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批市民「walk in」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強制檢測隊伍接受特定群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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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逾半個月的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病

毒已有滲透社區各個角落的跡象，昨日香港

再多90人確診，當中79宗屬本地感染，不

明源頭個案更多達31宗，是第四波爆發以

來的新高，患者包括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

學教師、的士司機、旺角御滿屋日本料理的

壽司部廚師等。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相信，跳舞群組已繁衍幾代傳播鏈，

病毒已擴散到社區不同層面。她又認為，壽

司師傅染疫有機會傳染給食客，進食壽司有

高危感染風險，可免則免。

90確診31宗不明源頭 的哥教師廚師紛染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90宗

輸入個案：11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31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48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60宗

部分爆發群組

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群組：新增2宗

將軍澳日出康城地盤群組：新增5宗

跳舞群組：新增21宗

新蒲崗百樂護老院群組：新增1宗

部分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6504：30歲女，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
中學老師，11月27日最後上班，11月29
日發病

◆個案6556：33歲男，香港跨境貨車司機家
人，旺角御滿屋日本料理壽司部廚師，11
月25日發病，11月30日最後上班

◆個案6588：60歲男，日間的士司機，11月
27日發病

82歲女，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女院友，
11月14日氣喘發燒入住瑪嘉烈醫院，當時檢
測呈陰性，12月2日出院時檢測結果呈陽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初步確診個案

不明源頭個案包括一名東華三院李潤田中學教師，
患者11月27日最後上班，兩日後（29日）不

適。該校需要停課，全校師生需要做病毒檢測。另外一
名駕駛多部的士的早更的士司機亦染疫。
此外，一名旺角御滿屋壽司部的廚師確診，他是較早
前在內地確診的跨境貨櫃車司機同住家人，該名壽司師
傅11月25日已發病，但仍繼續返工至上月30日。翻查
資料，他比跨境貨櫃車司機早4天發病，張竹君也懷疑
是由他傳染給同住的跨境貨櫃車司機。
他任職的御滿屋壽司部9名員工需要送往檢疫，其

他員工會安排檢測，該食肆亦暫停營業14天。她並
指，染疫壽司師傅有機會傳染給食客，壽司亦屬較高
感染風險的食物，可免則免。

高危國家海鮮冷食或成傳播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表示，根據內地的經

驗，來自疫情高危國家的海鮮冷凍食物有機會構成傳
播鏈，而裝載壽司的器皿溫度通常較低溫，亦有機會
殘留病毒，令顧客受感染，建議市民盡量避免食生冷
食物。

康城地盤群組增5確診
群組感染方面，將軍澳日出康城9期地盤群組再多
5宗確診個案，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再多兩
人確診，新蒲崗百樂護老院多一人確診，跳舞群組則
增21宗病例。
對於跳舞群組新增個案放緩，張竹君表示，該群組

新個案看似減少，但昨日新增的31宗無源頭個案，
不排除是跳舞群組繁衍幾代後的傳播者，但因難以追
溯才被界定為不明源頭，「有啲市民可能記得自己去
過跳舞群組的高危地方，做檢測被搵到，有啲人可能
隔咗幾層，唔知道自己是接觸者，也都聯繫唔到源
頭。」她相信，跳舞群組已經擴散到社區很多層面，
甚至滲透社會各個角落。

伊院：82歲女確診者昨不治
此外，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昨日公布，一名82歲
有長期病患的女確診者（個案編號：6447）不治。她
本月1日因發燒、肺炎及敗血性休克，入住伊利沙伯
醫院深切治療部，其後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一直需要
呼吸機協助呼吸，情況持續惡化，延至昨日晚上8時
08分離世。連同這宗個案，至今共有109名新冠肺炎
確診病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37歲女警察通訊員昨初確
另外，警方深夜表示，一名駐守新界總區指揮及控

制中心的37歲女警察通訊員昨日初步確診。她周二
（1日）不適到診所求醫，而她沒有進行與公眾接觸
的工作，最後一日上班為周一（11月30日），與該
名女警察通訊員可能有緊密接觸的警務人員及文職人
員均獲安排居家工作及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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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外判的化
驗所進行病毒檢測時發生污染事件，涉事的香港中文
大學化驗所，為私家醫生提交的病人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檢測期間，懷疑試劑在處理過程中受到污染，事件
涉及的19名病人須重新採集樣本檢測。
衞生防護中心昨晚公布，轄下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前日（2日）晚上接獲中大通報，化驗室處理中心外
判的新冠病毒檢測19個深喉唾液樣本時，懷疑試劑
受污染，為小心起見及確保檢測結果準確，中大立即
停止該19個樣本的化驗。中心得悉事件後已聯絡該
19人進行病毒檢測的私家醫生，盡快安排受影響者重
新採樣測試。
中心強調，中大化驗所及時發現和通報事件，有關

化驗結果未有影響已確診和初步確診的病人，而中心
會繼續與中大跟進事件，檢視相關流程，避免同類事
件再次發生，並確保檢測結果的準確性。
衞生署與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醫學院合作，由兩間
醫學院新增檢測設備及相關人員，提供病毒檢測服
務，為期12個月，衞生防護中心會將部分樣本交兩
所大學化驗室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
四波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最少有3
間院舍爆疫，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
活動中心暨宿舍，昨日再多兩名院
友確診，全院累積86%、即43名
院友染疫。院舍員工屬強制檢測的
特定群組，惟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
上門檢測，而各區社區檢測中心的
檢測名額近日又幾乎全線爆額，員
工連日來四出撲名額。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到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的檢測中心，發現由昨日至本月14
日的預約名額一直爆額。有員工為
免影響院舍運作，只好利用公餘的
私人時間接受檢測，並冀政府派員
到院舍採樣，以增加他們檢測意
慾。
在這一波疫情中，香港最少3間

院舍有職員或院友確診，當中最嚴
重的是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
心暨宿舍，全院約50名院友中，已
有43人染疫，連同3名確診員工，
群組感染人數已增至46人。另外，
新蒲崗百樂護老院昨日亦多一名院
友確診，該院之前亦已有一名院友
確診。

梁顯利中心昨日至14日額滿
政府沒有為院舍員工提供上門病

毒檢測，員工必須在本月14日前，
自行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但
目前全港9間社區檢測中心，預約
檢測名額十分緊張。香港文匯報昨
日在網上查閱，多個中心未來數天
的預約名額都爆滿。其中梁顯利油

麻地社區中心的檢測中心，由昨日
至本月14日的預約名額一直滿額，
要接受檢測就要「walk in」即場輪
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梁顯利社

區中心外巡察，發現不少院舍員工
拉大隊前來檢測。在南區安老院舍
工作的黃女士表示自己算幸運，
「我同事昨日（前日）在同一中心
排隊一小時才完成檢測。」
在慈雲山安老院舍工作的鄭女士

則抱怨檢測安排混亂：「一時又要
我哋預約，一時又唔使。」
她續說，強制檢測隊伍未有將不

同特定群組分隊排，令院舍職員需
與其他群組一同排隊，擔心現場排
隊聚集期間增加感染風險：「講
真，好多餐廳群組，佢哋真係好高
危，因為佢哋都有好多人中咗招，
但我哋院舍員工多數無咩事，咁會
唔會我嚟驗反而中招呢？」

大多犧牲假日私人時間到場
鄭女士直言，其院舍員工為免影

響院舍運作，大多犧牲假日的私人
時間到場：「如果強制檢測之後恒
常化，咁我哋咪可能每個月都無咗
半日假做檢測？」她冀政府派員到
院舍取樣。
該中心的強制檢測隊伍還會接

受特定群組，但跳舞群組已被剔
除，記者發現昨晨有跳舞群組中
人前來希望接受檢測卻被拒諸門
外，她最終沒有接受檢測自行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強制所有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
舍及護養院員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但有需要出入院舍的醫院外展人員等
卻毋須接受強制檢測，恐成院舍的防
疫漏洞。有安老業界人士指出，病毒
必然是來自社區，當社區有大爆發，
難免會有病毒被帶入院舍，院舍員工
也不可能每天進行檢測；而院舍除了
員工外，也有醫院外展人員如護士、
職業治療師、政府人員等出入，該些
人員卻毋須接受強制檢測，可能將病
毒傳入院舍。
事實上，早前聯合醫院有一名負

責上門為院舍病人提供職業治療服
務，包括扶着病人做運動的職業治
療師確診。他於上月24日起出現輕

微喉嚨痛，其後兩次向私家醫生求
診，但至同月26日起才休假五天至
30日，其間於29日獲安排接受病毒
測試，本月1日復工，同日獲通知
測試結果屬陽性。
他自上月22日至復工期間，曾接

觸10名接受復康訓練病人，其間有
穿上個人防護裝備。
勞工及福利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指出，院舍的一般員工需長時
間在院舍為住客提供服務，包括餵
食、個人起居照顧及護理，以及社
交活動等，與住客有密切和頻繁接
觸。若員工感染新冠病毒，會對院
舍內體弱長者帶來嚴重威脅，故政
府認為所有院舍員工均需進行強制
檢測。

勞福局：按到訪性質評估風險
至於到訪院舍人員的防疫措施，

勞福局表示，這方面需根據他們
的到訪性質、時間長短、會否和
院友有密切接觸，從感染風險評
估的角度考慮。其他需不時進入
院舍工作的人員，已有其他防疫
措施，例如醫管局已為社區老人
評估小組的外展服務員工作出適
當的感染控制風險評估，並就個
人保護裝備及預防感染措施有清
晰指引，有關裝備和措施可為醫
護人員及院友提供保護。政府會
根據這一輪強制檢測的經驗，不
時檢討優化安排，完善院舍的抗
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再有公立
醫院病人陰轉陽，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
院一名82歲女院友上月14日因有痰並發
燒和氣喘，被送到瑪嘉烈醫院並入住隔離
病房，惟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病情好轉
後轉往內科普通病房留醫，結果本周二
（2日）出院時再檢測，結果呈陽性，暫
列未明源頭初步確診個案，同病格33名
病人及10名護士均列為密切接觸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昨日表示，該病人入院後被安排入住隔
離病房，但病毒測試呈陰性，病人11月16
日情況好轉故轉到內科普通病房，11月27
日則轉往荔景大樓繼續治療。病人前日出
院時再檢測，結果呈陽性，且體內有病毒
抗體，故轉到隔離病房，現情況穩定。

33病人10護士列密接者
他指33名病人曾與患者入住同一病

格，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當中4人已因
自身疾病離世，另有14人已出院，須由
衞生防護中心跟進，其餘15名病人檢測
結果呈陰性，將安排隔離檢疫。
此外，10名護士曾為該病人抽痰，但

只佩戴外科口罩，未有足夠防護裝備，故
同列為密切接觸者要檢疫。
有關病房已暫停使用及大清洗，院方正

與衞生防護中心追查感染源頭。另外，病
人入住的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有90名
員工及150名院友，均要進行病毒檢測。

許樹昌：抽痰屬高危程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抽痰屬高危程序，過程中產
生小飛沫，醫護人員易受感染，應佩戴N95、護目
鏡等防護裝備，普通外科口罩無法做足防禦。他認
為即使病人當時檢測結果陰性，醫護人員仍要注意
跟足防感染指引，因現時社區有很多隱形傳播者，
一次檢測未必能測出有否染疫。
另外，劉家獻表示，近日社區確診個案湧現，預
計聖誕期間有更多港人由歐美返港，帶來更多輸入
個案，醫管局會逐步調整服務並做好入院篩查工
作，縮減非緊急服務，騰出更多二線病房。
他又預計將有更多病情嚴重病人，醫院會減少非

緊急手術，並調派人手到社區治療設施幫忙。

中大試劑疑受污染 19人重檢

院舍工嘆預約難 冀政府派員採樣
第四波院舍爆發

院舍名稱

東華三院方樹
泉日間活動中
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何玉
清翠柳頤庭
百樂護老院
禮賢會葵盛東
護理安老院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累積確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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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業憂外展員免強檢「引毒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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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謝絕探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有老師受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旺角彌敦道655號胡社生
行1樓御滿屋日本料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