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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朱俊賢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宣布今日
刊憲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納入條例下附表1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
，即日生效，修例後衛生署有權對傳染
病接觸者檢疫，隔離受感染的病人，以
及禁止病人及與患者有接觸的人離開香
港。如醫生遇上懷疑個案，須向衛生防
護中心呈報，衛生署已向醫生發出詳細
準則，若病人出現發燒、急性呼吸道感
染或肺炎病徵，並曾於病發前14天到過
武漢，就需要呈報。

拒絕隔離可判監半年
早前律敦治醫院有肺炎徵狀病人拒

絕留醫，在未有化驗結果便出院。陳肇
始表示，是次修訂對防止新型病的蔓延
尤其重要，政府在一月四日已頒布預備
及應變計劃，並將應變級別提升至嚴重
。她解釋，處理修訂條文細節需時，需
與律政司溝通，強調並非後知後覺。

陳肇始表示，前日（1月6日）起已
開始為乘坐每日兩班由武漢抵港高鐵列

車的旅客，以手提式紅外線溫測儀檢查
體溫，其他所有口岸亦已加強監測和防
控。她又說，現時於港口進行檢疫已屬
先進及有效方法，如旅客感到不適，可
以在下車或下機後向港口衛生人員反映
，尋求協助，故暫時不會安排上列車及
飛機量度體溫。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修
例後當局會有法定權力，將懷疑個案病
人隔離，直至病情穩定，加強監察及控
制疾病能力。他指出，一旦私家診所遇
上懷疑個案的病人，須立即通報，並安
排病人到公立醫院進一步跟進。若有病
人違例，包括拒絕接受隔離，可被判罰
款5000以及監禁六個月。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表示
，目前隔離病床的常規使用約為480張
，使用率達60%至70%，倘有需要可於
72小時內加至1400張病床，局方將密切
監察，亦會與保護裝備供應商保持緊密
聯繫，確保有持續供應，而現時的儲備
足夠使用三個月。

宿生送院 理大消毒
此外，昨日網上流傳一張救護車停

於紅磡理大宿舍外的照片，車旁有穿着
全套防護衣物的醫護人員。理大證實有
一名學生曾經前往武漢期間發燒，但返
港前已退燒，並於昨天到大學醫療保健
處就診，現時情況穩定，校方已將個案
通知衛生防護中心。理大又稱，已加強
校園和宿舍的清潔消毒，並已向全體師
生發電郵，提醒做好預防措施。

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肺炎，特區政府宣布將武漢肺炎納入
須呈報疾病，今天刊憲並即日生效，衛生署有權隔離病人，醫生
亦須向衛生防護中心呈報懷疑個案，當局亦會加強邊境檢疫，尤
其是由武漢抵港的飛機及高鐵。衛生防護中心以及醫院管理局資
料顯示，昨日公立醫院共接收九宗懷疑個案，病人均曾於過去14
天內到過武漢，全部情況穩定。

武漢不明肺炎納須呈報疾病 今生效
衛署有權 制隔離病人及禁離港

◀陳肇始（中）提
醒市民應保持良好
個人衛生，切勿進
食野味 中通社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民建聯昨日就湖北省武
漢市不明原因肺炎情況約見中聯辦，向
中聯辦表示對情況高度關注，期望中央
政府加強防控工作，防止疾病傳播。民
建聯將在全港十八區展開全城防疫活動
，呼籲市民加強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

民建聯一行十一人昨日上午在中聯
辦大樓與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會面，期望
中央政府加強監督各省市針對不明原因
肺炎及其他疾病的防控工作，相關單位
每日公布防控工作最新進展，以安定民
心、闢除失實謠言。

何靖表示，感謝民建聯對情況及
市民大眾健康的關心，中聯辦將會向
中央政府及其他相關單位轉達民建聯
的意見。

倡從六方面入手
鑒於武漢為全國十二個國際性綜合

交通樞紐之一，武漢與香港及其他各省
市的交通往往頻繁，為防範不明原因肺
炎藉發達的交通網絡傳播，民建聯在會
面上提出，期望中央政府及武漢市政府
能夠採取積極措施，從六個方面加強防
控工作：第一，全力救治患者；第二，
盡快完成對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鑒定和
病因溯源工作；第三，加強國家衛生健
康委員會、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及香

港食物及衛生局之間的通訊聯繫，即時
分享防控資訊；第四，每日發布新聞公
告公布防控工作最新進展，以安定民心
及闢除失實謠言；第五，加強在航空及
陸路口岸對往返香港及武漢的旅客進行
衛生健康篩查，對有健康風險的旅客採
取合適的跟進措施；第六，加強對往返
香港及武漢的旅客開展衛生健康宣傳工
作，例如在航空及陸路口岸、航空及高

鐵班次上派發防控資訊。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會後向傳媒表示

，期望中聯辦可以當好橋樑角色，協助
特區政府和市民更好地掌握病情進展情
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已就 「遏
止疫症在本港蔓延的即時措施」 提出緊
急質詢，食物及衛生局官員將在今日立
法會大會上答覆。

民建聯到訪中聯辦 冀協助防控工作

暴亂重創香港經濟
，港大公布今年首季宏
觀經濟預測，因環球經
濟減慢，暴亂示威持續

打擊消費信心，窒礙投資及令失業率上
升，預期經濟收縮將持續，今年首季實
質本地生產總值會按年下跌2.8%，為連
續第三季下跌。

香港經濟何時止跌回穩走出困境，

除了外圍因素，更取決於香港內部情況
。迄今為止，所有的預測都對今年的經
濟狀況持悲觀態度。

持續不休的暴亂，令市民不敢上街
消費，遊客卻步，零售、飲食、酒店、
航空及運輸等行業步入寒冬。亂港派癱
瘓議會運作，大量政府工程未能如期批
出，建造業工人失業率上升。經濟不景
影響千家萬戶收入，形成惡性循環。

更甚者，亂港派及暴徒用黑社會手
法，肆意 「裝修」 銀行、商戶、食肆，
搞什麼 「黃色經濟圈」 ，明目張膽向商
戶勒索 「保護費」 ，破壞香港自由市場
經濟和營商環境。情況若持續，只會加
速香港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誰是最
終受害者？還不是普羅大眾。

唯有止暴制亂，香港經濟才能回復
常態，港人才能安居樂業。

【大公報訊】網上流傳消息稱，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提議短期內不要到大陸，以及指
出今次武漢肺炎病毒與沙士屬同類
。袁國勇昨日澄清，有關訊息並非
由他發出，內容並不真確，至今未
能確定武漢不明肺炎的病毒種類，
希望市民不要隨便相信網上消息。

袁國勇估計，今次新病毒很大
機會先來自蝙蝠，傳至哺乳類動物
，再傳給人，要找出中介宿主，每
種動物都要抽樣上百隻化驗，需要

一定時間。他相信，新病毒不會有
效人傳人，需與病人有非常緊密的
接觸才有機會感染。

袁國勇指出，野味身上的病毒
、病菌和細菌，通常不會跳到人類
身上，但人類進入其生活範圍，捕
捉野味放在街市，病毒就會走到人
類身上，基因亦會改變，最終可變
人傳人，造成很大災害。他表示，
最簡單的防治方法就是不要食野味
，令野生動物有自己的生存空間，
人類亦不會受嚴重災害。

網謠盜名老屈 袁國勇：勿上當

暴徒＋黑社會＝經濟衰退

加強健康監測
梁先生（往廣州）：

對於武漢肺炎，我覺
得市民唔需要恐慌，因為
都未大規模蔓延，我出街
都好少帶定口罩。但我覺
得在高鐵站及機場加強健
康監測有必要，這是較為
穩妥。

新增九宗懷疑個案 全部情況穩定
懷疑個案

1月6日接獲通報
6歲（女）
8歲（男）
8歲（男）
16歲（女）
32歲（男）

1月7日接獲通報
10歲（女）
14歲（男）
33歲（女）
49歲（男）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衛生防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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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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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驗結果

-
-

乙型流感病毒和冠狀病毒229E
甲型（H3流感病毒）
人類鼻病毒/腸病毒

-
-
-

人類鼻病毒/腸病毒

現時情況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高鐵乘客心聲

BB要特別小心
陳小姐及BB（往惠州）：

自從爆發武漢肺炎，
我出街多數戴口罩，都會
加強消毒洗手，五個月大
BB都會戴埋，因為BB抵
抗力差，要尤其小心。政
府好有必要喺人流多嘅地
方，例如高鐵站安檢口加
強感染控制應變措施。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左七）會見到訪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一行

【大公報訊】在武漢肺炎陰霾
下，市民紛紛搶購口罩，有藥房趁
機哄抬價格，原本賣一元一個的口
罩，竟加價近10倍，一盒口罩共50
個索價近500元。

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銅鑼灣一
帶藥房，發現N95口罩接近斷市，有
藥房員工稱，現存口罩賣完後，下
批要等新春過後，形容 「想是但搵
個口罩都難」 ，其他款式的口罩，
近半藥房也已售罄，店員異口同聲
指未知何時返貨。

記者昨日再於元朗藥房觀察，
多間藥房只剩膠袋包裝一袋數個的
款式，有顧客查詢想買其他款式，
店員說 「唔好諗啦，唔買轉頭就冇
，得番呢啲袋裝咋」 。

代購網紛推美日韓口罩
有傳媒報道，有藥房昨日竟開

天殺價，一盒50個外科口罩索價498
元，平均一個近10元，負責人稱來
貨價上升所以加價，但未有透露升
幅。港九藥房總商會副會長劉愛國
估計只是個別事件，但口罩市價的
確有上升，正常一盒50個口罩賣50

元，即平均一元一個，但因貨源不
足，有藥房需向同行入貨售賣，估
計因此推高售價，加至七、八十元
一盒。劉愛國說，未收到代理通知
何時返貨，估計下周會回復供貨，
意味本周口罩將持續缺貨， 「賣到
100蚊盒都唔出奇。」

本地口罩缺貨，有市民轉至外
地購買，有代購網站從日、韓、美
、台等地代購口罩，很多港人「幫襯
」搶購，不少賣家均稱即將「冇貨」。

藥房謀暴利 一盒口罩500元

▲香港口罩供不應求，不少代購紛
紛趁機推銷美日韓等地的口罩

▲西九龍站加強防
控工作，工作人員
均戴上口罩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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