒絕遵從即屬違法，定
額罰款2,000元；收到
強制檢測令仍拒絕，最
高罰款2.5萬元及監禁
6個月

社交距離措施
明日（16日）起實施

◆食肆、酒吧或夜總會的

堂食時間：上午5時正
至晚上11時59分；

◆每枱人數上限：食肆4
人；酒吧及夜店2人

註：餐飲處所非飲食時

必須戴口罩，包括宴會

的敬酒環節

◆室內運動場及溜冰場做
運動期間要戴口罩，除
非人與人之間有 1.5 米
距離

◆蒸氣浴、桑拿、波波池等
高風險場所繼續關閉

擬加強規管酒店
將酒店列為受 599F 規管的表

列處所

◆除非來自同一家庭，否則每間房
限制最多容納4人

◆房間訪客要登記個人資料

◆在酒店接受檢疫的人士，要與非檢疫住
客分隔在不同樓層

◆採取有效措施避免檢疫人士離開房間，不准
訪客探訪

◆為入內人士量體溫等衞生防護措施

外防輸入
本月23日起，從陸路口岸入境的豁免人士需持有效病

毒檢測結果才可獲豁免

◆豁免人士需在機場等待檢測結果呈陰性才能離開

◆豁免人士所屬機構要安排點對點交通工具，避免與公眾接觸

◆到訪過極高風險地區的領事機構人員要自我隔離14日（總領事或同級

人員除外）

◆研究收緊航班「熔斷機制」，延長禁飛航班的時間，或收緊禁飛門檻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習近平倡保護生態 力推可持續發展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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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可能出現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但

市民自願檢測的意慾仍偏低，昨日新增的

8宗確診個案中，源頭不明、任職佐敦莊

士倫敦廣場夜間保安員的58歲患者，雖

然上周日（8日）已經發病，但他最初拒

絕私家醫生的建議，未有接受新冠病毒檢

測，終延至上周四（12日）到公立醫院

求醫才確診，其兩名家人亦被染疫而初步

確診。為免這類個案延醫並在社區「播

疫」，行政會議前日通過最新的《預防及

控制疾病規例》，醫生即日起可強制懷疑

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接受檢測；另外「爆

疫」處所的人士、特定職業的人士，或已

接近完成14天強制檢疫的抵港人士都必

須強制檢測，違者最高罰款2.5萬元及監

禁六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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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刊憲政府刊憲 今起生效今起生效 特定群組適用特定群組適用

為防新冠疫情在社區爆發，
病毒檢測是找出隱形患者的重
要一環，但向私家醫生求診的
有病徵患者，只有不足20%人
自願檢測。政府專家顧問認

為，特區政府除要為高危群組進行恒常病毒檢
測外，亦應鼓勵有病徵人士接受病毒測試，考
慮到有基層市民諱疾忌醫，擔心確診會影響工
作，專家建議特區政府增加誘因，例如補償患
者入院期間的收入損失。

自願檢測不足20% 需增誘因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指

出，前往私家醫生求診的有病徵者當中，不足
20%自願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他表示明白有市

民因擔心「手停口停」，「怕（一旦確診）會
無咗份工，無收入。」故希望政府為自願檢測
人士提供誘因，如考慮提供酬金，補償患者入
院期間的收入損失，從而令更多人願意接受病
毒測試，「家經私家醫生檢測確診嘅人數唔
多，政府要使嘅錢可能好少。私家醫生做1,000
個檢測，只有8個呈陽性，（補償酬金）可以增
加（市民檢測）誘因，對的士司機、院舍職員
等都係鼓勵。」

用手機應用程式追蹤較可行
袁國勇並認為，全民檢測的「清零」成效有

限，而鼓勵或強制有病徵者接受檢測，以及找
出密切接觸者一同接受檢測，同時利用手機或
應用程式等幫助衞生防護中心進行個案追蹤，

較為可行。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則表示，特區政

府應為高危群組進行恒常病毒檢測，例如交通
工具工作者、院舍職員等，並改善檢測服
務，認為檢測服務要做到「利民便民，願
檢盡檢」。
他指出，目前檢測服務的地點不夠多、

時間不方便會減低市民參與檢測的意
慾，而且一半人領取樣本樽後如期
交還樣本，建議政府安排收發
樣本樽的地方猶如便利店、
地鐵站般「梗有一間喺
左近」才理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成祖明

袁國勇倡補償入院患者收入損失

過去兩周香港確過去兩周香港確
診個案分布診個案分布((宗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行政

會議前日通過《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
599J章），今日起生效，賦權政府透過
在憲報刊登公告，如註冊醫生按臨床判
斷懷疑某人已感染新冠病毒，可向對方
發出檢測指示，限他14天內接受檢測；
另外，規例亦讓政府有法律框架可強制
屬某類別或描述的人士接受檢測，包括
在疫情爆發的處所生活或工作的人士、
某特定職業的人士，或已接近完成14天
強制檢疫的抵港人士。

違者可罰2.5萬元囚半年
同時，政府會進一步簡化衞生署及醫
管局的樣本派發和收集流程，包括在更
多地方放置檢測包派發機，及在今日啓
用4間社區檢測中心，但如果有人沒有遵
從檢測公告或檢測指示，最高可處定額
罰款2,000元；政府亦會向有關人士發出
強制檢測令，若仍未有遵從可處2.5萬元
罰款及監禁六個月。
陳肇始表示，規例的作用是令政府在
有群組爆發時有措施可以應對，如果自
願檢測計劃的參與率高，政府亦沒有必
要使用有關規例，「當疫情較嚴峻時，
市民是很自動自覺。」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強制檢測對防疫而言是大
幫助，因現時為數不少有病徵者拒絕檢
測：「原因有好多，有啲人會覺得唔驗
就無事，有啲伯伯覺得自己都唔出街，
點會中招。」
不過，楊超發亦指政府仍未有交代強

制檢測的細節，醫學團體日內將會與政
府開會商討細節。他認為政府必須讓病
人了解執法是政府的要求，私家醫生只
是作轉介：「醫患關係好重要，如果病
人唔信醫生，到時佢哋都唔嚟睇醫生，
效果適得其反。」
除病人不願接受檢測外，過往亦有病

人向私家醫生求診後未獲安排接受檢
測，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陳松青承認新例無法堵塞「走漏眼」的
情況，他解釋醫生是否轉介病人強制檢
測是基於專業的臨床判斷，衞生署及醫
護專業組織早前已向私家醫生發信，講
解在什麼情況下值得安排檢測，並呼籲
他們盡可能請病人接受檢測。
另外，香港近日有多名的士司機確

診，多名專家均指他們的接觸面廣，擔
心可能引發新一波疫情，香港的士司機
從業員總會總幹事吳港衛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支持的士司機強制檢
測。他指上一輪的士司機自願檢測的效
果不理想，只有1,000多人參與檢測，佔
全港約4萬的士司機不足十分之一，情況
至4名的士司機日前染疫後才有所上升。

的士業撐全行強制檢測
吳港衛認為，目前自願檢測的誘因不

足，運輸署的「的士司機抗疫檢測名
牌」計劃，已檢測的司機獲發「抗疫檢
測名牌」放置在車廂內，使乘客安心乘
搭：「但乘客唔會睇司機有無呢個牌先
上車、坐車。」吳港衛續說，政府推出
強制檢測反而更好，「一啲驗一啲唔
驗，其實對有驗嘅司機唔公平，因為的
士都係共用，隨時會互相傳染。」

懷疑染疫高危者
醫生可強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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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新措施抗疫新措施，，食肆每枱人數上限將食肆每枱人數上限將
回復到回復到44人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酒吧及夜
店每枱人數
上 限 為 2
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政府擬限制每間酒店房最多容
納4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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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803 今日出紙2疊6大張 港售10元

2020年11月
星
期
日15 初有微雨 短暫陽光

氣溫22-25℃ 濕度60-90%

庚子年十月初一 初八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