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新冠肺炎
疫情惡化，港大深
圳醫院院長盧寵茂
以 「山林大火」 ，

比喻香港現時的疫情。港大微生物
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港府應
該求助外援，借助內地的能力和經
驗完成大型篩查。

內地成功控制疫情，原因之一
是進行大規模的核酸測試，及時發
現隱形感染者。檢測的費用相宜，
實驗費只需75元，費用全由政府負
責。北京短時間內控制疫情，原因
之一，是北京在一周內做了逾900萬
個核酸測試。此前，武漢市在14日

內核酸檢測近1000萬人。迄今為止
，北京和武漢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並未出現反彈。

反觀香港，每日的檢測量只有
4000至5000。除了政府化驗所外，
當局只能 「求救」 私人化驗所，每
次檢測收費高達1500至2500元，無
論收費及檢測比例，與內地形成強
烈反差。香港不是缺抗疫所需的資
金，而是現行制度及思維方式，影
響抗疫效果。

當局應及早研究專家的建議，
借助內地的檢測能力，避免香港
再陷疫情危機，對經濟造成更大
衝擊。

張建宗：
重新檢視健康碼何時推出
【大公報訊】記者關據鈞報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
，當中提及到就三地 「健康碼」 的
安排受到香港出現多宗源頭未明的
本地個案影響，三地政府要重新檢
視應何時才推出 「健康碼」 通行試
點計劃。

他在網誌提及，重新檢視 「健
康碼」 何時推出，是由於近日疫情
逆轉，因此實際推行的措施必須按
情況所需而有所調整；香港在短時
間內出現多宗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
，屬於一個警號；政府應對疫情的
重要原則是 「嚴陣以待」 、 「迅速
應變」 和 「張弛有道」 ，而目前首

要工作是全力緩減疫情在本地的社
區傳播。

司長補充： 「特區政府正與粵
澳政府在聯防聯控的工作框架下，
研究在疫情穩定後逐步有序恢復粵
港、港澳人員往來。就互認病毒檢
測結果而言，三地政府擬互相認可
合乎標準指定檢測機構進行2019冠
狀病毒病檢測結果，並透過各方的
『健康碼』 進行互認。

張建宗又稱： 「特區政府其中
一項準備工作是開發 『香港健康碼
』 系統。我們會在與廣東省及澳門
特區政府完成商討後，適時公布安
排的詳情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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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抗疫經驗 值得香港借鑒 收緊防疫建議
●增加病毒監測，切斷社區傳播鏈

●收緊入境檢疫，防止病毒輸入

●控制高危點，大型活動可免則免

個人防疫貼士
●乘搭巴士、港鐵及的士等公共交通工
具時必須戴口罩

●搭升降機時必須戴口罩

●減少外出用餐，可改叫外賣

●避免在餐廳進食凍食，包括凍飲、冷
盤等

大公報記者整理

▲盧寵茂稱，現時香港疫情已如 「山林
大火」 ，不少過往的 「火種」 死灰復燃

學校補習社爆疫 家長憂興趣班播毒
【大公報訊】學校、補習社再度成

為病毒溫床，黃大仙德望學校（中學部
）繼前日一名女學生確診後，昨日再多
一名同班學生確診，甚至更感染予同居
的父母及外傭，而北角雋妍教育中心補
習社亦首度有學生確診。有家長擔憂，
補習班外，興趣班同樣充斥播毒風險。

衞生防護中心指，新增的13歲女患
者（第1437宗），與早前確診的12歲

女子（第1375宗）為同班同學，她們
二人經常一起放學回家。與13歲患者同
居於將軍澳廣場八座的父母，包括53歲
男子（第1465宗）、43歲女子（第
1433宗），以及52歲女外傭（第1466
宗）亦中招。

在北角開辦雋妍教育中心的35歲負
責人（第1390宗）上周五確診後，一
名在中心補習的七歲男童（第1447宗

）亦受感染。他在北角賽西湖大廈15座
居住。衞生防護中心稱現時要追蹤超過
十位補習學生，安排送往檢疫中心。另
外，位於沙田石門京瑞廣場第二期的補
習中心 「智優教育」 ，一名補習導師亦
初步確診。

「女兒對學習信心全失」
該中心上周五（10日）知悉有學生

家屬確診後，中心已作出緊急處理；該
導師最後工作是七月九日。

家長張太女兒就讀中四，她稱即便
不讓女兒上補習班，也會轉為 「一對一
」 上門教學，因為疫情令學習不暢順，
女兒告訴她對學習完全失去信心。對於
上門補習的風險，張太認為 「阿女跟唔
上進度都冇法，做足啲衞生，上門先消
毒，全程戴口罩，應該冇咁大風險嘅。」

盧寵茂倡檢測增至每日兩萬個
專家：病毒已變種 傳播力升三成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本港爆發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多
名專家建議政府加強防疫及檢測，甚至
引入內地設備和經驗完成大型篩查。港
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則建議香港向內
地借鑒，擴大檢測數量至每日兩萬個，
並盡量不要豁免高危地方返港人士的檢
疫。此外，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指出，
病毒已變種，而進食沾染病毒的食物可
能被感染，呼籲市民在食肆少吃凍食及
盡量買外賣；另一專家梁卓偉警告，由
於病毒已出現基因變異，傳播力增加
三成，呼籲企業亦應該再次推行在家
工作。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更出
現不少源頭不明個案。盧寵茂昨日
以 「山林大火」 比喻本港疫情，認
為政府早前控制好疫情後，並未有
做好 「下一步」 ，包括檢視社區內
的隱形病人、控制好外來輸入個
案。

他認為，內地疫情控制 「非常
出色」 ，值得香港學習，建議本港
擴大檢測數量至每日兩萬個。他提
到，北京早前曾爆發疫情，但在短
時間已完全受控，過去四日已無新
症，而北京在一周內做了近900多萬
個核酸測試，整個城市有超過2000
個採樣點，檢測費只需75元，費用
全由政府負責，更動員全國之力，
即使深圳亦派員到北京幫手。

吃沾病毒食物易中招
盧寵茂又認為，本港應加強口

岸檢疫措施，盡量不要豁免高危地
區的檢疫，即使豁免亦必須進行病
毒測試，又指回港人士應在入境前
已進行病毒測試，否則仍會成為輸
入個案。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以及梁卓
偉都認為，目前的檢測量不足。袁
國勇建議在全港公立門診設檢測設
施，令病徵輕微的人毋須看醫生都
可以做測試；若本港未能承受測試
量，可引入 「援手」 ，例如借助內
地的能力和經驗完成大型篩查。

此外，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坦言，這波疫情嚴重，若
本地確診個案持續上升，政府應收
緊防疫措施至 「嚴厲水平」 。他認
為，今次疫情爆發最大問題是市民
出現抗疫疲勞，並已放鬆防疫措施
，而今輪爆發與食肆有莫大關係。
「從倉鼠的實驗發現，若進食沾染
病毒的食物同樣會感染，市民應減
少外出進餐。」 他提到，夏天市民
較喜歡凍飲、吃冷盆和未經煮熟食
物，而食肆廚房員工未必有戴口罩
，因此飛沫可能因而沾上食物，加
上交叉感染，碗碟餐具上也可能已
有確診者病菌，侍應沾染後再傳菜
的話，或令病菌散播。

病毒可「一傳四」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

日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已經出現變
種，傳染力上升31%。現時本港病
毒的 「即時傳播率」 已由疫情初期
一至二，升至接近四，即每名確診
者平均能將病毒傳播予四人。

他又引述港大研究指，現在本
港至少有50至60名無法追蹤的隱形
患者，呼籲企業應該再次推行在家
工作；市民除了要遵守政府的限聚
令外，應該自律保持社交距離和維
持個人衞生，前往酒吧、卡拉OK等
場所時 「要好小心」 ，並且避免出
席大型活動。

【大公報訊】氣管插喉、心肺
復甦法、支氣管內鏡檢查等 「霧化
醫護程序」 ，會增加新冠病毒傳播
風險。中大醫學院最新研究證實，
胃鏡屬 「霧化醫護程序」 ，建議醫
護人員替病人進行上消化道內鏡檢
查時，必須穿着全副個人防護裝備
，並在口腔放置吸管抽走他們的唾
液，減低傳播風險。

中大醫學院在今年五月，為93
名接受 「上消化道內鏡檢查」 病人
進行診斷及抽取組織時，利用手提
式粒子監測儀器，於距離病人口部
十厘米範圍內，量度他們接受內鏡

檢查之前、期間及之後，口腔噴出
的粒子水平。

結果顯示，進行內鏡檢查期間
，病人口腔會噴出大量粒子，令空
氣中的粒子水平顯著增加。無論病
人於檢查期間有否鎮靜，情況亦都
相同，證實上消化道內鏡檢查屬 「
霧化醫護程序」 。另一項重要發現
是，進行上消化道內鏡檢查時，利
用牙科檢查時常用作抽走口水的吸
管，放在口腔內不斷地抽吸，可將
粒子水平大幅降低。有關研究已於
醫學期刊《Gastroenterology》發
表。

中大：照胃鏡屬霧化程序須穿保護衣

▲香港近期有外傭確診新冠肺炎個案，但昨日中環仍有
大批外傭聚集，部分人全程未有戴口罩 中通社

外傭不設防

▲▲梁卓偉表示梁卓偉表示，，變種病毒已可一傳變種病毒已可一傳
四四，，意味着疫情或在香港面臨真正意味着疫情或在香港面臨真正

持續本地爆發持續本地爆發

▲▲袁國勇認為袁國勇認為，，病毒已經透過公共病毒已經透過公共
交通工具擴至全港交通工具擴至全港

▲北角雋妍教育中心新增一名學生確診，超過
十位學生現須送往檢疫中心

專家獻策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目前

至少有五十個未找到的隱形傳播者，全
香港人都應該提高防疫措施，包括盡量
收窄我們的社交圈子；僱主允許員工彈
性上班安排；室內的大型活動可免則
免。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香
港今次疫情已在多個社區爆發，每日檢
測量不應只以7500個作為滿足上限，若
要追回國家標準，香港每日應該做近兩
萬個測試。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飛沫傳播相信仍是最重要的傳染途
徑，也有部分空氣傳播，但也不可完全
忽視經食物、經喉嚨感染，尤其今次這
波疫情是與食肆有莫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