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樂堅表示，昨日新增131確診，本地
感染佔130宗。每日本地源頭不明個案佔比
例由1月初的少於10%，升至數日前的20%
至30%，昨日更升至45%。

超過一代傳播 難找源頭
他表示，仍未找到源頭的個案則累計近

220宗，顯示有關個案應與源頭群組最少有
超過一代傳播，相信難以確認其隱形傳播源
頭。而由1月9日出現首宗垂直傳播開始，
至今已有20宗不同大廈涉及垂直或橫向傳
播，需要撤離居民。

多區地盤有工人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59宗源頭不明個案遍布多區，較多來自深
水埗，有10宗，呈散發式傳播，涉及醫局
街、大南街、鴨寮街、北河街等不同街道與
樓宇。另有多宗涉及地盤工人，包括火炭地
鐵地盤、大圍工程、亞皆老街中電工程，而
巧明街重建地盤有兩宗個案，可能有傳播。

元朗廣場的牛角有兩名職員染疫，政府
呼籲曾到訪該店的人要檢測。店方前日在社
交網頁發出預警通告，有職員輕微喉嚨痛並

即時求醫與檢測，三名有關職員按規定休
息，有員工其後收到初確通知，該店昨日繼
續暫時停業。

其他發現感染地區遍布港九新界，啟德
嘉匯第1-3及第5-9座、西營盤毓明閣第一
座、黃大仙翠竹花園第14座，以及深水埗
鴨寮街、石硤尾街、汝州街、南昌街、大南
街與荔枝角道多個街號昨晚被圍封強檢。

食環署昨晚公布，五名負責屯門和平新
村、廣田街及鍾屋村潔淨工作的職員染疫，
一人在其居住地區檢測時確診，四人初步確
診，11名員工送檢疫。該名確診工人及兩
名初確工人最近一次上班日期為年廿九（1
月31日），另兩名初確工人在年初二（2月
2日）有開工，他們工作時均有戴口罩及遵
守防疫措施。房屋署昨晚表示，一名於慈康
邨物業服務辦事處及慈民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內的外判清潔工確診，她最近開工是年廿
九，工作時有戴口罩。有關辦公室的所有職
員需檢測。

徐樂堅表示，社區現存在很多隱形傳播
鏈，要全數找到源頭並不容易，圍堵策略須
繼續，以確保本港醫療體系不會因陽性個案
大增而崩潰，並讓當局可致力提升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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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源個案佔45%多清潔工中招
節後疫情擴大 昨增130宗本地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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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邨再爆26宗確診 多戶急撤離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屯

門大興邨興平樓前日被圍封強檢後，再
發現26人確診，涉及14個單位，懷疑
有垂直傳播與橫向傳播。政府昨日宣布
延長圍封該廈，全幢的19室和42室住
戶、9樓和10樓的13至24室住戶須撤
離。

圍封延長 居民一度鼓噪
興平樓昨日早上擠滿了準備外出的

居民，但臨時宣布延長圍封，有住戶一
度鼓噪，需工作人員以揚聲器呼籲返回
住所。

興平樓住戶張女士表示，原本向公

司說能夠上班，但臨時又要請假，十分
無奈， 「政府防疫工作做快了，檢測也
分批次，減少交叉感染風險，但發放通
知速度實在差了一些。」 她說幸獲公司
理解，無要求她減薪或扣假。

住戶潘先生說，有人一度想衝出封
鎖線。他認為面對疫情更要齊心， 「大
家都有不便，都遇到不能上班、外出的
問題，但希望居民守秩序，聽從工作人
員指示，工作人員也很辛苦。」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屯門區議會主
席陳有海表示，興平樓有不少長者居民
行動不便，希望當局盡快安排外展隊為
長者檢測。陳有海說，昨日收到逾20

宗求助，有反映個別送飯延誤等問題，
希望當局增派人手妥善安排。他稱大興
邨樓齡40年，有住戶共用喉管，增加
播疫風險，房屋署應正視問題。

興平樓新增的26宗確診，分別涉
及四個樓層的21室、兩個樓層的19
室、兩個樓層的42室、四個位於十樓
的單位（包括21室和42室），以及四
個位於不同樓層和座向的單位。

昨日有不少撤離住戶將貓、狗、兔
等寵物，交給親友或漁農自然護理署暫
時照顧。

被問到爆疫的興平樓會否成為葵涌
邨翻版，以及為何圍封兩天和大規模撤
離住戶，與葵涌邨爆疫大廈圍封五天做
法不同，徐樂堅稱，葵涌邨個案比較散
發，是一點爆發，同時多個單位確診，
爆發源頭及個案關聯難以尋找。而興平
樓早前已發現垂直及橫向傳播，昨日再
發現垂直感染，所以採取先撤離高風險
住戶的措施，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土瓜灣護老院員工中招 逾60人送檢
【大公報訊】記者梁淑貞報道：

再有多名安老院員工及長者染疫。葵
涌安蔭邨的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早前
先後有兩名護理員確診，140名長者
須撤離送往檢疫中心觀察，昨日一名
在檢疫中心的長者初步確診，屬相關
個案。另外，土瓜灣馬坑涌道的康樂
園護老中心亦有一名員工初陽，60
至70名長者列為緊密接觸者，要送
往檢疫中心。

林鄭呼籲長者盡快打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

會上重申接種新冠疫苗的重要，她
提到，第五波疫情有1300名確診新

冠肺炎病人入院，只有五人要氧氣
治療，他們都是60至94歲長者，全
部沒有接種疫苗，不幸其中一人危
殆。

林鄭月娥希望長者盡快打針，可
將重症及死亡個案風險減低，醫護的
壓力亦減低，呼籲長者不要再猶疑。
她指出，現時70歲以上人士有一半
未打針，約50萬人。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
標準）劉家獻醫生表示，目前有
1408名新冠病人留醫，第13400宗
個案，即居黃大仙豪苑，感染變種病
毒Delta的77歲女病人危殆，其他個
案情況穩定。

掃一掃 有片睇

•131宗確診，當
中130宗屬本地感染

•59宗源頭不明

•195宗初步確診

源
頭
不
明
個
案

• 10宗住深水
埗，包括醫局
街、大南街、
鴨寮街、北河
街、南昌邨、
東城大廈，基
隆街、福華
街、福榮街等

59宗個案均懷疑帶Omicron

•其他分布多區，包括
愉景灣14區、東涌
逸東邨、土瓜灣、荃
灣、梨木樹、長沙
灣、石硤尾、元朗、
上環帝后華庭一座、
嘉亨灣二座、赤柱大
街及坪洲等

•部分個案涉及
地盤工人，來
自火炭港鐵附
近地盤、大圍
工程、亞皆老
街中電工程、
巧明街重建項
目地盤等

•兩人是元朗
廣場牛角職
員

疫情
焦點

【大公報訊】記者關秀英
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八
間公立醫院共有10名醫護人員
中招，14名員工因為曾於無戴
口罩情況下一起進食及交談，
被列為密切接觸而須送檢疫。

中招母嬰曾訪兒童醫院
10名中招醫護包括：靈實

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將軍
澳醫院一名抽血員、聯合醫院
一名病人服務助理、明愛醫院
兩名護士、瑪嘉烈醫院一名負
責清潔的運作助理及一名內科
病房健康服務助理、仁濟醫院
一名負責運送病人的外判支援
員工、青山醫院一名病人服務
助理，和天水圍醫院一名文
員。

兒童醫院於1月26日有一
名七個月大女嬰由母親陪同到

該醫院接受營養諮詢，兩人於
本月2日確診，女嬰未能佩戴口
罩，而為她提供服務的一名營
養師、一名病人服務助理當時
無戴眼罩，因而被列為密切接
觸者，需隔離檢疫。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
昨日有30至40位醫護染疫或需
要隔離，但人數不多，會彈性
安排人手，而每位職員或需兼
顧更多工作量，目前暫時仍能
維持醫院正常運作，但情況不
樂觀，需要愈來愈多人手照顧
病人，所以非緊急服務將會受
到影響。

劉家獻稱，醫管局已再次
提醒員工盡量減少社交活動，
包括跨家庭聚會及避免與其他
員工一起進食，工作時須佩戴
合適個人防護裝備。

八公院失守 十醫護染疫

▲大興邨興平樓疫情嚴重，在
家等待檢測消息的居民憂心忡
忡，不時探頭外望。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深水埗成源頭不明重災區，昨日有多達10人確診，鴨寮街107至131號
被圍封，居民須於限期內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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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實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
•將軍澳醫院一名抽血員
•聯合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
•明愛醫院兩名護士
•瑪嘉烈醫院一名負責清潔的運作助理及一名
內科病房健康服務助理

•仁濟醫院一名負責運送病人的外判支援員工
•青山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
•天水圍醫院一名文員

▲徐樂堅表示，仍未找到
源頭的個案累計近220宗，
顯示最少有超過一代傳
播。

◀興平樓昨日再
多 26 宗 確 診 個
案，部分居民要
撤離送往檢疫。

大公報記者
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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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漁護署表示，兩隻
交到該署的貓隻，樣本對新冠病毒的
測試呈陽性反應。截至昨日，共有九
隻狗及十隻貓的樣本對新冠病毒測試
呈陽性反應。

個案涉及五隻居於上水的混種短
毛貓，由於貓隻的畜養人為確診個案
的密切接觸者，貓隻昨日被送到漁護

署接受檢疫。測試結果顯示，其中兩
隻貓的樣本對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但貓隻沒任何病徵。漁護署會繼續為
該批貓隻進行密切監察及跟進測試。

漁護署發言人提醒畜養寵物人
士，須保持良好衞生習慣，身體不適
者應避免與動物接觸；不論任何情
況，都不應棄養寵物。

兩短毛貓驗出新冠病毒

深水埗重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