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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大選後再現本地確診個案

白宮挺群體免疫 3600學者聯署反對
籲控制病毒傳播 靜待疫苗及療法

誠聘

有意者請將中英文個人履歷用電子郵件發送至：hrd@tkww.com.hk或郵寄至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人力資源部收
，請註明應聘職位。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採訪部組：政治/民生/法庭/教育/專題/財經
●大學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熟悉內地和香港兩地情況
●懂攝影，有網媒經驗優先

記者/高級記者

●涉及版面：頭版/港聞/財經/國際
●大學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具新聞觸覺，熟悉時事，知識面廣
●具網媒及編輯工作經驗優先

編輯/高級編輯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等電
腦繪圖排版軟件

●具報紙/雜誌的版面設計和排版
、圖片分色經驗者優先
●需夜班工作

美術設計師

●負責文字和版面校對工作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中文輸入法，中文良好
●需夜班工作
●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文員
高級文員

●文書起草和撰寫、文稿編輯
●大學或以上學歷，文字綜合能力強
●熟悉兩地情況，略懂採編業務
●具相關經驗者優先

校對員

●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
●擁有三年或以上實際駕駛經驗
●無經驗者可應徵初級攝記

突發攝影記者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法新
社報道：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17日的議
會大選中，率領工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她
在首個任期內防疫成效卓著，還曾宣稱 「
再次擊敗病毒」 ，但18日卻傳出時隔三周
以來的首宗本土確診病例。

新西蘭衞生部18日通報新增1宗本地
病例，患者是一名在塔拉納基和奧克蘭港
口工作的男子，16日出現新冠肺炎症狀，
並於17日下午接受檢測呈陽性。目前，衞
生部已經追蹤與其有過密切接觸者，並下令
他們隔離檢疫。阿德恩回應稱，雖然再出現
新的本土病例，但在現階段暫毋須推出新的
防疫限制措施。

新西蘭衞生總幹事布盧姆菲爾德表示，
該男子很有可能是在邊境感染，而不是通過
社區感染， 「新的社區病例的出現令人不安
，我們需要保持警惕。此案再次提醒我們，
新冠疫情短期內不會消失。隨着疫情正繼續

侵襲美國和歐洲，新西蘭人不可以自滿」 。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顯示，

新西蘭全境累計超過1800人染疫，25人死
亡。雖然早前新西蘭曾經出現群組爆疫，確
診病例急增，迫使大選押後一個月舉行，但
疫情很快便受到控制，這也是阿德恩今次取
得大勝的一個主要原因。

全球單日新增40萬破紀錄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星期日電訊報》報道：全球新冠疫
情仍然嚴峻，單日新增病例16日
、17日兩日連續突破40萬宗，再
創新高。而歐洲成為全球疫情震
央，每日新增病例數字超過印度、
巴西和美國的新增確診總和。世界
衞生組織（WHO）形容，歐洲疫情
近期快速反彈，是全球新增病例屢
創新高的重要原因。

據報道，歐洲過去一周平均每日
新增14萬人確診，增幅已超過印度、
巴西和美國的新增病例總和。分析指
出，全球每通報100宗感染病例，就
有34宗來自歐洲國家。自疫情爆發以
來，歐洲累計確診超過690萬宗。

另一方面，《星期日電訊報》報道
指出，英國前首相貝理雅上月前往美國
華盛頓，出席以色列與阿聯酋及巴林建
立正常化關係的儀式，兩日後返回英國
。但貝理雅回國10日後，被拍攝到現身

倫敦一間餐廳，疑似違反隔離14日的防疫規
定。

荷蘭17日錄得逾8000宗新增確診病例
，當局實施部分防疫措施、籲國民居家抗疫
，而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和皇后麥西瑪在
16日乘坐公務機前往希臘度假，引起民眾強
烈不滿，於是二人提前在星期六晚上飛回荷
蘭。荷蘭首相呂特18日承認，沒有及時阻止
王室成員在疫情期間出遊，是自己 「判斷錯
誤」 。

▲法國民眾佩戴口罩上街 美聯社

外國確診人數

來源：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美 國 8110125（219323死）

印 度 7494551（114031死）

巴 西 5224362（153675死）

俄羅斯 1390824（24039死）

阿根廷 979119（26107死）

哥倫比亞 952371（28803死）

西班牙 936560（33775死）

法國 876342（33325死）

秘魯 862417（33648死）

墨西哥 847108（86059死）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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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英國內科醫
生約翰．斯諾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Healthline網站報道：美國疫情仍未受控，目前累計確診病
例已經突破810萬宗，冠絕全球。日前呼籲採取 「群體免疫
」 的《大巴靈頓宣言》獲得白宮背書，引發輿論嘩然。反對
群體免疫的科學家在《刺針》雜誌上發表《約翰‧斯諾備忘
錄》，與其針鋒相對，認為在有效的療法和疫苗到來之前，
控制病毒在社區內的傳播才是最佳防疫措施。

本月初，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及醫學教授巴
特查里亞發布了所謂的《大巴靈頓宣言》，大肆
吹噓群體免疫，將之稱為 「重點保護」 ，提倡任
由新冠病毒在健康的年輕群體中傳播，同時保護
年長者和弱勢群體，以達到所謂的群體免疫效應
，而不需要依賴疫苗。這與特朗普數月以來一直
採取的政策不謀而合，白宮隨即為這份荒唐宣言
背書。

群體免疫係危險謬論
為了反駁《大巴靈頓宣言》，大批科學家14

日在醫學雜誌《刺針》上發表《約翰．斯諾備忘
錄》回擊群體免疫理論，目前已有超過3600人聯
署。備忘錄承認停產對人們和經濟會造成損害，
但認為病毒在低風險人群中肆意傳播，以達到保
護弱勢群體這一做法是不可行的， 「這是一個沒
有科學證據支持的危險謬論。依靠群體免疫來管
理疫情充滿缺陷和瑕疵。」

由於任何人都可以在簽名頁面自稱 「學者」
或 「醫生」 ，只需提供姓名、地址、電子郵箱就
可參加聯署，《大巴靈頓宣言》此前被揭專家聯
署出現大量造假，簽名者包括100多個專業為按
摩、催眠、呼麥等的非傳統 「治療師」 ，還有人
自稱 「瘋子醫生」 。《約翰．斯諾備忘錄》在官
方網站上表示，會審核每一個簽署者的真實性，
或需要24小時才會通過。

美病歿者恐達230萬
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極力將防疫政治化，白

宮與 「群體免疫」 眉來眼去，引來多方批評。紐

約北岸大學醫院傳染病主治
醫生赫斯維克表示，到目前為
止，大約10%的美國人口感染
新冠病毒。然而，要達到群體
免疫，則需要 「大約1.8億至2億
人感染」 。他補充道： 「雖然年
輕健康的群體患上重症可能性較
低，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將病
毒傳播給身體情況更加脆弱的人群
，而這些人將可能染疫死亡。」
醫療保健系統也將因此變得不堪重
負。

商業內幕網站則預測，達到群體
免疫需要50%至70%的人對病毒免疫
，根據美國的人口計算，將需要1.65億
至2.3億人感染，目前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預計在1%左右，最終美國可能會有230
萬人病歿。

瑞典就是群體免疫活生生的例子，自
疫情爆發以來，瑞典從未封城，學校、酒
吧及餐廳統統開放營業。但最終瑞典的人
均死亡率要比周邊實行封鎖的國家高出不少
。瑞典的死亡率比丹麥高5倍，比芬蘭高10
倍，比挪威高11倍。

有分析則指出，不論是《大巴靈頓宣言》
還是《約翰．斯諾備忘錄》，在網上請求署名
的行為都不是正路，並不是誰簽署多誰就佔據
道理。許多勢力試圖將兩份情願書與共和黨和民
主黨聯繫起來，似乎成為了劃分陣營的象徵，而
將防疫政策等同於政治遊戲的行為非常危險。

★

約翰．斯諾
（1813年3月15日-1858年6月16日）

•英國內科醫生，因在1854年在倫敦霍亂爆發
時，成功追溯源頭並遏制住疫情而聞名，被
認為是麻醉學和公共衞生醫學的開拓者。

★

約翰．斯諾備忘錄
•以英國內科醫生約翰．斯諾命名，由公共衞
生領域的國際研究者所著的聯名公開信。信
中指出，群體免疫是毫無科學證據支持的危
險謬論，沒有證據表明感染新冠病毒後會對
其產生長久的免疫力，號召民眾採取防護措
施，支持政府採取限制措施。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出席工黨選後慶祝活
動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