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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西班牙分別出現

一宗醫護人員接種新冠疫苗後確診

的事件，兩人在打針與確診之間的

時間，分別相隔約一周及24小時。

專家指出情況並非意料之外，因為

疫苗接種後，需要10多天才能開始

讓人體產生免疫力，提醒即使民眾

在明年陸續有針打，仍需注意洗

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

疫措施。

專家：隔14天才有免疫力 僅接種首針難算安全

星「開打」輝瑞疫苗
醫護優先

新加坡昨日啟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首批
接種對象為國家傳染病中心的醫護人員。率先
接種的資深護士說，她有責任要更好地保護自
己、病人及家人，接種疫苗後「覺得更安
心」。
新加坡採購輝瑞與德國BioNTech研發的疫
苗，首批已於21日運抵樟宜機場，是首批抵
達亞洲的輝瑞疫苗。昨日首批接種人士為國家
傳染病中心醫護人員，超過30人，包括臨
床、護理、綜合醫療保健及行政人員等。
根據規劃，昨日接種的人員預計於1月20
日接受第二劑注射，其餘中心人員將於1月陸
續接種。疫苗接種計劃在未來幾周也會擴展至
其他醫療機構。當局目標是明年2月開始為長

者接種，先從70歲及以上開始，接着陸續為
其他健康狀況允許的新加坡公民及長期居民接
種。 ■綜合報道

美國的確診護士來
自加州聖迭戈，

現年45歲，平日會
在兩間不同醫院工
作。他在本月18日
接種輝瑞疫苗，當時
出現手臂酸痛的副作
用，持續約1天，此
後已無其他問題。他在
打針後曾在新冠患者病
房工作，到平安夜、即距
離打針6日後，開始感到發
冷、肌肉痛及疲勞，到醫院

接受檢測後，在聖誕節後收到
陽性結果報告，與打針當日相差8

天。

第一針保護率50%
西班牙則剛開始接種計劃不足一周，一名在加泰羅尼亞護老院工作的護士於周日接種輝瑞疫
苗，至24小時後進行病毒檢測，發現確診新冠肺炎，與確診護士屬同一團隊的4名護士及66名
院友，都需要接受隔離。加泰衞生部提到，同一護老院內還有另一名護士於同日確診，不過兩
宗病例沒有關連。
美國聖迭戈家庭醫學中心的傳染病學家拉默斯指出，接種疫苗後並不會讓人體立刻獲得免疫
力，臨床測試數據顯示，人體需要10至14日時間才會開始從疫苗獲得免疫力；即使在打針10
多天後，仍需要接種第二劑才會達至完整免疫力，打第一針後的保護率約為50%，打第二針才
會升至95%。西班牙馬里奧內格里藥劑研究院主席加拉蒂則認為，打第一針後需要28日時間，
獲接種疫苗人士才可稱得上安全。

或打針前已受感染
拉默斯亦推算，由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長達14日，聖迭戈的護士有可能在打針前已經感染，

西班牙的確診護士相信亦有這個可能。
衞生專家藉此提醒，遏制疫情需要時間，民眾應繼續遵守戴口罩等衞生習慣。拉默斯指出，

民眾經常聽到醫學界非常樂觀地指，疫苗是疫情告終的開始，但過程會非常緩慢，需要數周甚
至數個月時間。 ■綜合報道

美歐護士美歐護士打完疫苗仍染疫打完疫苗仍染疫

陸續再有更多國家發現英國變種新冠病毒的病例，美國科羅拉多
州一名年輕男子前日確診，是當地首宗已知個案，由於患者沒有外
遊史，懷疑變種病毒早已在美國擴散。智利、印度及巴基斯坦亦錄
得輸入的變種病毒個案，歐洲疾控中心則指，包括英國在內歐洲已
有14國出現變種病例。
科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前日公布，埃爾伯特縣一名正在隔離的20

餘歲男子，證實感染變種病毒，他近期沒有外遊記錄，亦沒有密切
接觸者。據悉同縣還有另一宗疑似感染新毒株病例，兩名患者都在
同一個城市工作，但並非埃爾伯特縣居民，意味新毒株可能早已在
州內廣泛傳播。
智利衞生部亦公布發現首宗英國變種病毒個案，確診者21日從
西班牙入境，有英國和迪拜外遊記錄，是拉丁美洲首宗相關確診。
印度及巴基斯坦亦出現首宗個案，分別有6人和3人感染，患者都
是早前從英國入境，確診時正接受隔離。 ■綜合報道

英版變種 美首宗無外遊史
歐中招國達14個

以色列前日再有人接種輝瑞疫苗後死
亡，死者是一名88歲老翁，前日下午在
耶路撒冷醫院接種，數小時後在家中昏
迷，送院後不治。醫院解釋，死者有嚴重
長期病，認為死因與疫苗無關，但未提供
有關其病情的具體說明。
以色列28日已有一名75歲男子在接種

疫苗後心臟病發死亡，由於該死者長期患
有心臟病，當局認為他的死因亦與疫苗無
關。當地同日亦有一名對盤尼西林過敏的
44歲男子，接種疫苗後出現過敏反應，治
療後情況穩定。 ■綜合報道

英國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因變種病毒飆
升，前日確診53,135宗再創新高，國家
醫療服務（NHS）系統瀕臨崩潰。有醫
生擔心，若感染人數持續上升，多間醫
院的深切治療部（ICU）病床爆滿，屆

時醫生可能要決
定哪些患者優先
獲得治療。另有
報道指，當局計
劃調用恐怖襲擊
等大型死傷事件
中使用的醫療帳
篷，臨時安置新
冠患者。
在英格蘭部分

第4級防疫級別
地區，如倫敦和

東南部，醫療系統已超出負荷，據報
倫敦ICU使用率已達114%，部分醫院
需向北部的約克郡求助，希望能將部
分重症患者轉至當地治療。另有醫院
計劃將兒童病房改建成成人病房，接

收新冠患者或其他病患。

呼吸機瀕短缺 救護車排長龍
醫院諮詢專家協會（HCSA）主席保

羅尼表示，NHS的病床和呼吸機都將
面臨短缺，「醫生可能需要抉擇，哪
些病人可進入ICU」，醫院還可能要
暫停為非新冠患者提供治療。
倫敦部分醫院急症室門外有救護車大

排長龍，由於病床爆滿，車上病人要等
數小時才獲安排入院。醫院正考慮是否
在院外或停車場內用帳篷搭建臨時病
房，盡快安置和治療病人。這種流動帳
篷一般只在發生恐怖襲擊或工業意外
後，有大批傷者時使用，可見英國醫療
系統已不勝負荷。

■綜合報道

以色列再有長期病患翁打針後亡

英ICU恐爆滿「揀人救」
擬啟應對恐襲用醫療帳篷

2020年是人類近代承
平時期最為艱辛的一
年，新冠肺炎1月起在
世界各地陸續爆發，一
年下來，全球累計確診

人數超過8,200萬，近180萬人因此喪
命。筆者報道國際新聞十多年，從未
試過有一宗新聞可以幾乎毫無間斷
地、連續一年佔據國際版頭條位置，
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感慨萬千。

對筆者而言，這一年感受最深刻
的，莫過於目睹現代社會在疫症大流
行面前是何等不堪一擊。最初是日本
政府任由「鑽石公主」號郵輪乘客自
生自滅，當時很多日本專家還天天高
叫新冠肺炎「只是普通流感」，然後
是很多歐美民眾絲毫不將病毒當作一
回事，不斷有所謂專家和官員告訴公
眾戴口罩無用，更不用說那個公然聲
稱可注射消毒劑「殺毒」、到處散播
疫情陰謀論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即使後來西方國家危機意識提高，
與香港人的抗疫常識相比，還是差天
共地。還記得到4月左右，全球確診已
破百萬，英國一些媒體還在討論「口
罩能否阻止新冠病毒傳播」和「我們
應否戴口罩」，令人啼笑皆非。

作為經歷過沙士教訓、1月底已開始
戴口罩生活的香港人，筆者每天看見外
國人和政府輕視疫情的新聞，特別是那
些堅持疫情下四處旅遊、在酒吧消遣、
不戴口罩聚集的消息，既感到匪夷所
思，亦不禁為他們乾着急，私下大罵他
們錯失抗疫時機。假如他們可以早一點
正視疫情，早一點採取正確防疫抗疫措
施，提升檢測量並隔離所有患者，而不
是讓輕症患者在家休養，或者全球疫情
不至於惡化至如斯田地。

愈來愈多國家在「戰疫」中淪陷，
確診人數不斷以幾何級數上升，每天
看着這些愈滾愈大的數字，人也難免
麻木起來。回想疫情初期，一個國家

出現一宗個案都可以是重大新聞。文
匯報國際版2月底起製作全球疫情地
圖，標示出現確診病例的國家，隨着
確診國家增加，改為地圖配以確診國
家列表，漸漸變成只有列表，到後來
確診國家太多，再換成簡表。到6月初
全球疫情完全失控，就索性簡表也不
登了。這個轉變，或多或少反映我們
對於確診數字的觀感發生變化，也難
怪在普遍的抗疫疲勞情緒下，全球疫
情一波接一波，此起彼落。

到了年底終於迎來好消息，陸續有
不同藥廠的新冠疫苗研發成功，不少
國家開始接種，似乎為疫情帶來曙
光。諷刺的是，2020年最後兩星期，
英國出現新冠病毒的變種毒株，我們
又開始追逐哪個國家出現首宗確診、
哪個國家的變種病例增多，一切恍如
打回原形。人類與病毒之間你來我往
的攻防戰，會不會是未來一年的「新
常態」？

現代社會疫下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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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醫新加坡醫
護陸續接種疫護陸續接種疫
苗苗。。 法新社法新社

■■不少長者排隊等候打疫苗不少長者排隊等候打疫苗。。 美聯社美聯社

■■有醫院急症室門外的救護車大排長龍有醫院急症室門外的救護車大排長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美國新冠疫情仍然嚴峻美國新冠疫情仍然嚴峻，，有懷疑感染者準備送有懷疑感染者準備送
院院。。 法新社法新社

■ 確診的加州護士曾在社交網站展示針卡（左圖），他（右圖左二）日前前往醫院接受檢測。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