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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敵人，不過

從抗疫成效而言，部分國家表現明顯較佳，

除中國之外，韓國和新西蘭等亞太區國家的

抗疫工作，也經常獲傳媒稱許。這些國家的

疫控方針不乏共通點，例如在早期便實施阻

斷病毒傳播的措施，亦在邊境嚴密防疫，從

源頭堵截病毒流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上月發表報告，指出做好檢測、追

蹤及隔離，正是亞太國家「壓平疫情曲線」

的成功之道。

韓國曾於 2015 年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疫情，當時政府未有一致的策略應
對，檢測亦嚴重不足，結果造成38人疫歿。
汲取這場疫情的教訓後，韓國政府近年每年舉
行兩次訓練，模擬快速應對伊波拉病毒和流感
等傳染病，由中央政府集中處理抗疫政策，同
時積極聽取專家建議及加強各方溝通，成為韓
國今次有效遏制新冠疫情的因素。
在新冠病毒脫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公布

後，韓國政府便迅速構建檢測系統，鼓勵企業
投入研發工作，短短10天便通過自行研發的
檢測試劑，發現首宗感染個案。疫情蔓延期
間，中央政府無間斷與地方當局聯絡，由中央
統籌防疫工作，讓地方部門切實執行，尤其保
證口罩等抗疫資源供應充足，韓國最終無須大
規模封城控疫，避免造成經濟嚴重停擺。
韓國政府更在疫情初期，建議設立社區治療

中心，用作收治無病徵或病徵輕微的患者，同
時鼓勵企業提供資源，協助政府抗疫。統計顯
示，韓國80%確診者都曾入住社區治療中心，
有助政府追蹤確診個案和密切接觸者，及時進
行隔離，防止疫情大規模擴散。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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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是歐洲首個推出全民新冠病毒
檢測的國家，全國近2/3人口曾接受檢
測，在兩輪檢測中共成功找出57,462名確
診者，再配合隔離措施，減低病毒在社區
傳播機會，因此部分地區的感染率近周有
下降趨勢，讓政府可陸續放寬防疫限制。

找出未知重災區 感染率跌半
斯洛伐克在10月31日及11月1日進行

的首輪病毒檢測，採用準確率較低、但較
快得出結果的抗原測試，共有360萬人參
與，佔全國總人口2/3，當時各地檢測站

外都出現長長人龍。首輪檢測的其中一個
重要作用，是找出過往未知的疫情重災
區，故第二輪檢測便集中在此類地區進
行，再有200萬名居民參加。
兩輪檢測結果合共找到逾5.7萬名確診

者，患者及其家人均需隔離，而斯洛伐克
自出現疫情以來進行的核酸測試，則合共
發現逾7.7萬名確診者。
總理馬托維奇上月初表示，在兩輪檢測

都有參與的地區，感染率從11月首個周末
的 1.47%、顯著下跌至第 2 個周末的
0.62%，證明抗原測試是有效抗疫的工
具。專家則提醒感染率下降，不是單純進
行全民檢測的成果，收緊防疫措施及減少
人員流動亦發揮效用。
馬托維奇形容檢測成果「超乎想像」，

並在上月13日宣布放寬防疫限制，劇場、
戲院和教堂等可開放入座率至上限一半，健
身室和游泳池可在限制人數下恢復營運，並
重啟冰上曲棍球、足球聯賽等體育賽事，不
過暫時仍要閉門作賽。 ■綜合報道

全民檢測大捷 斯洛伐克「先苦後甜」

新西蘭奧塔戈大學醫學院學者英厄姆，
曾在新西蘭出現新冠疫情初期，首次提出
「氣泡」的防疫概念，允許民眾與位處同
一城市、關係親近的親友加入同一個氣
泡，保持密切接觸，既可方便照顧有需要
人士，同時限制接觸人數，若當中有人染
疫，也可防止病毒擴散。新西蘭亦成為全
球首個將氣泡概念推廣至全國的國家，政
府更推出「旅遊氣泡」，有限度恢復旅
遊，吸引多國仿效，成為全球抗疫新常態
下的重要元素。
根據防疫規定，各個氣泡的成員一經確

認，便不得隨意更改。民眾離開氣泡後，

需自我隔離14天，才能加入新的氣泡，以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蔓延風險。英厄姆解釋
稱，氣泡方式給予民眾某程度的行動自
由，並容許在受限制下聚會，相比居家令
或禁足令，更能獲民眾接受，並有效提升
民眾尤其兒童的防疫意識。
分析認為，氣泡有助民眾在防疫措施實

施期間緩解孤獨，保持心理健康。而且措
施具有彈性，若某些地區疫情趨緩，氣泡
範圍便可放寬。新西蘭其後還與澳洲合
作，逐步推廣「旅遊氣泡」，便利民眾出
行，有助雙方提振旅遊業，逐步恢復經濟
和日常生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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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早前進行全民檢測斯洛伐克早前進行全民檢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國韓國「「中央防控中央防控」」模式見效模式見效，，圖為總統文在寅與官圖為總統文在寅與官
員開會員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國等亞太國家韓國等亞太國家
重視病毒檢測重視病毒檢測，，成成
功遏止疫情功遏止疫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西蘭新西蘭
計劃與澳計劃與澳
洲合作推洲合作推
廣廣「「旅遊旅遊
氣泡氣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OECD聯同世界衞生組織在上月27日發表報告，分析新冠疫情對亞太地區醫療系統的影響，特別提
到澳洲、新西蘭、日本及韓國在遏制首波疫情上的表現，相
較大部分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好，主因這些國家成功建立有效
的檢測、追蹤及隔離機制，同時民眾信任並遵守保持社交距
離等重要防疫指引。不過報告提到亞太地區的死亡個案在10
月錄得升幅，共有14萬宗，佔全球數字約12%，主要由於
印度、印尼及菲律賓的疫情惡化。

雅登親自報疫 營造抗疫氛圍
以新西蘭為例，當地約有500萬人口，至今只有約2,000
人確診，專家相信政府在早段便實施嚴格疫控措施，是抗疫
成功的重要因素。當局在疫情初期，已要求出現疑似新冠肺
炎病徵的人，不論是當地公民還是旅客，都應接受檢測。政
府在各地設立多個檢測中心，在公共衞生部門網站上列出相
關資訊，檢測費用全免。
新西蘭除了做好檢測工作外，亦配合其他防疫措施。

例如3月中便關閉邊境，禁止旅客入境，再配合數周的
封城令，其後只要疫情稍有反彈跡象，便迅速收緊防疫
措施，因此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一直可保持單位數、甚至
清零。政府亦着重防疫政策透明度，總理雅登每日都會
透過社交媒體，向國民交代疫情消息，並形容她有一隊
「500萬人的團隊」來抗疫，營造上下一心、團結抗疫
的氛圍。

韓「路邊檢測站」方便採樣
日本政府在疫情初期被指檢測比率低而受到詬病，厚生勞
動省於6月初開始，在疫情較嚴重的東京都和宮城縣等地
區，實施規模約1萬人的抗體檢測，以分析國內感染情況。
日本政府亦於5月份批准一款可於15至30分鐘有結果的新
冠病毒檢測試劑套裝，以幫助加快病毒檢測流程。此外，日
本衞生部門亦修改一項病毒檢測指引，當局原本一直要求民
眾體溫若高於攝氏37.5度，就需向醫生求診並接受病毒檢
測，但被批評忽略症狀輕微的患者。當局修訂的指引未有提
及特定的體溫，只是敦促有氣促、疲勞及高燒的民眾，應立
即與衞生中心聯絡。
韓國初期是疫情重災區之一，不過隨着疫情發展，當地疫
情反而受控，韓國外長受訪時曾指，及早檢測是防止病毒擴
散的關鍵。韓國創出路邊檢測站，讓居民駕車到公共停車
場，無須下車，便由身穿保護衣的醫護人員負責採樣，美國
等其他國家亦仿效這檢測方式。
韓國又推出被稱為「電話亭」的檢測站，民眾站在猶如

「電話亭」的設備內，設備有兩個洞，讓工作人員伸手進去
採樣，單是3月份韓國的檢測量已逾30萬次。此外，韓國亦
徵用民用建築物作治療中心，包括三星及LG等企業都提供
員工宿舍，讓年輕及無病徵確診者入住，有助政府追蹤確診
者和密切接觸者。 ■綜合報道■■韓國大批民眾接受檢測韓國大批民眾接受檢測。。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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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前日發表
的研究結果顯示，早在去年12月中旬，美
國或已有民眾感染新冠病毒。這一發現較
中國確認新冠病毒更早約數周，亦較美國
公共衞生部門發現首宗病例早一個月，顯
示新冠病毒或早在各國衞生部門發現前，
已經在中國以外地方傳播。
研究由科學期刊《臨床傳染病》在網上
公開，CDC的科學家分析美國紅十字會於
去年12月13日至今年1月17日之間，收集

的7,893份血液樣本，檢視是否含有新冠病
毒抗體，其中106份有染疫跡象。
其中 39 份驗出新冠抗體、來自俄勒

岡、華盛頓及加州的樣本，是於去年12
月13日至16日採集，由此推斷美國西岸
在去年 12 月中旬，便出現零星確診個
案；另外麻省、密歇根、羅得島等西岸以
外的6個州份，今年初採集的樣本中也有
67份樣本驗出抗體，故科學家相信，到今
年年初，確診個案雖仍然只是零星病例，

但病毒擴散範圍更廣。
科學家提到，近乎所有出現染疫跡象的樣

本中，抗體都是只針對新冠病毒，說明這些
抗體並非在人體對抗其他冠狀病毒期間產
生。
此前學界已有其他研究顯示，新冠病毒
在中國以外地區出現的時間、較社會已知
更早，如研究人員翻查一名去年12月27
日入院的法國患者體液樣本時，便發現新
冠病毒。 ■綜合報道

美疾控美疾控：：美去年美去年1212月或已現新冠月或已現新冠 較中國首宗病例早數周較中國首宗病例早數周

■■美國新冠肺炎病例可能早於去年美國新冠肺炎病例可能早於去年1212月出現月出現。。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