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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回落至69宗，其中19宗源頭不

明，但初步確診多達80多宗，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

出，疫情仍未見有退卻跡象。同

時，病情危殆患者年輕化趨勢愈見

明顯，有人甚至需要以人工肺續

命。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

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透露，有重

症患者年僅20多歲，並解釋指病毒

在患者體內造成「免疫風暴」，令

免疫因子攻擊肺部，年輕人也不能

「免疫」，部分年輕患者進入急症

室時兩邊肺更已經「白晒」並缺

氧。他呼籲市民有症狀包括持續發

燒，必須盡快求醫。

危殆患者年輕化 有人人工肺續命
最年輕重症患者僅27歲 許樹昌：病毒掀「免疫風暴」部分患者「白肺」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數字

新增確診宗數：69宗

輸入個案：5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19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45宗

初步確診數字：逾80宗

部分新增個案資料

爆發群組(部分)

．跳舞群組：新增4宗，群組累計714人染疫

．日出康城地盤群組：新增1宗，群組累計58
人染疫

．亞博館社區檢疫設施群組：新增2宗，群組累
計20人染疫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群組：新增1宗，群組
累計10人染疫

部分確診個案

．馮明杰醫生診所的一名護士確診，患者本月8
日最後上班，同日不適

．中建大廈李念弘醫生前日確診，患者本月8日
最後上班，同日發病

．一名住在東頭邨興東樓的87歲老翁，本月2
日離世，老翁家人其後確診，死者被送入富山
殮房後亦證實染疫

．瑪麗醫院一名97歲女病人初步確診，昨日凌
晨離世

．廣華醫院一名在隔離病房工作的女護士初步確
診，患者本月11日最後上班，未知是否為院
內感染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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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港新增6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當中5宗為輸入個案，餘下64宗本地

個案中，19宗感染源頭不明；45宗與早前
個案相關。

個案回落因樣本樽回收相關
張竹君表示，雖然昨日個案宗數看似回
落，但每日確診宗數與樣本樽回收情況相
關，物流受阻也會影響確診宗數，而且昨日
初步確診個案多達80多宗，「不能說明疫
情有下降趨勢，可能唔少區都有個案，無論
自己住嗰區有個案或者無個案，都需要留
意。」
許樹昌同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表示，這
一波疫情病人數量較多，包括不同年紀人
士。雖然多數患者仍是60歲或以上，但年
輕也不能倖免。
他透露，由11月至今，最年輕的危重病
人僅27歲，而部分年輕患者的病情急速惡
化，以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為例，「日前
就接獲一名33歲由亞博館社區檢疫設施送
來的病人。他入亞博館時症狀仍十分輕
微，但第三日便開始惡化，轉到威院後需
送入深切治療部，需要接受高濃度氧氣治
療。」
許樹昌解釋，新冠肺炎發病首星期多數症
狀輕微，通常是發燒，但部分人於第二周起
會出現「免疫風暴」，由於病毒擾亂身體的
免疫系統，令免疫因子攻擊肺部，導致病情
惡化，他警告：「後生唔一定（病情）輕
微，有時可以好嚴重。」
他續說，有些患者發病後自行留家休息，
沒有求醫，後來病情突然惡化並轉為嚴重，
進入急症室檢查時發現肺部兩邊已經「白
晒」並缺氧，更有個別人士需急送深切治療
部搶救，呼籲市民有症狀包括持續發燒，應
盡快求醫。

孔繁毅：延誤就醫致病情重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
在一個研討會上亦表示，今波疫情有較多年
輕人的病情嚴重，相信是由於他們較遲入
院，導致延誤治療。
他指出，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分為三個階
段：潛伏、炎症期、攻擊免疫系統。在病發
後愈早用藥的效果會較顯著，能夠有效壓抑
病毒指數，減低出現併發症機會，他引述瑪
麗醫院一位年老的病人案例指，入院時病毒
指數CT值呈個位數，顯示有十億、百億個
病毒，數量相當多，但患者及早治療，不用
一周已康復出院。
然而，在第四波疫情中，年輕患者有上
升現象，並出現肺炎症狀，主要是因為有
部分人延遲醫治。由於部分患者發病初期
沒有病徵，因此覺得「無問題」而未有及
時就醫，待確診入院時已經病發一星期，
甚至已經是第二周的「炎症期」，即使用
藥效果亦較為遜色，需要使用類固醇配合
治療。
「（年輕患者）病發的時候沒什麼病徵，
又可能覺得自己沒什麼，所以可能無及早去
確診，從而他們來到的時候，好多時已是第
七日或是第二個星期，變了他們已進入炎症
時間，變了用藥的情況效用沒那麼好。」孔
繁毅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現時共
有1,118名確診者分別在22間公立醫
院及亞博館留醫，其中49人情況危
殆，61人情況嚴重，1,008人情況穩
定。公立醫院已啟用1,217張負壓病
床及671間負壓病房，使用率分別為
75%和80%。

醫局高峰期一日曾收過百病人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

險管理）何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表示，今波疫情嚴峻，11月初至今，
醫管局運作遇到很大挑戰，「高峰期
試過一日要收110多名病人。」雖然
現在相對輕症病人會送往亞博館，但

重症病人仍要留院，其中等候檢測結
果的人士會入住監察病房，一旦確診
就要搬到隔離病房，導致醫護人員要
承擔諸多調配工作。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

孔繁毅在同日一研討會上則表示，紐
約3月至今深切治療部病床使用率達
100%、呼吸機及人工肺供不應求，
與紐約相比，本港的醫療系統承受壓
力較低，醫療資源仍然充裕，而且防
控感染控制表現良好，病人能夠「早
入院、早用藥」，需進入深切治療部
的病人比例較低。
雖然第四波疫情下，最近深切治療

部病床使用量有壓力，但呼吸機並無

短缺情況，且全港僅4名患者需要使
用人工肺，但仍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
多資源，讓病情惡化至大規模爆發時
仍能夠應對。
對於政府日前宣布已經購入新冠疫

苗，孔繁毅指，新冠肺炎很大可能成
為類似季節性流感病，市民接種疫苗
後需要等半年至一年時間，以觀察疫
苗產生的抗體會否隨時間下跌，才能
夠判斷是否需要每年接種疫苗。
孔繁毅還透露，港大研發的噴鼻式

疫苗最快今年底至明年初進入第一期
的臨床測試，若測試證明安全有效，
預計2022年展開第三期臨床測試，通
過後才可註冊及推出市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防輸入個
案，特區政府規定本月22日由海外抵港者必
須入住36間指定檢疫酒店，負責統籌的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出，有關酒店需要有
保安監察，防止入住的檢疫者離開房間，包
括門匙被設為一次有效使用，即完成檢疫離
開時，政府亦會安排專責隊伍巡查指定檢疫
酒店，確保有關人等遵守規例。
聶德權昨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當實施入境

旅客要到指定酒店檢疫並由專車接送到酒店的
安排後，政府會有一整套封閉式管理措施，不
會讓旅客與社區接觸，將風險減至最低。

政府會有專責隊伍巡查
他指出，有關酒店要減少旅客到埗後在

公眾地方停留的時間，盡快安排旅客上
房，並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亦要有保安
監察，不准旅客離開房間，政府亦會有專
責隊伍巡查，「保安睇住佢哋（檢疫旅
客）唔會離開房間，我哋會去巡查以及同
酒店聯繫，因為酒店反映有時有啲客人
『唔乖』，但佢哋可能處理上遇到啲問
題，我話可以同我哋聯繫，專責隊伍會跟
進，按情況採取適當行動。」

對於有意見認為政府太遲才推行指定酒店措施，聶
德權解釋由於需要酒店業界、航空公司等配合，需要
約10天的過渡期，而衞生署及機電工程署已檢視有
關酒店，部分酒店需要進行改裝通風或喉管系統才符
合防疫標準。

聶德權料入住率未必太低
36間指定檢疫酒店合共提供1.2萬間房，他表示

以過去數月每日經機場抵港的旅客數目計算，估計
每日會有1,000名入境旅客要到有關酒店檢疫，認為
可應付需求。政府會為平均入住率不足五成的指定
酒店補貼差額，例如入住率只有三成，政府會補貼
餘下兩成房價，補貼額按房價七成計算，上限為
600元，但相信以目前的需求，入住率未必太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爆發第四波新冠疫情，令特區政府與
新加坡達成的「航空旅遊氣泡」協議
要推遲實行外，新加坡衞生部亦因本
港疫情惡化，決定收緊對香港旅客的
入境檢疫措施，明日（14日）凌晨開
始，入境當地前14天曾到過香港的旅
客，抵達新加坡後須隔離檢疫14天。

新加坡10月時曾放寬香港旅客的入
境限制，把隔離期縮短至7天，但本
港疫情反彈，新加坡衞生部前晚宣
布，由香港入境或過去14天內曾到訪
香港的旅客，抵達新加坡後要在指定
設施隔離14天。旅客亦可選擇在他們
的住所履行居家檢疫，但必須確保是
自己一個人，或與有相同旅遊史的家

人同住。
另外，周六（19日）開始，所有從

香港入境者，均需要在出發前72小時
內接受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檢
測，並於入境新加坡時提交有關陰性
證明，新加坡公民則可獲豁免。此
外，入境者將在隔離檢疫結束前再接
受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
東頭邨貴東樓4個單位出現確診
個案，當中兩個確診單位屬「樓
上樓下」。衞生署會向大樓居民
派發樣本瓶進行檢測，而房署會
派員檢視喉管情況。另外，該邨
興東樓一名87歲老翁本月初離
世，其家人其後確診，死者被送
入富山殮房後亦證實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貴
東樓4個出現確診個案的單位
中，有3個與早前群組個案有關連，
包括日出康城地盤群組、跳舞群組及
工作地方感染，餘下一個單位是昨日
新增的個案，感染源頭不明，但與另
一確診單位屬同座上下層，故要檢查
喉管和為居民檢測。

興東樓有確診 87歲翁死亡
東頭邨興東樓亦有確診個案，一名

87歲老翁（個案7384）本月2日在家
中昏迷後證實死亡，救護車直接將其
送往富山殮房，而他一名家人同日發
病，檢測後確診，死者其後亦證實染
疫。

張竹君指出，死者與家人均曾到過
爆疫的新蒲崗新光宴會廳飲茶，屬跳
舞群組相關個案，而富山殮房工作人
員處理遺體時因有穿着保護衣等裝
備，故毋須檢疫。

再有診所公院醫護染疫
另外，再有診所及公立醫院醫護人

員受感染，其中位於炮台山電氣道友
邦廣場的馮明杰醫生診所，一名護士
確診，其家人早前亦已確診，而護士
本月8日最後上班，當日感到不適。
中環中建大廈的李念弘醫生前日亦確
診，他本月8日發病，同日最後上

班。中心呼籲在兩人傳染期到過
上述兩間診所求診者應進行檢
測。
廣華醫院一名在隔離病房任職

的女護士也初步確診，她本月7
日至9日休假，11日最後上班。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
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暫未確
定該護士是否為院內感染，她潛
伏期內曾與家人朋友用膳，另一
名女護士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駐守機場警區則再有一名

53歲男警長初步確診，患者為警犬隊
領犬員，令該警區累計已有6名警務
人員確診及初步確診。教協位於旺角
的服務中心，一名職員初步確診。

97歲婦入瑪麗初確離世
此外，一名97歲女病人前日在家中

昏迷被送往瑪麗醫院，當晚初步確診，
昨日凌晨離世。因女患者在病房時已使
用呼吸器，雖有3名病人與她同處一病
格，但毋須列作密切接觸者。院方基於
恩恤原因，曾安排病人女兒探病，女兒
逗留約15分鐘，其間有戴外科口罩，
亦毋須列作緊密接觸者。

貴東樓4伙確診
兩單位「樓上樓下」

逾千人公院留醫 負壓房使用率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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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收緊港客檢疫 明起入境隔離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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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社

■炮台山電氣道友邦廣場一間診所有護士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瑪麗醫院一名97歲女病人初步確診後離世。
中通社

■一眾工作人員穿着保護衣等裝備進入友邦廣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