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2攻社區 巴裔婦群組多三人中招

43歲巴基斯坦女患者（第
13045宗）在酒店完成檢疫後返回社
區，再傳染給5名同住家人和4名親友，9人至少
在社區逗留4天才被發現染疫。她在東滿樓住所
的樓上614單位，一對母女（42歲家庭主婦和3歲
女童）初確，兩家人互不相識，媽媽無病徵，女
兒就讀區內的聖多馬堂幼稚園K1班，星期日（16
日）起發燒，昨日檢測呈初步陽性，懷疑大廈有
垂直傳播。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昨午實地調查後，確認大廈的14室座向出現
垂直傳播，病毒透過廁所和廚房抽氣扇或喉管傳
至另一層，樓上住戶經常開窗，又經常聞到臭
味，懷疑病毒走入室內，建議大廈1至11樓的住
戶隔離。

與患者同考試男生染疫
曾經與確診巴裔女子接觸的另一家庭，周一

初步確診的4人昨日全部確診。29歲父親任職
foodpanda外賣速遞員，主要在深水埗區內送
餐，9歲兒子讀李鄭屋官立小學四年級，最後上
學是上周四（13日）。

在美孚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的
一名16歲男學生初確，他居住的東涌映灣園1期
賞濤軒1座昨晚被圍封強檢。他曾與巴裔婦人的
16歲兒子（第13069宗）一同考試，懷疑班房內
傳播，所有考試學生要檢疫。

專家憂學校爆發難圍堵
就本港社區首次出現Omicron 「BA.2亞型」

個案，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

恒指出， 「BA.2亞型」 最近流入亞洲國家，在菲
律賓及尼泊爾等地流傳，早前來自菲律賓的輸入
個案也有帶 「BA.2亞型」 ，其特點是傳播力強，
但引發的病情偏向輕症。他擔心，個案牽連學
校，引發的傳播鏈也較以往多，難以圍堵，但一
般市民只要戴口罩，仍然不容易受感染。

另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表示， 「BA.1」 及 「BA.2」 是Omicron變種病毒
兩大分支，兩者的傳播力、病徵等暫未見有明顯
分別，但本港近期已經出現三宗垂直傳播個案，
反映Omicron的空氣傳播力更強，市民要做好家
居防疫，包括定期向U形渠注水、沖廁時蓋好廁
所板及做好個人衞生。

對於近日接連出現源頭不明個案，袁國勇坦
言，若每日繼續有新的源頭不明個案，現時距離
農曆新年僅餘兩星期，已經沒機會在新年前完全
「清零」 。

另外，仁濟醫院表示，該院一名79歲外科男
病人昨日上午入院進行大腸內窺鏡檢查，入院篩
查檢測初步呈陽性，送往隔離病房。院方追蹤發
現，一名負責內窺鏡檢查的外科醫生無戴護目裝
備，一名護士採取深喉唾液樣本時無戴護目裝
備，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一名曾與該病人同處一
房間的病人，亦被初步列為密切接觸者。有關病
房已暫停接收新症。

增逾10宗初確 北角幼師源頭不明

▲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74號有住戶確診，昨晚該
廈圍封，政府人員安排居民進行檢測。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傳播力更強的Omicron新
變種病毒 「BA.2亞型」 殺入
本港社區，懷疑在檢疫酒店
受感染的43歲巴基斯坦裔女
子，其基因分析屬於 「BA.2

亞型」 ，繼9名家人及親友確
診後，與她的兒子同場考試的一

名中三學生昨日也初步確診，而該個巴裔
家庭居住的深水埗大坑東邨東滿樓，也懷
疑出現垂直傳播，兩名住客昨日初步確
診，大廈1至11樓的14室單位住戶昨晚撤
離。專家擔心， 「BA.2亞型」 個案引發的
傳播鏈較以往多，難以圍堵，但市民只要
戴口罩，仍可有效預防。

Omicron新變種傳播力更強 大坑東邨現垂直傳播

大公報記者
邵 穎、賴振雄（文）

何嘉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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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小寵物舖紛拉閘 店員：好驚中招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關秀
英、賴振雄報道：大公報記者昨日到在
旺角有 「寵物街」 之稱的通菜街現場直
擊，售賣倉鼠、金絲熊、龍貓等齧齒類
動物的店舖，大部分暫停營業，有開業
的店舖則在龍貓、倉鼠飼養缸上貼出
「停售」 字樣，但政府下午宣布停業

後，也立即拉閘關門。有店員坦言 「好
驚中招」 。

有職員與顧客確診、倉鼠對病毒呈
陽性反應的寵物店 「Little Boss」 ，在
通菜街有兩間分店，昨日均無營業。通
菜街上仍有營業的兩間樓上舖，一間有
售倉鼠、金絲熊、龍貓，但缸上已貼着

「停售」 ，店員說， 「老闆話政府唔畀
賣住，所以只能放着。」 店員並說，昨
日生意額上升，估計因為其他店舖都關
門了，客人都湧來有營業的店舖。

見記者留在店內良久，店員反問，
「你唔驚咩？仲來睇？我都好驚啊，不
過返工無辦法。」 有市民上店想買倉
鼠，見到停售後慨嘆， 「難得屋企人畀
我養倉鼠，點知有鼠鼠中招，唔通連個
天都唔想我養？」

職員徒手捉龍貓 供客人撫摸
另一樓上舖昨日照常出售倉鼠及龍

貓，記者現場所見，店員徒手將龍貓從
籠內取出，供客人拿在手上撫摸。被問
到為何仍有營業，店員說， 「我賣龍

貓，唔係倉鼠，而且都是加拿大、美國
入口，所以不用做任何防疫措施。」

據寵物店職員說，鼠類寵物多以船
運進口香港，主要來自荷蘭，其次是加
拿大、美國等。倉鼠抵港後一般會隔離
三至七天，觀察有否懷孕或患病，疫情
後，隔離期延長為14天，故一般鼠類寵
物由貨源國出發到本港店內出售，約需
兩個月，龍貓及倉鼠一般已有三個月
大。也有些店舖出售自家繁育的寵物。

香港寵物業商會會長李國威表示，
進口倉鼠一般來自荷蘭、英國和美國，
一般空運到港，停業影響甚大，估計復
業後，售賣倉鼠的寵物店生意最少下跌
三、四成。

他表示，全港有約550間寵物店，絕

大部分從事寵物美容、寵物糧食等生
意，同時兼賣寵物只有約114間，被勒令
停業的34間兼賣倉鼠，其餘售賣貓狗等
寵物，疫情至今兩年多，對行業影響輕
微， 「飼養寵物的人，仍然要買寵物食
糧，之前多次處所停業，又不牽涉在
內，就算（2003年）沙士時期也沒影
響，但今次忽然停了34間（寵物店），
真正受牽連。」

根據紀錄，涉事兩個進口批次倉鼠
均由Little Boss所屬的公司空運到港。
李國威說，業界一般向批發商取貨，仍
有待來源地的供應商回應，他強調，政
府專家仍在調查事件，未能確定病毒是
人傳鼠或鼠傳人，相信顧客對飼養寵物
有感情，不會掀起棄養倉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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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支持人道處理小寵物 防病毒傳人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曾敏捷報

道：政府宣布要人道處理約2000隻倉鼠及
其他小型寵物，不少寵物主人雖然擔心病
毒傳人，但對政府做法表示質疑。多位專
家支持政府人道處理決定，認為可有效預
防新變種病毒人傳人。

現時無疫苗治倉鼠
「真係想哭，一隻隻小可愛就要這樣

沒了」 ，倉鼠主人楊小姐坦言指雖然理解
倉鼠傳人將 「後患無窮」 ，但質疑為何不
能對染疫倉鼠進行隔離治療， 「但小動物
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嗎？為何不能像人一樣
治療呢」 ？

漁護署助理署長（檢驗及檢疫）薛漢
宗表示，涉事倉鼠及其他小型寵物約2000
隻，潛伏期太長，如逐隻隔離觀察，加上
牠們的排洩物中帶有病毒，對照顧者有風
險， 「排出的病毒有機會傳染給人，現時
亦無疫苗可幫助感染的倉鼠好返」 。為保
障公共衞生，人道毀滅是更合適的選擇，
可避免將病毒傳染開去。

多位專家支持政府的做法。政府專家
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
為，政府的決定非常重要、果斷及明智。
他舉例去年歐洲曾撲殺數以十萬計染疫貂
鼠，今次若倉鼠在鼠群中傳播，導致新變
種病毒出現，對香港甚至全世界影響將不

堪設想，加上首10日染疫倉鼠會釋出很多
病毒，有機會傳予人，撲殺倉鼠有助降低
對飼養者及社區風險。

另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
梁卓偉指出，新冠病毒在倉鼠間有類似人
與人之間的傳染力及媒介，銅鑼灣寵物店
有近20%樣本驗到病毒，比例相當高，而
涉事批次進口的倉鼠 「全部都有潛在風
險，而且風險不低」 ，當局有必要採取果
斷措施。

至於不交回倉鼠有何後果，漁護署署
長梁肇輝表示，暫時署方只是以行政措施
收倉鼠，而非引用法例充公，出於公共衞
生保障，強烈建議將倉鼠交由署方處理。

荷蘭丹麥阻爆疫
曾大規模撲殺水貂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
道：人道處理染疫動物杜絕疫情
擴散有先例。在2020年，荷蘭、
丹麥等地曾因為養殖場的水貂爆
發新冠病毒疫情，當地政府決定
大規模撲殺養殖水貂。

荷蘭進口倉鼠懷疑染疫，漁
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薛漢宗表
示，過去12個月荷蘭未見動物群
出現新冠病毒報告，但出於安全
考慮，決定人道處理2000隻指定
批次的荷蘭進口倉鼠。

荷蘭多個養殖場2020年夏天
爆發疫情，感染工人和水貂，當
局撲殺了數以萬計的水貂。西班
牙阿拉貢也曾因在一間水貂農場
發現多名工人感染新冠病毒，撲
殺了場內10萬隻水貂。

「皮草王國」 丹麥2020年亦
曾有皮草養殖場的水貂體內發現
新冠病毒突變病例，當地政府同
年11月初下令緊急撲殺全國逾千
間養殖場的水貂，數量高達1700
萬隻。

▲旺角部分寵物舖昨日下午拉閘關門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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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東邨東滿樓懷疑出現垂
直傳播，大廈1至11樓14
室的住戶昨晚由政府
人員安排撤離。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本港昨日有超
過10宗的初步確診個案，其中一宗源頭不明個
案，患者是北角英皇道學之園幼稚園（君豪峰）
的26歲女老師，她居住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74
號，樓下的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有學生確診及初步確診，衞生防護中心正在調查
該校學生與女幼師是否有過接觸。

地利亞兩學生中招
該名女教師與家人同住，在幼稚園任教上、

下午班，中間有茶點時間，最後上班日為1月5
日。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女
患者主要乘港鐵上學，1月15日傍晚六時多曾到尖
沙咀K11商場等朋友，之後去海港城購物，16日到
過尖沙咀的DON DON DONKI分店，中午到THE
ONE商場光顧一間餐廳。她於16日發燒，17日咳
嗽，同日求醫及去白田社區檢測中心檢測。

本港昨日有18宗新增確診，包括11宗本地個
案，全部找到源頭。其中一名患者居於北角寶馬
山珊瑚閣，是早前居於油塘確診者的家庭成員。
另外九人是居於大坑東邨東滿樓43歲巴裔婦的密
切接觸者，包括她的家人及居於長沙灣寶華閣的

另一家庭。
張竹君表示，由於兩個家庭住在附近，其中

一家人在南昌街一帶逗留時間較長，當局會安排
附近居民自願接受檢測，了解深水埗是否存在隱
形傳播鏈。政府昨晚宣布，今日在深水埗設立八
個檢測點，區內居民和該區工作人士可免費檢
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