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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有正在
休假的醫生被緊急召返醫院，與同
事組成 「六壯士 」 戰疫。那時
候，隔離設施與防護裝備奇缺，
一個N95口罩用足一日，不夠眼

罩，要戴泳鏡頂替；亦有年輕醫生向
專科前輩惡補一堂，就立即加入抗疫，憑人手記錄病人
位置、密切接觸者的行蹤……

2020年爆發新冠疫症，有曾與沙士打仗的醫生再投
身 「Dirty Team」 ，在前線抗疫。 「很多在沙士時想
過的方案、準備的藥物、做過的研究，都可用於新冠抗
疫」 。他更認為新冠疫情加速推進疫苗、藥物的研發，
讓病人不用苦等多年。

抗疫壯士：樂見疫苗加速研發
20年前打贏沙士 帶着經驗再戰新冠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責任編輯：劉 達



少年警訊訪深澳 了解國家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

勳報道：警務處在香港與內
地全面通關後積極開展 「少
年警訊」 青少年大灣區交流
團及多元化活動，在上月25
日及昨日（4日）安排了少年
警訊會員分別赴澳門及深圳
交流，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
認識和發展。

與兩地青年分享交流
警務處公共關係部高級

警司（社區關係）邱倩雯於
昨日（4日）帶領了超過40人
的少年警訊交流團到訪深
圳，活動在得到中聯辦警聯
部大力支持和協調下，參觀
了公安分局、龍崗少年警
營、比亞迪汽車以及廣東改
革開放40周年展覽。另外，
33名灣仔區少年警訊會員於

上月25日到訪澳門治安警察
局、澳門民防行動中心以及
澳門治安警少年團，少年警
訊會員在活動上可與深、澳
兩地青少年透過互動分享彼
此的生活情況，加深互相了
解。

警方表示， 「少年警
訊」 作為香港與內地及澳門
全面通關後首支赴大灣區交
流的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
未來少年警訊會繼續舉辦不
同類型的交流活動，加強香
港青少年與內地及澳門青少
年交流，讓會員親身了解國
家發展，增強青少年對國家
的認識，培養少年警訊會員
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具有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
野的新一代 「青年領袖．滅
罪夥伴」 。

打擊水貨源頭
海關關長何珮珊

昨日在電台節目表
示，預計通關後陸路
走私及水貨問題會重
現，已經制定策略調
配人手應付。海關會
優先針對團夥式走水

貨，加強搜集情報，監察口岸，並將水
貨客資料交內地海關跟進。她強調，兩
地海關一直有恆常合作打擊水貨機制，
確保口岸秩序。

只要有不同地區貨品存在差價，
便無可避免出現水貨問題。說到底，水
貨客只是利用旅客過境及貨物監管灰色

地帶，從事 「帶貨」 過境活動。對於貨
物過境，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對貨物
出入口管制相對寬鬆。反之，內地對貨
品出入口管制相對緊。

水貨活動是環環緊扣，需要香港與
內地水貨商緊密合作，從組織貨源、有
人牽頭組織水客帶貨、設點收貨、進口
後進入零售市場，所有環節缺一不可。

要解決水貨問題，不應只聚焦在口
岸來來回回賺跑腿費的水貨客，我們應
更深入去探討問題，多了解兩地民眾的
生活需求。除了執法之外，可研究優化
政策，減低用家對水貨的剛需，從源頭
上對症下藥，讓出入口貨品走回正途。

由沙士到新冠，
由初級醫生到資深專

科醫生，20年時間亦見證了不少醫生
的蛻變。香港胸肺學會會長林倩雯回
憶當年經歷沙士時，自己還是剛畢
業、初入職醫院的初級醫生，眼見同
為醫生的男友感染沙士後嚴重氣喘的
痛苦，到20年後自己成為最前線接觸
ICU重病患者的專科醫生，甚至作為
家屬的擔憂，她於新冠期間為不少家
庭安排最後一通視像電話，讓病人與
家屬講出最後的說話，不留遺憾。

2003年，林倩雯在東區醫院內
科擔任初級醫生，沙士期間，負責跟
進已康復但未出院的沙士患者。當時
的男友、即現時的丈夫，也在東區醫
院，治療院內首位確診患者後，受到
感染， 「他平日喜歡砌模型，但見他
拿在手裏都無力再砌，最嚴重時需要

吸氧，甚至落床、行不到兩步就氣
喘，像重病的長者一樣。」 為爭取機
會和男友見面，她堅持不請假休息，
但也只能留在病房外。幸好男友康復
進度良好，一星期左右便可出院。

新冠期間加入Dirty Team
20年過去，2020年新冠疫情爆

發，醫院迅速決定將確診患者隔離治
療，已晉升為資深醫生的林倩雯，加
入 「Dirty Team」 ，在深切治療部負
責插喉等高風險醫療程序。經歷過愛
人患病、自己卻無能為力的痛苦，她
深知病人家屬的擔憂，在新冠期間經
常為病人安排與家人視像通話。

她說在疫情下，有些家屬只能隔
着玻璃，望着病房內的親人過世。她
憶述2020年初時，一位七旬伯伯染疫
入院，醫院常為他安排和相依為命的

十歲孫兒視像通話。有一天，伯伯病
況急轉直下，林倩雯決定在為他插喉
前，安排最後一次電話。

「那一幕歷歷在目，當時聽到真
的好心酸，小朋友滔滔不絕，但爺爺
氣喘已經無力回應，只是孫兒單向對
爺爺講着最後的說話，告訴他放心，
自己有人照顧。」 最終伯伯不幸離
世，爺孫二人從此天人永隔。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男友染沙士住院 女醫生不放假守護

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
海關前日（3日）在元朗搗破一個懷疑
私煙貯存倉庫，檢獲約280萬支懷疑私
煙，市值約1030萬元，並拘捕1名男
子。海關關長何珮珊早前表示，煙稅提
高後暫未見走私香煙有明顯增加趨勢，
會繼續留意情況，惟預計通關後陸路走
私及水貨問題會重現，已制定策略調配
人手應付，會優先針對團夥式走水貨，
強調香港海關與內地海關一直有恆常合
作打擊水貨機制，確保口岸秩序。

海關前日在元朗進行反私煙行動
期間，在良業街看見一名貨車司機獨自
搬運可疑紙箱上一個工業大廈單位，於
是上前截查，其後在單位內檢獲約280
萬支懷疑私煙，市值估計約1030萬
元，應課稅值約700萬元，關員拘捕了

該名34歲貨車司機，案件仍在調查
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海關表示，過去一周已對私煙進
行了針對性打擊行動，合共偵破50宗
案件，檢獲680萬支私煙，估計市值
2500萬元，應課稅值約1700萬元，行
動中拘捕了28男5女，檢獲2輛貨車。

海關關長何珮珊早前表示，疫情
期間影響物流令到成本增加，走私集團
會以一次過大規模海運模式偷運私煙來
港，財政預算案加煙稅後，暫未見走私
香煙有明顯增加趨勢，會繼續留意情
況，不過她相信在全面通關後，部分海
上走私活動會轉變模式，利用旅客以
「螞蟻搬家」 、走私貨物混雜在正常貨
物等方法走私，海關會密切監測，適時
調整策略應對。

海關檢市值千萬私煙拘一男

▲曾參與沙士抗疫的何重文醫生（左）、林偉奇醫生（右）回顧從沙
士到新冠的抗疫歷程。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淘大花園爆發疫症，政府於2003年3月31日發出隔離令，將E座居民遷往度假村。

▲2003年3月8日，沙田威爾斯醫

院8A病房有十多名醫護人員感到

不適，沙士疫情大爆發。

蔡樹文
透視鏡

▲澳門治安警少年團青少年陪同少訊會員參觀大三巴。▲少年警訊會員參觀深圳福田公安分局。

▼

少
年
警
訊
會
員
參
觀
比
亞
迪
汽
車

深
圳
總
部
。

▼

少
訊
會
員
與
深
圳
龍
崗
警
營
青
少

年
互
動
。

香港於2003年爆
發沙士疫症，3月開

始，6月終結，有1755人受感染，其
中299人死亡。受感染人士當中，超
過五分之一是醫護人員，其中8人染病
殉職。數以百計的家庭直接受影響，

75名兒童失去父親或母親或雙親。
當年3月8日，沙田威爾斯醫院8A

病房有十多名醫護、病房助理先後感
到不適，出現喉嚨痛及發燒徵狀，病
房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疫情迅速擴
散。淘大花園爆發感染，政府於3月

31日發出隔離令，E座居民被安排遷
往度假村。

5月24日，香港首次錄得沙士零
感染。世衞於6月23日將香港從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本地傳播名單中
除名。

沙士襲港四月 299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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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

20年前香港爆發沙士，當年3月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突然出現集體感
染，疫情持續三個多月。

「一開始不知道是什麼病，只聽聞板
藍根、熏醋有效果，沒想到傳播力這麼
強！」 香港胸肺基金會主席何重文憶述，
沙士是所有人都未遇過的兇猛病症，患者
發病後短短兩、三日內，已惡化到需送入
ICU（深切治療部）。他憶述，當時剛取
了長假，照顧太太和剛出生的兒子，當接
到醫院的電話後馬上銷假，走上抗疫最前
線。為減少暴露於風險的醫生人數，醫院
將何醫生與其他五位資深醫生，組成一支
「六壯士敢死隊」 ，由收症、抽血到診
治，都由六人 「一腳踢」 。

「當年裝備不足，用泳鏡充眼罩」
何重文說，當時確診患者全部安排在

醫院六樓，但並無隔離病房， 「大家都沒
有經驗，加上個人防護裝備不足，醫護人
員每日只用一個N95口罩，中午找個紙袋
裝起來，下午再繼續用，有時甚至會用泳
鏡充當眼罩。」

「不但患者會感到無助，但其實醫生
們亦一樣會。」 美國胸肺學院港澳分會會
長林偉奇表示，當時在公立醫院工作，有
朋友確診，他卻感到無能為力。為應對沙
士的高傳染性，他找到前衞生防護中心感
染控制科學委員會主席、香港大學傳染病
學司徒永康醫生，以最快時間惡補一堂
課，掌握流行病學調查重點，隨即在醫院
內與一組專責醫護人員進行追蹤調查。

當年受技術限制，沒有資訊工具輔助

追蹤，林偉奇與同組醫生親自調查，將沙
士患者入院後的位置、行蹤記錄下來，找
出密切接觸者，並以人手主動尋出院後再
入院的密切接觸者，然後警示有關病房的
醫護。

「很多戰沙士方案，有助戰新冠」
2020年香港又爆發大規模的疫情，

林偉奇說，新冠疫情持續三年，時間更
長、傳染性更高、人數更多，幸好比沙士
的致死率為低， 「我們無法預測下次疫症
是以何種形式出現，以及有多大影響，但
希望在科技及研究上能做到更加充足的準
備，日後可更靈活地應對傳染病。」

何重文認為，兩次疫症的病源和治療
方法相似， 「沙士時曾想過很多方案，但
因需長時間研究搜集數據，當年三個月的
疫症期間未及推出，但在新冠疫情爆發期
間，回想起當年的方案和研究，稍作調整
後已可很快試行，包括藥物利巴韋林，以
及 『雞尾酒療法』 等，沙士時曾想嘗試使
用的，都可以在新冠中使用。」

他又認為，新冠疫情加速推進醫學發
展，包括疫苗研發、藥物研發等， 「以往
類似的研發過程，往往需時五至十年。我
們可以由此反
思，現時醫療系
統中還有哪些方
面可以進一步加
速，未來是否藥
物研發等可以更
快，不要讓病人
等得太久！」

新聞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