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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

續惡化，政府昨日起收緊防疫措

施，包括食肆傍晚6時後至清晨5

時禁止堂食，然而有關措施仍存

在漏洞，因社區存在不少隱形傳播鏈，近期已最少有9間食肆有多名員工

如廚師及樓面等染疫，當中更有食客亦同告確診。有專家指出，若有食肆

員工是隱形患者，縱使規定晚上只能提供外賣，仍有機會透過外賣傳播病

毒，認為政府應將所有食肆從業員也列入特定群組，須定期接受強制檢

測，才可減少播疫機會。

食店員工中招 外賣隨時播疫
專家：應列高危群組定期強檢 否則禁晚市堂食亦難防疫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數字

新增確診宗數：112宗

輸入個案：10宗

不明源頭個案：34宗

有關聯個案：68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50宗

部分新增個案資料

爆發群組(部分)

．跳舞群組：新增6宗，群組累計702人染疫

．亞博館社區檢疫設施群組：新增3宗，群組累
計16人染疫

．沙田一田百貨超市群組：新增5宗，群組累計
10人染疫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群組：新增7宗，群
組累計8人染疫

．日出康城9期地盤群組：新增5宗，（連同啟
德地盤）群組累計57人染疫

．麗晶花園群組：新增1宗初步陽性個案，為6
座D室中高層居民

其他確診個案

．張敬軒演唱會新增一名觀眾確診，屬源頭不明
個案

．一名檢疫中心清潔工確診，與跳舞群組相關，
無病徵

．慈雲山德愛中學一名學生確診，發病後曾回校
考試

．青衣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一名教師確診，最
後回校日當天發病

．上水古洞坑頭扶康護理舍一名院友前日確診

醫院相關個案

．仁濟醫院手術室一名護士初步確診，其同住家
人已確診

．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一名文職人員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第四波疫情已由初時的跳舞群組擴散至
社區不同角落，不同的場所都有大小

規模不一的爆發情況。香港文匯報翻查過去
近一個月的確診個案資料，發現已經有最少
9間食肆有多名員工感染新冠病毒，當中包
括廚師及樓面員工等。

確診食肆僅停三天無強檢
其中最新被發現爆疫的食肆為美心集團
旗下位於銅鑼灣的「園中鴨子」，該群組至
前日已有13人受感染，當中包括最少5名廚
師。中環歷山大廈意大利餐廳Otto e Mez-
zo 8 1/2 BOMBANA有廚師、侍應和食客
先後確診，而灣仔星月居及上環泉章居大飯
店也同樣有員工和食客染疫，三間食肆確診
人數有十多人。
尖沙咀山林道食肆松山海鮮鍋其後也出
現員工和食客染疫個案。政府因此向光顧過
有關食肆的員工及顧客發出強制檢測令。
旺角御滿屋日本料理壽司部一名33歲廚
師日前確診，他為早前在深圳確診的跨境貨
車司機同住家人，該食肆須停業14天，9名
員工列密切接觸者須檢疫，其他員工則須檢
測。不過，其他同樣有員工確診的食肆，當
局未要求員工和曾到訪食客強制檢測，如中
環四季酒店的米芝蓮三星法國餐廳Caprice
早前有一名員工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但餐廳
僅需停業三天消毒。至於其他確診人士曾到
訪的食肆，更是不計其數。

曾祈殷憂食肆內存交叉感染
政府要安老及殘疾院舍員工、的士司機
等高危群組強制檢測，但其實同樣高危的食

肆員工卻未列為強檢對象，醫學會傳染病顧
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
曾祈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現有的
高危群組範圍太細，應進一步要求食肆員工
等所有服務業從業員定期接受檢測。
他解釋，一旦有染疫的顧客在食肆用

膳，他們用過的餐具或會被病毒污染，為負
責收碟及清潔的員工帶來感染風險，而雖然
食肆員工若分成專門負責傳菜及收碟兩組，
以及戴上手套工作可減低感染風險，但現時
有設「執枱專員」的食肆仍不多，食肆內仍
然存在交叉感染風險。
政府昨日起雖進一步收緊防疫規定，禁

止食肆晚市堂食，但他指出有關措施最大目
的只是減少市面人流，如果食肆員工已經染
疫，市民無論是堂食還是購買外賣，均一樣
可以被病毒感染，「如果有職員無戴好口
罩，一樣可以將外賣污染，特別係廚房環境
十分熱，廚師工作期間係咪可以長期戴好口
罩？」

倡面對公眾行業均應強檢
曾祈殷認為，政府現行對若干人士強制

檢測的範圍並不足夠，建議將所有面對公眾
的行業，均列為需要強制檢測的高風險群
組，當中包括食肆員工，「的士司機嘅做法
都不足夠，做得太疏，應該好似院舍職員一
樣，強制定期接受檢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食肆員工受感染風險高，提醒工作
期間除要做好感染控制措施外，亦應多留意
自己的身體狀況，一有病徵便要請假前往接
受檢測，不能繼續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日新增112
宗確診個案，連續三天確診宗數破百，當中102宗
本地感染個案中，有34宗屬源頭不明病例，包括
再有張敬軒演唱會觀眾染疫，患者坐在紅區72
段，衞生防護中心不排除觀眾中有隱形傳播者。食
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則呼籲市民配合政府收緊
防疫措施，減少家庭聚會等多人聚集活動。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
上指出，新增的112宗確診個案，10宗為輸入病例，
而102宗本地感染個案中，有68宗個案與早前個案有
關聯，34宗則源頭未明，另有逾50宗初步確診。

患者上月29日到紅館坐紅區72段
不明源頭個案包括再有一名張敬軒演唱會觀眾
確診，患者上月29日到紅館並坐在紅區72段。翻
查資料，早前有4名演唱會觀眾及一名兼職工作人
員先後確診，觀眾分別在11月22日、27日及29日

到演唱會，部分人坐在紅區74段及75段，亦有人
坐在黃區；工作人員則在11月22日、24日、26
日、27日和29日於場館入口協助分流觀眾。
張竹君指出，不排除觀眾中有隱形傳播者，惟
目前演唱會相關個案比例並非特別高，且所看演出
分布在不同日子，工作人員亦僅有一宗個案，暫未
見出現大型爆發，而她呼籲曾觀看演唱會的巿民留
意身體狀況，倘有不適應盡快求診。

女生不適仍回校考試後確診
再有中學出現確診個案，其中慈雲山德愛中學

一名女生確診，她上周六（5日）不適，本周一
（7日）仍回校考試，但當時有戴口罩；青衣樂善
堂梁植偉紀念中學則有一名教師染疫，該教師本周
二（8日）最後返校，當天不適。涉事兩間學校須
停課，全校師生獲安排檢測。
跳舞群組則新增6宗個案，一名與該群組有關的

竹篙灣檢疫中心清潔工確診，其早前檢測呈陰性，
為求穩妥數日後再做檢測，結果呈陽性，數名與其
有接觸的員工須檢疫。
亞博館社區檢疫設施則增3宗確診，部分患者為

員工家屬；沙田一田百貨超市多5人確診；將軍
澳—藍田隧道地盤增7宗個案；日出康城9期地盤
群組亦增5宗個案，患者為地盤員工及其家屬。
另外，再有政府員工染疫，房屋署得悉一名丈
量員確診，現已被送往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治療；
一名駐守新界南防止罪案辦公室的43歲女警則初
步確診，她上月26日在馬鞍山區一所學校派發傳
單，全程有戴口罩，警方已通知相關學校。
徐德義在簡報會上表示，政府收緊防疫措施，
最終效果要視乎市民配合，一些處所較易規管，但
法律未必能規管市民在家或其他私人地方如家庭聚
會等行為，希望市民明白疫情嚴重，未來兩周減少
聚會，遏止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文）本港再有醫護感染新冠病
毒，仁濟醫院手術室一名護士
初步確診，其同住家人前日已
確診；而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
心一名文職人員初確，但相信
感染與工作無關。此外，兩名
服務助理在清潔確診者曾使用
的洗手間時，未有穿着適合保
護裝備，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
送往檢疫。
醫管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

及風險管理）何婉霞在疫情簡
報會上指出，該名初步確診的
仁濟醫院護士，本周一（7
日）凌晨最後上班，當日曾與
另3名護士在休息室見面，其
間短暫脫下口罩，該3名護士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由於該
護士工作時有穿合適保護衣，
故沒有病人受影響。
至於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文職員工，本周二（8日）發
病，但其工作毋須接觸病人，
相信感染與工作無關，而7名
職員與他接觸較多，或曾一同
用膳，故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送檢。一名負責清潔該中
心洗手間的服務助理，因沒有
穿着保護衣及戴眼罩，同被界
定為密切接觸者。屯門醫院已
為8人檢測，全部呈陰性。
另外，聯合醫院一名支援服

務員工曾清潔確診者用過的洗手
間，當時未穿着保護衣，亦被送
往檢疫，檢測結果為陰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巿民
雖然認為食肆晚上禁堂食會為一些巿民帶
來不便，但認為在疫情愈趨嚴峻下加強規
管措施合理，指愈少群體聚集，感染風險
愈低，有市民更指已習慣使用外賣軟件，
認為禁令「冇乜影響」；而市民亦普遍希
望政府為食肆員工提供檢測服務，必要時
甚至應強制檢測。
市民黃先生表示只在周末與家人外出用

膳，故禁令對他影響不大，明日（周六）晚
上會改為買外賣或回家煮食。他亦認為食肆
禁堂食措施合理：「大家加油，長痛不如短
痛，過咗呢一波爆發先再諗聚餐。」
另一巿民張小姐更直言對禁令沒太大感

覺，支持實施「加辣」措施，並表示自己
已習慣叫外賣：「家啲外賣Apps又多又
方便，而且好多外賣都比堂食平，我相信
後生一輩甚至中老年人都慣咗叫外賣，堂
食似乎唔係必須。」
此外，市民亦普遍希望政府為食肆廚師

及其他職工提供檢測，必要時甚至應強制
檢測，其中梁太表示煮食時病毒雖被高溫
消滅，但廚師和服務員都有機會接觸食
物，倘帶有病毒仍有機會感染食客，認為
如檢測證明陰性會令食客安心：「我哋去
茶樓，有陣時叫燒臘都會怕㗎，因為好多
時燒臘都係煮熟咗擺咗喺度，個廚師就咁
切完就上菜。」

不過，亦有市民對禁堂食持反對意見，
廖伯指自己和妻子每晚都到酒樓用膳，禁
令帶來很大不便：「太太行動唔係咁方
便，我又唔係好識煮飯，無得去酒樓食真
係好唔方便。」他續說，上次禁晚上堂食
已令他和妻子吵架，希望今次禁令盡快結
束：「都就嚟過冬，睇嚟都無辦法一家人
開開心心食餐飯。」
陳伯也不滿禁令，表示自己和很多長者

每日唯一樂趣就是到酒樓叫個小菜，與妻
子或朋友用膳聊天，且禁令對食肆打擊很
大：「同啲酒樓侍應都好熟，我聽到佢哋
都減晒人工，有啲甚至被裁員，我都覺得
好唔開心。」

張敬軒演唱會再有觀眾確診

巿民認同加強規管措施合理

仁濟屯院員工初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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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起收緊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6時後至清晨5時禁止堂
食，然而有關措施仍存在漏洞，近期已最少有9間食肆有多名員工如廚師
及樓面等染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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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莊士企業大廈星月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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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間員工確診食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