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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可驗出常見三種變異株
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

蕭傑恒昨日表示，本港常用的試劑，暫時
可應付在本港曾錄得的變異病毒株，但最
近發覺有其他地方例如法國等地，開始出
現一些變種病毒是 「走得甩」 ，可以避開
常用的檢測方法，故要透過不斷做基因排
序，繼而得知常用檢測方法是否已檢測不
出新的變種病毒，認為要改變一下檢測策
略。

蕭傑恒解釋，較令人擔心或香港較常
見的變種病毒，包括英國變種病毒、南非
變種病毒、印度變種病毒，而這三款病毒
都是 「S位置」 有較多變異，即是 「刺突
蛋白位置」 ，會影響到病毒傳播性和疫苗
保護能力。而香港採用的檢測方法，如
PCR或核酸檢測，都不是針對 「S蛋白位
置」 ，而是看 「N蛋白位置」 ，由於該
「N蛋白位置」 在該三款變種病毒相對都
不是變異得太厲害，所以試劑的檢測位置
與變種病毒位置無重疊，因此可以檢測出
來。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主席于常海稱，新
的變種病毒除要擔心疫苗效用外，亦要考
慮到檢測的測試劑有沒有將病毒檢驗出

來。
他稱，現時病毒變得太厲害，而

每種試劑都有其特異性存在，即是
取決於將病毒某段基因去做檢
測，他憂慮若檢測認證的實驗
室沒有看清楚所用的試劑有沒
有涵蓋變種病毒，便可能會
出現假陽性或假陰性情況。

增阿根廷輸入個案
政府認可檢測承辦商

負責人招彥燾表示，政府
一直與檢測商溝通有關
變種病毒的準確度，亦
會安排一些變種病毒的
樣本讓檢測商測試，以
了解會否影響準確度，
但承認變種病毒不停改
變，檢測試劑和方式亦要
與時並進，或會就變種病
毒使用新試劑。

本港昨日新增的輸入
確診個案，52歲女患者
（第11808宗）早前由阿根
廷抵港，被驗出帶有N501Y
變種病毒，她並無病徵。

本港昨日連續第二日零本地確診新冠肺炎，但變種病毒威脅未解除，新增
一宗輸入個案，患者帶有變種病毒。專家表示，本港現有的新冠病毒檢測方
法，可找出常見的三種變異株，但近日發現法國等地的變種病毒，可以逃
避常用的檢測方法。檢測和認證局主席于常海憂慮，現時檢測認證的實
驗室若沒有看清楚所用試劑有無涵蓋變種病毒，便有機會誤判出現

假陽性或假陰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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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吳嘉鈴

▲昨日維園聚滿放假與朋友歡聚的外傭，當中不少
人更席地脫下口罩進食。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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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動的敲門聲
記者所在的隔離中心由酒店改

造而成，門外用綠色布篷圍封，門
口有核酸檢測站，大堂裝了安全門
和X光檢查過道，還設有醫護專
區。隔離中心有個時尚名字─健
康驛站。

吃飯自然是頭等大事。早前香
港有隔離者投訴飯菜發臭，令人激
氣。在深圳隔離，吃得怎樣？

這兒三餐由酒店提供，除了沒
有西餐，其他家常菜都有。三餸一
湯的套餐，40元人民幣，同來的香
港隔離者在微信群內大讚 「抵食、
好食，有得嘆」 ！

順便一提，隔離者被 「組織起

來」 ，設立了微信群組，點飯點菜
在群內隨叫隨到，房內電話也可以
下單。昨晚有人腰骨痛，在群內索
求活絡油，因為入住時被暫存了。
政府解釋，為保安全，刀剪利器和
煙酒須在服務台保管，連指甲鉗也
不行，而藥物保健品則要駐場醫生
許可。

「篤篤篤」 ，一陣敲門聲：
「先生，你的飯菜到了！」 開門所
見，飯菜照例被放在門口的櫈子
上。從早到晚，這樣的敲門聲響過
多次，有些是與吃飯無關的。例如
早上九點測量體溫和血壓，九點半
查問身體和睡眠情況，下午四點又

量體溫和血壓、了解需求，他們都
在門口工作，不進門。那些身着
「全副裝備」 的身影，讓你感到溫
暖和安心。

記者與查房醫生短暫交流得
知，原來他們中不少人是醫院和社
區康復中心的先進分子和黨員代
表。 「戰鬥」 在一線，據說政府有
補貼，但他說： 「沒有補貼也會
做！」 他強調隔離須有資源配套，
除了飲食起居，還要關顧隔離者的
身心健康。 「內地政府的確是把這
些當頭等大事，毫不含糊！」

大公報記者 陳木同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
道：早前因有菲傭確診而需全幢撤
離的薄扶林道豪峰，十多戶居民一
度拒絕撤離。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昨日表示，不合作撤離的人有
機會觸犯檢疫令，或有法律後果，
相信執法部門正在處理。就近日改
變撤離規定，她稱是以科學證據及
經驗為決定基礎。

衞生防護中心於上周二（4
日）公布，一名居住於豪峰的菲傭
確診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翌日開始
撤離全幢大廈的居民，不過有十餘
戶居民一度拒絕撤離，聯署要求在
家隔離。衞生署昨晚回覆大公報查
詢表示，豪峰共有29戶，撤離行動
在5月7日傍晚完成，共撤離了28戶
共120人，另有兩人入院檢查，餘

下一戶為空置單位。
對於有住戶拒絕撤離檢疫，陳

肇始昨在一個電視台節目表示，情
況是完全不理想，強調防疫抗疫人
人平等，市民應合作。她重申任何
檢疫安排都具法律基礎，若不聽
從，可能已觸犯了檢疫令，或有法
律後果，相信執法部門正在處理。

印裔男及女友今提堂
至於涉嫌隱瞞確診前行蹤的29

歲印度裔男患者和31歲菲籍女友，
已被衞生署控以違反《預防及控制
疾病（披露資料）規例》，今日在
九龍城法院提堂。男被告涉嫌於4
月16日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
料，女被告涉嫌於4月17日沒有遵
守獲授權人員的要求提供所需資

料。
另外，政府上周公布涉變種病

毒患者的大廈撤離檢疫安排，除了
家居接觸者或劏房住戶，同幢的其
他住戶不用送往檢疫中心，而是21
天自我醫學監察，強制五次檢測。
而早前因為有變種病毒個案，全幢
大廈送去隔離檢疫的住戶，經再次
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後，可以離開
檢疫中心。政府昨晚稱，全部超過
2300名居民已離開檢疫中心。

荃威花園撤離戶張小姐在竹篙
灣檢疫中心住了5天，在新安排
下，昨晚終於回家。她說一直擔心
回家後是否仍要隔離，將在周三考
DSE的兒子如何應考，現時問題都
解決了， 「返到屋企，可以自由出
入，好多嘢都無咁擔心。」

疫廈居民拒撤離疫廈居民拒撤離 陳肇始陳肇始：：或有法律後果或有法律後果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全
港37萬名外傭須於昨日最後限期完成
檢測，食物及衞生局昨晚公布，截至晚
上六時，接近34萬名外傭已經採樣或
提交深喉唾液測試樣本。在中環，昨日
仍有不少外傭聚集，有已於上周完成檢
測的外傭稱，擔心變種病毒，聚集時會
守規矩。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中環愛丁堡、
遮打花園兩個檢測站實地觀察，對上
一個周末時的大排長龍、輪候五六小
時的情況已不復見，有檢測站在半
小時內沒有一人往檢測。

反觀檢測站旁，聚滿趁放假
與朋友歡聚的外傭，不少人在

載歌載舞。當中不少人更席地脫下口罩
進食，亦有人平價出售衣物等，引來聚
集。其間有保安員提醒保持四人限聚
令。

外傭憂變種毒 或減少聚會
外傭Maria表示，在對上一個周末

已經完成檢測，她擔心變種病毒，聚會
時會遵守規矩，相信不會有太大影響。
她又稱自己因為健康理由，暫時不會接
種疫苗。

外傭Jo表示，身邊所有朋友都已
完成檢測，她留意到昨日上午只有零星
外傭往檢測。她又說，變種病毒殺入社
區，對外傭有很大影響，她們不但擔心

傳染，假期要輪候檢測，她說自己會減
少聚會。

食衞局稱根據估算，大約4萬名外
傭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至於要求全港
未完成接種疫苗的外傭於昨日限期前完
成強制檢測，完全基於公共衞生考慮及
經詳細風險評估，包括考慮到近期有兩
宗涉及N501Y變種病毒株的確診個案
均為外傭。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本港有足夠
疫苗滿足整體人口，但進度未如人意，
有些人漫不經心，也有不少人持觀望態
度，他再次呼籲市民盡早打針，若因自
身健康問題而有疑問，可先諮詢家庭醫
生或主診醫生意見。

34萬外傭完成採樣 檢測站人流大減

▲酒店改造的檢疫中心，四周封閉起
來，與外界完全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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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門聲響起，這位醫生耐心地問
長問短，提醒隔離者要早點休息。

▶這位香港阿婆
偷偷出來，被請
回房間。

掃一掃
有片睇

法國變種病毒法國變種病毒 可逃過本港檢測可逃過本港檢測

▲藍女士母女因生活貧困逐漸產生矛盾，但
女兒在母親節仍畫畫祝福母親。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韶報道：昨日是
母親節，但香港有近千名持雙程證的單親媽
媽，無法安度溫馨節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她們未能回內地做兼職或代購賺錢，生
活更艱苦，有單親媽媽將白飯與菜留給女
兒，自己只吃糙米粥加辣醬。有孩子因經濟
困苦，患上嚴重抑鬱症，成績一落千丈。

社區組織協會上月訪問了57名分隔兩地
的單親家庭兒童，昨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示，
過半家庭靠綜援過活，疫情下，近九成母親
和超過三成子女三餐不繼，7%的母親更是
每日只能吃一餐，情況較2018年調查時惡
化。

疫下所有兒童要在家上網課，但受訪兒
童絕大部分是赤貧家庭及租住劏房，七成兒
童因為無錢買電腦或上網數據等，而未能交
功課或上堂，58%人跟不上老師教學程度。

飯菜留女兒 母吃糙米粥
年近50歲的藍女士於2007年嫁到香

港，生下一女，但丈夫五年後將母女趕出家
門，二人搬到月租2000元的石屋。 「我本身
都好堅強，但疫情下真係無辦法堅強落去
了！」 她稱疫情前每月靠做代購，可賺一兩
千元，加上女兒的5000元綜援，可勉強生

活，但疫後未能回內地，變成零收入。
「我無嘢做，交完租根本不夠用，只能

死慳，花200元去臨收工的菜檔買一星期的
菜，讓女兒吃白米飯，自己用辣椒醬加糙米
粥吃。」 藍女士說，長期經濟困頓，母女關
係也惡化， 「個女會抱怨零用錢太少，過年
還鬧離家出走，我最爆煲的一次真係捏住佢
條頸想殺人！」

單親媽媽楊女士說，女兒兩歲後丈夫就
失蹤，十年來靠積蓄和親友接濟生活， 「疫
情之後，幾乎連肉都無買過。女兒原本成績
有全班前十，上網課效果不佳，跌到幾乎要
留級。她的抑鬱症嚴重到拿刀割手臂，現在
要每日吃藥治療。」

社協建議政府對這些家庭及早作出支
援，幫助孩子健康成長。

疫下單親家庭三餐不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