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收緊強制檢測大廈門檻後特區政府收緊強制檢測大廈門檻後，，昨昨

單日新增單日新增4343幢大廈被納入強檢名單內幢大廈被納入強檢名單內，，公公

屋大廈仍然佔大多數屋大廈仍然佔大多數，，九龍東更屬重災九龍東更屬重災

區區。。其中其中，，彩雲彩雲（（二二））邨啟輝樓雖然最近邨啟輝樓雖然最近

兩星期無住戶確診兩星期無住戶確診，，但香港大學的研究團但香港大學的研究團

隊卻持續在該大廈的污水中發現新冠病隊卻持續在該大廈的污水中發現新冠病

毒毒，，懷疑有受感染的隱形患者身處大廈懷疑有受感染的隱形患者身處大廈

內內。。政府在參考專家意見後政府在參考專家意見後，，決定對啟輝決定對啟輝

樓居民及逗留者發強制檢測令樓居民及逗留者發強制檢測令。。

啟輝現毒污水 強檢揪出隱患
昨增43幢樓接檢測令 多屬公屋 九東重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新界
大埔安慈路4號昌運中心華昌閣
元朗天瑞路88號俊宏軒第二座
西貢翠琳路11號翠林邨安林樓
西貢寶琳北路1號康盛花園第四座
沙田美田路32號美城苑貴城閣
青衣青芊街22號青華苑華欣閣
荃灣大廈街19-23號德泰大廈
葵涌荔景山路274號華豐園

港島
上環樂古道3號麗雅苑
柴灣峰霞道4-6號峰華邨秀峰樓
灣仔謝斐道415-421號積福大廈

九龍
九龍城盛德街9號馬頭圍邨芙蓉樓
油麻地吳松街93-103號德利樓
石硤尾大坑東道88號大坑東邨東海樓
深水埗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滿樓
深水埗西邨路19號富昌邨富韻樓
黃大仙彩虹道242號采頤花園第十一座
黃大仙清水灣道45號彩雲(一)邨紫霄樓
黃大仙清水灣道45號彩雲(一)邨繡文樓
德福花園H1座
觀塘利安道15號順利邨利康樓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任何在本月17日至30日期間曾身處名單所列大廈超過兩
小時者（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作人員），須於下月4
日或之前接受檢測，受檢者若在本月28日至30日期間已進行
檢測，會獲視為已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規定。

需強檢大廈名需強檢大廈名單單（（部分部分））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54宗

．輸入個案：7宗（來自英國、美國
和印度）

．不明源頭個案：13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34宗

初步確診：逾50宗

部分確診個案

‧九龍灣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護養院
一名院友確診（個案8741），他前日
（29日）送往亞博館檢疫時已有發
燒，送院後確診，該院共55名院友須
送往亞博館檢疫
‧聯合醫院一名護士確診（個案8777）

死亡個案

．79歲有長期病患女病人（個案8070）

．59歲女病人（個案6877）

．63歲有長期病患男病人（個案6153）

．89歲有末期病患女病人（個案8545）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香港再增54宗確診個案，其中7宗屬輸入個案，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則有13宗，另有逾50宗初步確

診個案。政府表示，過去兩星期源頭不明個案佔確診總
數約三成半，回落速度遠比第三波疫情緩慢，且持續下
降趨勢並不明顯。為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政府決定擴
大須檢必檢的範圍。如大廈過去14天內有兩個或以上單
位出現無關連確診個案，會被納入第599J章下的強制檢
測公告，比之前多於4宗確診才要強檢的規定更為嚴格。
規定收緊後，昨日旋即有43幢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
範圍，其中約半數來自九龍東區，且公屋大廈佔大多
數：黃大仙彩雲邨、觀塘坪石邨、鯉魚門邨再度「上
榜」，又以彩雲邨和坪石邨的「疫廈」較集中，彩雲邨
紫霄樓、繡文樓、啟輝樓；坪石邨金石樓、黃石樓、藍
石樓均需檢測。
值得留意的是，啟輝樓最近一宗確診個案是12月5
日，之後再無住戶確診，但香港大學的污水監測團隊發
現，該大樓的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對新冠病毒呈陽性，顯
示可能有隱形新冠肺炎病人，在該大廈生活及排放含病
毒污水，故安全起見該大廈也要強制檢測。

采頤花園第十一座3伙4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
上透露，強檢名單上有一些大廈累積3宗或4宗個案，
例如新蒲崗采頤花園第十一座，有3個單位共4人確
診，當中兩個單位在同一樓層，但3單位屬不同坐向。

料強檢對衞署人手需求不大
一日間有40多幢大廈要強檢，政府是否有足夠人手
處理？張竹君回應指，強制檢測下所設的流動檢測站，
由食物及衞生局委託的私人化驗所負責，並非由衞生署
直接處理，相信對署方的人手需求影響不大。
居於采頤花園第十一座17樓的葉女士透露，早前對

面單位K室和D室有住戶確診，故全家已於本月24日
做深喉唾液測試，並得到陰性結果，但若政府強制要求
再做一次檢測，她亦樂意接受。她續說，自己已有4天
沒有外出，昨日外出只為購買消毒用品，並戴上眼鏡及
手套，以防範病毒。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收緊強檢大廈的規定有助

控制疫情，「香港樓宇結構密集，此做法有助及早找出
無病徵個案，減低疫情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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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
日新增54宗確診個案，數字雖然較之前
稍有回落，但一連3天的元旦周末長假
期將至，不少市民都計劃舉行家庭聚
會，或衍生多個家庭感染群組，疫情恐
再次反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分析近日確診個案後表示，剛過
去的聖誕節，不少人在家慶祝，有人因
參加多達20人聚會而確診，她擔心除夕
倒數及周末假期，家庭聚會增多，一旦
當中有超級傳播者，香港疫情恐再反
彈。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
示，近日確診數字「好似回落緊，不
過好慢」。在近日的確診個案中，不
少患者在本月24日至26日曾家庭聚
會，「可能大家唔去街變咗喺屋企，
見到有啲聚會有成20人。」

她形容，大時大節有可能令疫情再次
反彈，「現時這些數字還未完全反映聖
誕節聚會的後遺症，要再過多一星q期
左右去觀察個案數字有否上升。」張竹
君坦言，未來數天又有長假期，若市民
再有聚會，恐有超級傳播者在不同地方
傳播，疫情勢必呈V形反彈。
身兼政府專家顧問的中大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節目
訪問時亦指，本港確診宗數已在高位
橫行一段時間，近日雖緩慢回落，但
因市民在過去的假期仍有很多聚會，
相信病毒已滲入社區深層，致源頭不
明個案的比例仍然高企，群組會逐漸
爆發。
許樹昌認為，冬至聚會的個案只反

映社區疫情的一部分，病毒有約兩星

期潛伏期，故聖誕期間的聚會所造成
影響，需待一兩周才會浮現，加上除
夕新年假期逼近，形容三大節慶是疫
情「關口」，呼籲市民在此段期間不
要在家中舉行或參與大型聚會。

長假恐增聚會 疫情或再反彈

■假期家庭聚會增多，一旦當中有超
級傳播者，香港疫情恐再反彈。圖為
街上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
佛教醫院內科病房昨日再多一名83
歲男病人初步確診，該病房累計3
人染疫，分別為兩名病人和一名護
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
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該名初
步確診的男患者與早前確診患者住
在同一病房的不同病格，第三次病
毒檢測才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何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

佛教醫院內科A5N病房一名83歲男病
人初步確診，他本月2日至23日期間
在該病房留醫，23日下午出院返回黃
大仙聖公會福利協會香港聖公會護養
院，翌日深夜開始發燒，被送到伊利
沙伯醫院急症室，分別在25日和28日
進行鼻咽拭子檢測對新冠病毒呈陰
性，昨日再進行檢測才呈陽性，安排
入住隔離病房。另外，佛教醫院確診
護士曾經接觸或照顧過確診病人，護
士所住大廈也有確診個案，故未能確
定她的感染途徑，而其緊密接觸者已
送往檢疫中心，暫時沒有病徵。

同事堅持 不斷檢測
她強調，醫院已加強感染控制措

施，「該名83歲男病人都係同事堅
持、有臨床判斷，不斷幫佢檢測搵
出個病（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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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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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麗雅苑麗雅苑

全球在變局中前行，2021年仍然充滿挑戰，也充滿希

望。回首2020，香港的管治、經濟、社會、民生飽受新冠

疫情和政治衝擊，幸得中央鼎力支持全力幫助，香港社會開

始實現由亂向治，局勢趨於平穩，並在探索中積攢力量。

新的一年，我們將繼續與全港市民一道，不遺餘力推動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

衝出低谷再創輝煌鼓與呼。我們將以更加真誠務實的態度，

傾聽各界訴求、反映社會主流民意，全面、客觀、深入報道

香港發展的態勢與變遷，追根問

底，激濁揚清，給公眾傳遞理性

中肯的聲音。我們將一如既往順

應時代潮流，擁抱新的傳播形

態，革新文風，主動探求讀者喜

聞樂見的報道方式和閱讀習慣，

推出新版面新欄目，以準確、及

時、精彩的

新聞資訊服

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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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部分新版面
港聞版
港青闖灣區
追訪香港青年在大灣區打拚、闖
出一片天的故事，從中總結港人
融入灣區的心得及經驗之談。

投訴有門
接收讀者的投訴，為小市民
發聲，推動政府部門，促進
社會進步。

紀有道理
紀律部隊人員執法背後充滿
辛酸，將紀律部隊有血有汗
的故事展現讀者眼前。

中國版
青年科學家故事
新闢人物專欄，專題介紹內地
優秀青年科學家和他們的研究
成果，以及研究背後的故事。

神州有情
中國新聞品牌欄目，講述感
人至深的正能量故事。

國際版
Fact Check辨真假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年代，全球
假新聞湧現，經過篩選及查證
的新聞，可信度自然更高。新
欄目致力將假新聞逐個擊破，
從不同方面作出分析，為讀者
探尋事實、揭露真相，貫徹新
聞求真求準精神。

副刊
他鄉港聲
由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分享
內地生活體會、見聞，讓讀者
更了解目前內地港人的真實生
活情況。

聆聽心聲
讓各行各業名人、藝術家細
訴貼近香港社會問題的看法
與心聲。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