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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嚴懲違反隔離令者防倒灌

韓國正處於控制疫情成功後的關鍵鞏固期，26日新增
104例確診，其中30例在入境檢疫過程中確診。當局日前陸續
加強對入境人士的管控。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26日警告將秉持
零容忍原則，處罰擅自出門的居家隔離人員，其中外籍人士將被
驅逐出境，本國人將無法領取居家隔離生活補貼，且面臨最高一年
監禁及1000萬韓圜（約6.2萬港元）罰款。

韓國政府此前宣布，四口之家只要有一個成員居家隔離，政府每月
將補償123萬韓圜（約8000港元），如果居家隔離者獨住，韓國政府也
將提供45萬韓圜（約2900港元）補貼。

入境者手機須安裝追蹤程式
韓國境外輸入病例近日激增至284例，其中八成是在本月15日至25

日內確診。為了嚴防境外輸入病例反撲導致疫情二次暴發，韓國分別自
22日和27日起對所有自歐洲和美國入境人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在檢疫
過程中，有症狀者將被安置在仁川國際機場檢疫醫療支援中心等設施
，無症狀者將在臨時生活設施停留24小時，直到報告出爐。檢測呈
陽性者立刻送醫治療，陰性者也必須居家隔離14天。在隔離期間
，當局將通過 「自我隔離安全保護」 的手機應用程式，追蹤隔離
人士的狀態，一旦監控對象擅自離開隔離點，程式就會發出警報
。韓國當局從本月19日要求所有入境者在手機上安裝這一程式，
拒絕者無法入境。

韓國自本月初推出這一程式，截至25日，韓國本地居家隔
離人員安裝程式的比例為60.9%，入境者則有九成以上安裝，
當局13至24日通過程式發現11人擅離隔離點。

韓國政府此次抗疫中採取大規模檢測、嚴防境外輸入的做
法獲得民眾好評，根據民調機構 「真實測量器」 26日的最新民調
，文在寅施政好評率升至52.5%，是時隔7個月重新突破50%。

美：惡意傳播新冠屬恐怖主義
美國也準備採取措施處罰惡意傳播新冠肺炎的人士，司法

部副部長羅森24日發函通知全美聯邦檢察官和執法單位，指
出新冠病毒似乎符合 「生物製劑」 的法定定義，因此故意感染
他人可屬於 「恐怖主義相關的法律範疇」 ，可以用相關罪名
起訴相關人士。

美國本月已有三人因隨意或惡意威脅傳播新冠肺炎，被
起訴 「威脅實施國內恐怖主義」 ，其中包括新澤西州一名自
稱感染新冠病毒、故意對着超市員工咳嗽的男子，還有密蘇
里州一男子為了證明自己不怕新冠肺炎，在社交網站上上
傳自己舔超市貨架上的除臭劑的視頻。

不過，以上案例均為以新冠為由實施惡作劇
，目前美國仍未針對應在家隔離卻擅自出門者
出台懲罰措施，此前不少報道指出有正在等
待檢測結果出爐的疑似患者仍出門參加
大型派對，之後卻被確診的案例。截
至26日，美國已有近6.9萬宗確診
，許多輕症者都在家隔離，在
沒有懲罰措施的情況下，
很難確保這些患者不外出
「播毒」 。

外籍人士驅逐出境 本國人最高囚一年罰六萬

東京籲民眾避免外出 安倍夫人仍組團賞櫻
【大公報訊】綜合共

同社、中央社報道：日本
東京確診人數25日、26日

兩天連增40人以上，遠遠超
過此前幾天日增10多人的增速

，目前總確診人數已達到259人
，為日本各地之最。東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25日呼籲民眾避
免外出，導致民眾
擔心封城，開始恐
慌性購買。日本政

府呼籲民眾冷靜，勿囤積物資。
一名住在東京都足立區一間超

市附近的46歲主婦看到小池記者會
後，慌張地前往超市。她說，雖然
想保持冷靜，但看到其他民眾都跑
到超市，就冷靜不下來。東京都中
央區的一家藥妝店早晨8點開門前
就有人排隊，開店不到5分鐘口罩
售罄。在中央區的超市內，收銀台
也排起了長隊，麵包和麵類等貨架
上空空如也。一名女店員坦言： 「

從早上開始就非常忙。」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26日指，

東京都內部分店家已出現食品等物
資缺貨的情況，希望民眾冷靜。

有分析指，日本由於疫情增速
較緩，民眾已經開始鬆懈，尤其隨
着櫻花季到來，很多市民去戶外賞
櫻，照片顯示東京代代木公園擠滿
了民眾，許多人都摘下口罩。就連
首相安倍晉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也 「
頂風作案」 ，在三月下旬和10餘人
組團賞花。

小池23日警告東京民眾切勿大
規模聚集，一旦出現大規模傳染就
有可能封城，她25日又召開發布會
呼籲民眾晚間及周末避免外出，就
是希望打危機牌，防止 「東京封城
」 噩夢成真，這一策略能否奏效，
未來幾周將成關鍵。

意大利研究：當地疫情1月1日起傳播
【大公報訊】綜合

法新社、中新社報道：
意大利疫情依然處於嚴

峻階段，截至26日已有7.4萬
宗確診，其中7503人死亡。
意大利14家研究中心聯合完成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實際上
新冠病毒早在今年1月1日就已經

在倫巴第大區傳播，但意大利直到2
月20日才通報 「一號病人」 。

意大利馬里奧．內格里藥理學
研究所負責人雷穆齊日前也表示，
早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的時候，醫
生就發現了 「非常陌生且極為嚴重

的不明原因肺炎」 。這說明意大利
疫情可能在中國之前就已暴發。

由於前期疏忽，意大利目前疫

情嚴重，醫療系統也不堪重負。該
國已有超過5000名醫護人員染病，
其中37人死亡，還有兩名護士在感
染後擔憂傳染給他人，再加上連日
奮戰壓力過大，而選擇自殺。

西班牙形勢也不容樂觀，截至26
日已有5.6萬宗確診，逾4000人死亡
，西班牙副首相卡爾沃25日也確診。
該國25日下令將封鎖令延長15天至4
月12日。當地民眾的恐慌情緒也日漸
增長，救護車25日載着28名年長患者
前往南部小鎮的臨時住所時，當地一
群年輕人向救護車丟擲石頭，試圖阻
止車隊進入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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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韓
聯社、CNN、路透社報道：

為了遏制疫情蔓延，多國紛紛下達
禁足令，並大力處罰違令的民眾。韓

國政府26日表示，擅自離開隔離地點的
外籍人士將被驅逐出境，本國人將被取
消 隔 離 補 貼 ， 且 面 臨 最 高 一 年 監 禁 及
1000萬韓圜（約6.2萬港元）罰款。美
國司法部的內部文件也顯示，考慮以

「實施恐怖主義 」 等相關罪名，
起訴惡意傳播新冠病毒的個

人。

公評世界
周德武

口罩的本真與異化
口罩本屬於勞保用品。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醫生、廚師之外，大街上很少有人
戴口罩。但就是這個小小的商品，忽然之間
有了政治生命，大大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去年夏天香港大鬧修例風波，許多示
威者戴上了黑口罩，在大街上橫衝直撞，
小小的口罩成了一些人違法犯罪的護身符
。特首不得不援引《緊急條例》制定《反
蒙面規例》，禁止抗議者在遊行示威期間
佩戴包括口罩在內的面部遮擋物，從而引
發了司法爭執，至今仍未有定論。

2019年口罩的政治化問題尚未平息，
2020年卻因一個小小的病毒將口罩的重要
性推到了戰略位置。口罩成了許多國家的
管制物資，讓深受新冠肺炎折磨的中國陷
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新冠大流行，一夜
之間改變了街上行人的打扮，口罩成了標
配。因口罩問題引的爭執比比皆是，有人
不戴口罩上街受到處罰，有的國家採購的
口罩在過境途中被攔截。有華裔因戴口罩
在西方國家被打也不時見諸報端。前不久
一位意大利議員因戴口罩參加會議被嘲笑
也上了熱搜。

考察口罩的起源，筆者意外地發現，
口罩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等級政治色彩

。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人類出現了 「類
口罩」 。古代波斯人的拜火教認為，所有
俗人的氣息是不潔的。為此，他們在舉行
宗教儀式時，要用布包住臉。從波斯教古
墓門上的浮雕可以看到，祭司就戴着口罩
，由此拉開了神與世俗的距離。

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對中國人戴口罩也有明確記載。他在《東
方見聞錄》中寫道：「在元朝宮殿裏，獻食
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
食。」可見，皇帝的僕人需要這種物件防止
對其食物造成污染。口罩拉開了皇帝與臣
民間的距離，戴口罩者的地位一目了然。

在歐洲，口罩的歷史要晚於面具。當
黑死病橫行歐洲之時，醫生們為了防止感
染，會穿着用醋泡過的亞麻和帆布衫，戴
着黑帽及狀如鳥嘴的面具，眼睛用透明的
玻璃罩上，手持木棍，戴着白手套，挑開
患者的被單和衣物。

不過，面具起源之說也是見仁見智。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面具是醫生為防止巫
師報復而發明的。當年歐洲的醫療行當被
巫師把持。在瘟疫盛行時巫師是指望不上
的。巫師們覺得醫生搶了自己的飯碗，不
斷地對他們進行人身傷害，醫生們只好用

紗布遮住面孔，面具成了最好的護身符。
19世紀後半葉，歐洲生物化學技術突

飛猛進。1861年巴斯德發現空氣中存在着
許多種細菌，並能引起有機物的發酵，
1886年創造了巴氏消毒法。英國化學家廷
德爾建立廷式滅菌法，創立了無菌外科，
用石炭酸給手術器械消毒，外科醫生必須
穿防護服、戴手術帽和橡膠手套，但並沒
有使用口罩。醫生在做手術時常常把口鼻
腔中的細菌傳染給患者，從而引起傷口感
染。1895年，德國病理學家萊德奇建議，
醫生和護士在手術時戴上一種用紗布製作
的面罩，以降低病人傷口的感染率，這項
建議被世界各國廣泛接納。為了增加戴口
罩的舒適度，1897年，英國的一位外科醫
生在紗布內裝了一個細鐵絲作支架，使紗
布和口鼻間留有間隙，從而克服了呼吸不
暢容易被唾液浸濕的缺點。1899年，法國
醫生保羅．伯蒂做了一種六層紗布的口罩
，縫在手術衣的衣領上，需要時只要將衣

領翻上即可，後來演變成可自由繫結、用
一個環形帶子掛在耳朵之上的現代口罩。

現代工藝將口罩細分成很多種類，小
小口罩，其背後是環環相扣的生產鏈和完
整的工業體系。口罩的內外層是無紡布，
中間層是熔噴布，俗稱口罩的心臟。1個普
通外科口罩只有一層熔噴布，而N95口罩
則需要三層。而口罩機也是關鍵的一環。
看似一個普通的構件，卻涉及化工、紡織
、機械、冶金、電子等門類，其大規模生
產的技術含量更是非同小可。

如果說東亞國家在抗疫上半場取得領
先的話，其中口罩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
日本人多花粉過敏，春天戴口罩習以為常
，中韓等東亞國家或地區對戴口罩並不排
斥。世衛組織3月26日也修改指引，稱新冠
病毒被證實通過氣溶膠傳播，在空氣中存
活達8個小時，強烈建議人們出行戴口罩。

不知從何時始，西方國家對戴口罩有
着本能的厭惡感。我請教過很多在西方生
活多年的朋友，口罩厭惡綜合徵是怎麼形
成的。大致的解釋是，只有病人才戴口罩
，既然生病了就應呆在家中，還出來遛達
什麼，在街上被打也是活該。這究竟是西
方人的強詞奪理，還是現代西方文化的一

部分並深入骨髓？至少到目前為止，西方
領導人出現在重大場合，依然不戴口罩。

現代意義上的口罩，本身就有兩大功
能：一是防止被傳染，二是防止自己傳染
他人，既利己也利人。尤其新冠病毒是流
氓病毒，在很多情況下是無症狀傳染，而
佩戴口罩可有效防止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
下傳染他人。看看香港街頭，西方人不戴
口罩者居多，西方國家對口罩認知的偏見
和固執，讓其在新冠病毒面前栽了跟頭。
歐洲正成為風暴中心，與不戴口罩有着很
大的關係。

2019年中國的口罩產量為50億，佔世
界產量的一半。而現在的年產量可達到430
億隻，這對緩解全世界的口罩荒將起到極
大的推動作用。口罩沒有東西方之分，病
毒面前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紐約時報感
嘆 「75美分的口罩居然搞垮了美國」 「
暴露了這個國家在做最壞打算方面的無能
」 。這段話至少說明西方國家對戴口罩的
重要性認知有所提高。從昨天的電視鏡頭
中，馬克龍在視察新冠重災區時戴上了口
罩，這個頭帶得好。但願源源不斷的中國
口罩供應歐洲市場，為這裏的疫情迎來拐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