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正處於新冠疫情高峰期，兩名分別17個月及13歲的女
童，感染新冠病毒後出現併發症，目前一人危殆一人嚴重。有專家
預計，今次新冠高峰期將維持三至四個月，個案數字將在兩周內見
頂，並在最高峰後再延續六至八周，呼籲高危人群及早接種疫苗，
提升保護力。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專家指出，本港正處於新冠病毒高峰期，檢測陽性比率正持續攀升。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接獲兩宗兒童
感染新冠的嚴重個案，其中17個月大
的女嬰，過往健康良好，本月9日開始
出現發燒和咳嗽，11日到瑪麗醫院求
醫，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院治
療。她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
對新冠病毒、腺病毒和鼻病毒呈陽性
反應。臨床診斷為同時感染新冠病
毒、腺病毒和鼻病毒併發嘶吼症。她
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危殆。女嬰沒有
接種新冠疫苗初始劑次，潛伏期內沒
有外遊。

檢測陽性率持續上升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

的13歲女童，本月9日開始出現氣促，
同日到瑪麗醫院求醫，獲安排在兒童
深切治療部留院治療。她的呼吸道樣
本經化驗後，證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反應。臨床診斷為新冠病毒併發肺

炎。她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初
步調查顯示，女童已完成接種新冠疫
苗初始劑次，潛伏期內沒有外遊。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病毒整
體活躍程度自今年3月中起持續上升。
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截至5月3日的一
周，污水監測新冠病毒含量、檢測陽
性率及普通科門診求診比率，在過去
四周持續上升。當中，呼吸道樣本對
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的比率從四周前的
5.09%上升至11.42%，創一年新高；
污水中人均新冠病毒含量為每公升約
690000拷貝，較四周前每公升約
370000拷貝顯著上升；污水監測數據
顯示，XDV在本地的流行率有上升趨
勢。

中心表示，現時本港使用的新冠
疫苗仍能有效預防，呼籲未曾接種新
冠疫苗初始劑次的人士，包括幼兒及
兒童，盡快接種，而高風險市民特別

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應盡快接種新
冠疫苗額外加強劑。

變異病毒株增重複感染風險
由多名專科醫生組成的新冠公共

健康關注組認為，新冠疫情高峰會維
持至少3至4個月。港大臨床醫學學院
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繁毅表示，現時
本港流行的變異病毒株以XDV及JN.1
後代譜系為主，免疫逃脫力高，加上
社區抗體和免疫力有下降趨勢，增加
市民重複感染機會，呼籲長者、幼
童、長期病患等高危人士盡快接種新
冠病毒疫苗。

心臟科專科醫生謝德新引述研究
表示，年齡是決定新冠病毒風險的最
關鍵因素，60歲或以上長者患新冠重
症的風險較年輕人高12至20倍，遠高
於高血壓和糖尿病等其他因素。他又
指，長者感染新冠的整體死亡率達
16.8%，當中80至89歲組別更達
30%。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曹忠豪表
示，本港目前85%嚴重和死亡個案為
從未接種疫苗，或超過6個月未接種。
其中 60歲以上嚴重個案佔整體
87.1%，死亡個案更佔96.8%，籲長
者盡快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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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
報道：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
院內科學系及香港大學中風研
究組（HKU Stroke）的團隊
研發嶄新臨床 「腦出血後用藥
評分」 工具（TRICH評分），
協助腦中風患者控制高血壓，
期望降低復發性腦出血及再次
中風的風險。

港大團隊整合462位來自
瑪麗醫院腦出血患者的數據，
挑選適合3種降壓藥治療的患
者，並經律敦治醫院、仁濟醫
院及瑪嘉烈醫院3間醫院大約
200名病人驗證，成功研發
「腦出血後用藥評分」 工具，
預計年底開始可以有病人參與
評分機制。

協助避免過度治療
「腦出血後用藥評分」 包

含5項簡單臨床指標，包括年
齡、性別、腎功能、入院時血
壓，以及是否患有缺血性心臟
病。當評分達到既定指標，便
可提早用藥控制血壓。團隊表
示，透過新的評分工具，可協
助醫護快速識別需要積極治療
的患者，及時控制血壓、亦避
免過度治療及藥物副作用的風
險。

團隊同時進行研究，探討
透過推動遠程醫療，包括利用
手機應用程式，定期監察和提
示。中期研究結果顯示，成功
控制高血壓情況的比率提升近
九成。

▲港大團隊研發嶄新臨床 「腦出血後用
藥評分」 工具，協助腦中風患者控制高
血壓。

兩女童染新冠一危殆一嚴重
疫情高峰維持數月 專家籲高危族打疫苗

【大公報訊】近日網傳 「鴻星集團」 拖欠員
工強積金供款，積金局昨日（12日）回覆傳媒查
詢時證實， 「鴻星集團」 有欠供強積金情況，根
據積金局資料， 「鴻星集團」 營運的多間食肆旗
下的員工由其關聯公司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經
積金局主動介入及調查下，該公司剛於昨日為220
名員工繳交拖欠2025年2月份的強積金供款及附加

費，涉及金額約50萬元，積金局現正核實有關補
交欠款。

至於該公司拖欠2025年3月份的強積金供款及附
加費，涉及金額約46萬元，積金局正繼續跟進，要
求該公司立刻補交欠款，否則積金局會入稟法院向該
公司提出民事申索，為受影響員工追討強積金欠款及
附加費。此外，2025年4月份強積金供款的供款日為

昨日，積金局正密切監察該公司有關強積金供款的情
況，如有需要會採取適當行動。

積金局呼籲，若有員工懷疑僱主未有為他們安
排參加強積金計劃，或出現拖欠強積金供款情況，應
立即致電積金局熱線（2918 0102）或電郵積金局
（mpfa@mpfa.org.hk）與積金局聯絡，以便跟進並
提供協助。

鴻星集團拖欠供款 積金局勒令補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