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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肉在進口香港
前，幾乎全程不設

防，日夜接觸凍肉的從業員相當高危，甚
至有機會在處理凍肉的過程中受感染，然
後在不知不覺間將病毒帶到社區。

指政府安排一次檢測作用有限
據了解，凍肉從業員並非強制檢測的

群組，有凍肉進口商表示日前政府曾安
排幾間大型進口商的員工接受病毒檢
測，該進口商說：「要做都應該係定期
做，但政府只安排一次，下次都唔知係
幾時，其實作用有限。」
進口商員工獲安排檢測，但身為零售

商的鄭興表示，凍肉零售從業員至今未
獲安排接受檢測，他坦言對有關安排表
示擔心，「我哋現時只是會為需處理貨

物的員工提供手套，並提醒他們注意個
人衞生，以避免受到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新冠肺炎仍然在全球爆發，所
有空運貨物都有可能被污染，即使進口
貨物的污染程度不高，仍然有機會成為
輸入個案的漏洞，對長期處理有關貨品
的工人帶來健康風險，建議政府為相關
從業員定期安排檢測。
至於消費者，梁子超認為消費者因為

「揀凍肉」而受感染的風險不算高，但仍
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覺，除了要在接觸相關
物件後清潔雙手，及把食物徹底煮熟才進
食外，亦要避免所有可能造成交叉污染的
情況，「例如回家後先拆開包裝，清潔完
再放入新包裝，最後才放入雪櫃，以免令
全屋不同位置都受污染。」

全球各地頻頻在進口冷凍食品及其包裝品中驗出新冠肺炎

病毒，內地日前隨即加強冷凍鏈的防疫管理，除定期抽查檢

測外，進口商還必須附有檢疫證明、核酸檢測報告、消毒證

明等，以及加強追蹤，務求達到可追根溯源的目標。相比之

下，香港冷凍物流鏈近乎「冇王管」。多名凍肉業界人士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透露，香港食環署並無規定進口凍

肉必須附有核酸檢測報告，特區政府部門過去也沒有定期抽驗

進口凍肉是否含新冠病毒，最近才開始隨機抽驗凍肉；凍肉運

輸、零售工人也不屬強制檢測的群組，只靠業界自律抗疫，等

同中門大開讓病毒襲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文森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全球，其中巴西

及美國等的疫情尤其嚴重，這些地區都是
本港冷凍食品主要供應來源地。本港其中
一間大型凍肉進口商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過去近一年雖然疫情在全球流行，外
地也曾發現冷凍食品或其包裝殘留新冠病
毒，但香港食環署至今未有要求進口香港
的凍肉需要附有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香港凍肉海產零售批發商會前秘書長鄭

興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承認，香港的進
口冷凍食品依賴生產地的檢疫，港方只要
求有關食品入口時，必須附有生產地發出
的衞生證明書，列明產地、生產商、生產
編號、日期等資料，卻沒有要求產地政府
為食品進行核酸檢測。

據了解，隨着愈來愈多地區在冷凍食品
中發現新冠病毒，特區政府食環署最近才
開始抽查進口香港的冷凍食品，有業內人
士指出：「食環署都係隨機抽查，唔係全
部都驗，好易有漏網之魚，只有全面要求
食品進口前必須通過核酸檢測，先能百分
百保證入口前無病毒。」
食環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雖

然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人類是透過食物感染新
冠病毒，然而因應先前內地及其他地方的相
關個案（例如在進口食物的表面、包裝及切
割砧板發現病毒，以及有外地屠宰場和食品
工廠員工確診的個案等），食安中心已加強
抽取進口冷凍食品作病毒檢測，並按風險原
則抽取有關冷凍食物樣本，至今檢測結果顯
示所有樣本呈陰性反應。

進口凍肉毋須核酸檢測漏洞一

進口前無檢測，進
口後又有否為冷凍食

品消毒？鄭興透露凍肉的進口商及零售商
一般都不會為所進口的貨物進行消毒。鄭
興闡釋凍肉供應的流程，一般在凍肉抵達
香港港口後，便會立即運往凍倉，「入咗
倉，進口商根本唔會理會，更沒消毒凍
肉，如果海關或其他政府部門需要抽取樣
本進行化驗，政府人員便自行到凍倉取走
樣本化驗，搞掂後通知進口商，之後零售
商派員到凍倉取貨再推出市面。」

大部分零售商規模不大難消毒
鄭興表示零售商亦擔心凍肉表面可能帶

有新冠病毒，但凍肉消毒需要一定技術，

在殺滅病毒的同時，亦不能有污染物殘留
凍肉上，確保食物安全，「大部分零售商
的規模不大，根本沒有能力在凍肉出售前
安排消毒，因為要處理的貨物不是一兩
箱，又不肯定到底問題出現在哪個環節，
即使我們有消毒亦未必有作用。」
在街市經營凍肉店十幾年的吳先生承

認，病毒防不勝防，「好多小廠的凍肉難
以追溯來源，唯有從大型加工廠入貨，較
有保障，即使出現問題都可以追溯源
頭。」他表示，凍肉產品運到該店就會即
刻存放冷庫中，減少暴露在外帶來的風
險。之後工人進行陳列、再包裝時也會戴
好口罩與手套，完成後會即刻洗手、消
毒。該店還提供搓手液給顧客使用。

凍肉進口後無消毒漏洞二

員工無定期強檢漏洞三

盲信預先包裝 徒手揀易中招
新冠病毒無孔不入，香港的冷凍物流鏈卻不設防，選購凍肉的市
民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在市面的凍肉店觀
察，發現市民對散裝凍肉較避忌，會小心翼翼用勺子或夾子揀選，
但一名客人用完，下一名客人又用這些工具揀肉，仍有機會造成交
叉感染。至於一些預先包裝的凍肉，大部分顧客肆無忌憚，徒手直
接揀選，不少專家也指出凍肉的包裝也是病毒的溫床，市民揀選後
要消毒雙手。

消費者自保五招

凍肉我一般會去大型連鎖
超市購買，因為可以追溯源

頭。疫情之下避無可避，唔顧
得咁多，只能盡量煮熟食物。

黎生：盡量煮熟啲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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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一漏洞一

漏洞二漏洞二

漏洞三漏洞三

1) 選購有包裝的急凍食品
‧因為無預先包裝的產品在運送過程中，運輸工人會直接觸碰，較大機
會受到污染；而且有包裝也較容易清潔表面的污染物

2) 消毒表面
‧準備一碗或一桶消毒劑（最好含酒精成分），或使用稀釋漂白水（1/3
杯漂白水+1加侖水）

‧將消毒劑浸濕毛巾，擰乾後擦拭包裝物

3) 妥善處理包裝物
‧把包裝物包裹好後棄置，裝過急凍食物的保鮮袋切勿與凍肉一起存放
雪櫃內

4)徹底煮熟
‧大部分新冠病毒耐不住高溫，進食前要將生肉以攝氏100度的高溫徹
底煮熟

5)洗手
‧處理凍肉後，切忌觸摸面、眼、鼻和口，盡快用肥皂洗手

凍肉進口香港流程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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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夾子挑選散裝肉
的顧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情之後每次去超市都會
買一些凍肉回家，挑選的時

候我會重點關注凍肉的外包
裝，例如有無破洞等，都會考

慮到產地的問題，但更多的是購買熟
悉且安心的大品牌，回家後也會擦拭
一下包裝表面。

楊太：會擦拭包裝

疫情前很少買凍肉，但疫
情之後唔方便每天出街，只

能買一些凍肉放在雪櫃。一
般會去品質較有保障的大型連

鎖超市買，只會選擇有預先包裝的凍
肉，並且在回家後用消毒濕紙巾擦拭
包裝盒表面。至於散裝凍肉，太污糟
唔會考慮選購。

蔡太：散裝唔會買

買散裝凍肉時會用夾子揀
肉，但可以的話都盡量買預

先包裝好的凍肉，覺得有包裝
應該比較有保障。回家後會多

沖洗兩次凍肉，盡量煮多一陣，肉全
熟才會食用。

陳生：用夾子揀肉 零下4度至20度
病毒依附凍食3周

內地先後在進口的急凍
海鮮，及巴西雞翼發現帶
有新冠病毒後，新加坡與
愛爾蘭團隊針對新冠病毒
於急凍食物上的存活時間

進行研究，經模擬後發現在攝氏零下4度至
20度環境下，新冠病毒能依附在急凍食物
中長達3個星期，反映急凍食物或可成為病
毒傳播途徑之一。
研究人員指出，今次研究結果可以解釋
部分長期未有疫情爆發的國家，例如越南及
新西蘭，在未有本地個案下卻突然有人受感
染。研究人員又指，縱然病毒經急凍食品傳
播的例子罕見，惟國際食品市場規模龐大，
即使發生幾率不高亦可引致大量感染者出
現，亦有機會在經常處理急凍食品的人員間
爆發新一波疫情。
翻查資料，外國不少屠宰場工人集體感

染新冠肺炎，例如急凍雞肉最大輸出國巴
西，在疫情爆發初期，巴西南部南里奧格蘭
德州（Rio Grande do Sul）當時的累計確
診病例約9,000宗，當中超過四分之一為肉
廠工人。近月則輪到德國，其中一個城市的
一家屠宰場，大批員工被驗出對新冠病毒呈
陽性反應；丹麥最大肉類食品出口商「丹麥
皇冠」設於當地之廠房亦曾爆出疫情，全體
600名員工至少142人確診，其豬肉產品亦
有在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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