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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缺地缺人 增派樽難解樽頸
55萬從業員定期檢測一次 社區檢測8天才能「消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放寬部分社

交距離，並在指定行業從業員定

期接受病毒檢測的前提下，重開

部分表列處所，勢必使近日已大

排長龍的社區檢測中心，工作量

百上加斤。多名專家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拆解，香港公私

營化驗室每日能化驗最多10萬個

樣本，仍能消化平均每兩周檢測

一次的55萬名指定行業從業員，

惟目前的檢測「瓶頸位」是社區

檢測中心缺乏場地及人手，無法

為所有從業員及高危人士採樣，

即使政府昨日決定將深喉唾液樣

本收集包，由目前每日派發4萬個

增至5萬個，並增加社區檢測中心

預約名額至2.6萬個以上，仍未能

解決採樣能力不敷應用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19
間社區檢測中心自昨日起連續3日預約
額滿。各類處所明日將要重開，食肆
亦將恢復晚市，不少員工到檢測中心
排長龍趕檢測尾班車。昨日早上梁顯
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外，一直維持約100
人在現場輪候做檢測，至下午人數才
逐漸減少，部分檢測者被工作人員分

流至附近的流動採樣站，以節省輪候
時間。

「梁顯利」早上百人輪候
全港19間社區檢測中心自昨日起至星
期四，已連續3天預約額滿；更有7間檢
測中心到本周六才有預約名額。屯門兆
麟社區會堂及元朗天晴社區會堂更要到

周日才有時段可供預約。
昨早約10時，記者到梁顯利社區中心附
近觀察，發現約有100人在現場輪候做檢
測。有檢測中心工作人員提醒新加入隊伍
的檢測者，上午時段預計會滿額，建議輪
候者下午2時後再到場排隊。輪候多時的
王先生表示，他曾多次嘗試網上預約，但
未能成功，只能現場排隊，佔用自己不少

時間。他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網上預約名
額，以減少輪候人數及時間。
至下午約3時，梁顯利社區中心的排隊
情況有所紓緩，約有二三十人在場外輪
候，部分人士被分流至附近的流動採樣
站。食肆員工黃女士與同事結伴前來檢
測，她表示，雖然是應公司要求做檢測，
但檢測完自己與家人都覺得「安心啲」。

假「安心碼」真洩資 資科辦籲提防

●有人在「連登」發帖教網民下載改版程式，但有關
內容已被刪除。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府推廣市民使用「安心出行」
程式，方便追蹤疫情，但有不法
之徒乘機推偽冒程式。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昨日提醒市民，
近日有網站偽冒「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並聲稱已將
程式改寫供市民下載。資
科辦呼籲公眾人士提高警
覺，切勿信以為真。
資科辦發言人表示，不

知名的網站或流動應用程
式可能帶有電腦病毒或者
木馬軟件，構成網絡安全
風險，市民切勿登入或下
載。
發言人重申，「安心出

行」流動應用程式毋須用
戶登記，「無大台」，即

出行記錄只存放用戶手機，出行
記錄的比對和提示功能亦只會在
手機程式內進行，個人行蹤不會
外洩，絕不構成私隱風險，市民
大可安心使用。
發言人表示，「安心出行」

的 網 址 為 www.leavehomesafe.
gov.hk。市民可到 App Store、
Google Play 或華為 AppGallery
平台下載「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同心抗疫。
翻查資料，「連登」討論區前

日出現網民製作的「改
版」程式，聲稱可供網
民下載使用，令「安心
出行」無法再傳數據到
政府伺服器云云。有網
民隨即附和稱︰「有個
fake App（假應用程
式）用，佢又拎唔到資
料，我地（哋）又唔×
擔心私人(隱)問題。」
不過，發帖者昨晚聲稱
「以免侵犯版權，已刪
除下載連結」。

面對突如期來的檢測需求，採樣
量出現瓶頸，未能用盡實驗室的化
驗能力。有專家就增加採樣量提出
五項建議，包括在較大的檢測中心
增加採樣位置、增設更多流動採樣

站、使用快速抗原測試自行接受檢測、讓私營檢測承
辦商收發深喉唾液樣本樽，及工作場所可設有收發樣
本樽機制，方便從業員接受檢測。

建議從業員自行快速抗原測試
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彥燾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建議，政府可考慮讓私營檢測承辦商收發深喉唾
液樣本樽，增加採樣量，及擴大檢測中心的場地，增
加採樣站。他同時建議，從業員可使用快速抗原測
試，可以自行、頻密地做檢測。
他解釋，快速抗原測試的目的是做病毒篩查，從業

員復工後可頻密做檢測，「即使當核酸測試是100%
準確，但只有10%的人接受檢測，會漏了90%的人，
雖然快速抗原測試準確度達90%，若有50%的人去
做，都有45%準確度，以及可以頻密地做，如果受到
感染，病毒總會提升到快速抗原測試測試到（的程
度）。」

梁子超：工作場所可收發樣本樽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則建議，把檢測帶到工作

場所，例如在工作場所收發樣本樽，14天一檢，若自
覺高風險或有病徵，可自行在14天內再做檢測，
「好像院舍也有定期檢測，但也有員工在下次檢測前
受到感染，在院舍出現爆發。若有收發樣本樽機制，
連續提供服務，相信增加檢測次數不會多好多，但可

以及早發現。」
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表示，已經盡量在地方較大的檢

測中心加開採樣位置，認為政府可以在一些較空曠的地方再多開
些流動採樣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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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檢測群組

機場 70,000人 院舍 35,000人

試行定期檢測

地盤 160,000人

將放寬重開處所

餐飲 210,000人

美容 37,000人 體育及娛樂 35,000人 主題公園及遊樂園 7,100人 創作、表演及藝術 4,500人

總人數：558,600 全港每日採樣上限：約76,0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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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
日表示，「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至今下載數字已超過84
萬，參與計劃公私營場地逾7
萬個。特區政府早前建議政府
僱員及公眾進入政府大樓前，
須先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

程式記錄行蹤。第二階段試驗
計劃昨日起展開，進入大樓人
士須先在樓層掃描二維碼，其
間發現有政府僱員未有掃描就
進入部門內工作。
昨日早上8時起已有職員在

門口舉牌，提示進入人士要先

下載App，但可在上班樓層掃
碼。
有職員表示，當天是新春假期

後首個上班日，雖認同掃碼對防
疫有一定作用，惟前往不同樓層
均須掃碼甚感麻煩，但為工作亦
惟有照做。

入政府大樓須掃「安心碼」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會
將每日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的數

量，由每日4萬個增加至每日5萬個，並增
加社區檢測中心預約名額至2.6萬個以上，
及在全港增加流動檢測站，並指計劃於明日
復業的處所及食肆員工，可在本月11日至
25日期間接受檢測，毋須一窩蜂前往檢
測。
雖然在政府推出上述措施、增強採樣力
後，每日至少可為約7.6萬名市民收集樣本
作檢測，但政府昨日表示，所有餐飲處所
及重開處所的員工需每14天接受一次檢
測，再加上指定檢測群組等，需定期檢測
的人數超過55萬人（見表）。
換言之，全港社區檢測需要近 8天時

間，才能為這些人士完成一次檢測，還未
計數以萬計其他自覺有高危因素，或需檢
測回鄉市民的日常所需。

公私營化驗所日驗十萬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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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增加派發樣本樽、社
區檢測中心預約名額等，對提升採樣能力的
幫助有限。
根據特區政府去年底的資料，現時公共和
私營化驗所最高化驗量為每日約10萬個
樣本，梁子超指出，現時的「樽頸位」不在
化驗所的化驗能力，而在採樣。他指出，市
民前往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檢測站，而放棄
取樽收集深喉唾液，是因為「攞樽」作檢測
等候結果的時間太長，「之前試過3天都收
不到樣本結果，政府應該承諾48小時內，
最好24小時內發送檢測結果，給市民信
心。（同時）可以再增加流動檢測車，或者
再增加派樣本樽。」

每日採樣量僅化驗量三四成
檢測承辦商之一的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
彥燾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承認，現時
檢測的「瓶頸」在於採樣，以他的實驗室為
例，每日的化驗量可達一萬個樣本，但現時
每日的採樣量約為三四千個樣本，只達化驗
量的三四成，「現時基本上有幾多做幾多，
前日荔景社區檢測中心做了大約1,800個樣
本，加上臨時檢測站每日都是三四千個，看
看可不可以在附近增加採樣站。」
全港共有19間社區檢測中心，當中5間由
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負責營運，該中心主
任黃利寶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在
過去一兩日，每間中心平均為逾2,000名市
民採樣，較以往每日採樣逾1,000人為多，
相信是因為不少飲食業員工、地盤工人、教
師等趕於假期前完成檢測。
他指出，現時全港有19個檢測中心，每

個中心一般每日可為2,000人採樣，檢測量
不低，即使實驗室有更多化驗能力，但因為
社區檢測中心的人手、場地和資源不足以應
付現時的採樣需求，以致採樣能力窒礙整體
檢測量。
他續指，部分較大的社區檢測中心在增加
人手後，相信採樣量可增至三四千人，例如
馬鞍山體育館的檢測中心，估計可為3,000
多人採樣。

●食肆員工黃女士（右）
●昨天地鐵站的樣本收集包派發機前，都出現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早上達早上達100100人現場人現場排隊輪候檢測的梁顯利社區中心檢測站排隊輪候檢測的梁顯利社區中心檢測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需定期檢測從業員人數

預約額今明滿 檢測又見人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