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指數
油尖區 7.4%
東區 7.4%
大埔區 6.4%
沙田區 6%
荃灣區 5.6%
全港整體 3.6%

資料來源：食環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去年鼠患
指數最高地區

衞生署、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比對過香港自去年12月起所有
輸入性新冠肺炎個案，以及核對台灣和深圳近期患者的病毒基因
排序，和世界衞生組織的病毒基因庫，仍然未能找出與17歲少女
病毒基因吻合的個案，但袁國勇仍相信她最有可能是透過人傳人
受感染，建議政府未來要為所有入境人士做血清測試，以進一步
堵塞防疫漏洞，但指進行全港大型抗體測試會浪費不必要公帑，
強調最有效的防疫措施仍是全民打針。
少女與其媽媽及其姐姐先後確診新冠肺炎，她們都帶有N501Y

變種病毒。袁國勇透露，少女染疫後，最初的病毒CT值很低，
反映病毒量高，之後CT值快速上升。其母親初期的CT值相當
高，之後一度回落再上升，顯示媽媽比女兒遲受感染，相信是少
女傳播病毒給母親及胞姐。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已經成功追蹤約140名密切接觸者，並安

排他們接受檢疫，暫時未有人確診，但袁國勇同時提醒，近七成
感染N501Y病毒的患者都沒有病徵，不能排除這些密切接觸者曾
染疫卻無病徵，並將病毒傳給少女。
他建議，衞生防護中心安排所有密切接觸者，在完成21天隔

離前做一次血清測試，「可能有人傳播病毒之後好快轉返陰性，
靠拭子檢測陽性機會好細，相反用血清測試可以搵到出來。」他
認為，如果可以證實有人曾受感染，衞生防護中心便可以透過他
們再進行另一層接觸者追蹤，從而了解變種病毒如何流入香港，
並堵塞有關漏洞。

不排除社區有變種毒傳播鏈
袁國勇坦言，該三母女引起的變種病毒群組未有造成疫情爆發
是「好彩」，但亦有可能是隱性傳播鏈未被發現。「最近無在本

地社區擴散，可能只是好彩，以及衞生防護中心進行的密切接觸
者追蹤做得夠快，但這種樂觀的情況可能只是假象或海市蜃樓，
不能排除社區有變種病毒的隱性傳播鏈。」
他說，大部分源頭不明個案，經調查後都找不到源頭，因此只

應盡量在邊境防控方面做到滴水不漏，落實為入境人士驗抗體。
他透露，政府為入境人士進行血清抗體測試，可以防止病毒輸
入，相信政府有考慮和準備。至於有否需要將血清測試的範圍
擴大至社區，他認為雖然血清測試的費用較基因測試為低，
但要用好多資源，認為應將資源先用於入境人士和緊密接
觸者。

●●老鼠在港出沒問老鼠在港出沒問
題嚴重題嚴重，，袁國勇建袁國勇建
議特區政府加強滅議特區政府加強滅
鼠等清潔工作鼠等清潔工作。。圖圖
為街道後巷擺放的為街道後巷擺放的
捕鼠籠捕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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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袁國勇（（左二左二））視察屯門德榮工業大廈視察屯門德榮工業大廈。。

●袁國勇指不排除染疫少女是因接觸
過受病毒污染的冷凍食物或貨品。圖
為市民揀選凍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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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鼠患嚴重恐散播變種毒
袁國勇視察染疫少女行蹤 鎖定三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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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新增的唯一一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40

歲患者從印尼抵港後，驗出

L452R變種病毒株，本地「零確診」記錄已保持7天。至於早前感染帶

有N501Y變種病毒的17歲少女，其感染源頭至今仍是不解之謎。身兼

政府專家顧問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與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到少女居所、補習社、寵物店等地視察後，鎖定三大染疫原

因，除了較常見的人傳人以外，還有物件傳人，以及動物傳人。袁國勇

指出，動物傳人的可能性雖然較人傳人低，但也不能排除少女經大鼠染

疫，加上本港鼠患並不罕見，香港大學實驗室早前證明N501Y變種病毒

可以感染大鼠。 （尚有相關疫情新聞刊A4、A5、A16版）

人傳人最可能
倡入境者測血清

途徑二途徑二

病毒透過死物將病毒傳人的情況，
在全球不同地方也發生過，故袁國勇
指，不能排除染疫少女因為接觸過受
病毒污染的冷凍食物或貨品而受感
染，所以「物傳人」同樣是今次個案
追蹤的調查方向之一。袁國勇昨日聯
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人員到染疫少
女住所視察，並在雪櫃取走一些冷凍
食物樣本，以及到區內一些食物供應
地點，檢取食物樣本進行化驗。
「物傳人」並非危言聳聽，香港文
匯報早前進行多輯專題報道探討冷鏈
播疫危機。事實上，新加坡和愛爾蘭
的研究團隊通過實驗發現，在攝氏4
度至零下 20度環境裏，添加到雞
肉、三文魚、豬肉裏的新冠病毒仍能
存活21天，並帶有傳染性。
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去年爆發疫情

後，當地研究人員也曾深挖疫情源
頭，後來將疫源逐步鎖定到批發市場
負一層一個水產攤位上，該攤位唯
一的進口商品是冰鮮三文魚。研究

人員於是對該市場供應商冷庫採樣，
在三文魚魚體上檢出了陽性樣本，得
出的結論是，疫源為境外疫情高發區
的冷鏈進口食品。

少女住所雪櫃取樣
追查「物傳人」

途徑三途徑三

滅鼠有待加強 食肆舊樓重災��

途徑一途徑一
該名確診少女

上月曾在旺
角 Little
Boss 寵物
店購買一

隻龍貓，故袁國
勇與衞生防護中心人員昨日早上先到該寵
物店視察抽取約50個環境樣本，初步呈
陰性。
袁國勇表示，雖然少女被龍貓傳染的可
能性較低，但患者所購買的龍貓來自荷
蘭，該國早前亦曾出現貂鼠感染並引起大
爆發。當地政府調查後發現，病毒由人傳
給貂鼠後，再出現貂鼠傳人的情況，而確
診少女亦曾除下口罩與龍貓玩耍，所以他
亦不能排除少女經動物傳染的可能性。
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早前反覆為少女
的龍貓進行病毒測試，暫時無發現牠帶有
新冠病毒。
除了龍貓外，老鼠亦可能是將病毒傳染
給少女的可能途徑之一，袁國勇解釋，香
港居住環境狹窄，鼠患並不罕見，而香港
大學實驗室早前證明N501Y變種病毒可
以感染大鼠。
袁國勇與衞生防護中心人員昨日轉到少
女位於天水圍天盛苑盛譽閣的住所，以及
她曾出席補習班的屯門德榮工業大廈，以

調查有關地方的鼠患情況，但視察後認為
其住所環境乾淨，工廈後樓梯或廁所等位
置的鼠患問題亦不十分嚴重。

倡食環署展滅鼠行動
他並透露，香港大學團隊已經檢驗過69

隻在德榮工業大廈捕捉的老鼠，暫時未發
現有老鼠帶有新冠病毒，但強調大廈衞生
情況仍待環境樣本檢驗完成後，才能下結
論，仍然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展開滅鼠行
動。
袁國勇被問及是否有信心可以找到少女

的感染源頭時，他坦言有關工作主要是回
顧患者之前去過的地方，但時隔一段日
子，許多現場證據已被破壞，大部分流行
病學調查都是找不到爆發源頭，強調最重
要的是政府做好邊境控制，提出為入境人
士進行血清測試。
醫管局轄下大型醫院及衞生署現時均設

有血清儀器，每間醫院每日最多可以測試
1,500個樣本，但袁國勇指有關測試的成
本高昂，每次成本最便宜索價40元，不
可能大規模推行，「做所有測試是很浪費
金錢，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香港很多公帑
用在不需要的地方，對香港很傷。」他反
問：「有什麼好得過大家接種疫苗？」故
強烈呼籲市民打針預防新冠肺炎。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指出，早前的實驗室測試曾證實，
N501Y變種病毒會感染老鼠，而老鼠在港
出沒問題嚴重，有一定傳人風險，建議特
區政府加強滅鼠等清潔工作。翻查食環署
的資料，去年全年本港的整體鼠患參考指
數為3.6%，雖然低於2019年的4.2%，但
油尖區及東區俱錄得7.4%的分區最高指
數，前者更於今年上半年升至12%，鼠患
級別升至二級。有油尖旺區議員表示，重
災區主要為食肆及舊樓一帶，批評政府多
年來的滅鼠方式欠缺突破，促請政府要積
極改善問題並多加巡查與加密清潔。

自2000年起，食環署定期在各區指定
監察地點設置誘餌，進行鼠患參考指數調
查，以監察鼠患情況。現時於全港19個
分區共有50個監察地點，各監察地點的
鼠患參考指數，是根據老鼠咬囓誘餌數目
佔該監察地點收回誘餌的比例，計算出
來。資料顯示，去年全年各分區的鼠患參
考指數均低於10%，顯示大部分分區的鼠
患情況於調查期間並不普遍，整體指數為
3.6%，較2019年稍有改善。

然而，食環署早前上載今年上半年部分

分區（大部分新界區未有資
料）的指數資料顯示，
油尖區（油尖與
旺角是分開兩
區）繼去年以
7.4%冠絕全港
後，今年上半
年 進 一 步 升 至
12%，其次為深水埗
區的7.3%及灣仔區的5.6%。
任何地區錄得的指數介乎
10%至20%，即代表鼠患級別
屬二級，鼠患情況略為普遍，食環
署的滅鼠工作會覆蓋整個鼠群的活動
範圍。

區員籲多巡查密清潔
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油尖旺及深水埗
區的鼠患問題向來存在，指數視乎氣候及
環境衞生情況時高時低，但重災區主要為
食肆及舊樓一帶，「由於該些地方的衞生
環境較差，老鼠繁殖力較強；九龍站等私
人管理上比較注重衞生的地區情況則較理
想。」

他批評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滅鼠方式欠缺
突破，促請政府要積極改善問題並多加巡
查與加密清潔；食肆及市民亦應自律，注
重衞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袁國勇指袁國勇指，，該三母女引起的變種病毒群組未有造成疫情該三母女引起的變種病毒群組未有造成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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