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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天氣警告持續生效，天
文台預測，本港今、明兩日天氣
寒冷，今日市區氣溫低至約攝氏
10度，新界區氣溫低至7度，有機
會打破入冬以來最低紀錄。天氣
嚴寒，食肆火鍋生意暢旺，街市
打邊爐食材攤檔出現排隊人龍，
不少人到服裝店購買禦寒衣物。

有餐飲業界人士表示，新春
假期結束後，大批港人返港，加
上近日天氣寒冷，帶動更多人在
周末留港消費，業界生意較去年
同期升近一成。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天文台於前日（7日）發出寒冷天
氣警告，天文台昨日表示，強烈冬季季
候風帶來非常乾燥的天氣，今日將繼續
寒冷，內陸地區早晚嚴寒。昨日最低氣
溫出現在大帽山，僅錄得1.4度。根據
天文台預測，今日將大致天晴，早上寒
冷，市區最低氣溫約10度，新界嚴寒，
高地氣溫顯著較低，日間最高氣溫約16
度。

天氣寒冷不太願遠行
天氣寒冷下，市民大多穿上厚衣服

外出，海旁跑步的市民也穿上風褸。不
少市民亦一早買定食材在家中打邊爐，
昨日多區街市的檔舖生意暢旺，有肉檔
超過50人在排隊，需排隊半個鐘才能買
到，不少人在選購牛肉等火鍋食材。

香港餐飲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昨日
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天氣寒冷時，市民

通常不太願意遠行，加上食欲會更好
些，很多人會一家大細去聚餐，包括食
熱氣騰騰的火鍋等。

他提到，因天氣嚴寒，前日晚上與
昨日的業界生意都不錯，預計今日會有
更多人聚餐。

酒樓生意較去年增一成
楊位醒表示，年後這幾日整體餐飲

業界生意都不錯，除了不少港人在年初
六、初七返港，加上近日天氣寒冷，市
民去酒樓、火鍋店聚餐較多，年後這幾
日的生意比去年同期增多近一成。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由
於天氣寒冷，市民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
患者應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健康，因寒
冷天氣容易引起或加劇疾病，尤其長
者、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和其他長
期病患者應特別小心，包括因應需要加
穿禦寒衣物，常做適量運動，以增加血
液循環及產生熱能，並避免長時間暴露
於戶外。

百人義工隊為深水埗基層送暖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

道：青途凝聚香港運動員與青年
發起 「新春愛心送暖行動 」
（圖），近一百人的義工隊，昨
日前往探訪居住在深水埗的120戶
獨居人士及低收入家庭，送上福
袋和問候及關心。參與送暖行動
的義工，包括退役輪椅羽毛球運
動員陳浩源、前香港首席女子網

球運動員張玲等多名香港現役和
退役的精英運動員。

在出發儀式上，青途主席、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感謝運動員青
年義工和地區人士支持送暖行
動，讓深水埗的獨居長者、低收
入家庭也能感受到社會的關懷和
溫暖，亦期望大家一齊將關愛互
助的信念注入社區，促進共融。

▲嚴寒下市民紛紛穿上厚衣服外出。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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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跑渣馬 拉筋熱身做好保暖
今日舉行渣打香港

馬拉松，遇上嚴寒天
氣，一名25歲曾參加四

次渣打馬拉松10公里賽事的跑手，
今年首次參加半馬。他向大公報記者
表示，過往參加數次賽事已累積一定
經驗，10公里賽事可在一小時內完
成，今年希望挑戰自己，決定報名參
加半馬賽事。他說不會像以前一樣設

立目標完成時間，首要目標是跑完全
程，避免給自己太大壓力。對於今年
馬拉松的天氣比以往較寒冷，他表示
影響不大，因為平日也曾在寒冷天氣
下慢跑，除了賽前有充足睡眠，亦會
讓自己有足夠進食及拉筋熱身，以免
受傷，以及做好保暖，在良好狀態下
完成賽事。

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

跑手
經驗

◀近日天氣寒冷，不少市民在商場購買
禦寒衣物。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天氣嚴寒，市民前往酒樓或火鍋店打
邊爐聚餐。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專家：輕視病毒 少人打針 流感死亡率激增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香港正處流感季

節，衞生署表示，流感活躍程度持續上升，上周三踏
入高峰點，累計錄得240宗流感嚴重個案，當中137名
患者死亡。數據顯示，今個流感季節首四周的死亡患
者人數，創最近五個流感季節同期新高。有專家表
示，今年流感死亡人數激增，主要有四大因素，分別
是疫情留下的免疫負債、社會普遍輕視流感病毒、疫
苗接種率低，以及旅遊活動恢復。

以為傷風感冒 低估殺傷力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昨日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市民低估流感的殺傷力，
以為只是普通的傷風感冒，是造成死亡人數增加的主
因之一。出現病徵，只服食成藥治療，不願意做檢
測。事實是若處理不當，流感能致死。有基礎病或長
期病患的人士更是高危， 「尤其是有心臟病的人，如
果感染流感，有機會增加再次中風的機會。」

曾祈殷稱，流感高峰料會持續一段時間，呼籲市
民不要輕視疫苗接種的重要性，尤其是一幼一老的高
危人士，更要抓緊接種疫苗， 「至今死亡的個案中，
近8成是沒接種疫苗，而不斷上升的死亡數字已經是一
個警號，社會需要重視起來。」

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科專科關日華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指出，社會現仍處於免疫負債的狀態，市民
對傳染病的免疫功能降低，因而感染增加。他指疫苗
接種率仍偏低，6個月至2歲的幼兒接種率僅達2成。

還有就是旅遊活動的恢復。關日華說，港人外
遊、訪港旅客逐漸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病毒有了互相
傳播的途徑， 「只能靠適當使用口罩，尤其是在人多
的地方，這樣才能較有效保護自己。」 他指新春期間
社交活動及聚會增多，也讓病毒更容易找到傳播媒
介。而且，連續的天氣降溫，讓不少長者或免疫力差
的人中招染病，關日華說， 「講到最後，還是接種疫
苗最重要。」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流感活
躍程度於上周三踏入高峰點，主要受甲型H1病毒影

響，估計今個流感季節持續三至四個月。本港自流感
季節於上月初開始至今，累計240宗嚴重或死亡個案，
九成屬65歲及以上長者。流感死亡患者中，七成半人
有慢性疾病，七成半人沒接種今季流感疫苗。

母嬰健康院支援網上預約打針
林文健稱，目前校園疫苗覆蓋達九成，長者院舍

接種率亦接近八成，但社區整體65歲或以上長者的接
種率僅得五成，6個月至2歲幼童的接種率更只有兩
成。他強調，小童處於發展期，若感染流感後導致併
發症，如敗血症、腦炎等，或會導致後遺症。

早前有私家醫生反映流感疫苗供應緊張，林文健
稱，供應商還有超過12萬劑流感疫苗，如有需要亦會
增購疫苗。他提醒家長，全港母嬰健康院均已支援網
上預約疫苗接種服務，署方亦已提醒醫護人員，可向
家長主動講解有關接種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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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疫苗接種計劃流感疫苗接種數字
目標群組

6個月大至未滿6歲兒童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
12歲至未滿18歲兒童
50至64歲人士
65歲或以上人士
*截至2025年1月26日
註：數據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包括疫苗資助計劃、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
外展計劃和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下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的目標群組。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2022/23年度

93000（37.8%）
209700（60.2%）
62600（19.3%）
320200（17.8%）
734200（48.3%）

2023/24年度

114300（48.7%）
235200（68%）
142500（40.9%）
349500（19.2%）
842800（51.5%）

2024/25年度*

112500（50.8%）
240100（72.8%）
190200（52.8%）
404600（22.3%）
829300（48.3%）

今個流感季節成人流感嚴重個案及死亡人數
時期

1月5日-11日
1月12日-18日
1月19日-25日
1月26日-2月1日

註：本港於今年1月9日宣布進入流感季節 資料來源：衞生署

出現嚴重個案數字

65宗
117宗
158宗
231宗

累計死亡數字

34宗
66宗
98宗
137宗

▲衞生署稱，流感高峰未見頂，呼籲市民及時接
種流感疫苗。

有專家預料，隨着農曆
年假期結束，港人外遊回
港，整個流感高峰期將會持

續到3月至4月。專家呼籲打算外遊的港
人，若已經身體不適，就切勿外遊，否
則在外國難及時就醫，讓病情更嚴重。

流感高峰「未到頂」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

日在電視節目表示，現時香港流感高峰
期 「未到頂」 ，預料高峰即將出現，因
很多港人外遊回港，部分人會感染並把
病毒帶回香港，料於二月尾將會見到高
峰，之後需時回落。他指出，一般流感
季節由開始到高峰期約需時4至6周，回
落一般需時6至8周，因此整個流感季節
會持續到3至4月。

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科專科關
日華呼籲港人，外遊前如果發現身體不
適，就切勿出行，否則人在外國時病情
惡化，難以就醫。他又表示，日本現時
的流感已轉變為多了乙型流感，如果港
人出遊後，將病毒帶回港，或許會讓流
感高峰期的嚴峻度進一步提高。

衞生防護中心最新一期流感速遞數
字顯示，日本的流感活躍程度下降，但
定點監測數據仍高於基線水平，截至1
月26日的一周，甲型（H1N1）pdm09流
感是主流病毒株。韓國的每周流感病例
求診比率錄得按周下降，但門診個案數
字仍高於基線水平，甲型（H1N1）
pdm09及甲型（H3N2）流感共同流行。
台灣的流感疫情持續上升，類流感就診
人次為近十個流感季同期最高。

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流感活躍程度維
持在高水平，並持續上升，甲型
（H1N1）pdm09及甲型（H3N2）流感共同
流行。在加拿大，大部分流感活躍程度
指標上升，以甲型H1N1流感為主。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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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完馬拉松後注意事項
•透過健康飲食補充能量，建議在運動後60分鐘內進食，除了補充電解質，含
有豐富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有助加快肌肉恢復；在跑完步後要補充水
分，有助緩解賽後 「遲發性肌肉痠痛」

•透過冷熱水浴減輕肌肉酸痛，熱水浴可促進血液循環；冷水浴或者冰敷有助
緩解肌肉炎症和腫脹

•賽後花10至15分鐘時間拉筋，提高身體柔韌性，以免抽筋或肌肉酸痛；之後
亦可散步促進血液循環，有助排除代謝物及消除乳酸的堆積

•在賽後建議休息至少一周，不宜在比賽結束後
即刻計劃下一場比賽，應根據身體感覺逐步恢
復訓練或正常運動，然後再計劃下一場比賽。
恢復時間因跑手體質及經驗而異，經驗豐富的
跑手恢復時間約為10至14日，新手或需更長
時間

•如有持續疼痛或不適，應盡早求醫

大公報記者古倬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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