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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多次強調，香港
檢測制度要做到「願檢盡
檢」。惟樣本樽數量極有限，
有需要檢測的市民連日來為
「撲樽」四出奔波。鰂魚涌嘉諾

撒書院日前有老師確診，全校師生需
要檢測，家長們都很願意配合，惟衞
生防護中心只提供小量的樣本樽予學
校的教職員及同學，其餘同學需自行
到就近的檢測中心或診所取樽完成檢
測。

學生檢測自願強制？
家長們隨即在WhatsApp群組內互

通消息，哪裏有樣本樽派？哪裏可做
檢測？都透過群組通報，部分住在學
校附近的家長到鰂魚涌社區檢測中心
領取樣本樽，惟中心職員派樽準則迥
異。有些家長出示記者會的片段指該
校有老師確診，其子女需接受免費檢
測，即成功獲發樣本樽。不過，有些
家長卻被告知該校學生不是強制檢疫
人士，不合資格領取樣本樽，着他們
預約登記或即場排隊做收費檢測。
撲空的家長遂到就近的政府診所和

郵局取樽，但他們發現區內的政府診
所和郵局每日只有小量的樣本樽派
發，很快就派罄，結果有家長撲了兩
天，走了幾個地方才成功取得樣本
樽。有家長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由此
可見政府的檢測服務完全跟不上需
求，這樣將嚴重阻慢截斷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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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顯利油麻地社區
檢測中心連日均見人
龍，昨日長時間人
頭湧湧，最高峰時
幾百人輪候。候檢者
不乏因曾到訪高危場
所，或從事高危職業的
市民，惟接受採樣後，需
兩三天才有檢測結果，
其間如常遊走於社
區；而付費檢測以便
離境的市民，雖然
風險較低，但翌日
已有檢測結果。有市
民對有關安排大表不
解：「遲一天有結果，
隱形患者對社區便多一分危
機。」
熊先生因為曾經到爆疫的餐廳用餐

而被要求接受強制檢測。他說：「呢
日算好啲，人龍較短；前一日我父母
也因為幫襯過那間餐廳而來做檢測，
人仲多，等得有啲耐，老人家辛苦一
啲。」最教他不解的是檢測結果需要
等兩三日才出爐，「有點擔心，又唔
知自己中唔中，所以未出結果之前都
唔敢約人見面啦，費事害到人。」
同樣去過爆疫餐廳的李先生也不滿

檢測結果遲。他說：「畀錢檢測的出
境人士，無乜高危因素，一般翌日已
有結果，但我哋有高危因素的免費檢
測反而要等兩三天，呢個係什麼道
理？」
已預約檢測、急需過關的廖婆婆則

表示：「雖然我已經預約咗，但都要
排隊排咁耐。」同樣打算持陰性檢測
報告後過關回鄉的陳小姐則排隊兩三
小時才完成檢測，「檢測量好低，政
府應該改善預約程序，例如增加預約
名額，以提供更多預約服務。」

何栢良：高危者等結果宜禁足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批評，現時檢測中心對特定群組及高
危人士的檢測程序緩慢，由抽樣到出
結果相隔3天，「時間太耐，政府要想
辦法加快，否則就要向強制檢測人士
發出禁足令，於檢測結果未出之前，
唔准他們在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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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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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鰂魚涌社區檢測中心對鰂魚涌社區檢測中心對「「校內有感染校內有感染」」的學生檢測的學生檢測
屬願檢還是強檢有不同的判斷屬願檢還是強檢有不同的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反彈，每日新增個案高企不下。香

港特區政府今天起將多項防控措施「加

辣」，惟仍然漏洞重重。香港文匯報記者追蹤

每個防控環節，發現在防止輸入、本地檢測以及個

案追蹤各方面的措施，最少有四處不到位，包括檢測

中心對強制檢測者檢測程序緩慢，由抽樣到出結果相

隔3天，增加他們遊走社區播疫風險；也有全校師生需

要檢測，惟衞生防護中心只提供小量的樣本樽，家長

為「撲樽」疲於奔命；外國抵港乘客自行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前往酒店檢疫，也增加播疫風險；為方

便流行病學追蹤而設的「安心出行」應用程

式也鮮有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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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四大疏漏
窒礙疫情清零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發出指
示，要求全港餐飲處所今
日或之前申請「安心出
行」二維碼，並在收到二維
碼後兩個工作天內在入口或
當眼位置展示，方便市民掃描
該二維碼，記錄個人活動軌

跡，日後當該處所到訪者確診，程式會通
知與患者同時到訪該處所的用戶接受檢
測。惟現行法例強制商戶張貼二維碼，卻
不強制市民使用，使該二維碼淪為布景
板，市民直行直過鮮有人掃描。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九龍一帶觀察，

發現多數連鎖食肆都有展示「安心出行」
二維碼，但一些小店則仍未申請，其中菜
館負責人趙先生表示，有關措施對餐廳的
運作影響不大，「只佔用門外的小部分位
置，我哋一陣就會申請。」他續指，知悉
申請二維碼的程序有所簡化，「之前需填
寫大量資料，如個人資料、類別、證明文
件號碼等，但現時只需填寫牌照號碼，核
對無誤後，便完成申請。」
他坦言，張貼二維碼不是問題，問題是

市民是否使用，「長者客人不會用智能手
機，佢哋只會打出打入；年輕客人又唔肯
用，法例又無強制要佢哋用，我哋都唔會
迫客人用。」

長者唔識用青年唔願用
食客李小姐也沒有使用。她解釋：「始終

不習慣在每次進入場所都掃一次二維碼，其
實每日的活動不多，做好個人防疫措施已足
夠。」朱先生則表示，應用程式的使用方法
很麻煩，「要求存取手機權限太多，擔心行
蹤會洩露，沒有什麼私隱可言。」
有傳染病專家則認為，香港可以仿效新

加坡等地，強制出入高危場所的人士使用
「安心出行」。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在立法會

一個委員會上表示，現時有超過3萬個處
所設立二維碼，有27萬名市民下載程式。
他強調，強制處所展示二維碼是第一步，
對於有市民質疑程式要求的手機權限太
多，薛永恒強調，目的只是令程式暢順運
作，程式沒有追蹤功能，不會使用手機內
的定位功能或其他資料。

食肆「安心碼」淪布景板

檢
疫
與
非
檢
同
住
酒
店

恐
釀
交
叉
感
染

香港特區政府近日規定從中國以
外地區抵港人士只能在酒店進行
14天檢疫，不得居家檢疫，但仍
未能完全杜絕漏洞。有傳染病專家
指出，抵港人士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酒店檢疫，其間接觸不少路人及市
民，增加社區播疫風險，而且酒店同時
接收檢疫及非檢疫的住客，也會造成交
叉感染。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仍在與酒店業界商討強
制抵港人士入住指定酒店的安排。呼吸
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批評，政府未能及時推出嚴防輸入
個案的措施，「部分歐美留學生已經抵
港，當政府落實更嚴格的入境檢疫措施
時，這班留學生已經放晒出嚟，到時就
太遲。」
梁子超指出，酒店同時接收檢疫及非

檢疫的住客是一大漏洞，「酒店有不同
客人，員工很難分辨邊啲要加強保護裝
備，邊啲唔使，而且大堂及電梯等設施
是所有住客共用。」他指出，酒店的人
流多，如果防感染措施欠佳就會有大爆
發風險，「問題可能比家居檢疫更嚴
重，疫情可以在短時間內逆轉。」

宜與機員海員用專車
目前，抵港人士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酒店檢疫，其間接觸不少路人及市
民，專家建議政府借用專車接送抵港人
士到酒店檢疫，梁子超提醒：「這些車
輛及司機之後不能接載其他市民，以免
發生車輛清潔消毒不徹底，或司機被傳
染後再將病毒傳入社區。」
另外，梁子超又指機組人員及海員等

獲豁免人士的隔離安排同樣有可改進空
間，建議進一步為他們安排指定酒店隔
離至需離港工作，而不是由他們所任職
的公司自行安排酒店，以減少與社區接
觸的機會。

疏漏4

疏漏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文森、廣濟

■餐飲食肆必須最遲今天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記者昨日在商場所見，用者寥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從外國抵港的乘客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從外國抵港的乘客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酒店檢疫酒店檢疫，，可能在車上播疫可能在車上播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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