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盛西邨接連爆疫，其中第八座更是重

災區，昨日八座再多5宗確診個案，另有

4名住戶初步確診，使該座或最多有22人

染疫（當中18人已確診）。除了爆得最厲

害的5樓外，其他樓層昨日也有不少個案，

顯示傳播鏈已廣泛存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深

入八座「疫廈」拆解爆疫三大元兇，發現與

這類舊式的公屋設計不無關係，包括每戶鐵

閘相連，住戶出入容易有肢體接觸、每戶氣

窗及大門相對，部分住戶更長開門

窗，且走廊狹窄空氣不流通，病毒容

易通過空氣傳播；再加上居民衞生意

識薄弱，加速病毒散播，最糟糕是葵

盛西邨與毗鄰的葵盛東邨、葵聯邨、

葵涌邨等幾條邨密集式興建，並共用

社區設施，也增加邨與邨之間交叉感

染風險。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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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公園共享
交叉感染更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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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周葵盛附近公屋確診個案過去兩周葵盛附近公屋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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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盛西邨毗鄰葵盛東邨、葵聯邨、葵涌
邨、葵芳邨等，當中6條屋邨都出現確診病
例，葵盛東邨的商場較大型，各類商戶、食
肆等選擇較多，故吸引不少其他邨居民前往
幫襯，也增加邨與邨之間的交叉感染風險。
葵盛西邨與東邨僅有一街之隔，與毗鄰的

葵聯邨更只有幾分鐘路距，由於葵聯邨缺乏
商場，該邨居民可能需要到葵盛的購物中心
購物，倘一條邨有疫情，另一邨也可能透過
共用社區設施而受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巡察該商場發現，其中一

家餐廳雖設探熱裝置，然而餐廳員工沒有要
求食客使用，形同虛設；街市也有店舖員工
工作時將口罩拉至下巴。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時亦發現，葵

聯邨附近的網球場、遊樂場等康體設施，昨
日下午仍見有街坊使用，部分戶外座椅以膠
帶打交叉，示意必須隔着坐、保持社交距
離，卻被街坊無視，照常使用座椅。部分人
表示自己住在隔籬邨。

阿伯除罩吹水吐痰
而該區最大的葵涌邨更吸引區內幾條邨的

居民使用設施，當中的大型公園最受歡迎，
其他屋邨居民都會到該公園遊玩。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在該公園內發現不少長者聚集下
棋，最多的一桌有6人聚集，違反限聚令，此
外更有數人一邊除罩吸煙、一邊談笑風生，
至少有半小時未戴口罩。其間，更有一名長
者將擦完鼻涕的紙巾隨手扔在公園地面上。
出來做運動的馬小姐住在葵盛西邨第九

座，與爆疫的八座接近，對於屋邨的衞生情
況，馬小姐直言：「麻麻哋，成日有人隨
地吐痰，頭先我隔籬先有一個人突然咳吐一
聲，嚇到我跳起！」
她相信，屋邨內部出現多宗病例原因在於

病毒存留在設施上，「啲人應該係因為四圍
摸所以中招。呢度好多老人家住，有時都唔
顧自己，連戴口罩都成日需要保安員提醒佢
哋戴好。老人家嫌戴口罩焗，點話佢都拉落
下巴。」她並向記者展示自己的即棄膠手
套，她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清潔屋邨設施，
「我自己會做檢測，盡下市民責任嘅，雖然戴
口罩係好唔舒服，但為求自保無辦法唔戴！」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透露，葵盛西邨第八座昨日再多5

宗確診個案，另有4名住戶初步確診，患者除
了來自爆疫最嚴重的5樓外，4樓、7樓、8樓
及13樓同樣有住戶染疫，而7樓的個案更涉及
兩個單位。
中心前日曾經在葵盛西邨第八座採集約20
個環境樣本進行化驗，結果雖然未有驗出對新
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但中心仍相信大廈內的爆
發是由公共設施受污染所造成，張竹君說：
「第一個個案在11月20日開始不舒服，他同
月24日拎樣本進行化驗，個樣本留得不好，
他到27日再驗，家人25日已經不舒服，比他
更早確診，其他(大廈住戶)個案在23日開始發
病，如果病人在社區逗留時間長，有機會污染
環境，其他人經過時可能因而中招。」
不同樓層都有人確診，顯示該座的問題可能
不是個別情況，有機會是系統性問題。衞生防
護中心資料亦顯示，5樓的連環爆疫單位，當
中兩對患者屬「對面屋」住戶，顯示單位之間
的對流問題是「傳疫」關鍵。

元兇一：不同座居民易碰面
葵盛西邨落成於1975年至1977年，為舊式
長型大廈結構，細分屬於第七型徙置大廈，不
少大廈互通相連是其典型特徵，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深入爆疫第八座，發現它與第九座相
通，通過天橋也能通往其他座大廈。因此不同
座的居民都有機會在公共區域相遇，增加交叉
感染風險，政府早前封閉八座5樓也是形同虛
設。

元兇二：走廊對流煲藥都聞到
一字長型設計的公屋，除地下或天橋樓層
外，每層均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單位分布於走
廊兩側，其中確診的八座5樓有44個單位。香
港文匯報記者發現，走廊闊度雖有約1.8米，
但不少單位是門挨着門的設計，記者行經多個
樓層都聞到不同單位傳出的煮飯、煲藥等氣
味，顯示走廊通風欠佳。
相鄰兩個單位均打開門，住戶在屋內通常不
戴口罩，病毒有機會通過相鄰單位傳播。除此
之外，該邨大廈走廊還有氣窗設計，對面屋的
氣窗相對並長開，亦存在播疫風險。
早在上世紀80年代，香港就發生公屋醜

聞，577座公屋樓宇被揭發存在結構性問題，
葵盛西邨一座至九座就涉及其中，是各宗第七
型徙置大廈偷工減料案件中，最嚴重的一宗，
其混凝土強度未達標準。
記者也在該邨九座多個樓層發現牆壁及地面
有滲水及裂紋，以及聞到異味，積水同樣會帶
來衞生問題，導致病菌滋生。

元兇三：欠防疫意識樓梯煲煙
樓宇結構屬於硬件問題，短期無法改變，但

該邨居民防範意識欠佳也大大增加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與八座相同的九座中，發現
不少居民將垃圾直接放置於走廊上，此外走
廊、樓梯更有多處發現煙頭，在樓內抽煙無疑
也是將自己暴露在危險中。
記者更見到，在與八座5樓相通的九座18
樓，有居民出門倒垃圾，不僅沒有戴口罩行經
長長的走廊，且垃圾未經包裝直接倒在垃圾桶
內，如此之差的防範意識及衞生習慣令人堪
憂。
疫症的爆發，大廈管理也同樣難辭其咎。公

屋大廈入內無體溫測量已眾所周知，進入第八
座「疫廈」都毋須量度體溫。清潔管理更令人
咋舌，其中九座幾乎每一層樓的垃圾桶外都有
垃圾隨處棄置，煙頭、吃剩水果、口罩包裝等
應有盡有，且所有垃圾桶蓋保持常開。

(另有4宗
初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新一波
疫情嚴峻，葵盛西邨第八座昨日再增5宗確
診個案，相關群組累計有18宗確診、4宗初
步確診，染疫的樓層亦增至5層。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李慧琼及陳恒鑌昨午就此向食物及
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反映，因應目前情況，
擔心葵盛西邨一帶會出現區域性爆發，促請
政府擴闊檢測範圍。
陳恒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葵
盛西邨爆發疫情之初，已建議政府應採用接
近青衣長康邨康美樓的做法，盡快轉移居
民，但政府卻延至前晚才安排爆疫的八座5

樓居民撤離，他認為政府的做法有欠果斷，
以致不少居民在此期間自行搬出，隨時令病
毒傳播其他各區，後果一發不可收拾。

封邨檢減隱患散各區
對於葵盛西邨至今仍未有「封邨」，陳

恒鑌指出有點失望，「我個人是傾向封邨
的。」他認為政府必須訂出一套客觀規則：
「咩時候封？咩時候唔封？」
他直言，得悉不少居民「四散」各區，民建
聯只能呼籲他們去做檢測：「聽唔聽係佢哋
嘅決定，即係好可能有好多隱形傳播者捉唔

到。」因此，他要求近日搬離葵盛西邨八座
的居民及與其接觸的市民需接受強制檢測。
他續說，葵盛西、葵盛東及葵聯邨三邨地

理上相近，居民亦時有接觸，例如會到葵盛
邨的街市買餸等：「好多（葵盛東及葵聯邨）
居民同我哋講好擔心，自己走去荃灣檢測中
心驗，政府又話要願檢盡檢，係咪應該方便
居民呢？」他認為政府不應只為葵盛西邨居
民檢測，更需要進一步擴大檢測範圍，在葵
盛東邨及葵聯邨內設站為居民提供檢測，「其
實亦都減少居民跨區檢測，降低播疫風險。」
陳恒鑌和李慧琼昨日向徐德義反映上述

建議，他指出徐德義的回應正面，「副局長
都話我哋嘅建議接地氣，話會喺政府內部嘅
專責小組提出。」

民記促擴檢測範圍防「區爆」

每座互通相連每座互通相連

走廊對流走廊對流 垃圾亂棄垃圾亂棄 氣窗相對氣窗相對 普遍長開普遍長開

門戶長開門戶長開

邨邨密集邨邨密集

■■葵盛西邨葵盛西邨、、旁邊就是葵旁邊就是葵
聯邨聯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邨內阿伯無視疫情除罩吹水邨內阿伯無視疫情除罩吹水。。

■葵盛西邨與葵聯邨毗鄰，
附近如球場等康樂設施都是
共用的。

■居民在葵盛西邨社區會堂外排隊等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