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總數：63宗

．輸入個案：10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13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40宗

初步確診：逾30宗

死亡個案：增1宗

疫廈個案

‧筲箕灣明華大廈A座：增1宗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累計7宗
（涉3單位）

‧油塘油美苑潤美閣：累計4宗
（涉3單位）

部分爆發群組

‧跳舞群組：增1宗

‧港珠澳大橋群組：增１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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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偲嫣6天「陰轉陽」猝死 政府認錯向受影響市民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即將採購三款新
冠肺炎疫苗，香港過敏科醫學會及香港過敏協會指出，該
三款疫苗都經過第三期臨床測試，對一般市民而言，接種
任何一款新冠疫苗都是利多於弊，但過敏體質的人士，通
常對疫苗中用作防腐的輔料類成分有不良反應，據學會了
解，輝瑞的mRNA疫苗疑含有一種防腐輔料「聚乙二
醇」，而政府採購的復星BioNTech也使用mRNA的疫苗
技術，故協會建議政府要求藥廠交代疫苗具體成分，讓市
民可以參考。
香港過敏科醫學會及香港過敏協會指出，目前新冠病毒

疫苗的透明度不足，使疫苗過敏問題經常被誇大。學會認
為，一般市民接種任何一款新冠疫苗是利多於弊，但一些
過敏體質人士則要特別注意疫苗是否含有「聚乙二醇」成
分。過敏協會執委李曦說：「疫苗一般來說非常安全，對

輔料類成分過敏是極之罕有。以前其他疫苗的經驗亦一
樣，100萬人（注射）才有1人（過敏）。」

無法例規定披露成分
學會指出，本港沒有法例規定藥廠必須披露疫苗成分，

但疫苗中用作防腐的輔料類成分，往往是疫苗致敏根源。
過敏科醫學會主席黃永堅表示，「輝瑞那類的mRNA疫
苗，與Moderna那款，這兩款（疫苗）懷疑可能引致嚴重
過敏反應。其他滅活、減活（科興疫苗）無需要聚乙二醇
在內。」
學會強調，本港將使用的三種疫苗都經過第三期臨床測

試，但個別人士或對聚乙二醇有過敏反應，故強烈建議政府
立法，包括要求將所有輔料類成分完整列在藥品標籤，並建
議市民接種後由醫護觀察30分鐘，確保無敏感才離開。

過敏協會促交代疫苗成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特區政府的第四輪
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請日前獲立法會通過，惟基金
側重支援企業，最受疫情打擊的航空業僱員難以個
人身份申請資助。工會調查更發現，三成受訪僱員
因為航空公司安排無薪假或被裁員，已轉行另謀出
路；部分工友被減薪之餘，還被要求狂放無薪假，
每月只出半糧，家庭積蓄也幾近耗盡，需要借錢度
日。工會建議，政府向航空業工人發放停工津貼或
每月3,000元的現金援助，為期3個月。

部分人工恐低過最低工資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早前訪問1,459名會

員，發現三成受訪者已轉行，另有七成受訪者的
收入減少，其中四成人的家庭收入減少30%或以
上。該會主席李永富指出，有航空公司早前公布
旗下員工減薪約15%，「其實這只是減底薪，實
際上航空業工人的主要收入不是來自底薪，而是
OT錢（超時津貼），但疫情之下航空業僱員的工
作減少，最嚴重的客運類職工，甚至有一個月被
迫放半個月無薪假，收入甚至低於最低工資。」
他坦言，「情況再冇改善的話，工人可能再捱三
四個月就（積蓄）乾塘。」
50歲梁先生從事航空行業已經27年，之前的工資

近2萬元，但日常家庭開支佔1萬多元。在疫情下，
航班大減，上有高堂下有妻房的他收入銳減一半，
「公司對外公布員工減薪15%，但實際減幅更
高。」他本來計劃前往荷蘭從事外勤飛機維修工作，
卻因疫情關係無法前往；屋漏偏逢連夜雨，梁先生與
太太父母各有一人患上認知障礙症，開支增加，多重
夾擊之下，他一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任職地勤的張先生的工資則減少四成，他慨

嘆，「第四次（防疫抗疫基金）航空業僱員都係
食白果，叫新人點敢入行？」他曾試圖申請在職
家庭津貼，「但因為我被迫放無薪假，人工少
咗，工時又唔符合在職家庭津貼要求，再次食白
果，簡直好似落井下石咁！我有一家五口要養，
三個小朋友仲讀緊書，我作為唯一經濟支柱真係
頂唔落去，嚟緊準備轉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在職家庭津貼要

求申請者每月工作超過144小時，但無薪假下，不
少打工仔不符合申請資格，建議政府將工時限制放
寬至72小時。同時，工會亦建議政府向航空業工人
發放停工津貼或每月3,000元的現金援助，為期3
個月；盡快設立失業援助金，以及為航空業工人開
辦更多津貼培訓課程，並提高津貼金額，給予受影
響從業員報讀，裝備自己迎接「三跑」。

航空業員工多山窮水盡
工會倡月發三千蚊救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疫情沒完沒
了，經濟大受打擊，失業、停工、減薪等就業問
題普遍，打工仔苦不堪言。政府統計處調查顯
示，今年第三季家庭入息中位數按年減少2,100
元，為十年來首次下降，與此同時反映基層物價
的甲類物價指數逆市上升，基層生活苦不堪言。
有基層市民因疫情關係收入大減，惟有死慳死
抵，節衣縮食。工聯會建議，放寬低收入津貼門
檻，調升最低工資，支援基層市民。

失業食穀種 一家捱杯麵
原本從事室內設計工作的梁先生表示，公司因大

部分工作需與內地及海外接洽，疫情「控關」之下工
作量大減，公司於2月無奈結業，所有員工失業。梁
先生疫情前的平均月入25,000元，但現時已逾半年
「零收入」，「2月至今只能依靠積蓄生活，每周至
少有兩天，一家大細食杯麵及麵包度日。」無奈之
下，他應徵做外賣員維生，但一日工作10小時日薪
僅300元，難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他希望政府可以
提供失業援助金，或無息貸款解燃眉之急。

家住九龍西的黃女士是一個單親媽媽，獨自撫
養11歲的女兒和7歲的兒子，以綜援津貼及在洗
衣店做兼職維生。現時全港學校停止面授課程，
她需要為子女添置平板電腦進行網上授課，開支
負擔大增。「我不能留子女獨留在家，所以無辦
法去洗衣店做兼職，收入大減。」
禍不單行是她所住的劏房加租，由5,000元加

至5,800元，生活壓力壓得她喘不過氣。

收入大減 物價反升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指出，疫情沒有令物價下

跌，但全港家庭收入卻大減，根據統計處數據今年第三
季家庭入息中位數為33,700元，按年減少2,100元。反
映基層家庭物價的甲類物價指數也升至112.7，升幅遠
高於整體物價，顯示基層家庭面對更沉重壓力。
鄧家彪認為，疫情導致基層市民生活更加艱
難，促請政府正視嚴峻的貧窮問題，提出有效措
施扶貧、防貧，包括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確保工
資不會落後通脹；放寬在職家庭津貼申請，以及
設立失業援助金支援失業市民。

疫下基層苦捱 工聯倡降津貼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天水圍私家醫生吳小

春因曾為確診者診症而染病，其診所暫停營業至下月5
日，進行消毒清潔，職員須要檢疫；本月19日或之後曾
到診所求醫的病人要接受檢測。他有參與醫管局普通科
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跟進約400名公立醫院病人，醫
管局會聯絡受影響的病人跟進安排。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在天水圍俊
宏軒商場設立診所的私家醫生吳小春，分別於本月15日和
18日為同屬一個家庭的兩名病人應診，其間吳小春曾為病
人檢查喉嚨和聽肺，其後兩名病人確診。

張竹君：或因口罩面罩清潔不徹底
吳小春知悉後，在本月20日自行到臨時檢測中心接受病
毒檢測，翌日出現喉嚨痕癢及確診，同日為他最後工作
日。張竹君指出，吳小春診症時有按防感染指引戴口罩和
面罩，但或因清潔不徹底而受感染，「睇喉嚨當然（病

人）沒戴口罩，聽肺都可能有啲緊密接觸，因為都可能叫
佢呼氣吸氣，始終感染控制措施都要你做足，卸下保護裝
備嘅時候要小心，又要洗手，戴返時候又要小心，所以做
過很多次之後，有機會一次半次做漏咗，唔自覺咁有啲傳
播都唔出奇。」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指出，吳小春

有參與醫管局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目前照顧約
400名病人，局方會聯絡每名受影響病人，按其意願，安
排轉換私家醫生，或者到普通科門診就醫。

平誠樓增兩初確 港增兩疫廈
另外，平田邨平誠樓昨日再多兩名住戶初步確診，累積涉及

5個單位，若他們最終確診，該大廈住客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此外，昨日再多兩座大廈分別累計3個單位出現確診個案，衞
生署會向住戶派發樣本樽，包括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累計7人
確診，其中兩個單位同層；油美苑潤美閣累計4人確診。

天水圍私醫染疫 曾應診兩確診者

■平田邨平誠樓昨日再多兩名住戶
初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累計7人
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油美苑潤美閣累計4人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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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香港新增6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10宗為輸入
個案，而53宗本地個案中，13宗為源頭不明病例。

李偲嫣夫婦檢測結果未發出短訊
正義聯盟發起人李偲嫣早前離世後確診新冠肺炎，其
丈夫謝鋮浚日前檢疫期間確診。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
素及標準）劉家獻昨日承認，他們於本月10日將樣本交
還元朗容鳳書母嬰健康院的收集點，檢測結果均是呈陰
性，院方於本月14日向他們發出短訊但不成功，「曾經

發短訊但不成功，暫時唔係好清楚發出短訊故障嘅具體
問題，不過知道有關政府部門跟進緊。」
被問及李偲嫣與丈夫謝鋮浚的檢測結果為何在短短數

日間由陰轉陽？劉家獻解釋，一次檢測出現陽性或陰性
有很多原因，不能單憑病人之前陰性、之後陽性來估計
當中原因，「好可能啱啱係發病初期，病毒量唔高或者
留樣本留得唔好，都會令到佢哋有病毒但未必驗到。」

梁美芬質疑深唾準確度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李偲嫣與其丈夫在本月6日已經出現病徵，並於8日
求醫，隨即於10日提交樣本樽，短短6天後李偲嫣病
逝。梁美芬形容：「（佢哋）已經遵照晒政府程序嚟
做，病情都反覆，有發燒。」
她批評特區政府抗疫「佛系」、馬虎，「為何檢測結

果已出，但一句發送唔到短訊就算？點解會兩公婆都收
唔到（短訊）？𠵱 家係2020年，應該會有記錄，唔係
send唔到就算，要有監管同交代。」
梁美芬質疑深喉唾液樣本的準確度，「有人只是吐口

水，但口水是否採樣所需的部分？」她又指，9月內地支
援隊到港協助普檢時由專人採樣，170萬人次接受檢測，

「當時兩三天已收到檢測結果，都無人話收唔到，係咪
人手唔夠？人手唔夠又唔叫外援？好多人冇結果就以為
自己無事，四圍去，係社區周圍好多隱形患者的原
因。」

醫生：診斷不能單靠樣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診斷病人是否感染新冠肺炎，不能單靠樣本化
驗。他指出，新冠病毒出現的時間、分布，都是因人而
異，若病人發病，出現氣促、肺炎的病徵，明顯病徵持
續、或對其接觸史有懷疑，即使其檢測結果呈陰性，都
不能掉以輕心，應當以懷疑個案處理。
他指出，呼吸道的範圍廣，而採樣主要是喉嚨的位

置，或因病毒量少而未能從檢測中驗出病毒，但要取得
下呼吸道的樣本並不容易，是現時採樣方式的局限；不
過，病人可在治療期間透過抗體測試來輔助，檢測病人
是否確診新冠肺炎，惟患者出現抗體約在出現病徵後3
天，故不能作第一線的檢測。
梁子超認為，病人若出現氣促，應該及早前往急症室
求醫，因為氣促已是較後期的病徵，醫院可透過X光等
設施，發現病人有否肺炎跡象，相信事情可以避免。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創一個月以來最低，昨新

增63宗個案，初步確診約30宗，衞生防護中心對

個案回落審慎樂觀，但香港抗疫戰頻頻甩漏，「正

義聯盟」發起人李偲嫣早前離世後證實確診新冠肺

炎，其丈夫謝鋮浚前日在檢疫中心確診。據悉，他

們在本月6日已出現病徵，10日向醫管局提交深喉

唾液樣本，一度呈陰性反應，但政府的通訊系統出

現故障未能發出短訊通知，短短6天後，李偲嫣病

逝。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政府抗疫態度

「佛系」，「點解一句發送唔到短訊就算？」李偲

嫣短短6天內由「陰轉陽」，也令人關注深喉唾液

檢測的「假陰性」問題。

特區政府昨深夜發稿表示，在更改電腦系統過

程中，由於出現技術問題，導致部分市民接受檢

測後仍未能收到載有其陰性檢測結果的電話短

訊。估計自上月底以來，約有800多名市民受影

響，但當中並沒有陽性個案。在系統修正後，個

別市民會收到系統自動發出載有較早前檢測結果

的電話短訊。政府對受影響的市民表示抱歉。

▲李偲嫣（左）
早前離世後證實
確診新冠肺炎，
其丈夫謝鋮浚
（右）前日亦確
診。

李偲嫣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發唔到短訊就算？抗疫甩漏何時休

放入頭條導語最後

■政府昨起為油麗居民及工作人員提供免費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