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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不設防港人不設防 社區爆疫計時彈社區爆疫計時彈

按本地確診個案的群組分析， 「邊爐家族
」 是最大規模的家族聚餐感染個案，19名家族
成員於上月底到派對室（Party Room）打邊
爐，11人確診。早前一名59歲男傳道人在確診
前，曾出席140人的大型崇拜活動，另參與過
五人聚會及十人教會課程，一度令人憂慮傳播
感染。而最新確診的感染群組在北角美輪大廈
的 「福慧精舍」 佛堂，起碼已四人感染，包括
昨日新增的兩名患者。

酒客除罩暢敘 外傭街頭野餐
大公報記者近日在各區觀察，深水埗和旺

角一帶行人並無減少，西九龍中心、信和中心
內人頭湧湧，市民冒險上街消費，多人同枱聚
餐，又或在書店 「打書釘」 等。過去兩日周末
假期，鬧市明顯較月初時旺，尖沙咀諾士佛臺
、中環蘭桂坊等地的酒吧，大批酒客把酒暢敘
，各人不但脫下口罩，還有講有笑，口沫橫飛
，一些人更吸水煙，吞雲吐霧，更甚者共用水
煙吸嘴，懶理衛生。

雖然已有一名外傭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但
昨日仍有大批外傭趁假期在街上聚會，銅鑼灣
維園外，外傭如常在街道旁野餐、唱歌跳舞，
部分人更長時間不戴口罩，情況令人擔憂。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
表示，疫情持續影響經濟，時間愈長愈不利復
甦，但針對新冠肺炎的疫苗和藥物研究，短期
內難有新突破。現階段內，限制人流是控制疫
症的唯一辦法。

醫生倡加強控疫 關娛樂場所
對於近期周末街上仍見人潮，多宗確診個

案與聚會、聚餐等有關連，梁子超形容 「長痛
不如短痛」 ，政府應考慮強制關閉如戲院、卡
拉OK等娛樂場所，進一步減少人流；食肆則應
盡量分隔食客，枱與枱之間應至少相隔三呎（
約一米）的距離，或轉做外賣生意，政府可就
有關食肆轉型提供津貼。他又指出，現時藥房
和超市仍出現排隊購買口罩、消毒用品、紙巾
等物資，人龍增加傳播風險。隨着內地工廠逐
漸復工，政府應確保相關物資的物流供應鏈順
暢，呼籲市民勿再排隊搶購。

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
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同樣建議，政府應就社
交疏遠考慮採取更嚴厲方法，進一步關閉公共
服務，購物中心及戲院三至四星期。他強調，
市民應減少團體社交聚會，如唱卡拉OK或「攬
頭攬頸」等緊密接觸，以減低交叉感染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本港由上
月23日出現首宗確診後，短短一個
月內累計74人確診，感染人數持續
上升，但市民的防疫危機意識偏低
，只搶購口罩，卻不肯留在家中。
雖然已出現多宗涉及家族聚餐、宗
教聚會的確診群組，政府亦呼籲群
眾減少聚集，不過大公報記者在多
區現場直擊，街上人頭湧湧，不少
人流連酒吧等地，甚至 「圍爐」 共
吸水煙；外傭放假亦走到街上聚頭
，席地用餐，社區儼如不設防。

照聚會照逛街 照蒲吧共吸水煙

防控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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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食肆忽然旺起來，增加染疫
風險 大公報攝影組攝

Q：參加朋友聚餐要注意採取哪些防
護措施？

A：若有發燒、咳嗽、喉嚨痛等不適
症狀，不應參加聚餐。在疾病流
行季節，減少聚餐次數。

Q：去人群聚集場所要注意採取哪些
防護措施？

A：若必須前往公共場所，要佩戴口
罩降低接觸病原體的風險。盡量
避免去疾病流行地區，以降低感
染風險。

減少聚餐逛商場防染疫

周末郊遊避疫 人迫易中招
【大公報訊】疫症當前

，不少人為求避開病毒，選
擇到郊外登山，希望擺脫口
罩，輕鬆呼吸新鮮空氣。剛
過去的周末天朗氣清，適宜
行山，全港各區郊遊勝地均
驚現人滿之患，更嚴重是有

人缺乏公德心，在山上亂丟口
罩。行山抗疫，隨時弄巧反拙
，增加 「中招」 風險。

「旺過旺角」易播毒
大公報記者連日在多區所見

，各區郊遊勝地皆人山人海。在
屯門有 「香港千島湖」 之稱的大欖
涌水塘、屯門的菠蘿山至流浮山下

白泥，大部分登山客都無戴口罩，暢
所欲言，懶理口沬橫飛。網上流傳，行山
勝地之一的將軍澳魔鬼山，昨日更驚現 「
人鏈」 ，山上的人潮分分鐘 「旺過旺角」
，圖片所見，至少數十名行山人士 「膊頭

搭膊頭」 排隊落山。
屯門咖啡灣燒烤場昨日也爆滿，所有燒

烤爐都有人使用，圍爐燒烤的人都除下口罩
，在近距離下談天、吃東西。大埔海濱公園
就聚集不少單車發燒友，他們未開始踩單車
時，已除下口罩閒聊，說得興起時更會勾肩
搭背，有緊密接觸。

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表示，市民前往郊區
，特別是四周無人聚集時，普遍無需戴口罩
，但若現場人口密集，則另作別論。為免病
菌傳播，市民宜盡量揀選非熱門路線，以及
避開假日。口罩等垃圾亦必須帶走，避免散
播病毒。

▲▲有煙民防疫意識不足有煙民防疫意識不足，，當街當街
除下口罩吸煙除下口罩吸煙

香港確診五群組

麻雀館四隻腳靠近 通道窄易播毒
【大公報訊】新冠

肺炎疫情陰霾下，各區麻雀館的生意仍
然客似雲來，密閉空間下，一枱麻雀四
人圍坐，距離甚近，隨時成為散播病毒
溫床。

大公報記者早前實地視察多區的麻
雀館，在新蒲崗錦榮街，三間麻雀館內
座無虛席，舖內聚集超過100人，麻雀
枱排得密密麻麻，通道狹窄，僅一人可
以通過，空氣並不流通。

懶理客人食煙除口罩
記者現場所見，麻雀館內大部分顧

客及職員都有戴口罩，但有些客人將口
罩退到下顎位置，有人更索性除下口罩
，口沫橫飛；有客人打到興起時，更點
起香煙，在室內吞雲吐霧，並無職員理
會，同枱其他雀友也若無其事。有經常
光顧旺角、新蒲崗區麻雀館的雀友稱，
部分麻雀館要求職員有為入場的顧客量

體溫，但也曾見過有些顧客自由出入，
顧客若無戴口罩，職員也未必干涉。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新
冠肺炎確診患者中，家住西灣河長興大
廈的三名患者，包括69歲男子及其妻子
與岳母，在年初一至年初七期間，有四
天和多名親友打麻雀，不排除在打麻雀
期間感染。中心指出，打麻雀可視為緊
密接觸，因為過程中會交談，座位距離
近。

▲ 「雀友」 在密閉的麻雀館內
近距離接觸 大公報突發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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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大公報記者整合

四名婆婆確診前，分別到過在北角美輪大廈的 「福慧
精舍」 佛堂，曾參與分發食物、唸經等群體活動。

北角 「福慧精舍」

家住太古城明宮閣的54歲結構工程師、45
歲妻子確診，二人於新年期間與岳父母拜
年，岳父母其後亦確診，岳父在新年前曾
六度到內地東莞樟木頭，疑是感染源頭。

太古城家族

69歲男子、63歲
妻子、86歲岳母於
新年期間打麻雀，
三人均確診。

麻雀一家

29名家族成員於大年初二（1月26日）聚餐，其中6人確
診，包括青衣長康邨康美樓的37歲丈夫、37歲妻子與75
歲岳父，而1名出席者的菲傭（無出席宴會）其後亦確診。

北角明星海鮮酒家家族聚餐

19名家族成員於大年初二（1月26日）
聚集打邊爐，其中11人確診，兩名家族
成員同事（無出席宴會）其後也確診。

人1919
打邊爐家族

人2929

人33 人44

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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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出門在外應如何預防感染肺炎？
A：若近期有發燒、咳嗽等身體不適症狀

，應暫緩出行，先看醫生就診。出
行應避開疫區，如武漢。前往其他
地區應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Q：工作場所要注意採取哪些防護措施？
A：辦公室內要保持空氣流通，確保空調

設備正常運作，要定期清洗隔塵網
。廁所要保持清潔和乾爽，確保沖
廁系統運作正常，有梘液同即棄抹
手紙。

Q：外出購物要注意採取哪些防護措
施？

A：避免觸摸口、鼻或眼，經常保持
雙手清潔，觸摸公共設施後應洗
手，避免接觸公用物件。

Q：物業管理要注意採取哪些防護措
施？

A：物業管理人員要保持物業環境衛
生和清潔，每日至少一次常規清
潔同消毒，經常接觸的表面就每
日最少清潔同消毒兩次。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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