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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樓」雖然不是消防員的專業，但他們對由中央政府援建的北大嶼
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可以用短短4個月建成亦有功不可沒的貢獻，
兩個防火總區人員早在醫院興建期間已經多次親身到工地視察，並提出
消防安全建議，令之後的牌照審批變得順利。
「如果用正常程序審批圖則，或畀消防安全建議，其實需要幾長時

間。」消防處署理助理消防區長（管理組）張振毅表示，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以至之前已經投入使用的幾個檢疫中心都是採用組
裝合成技術，但有關技術仍屬新概念，處方之前只是審批過幾個類似的住
宅項目。

兩總區人員全天候工作
不過，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最終只用4個月就建成，預計下月

能投入服務，張振毅透露部門兩個防火總區為使工程順利完成，作出不少努
力。兩個防火總區人員正常只在平日辦公時間工作，但過去一年他們為了令不
同的防疫抗疫設施可以早日投入使用，全天候工作，放工及放假時都會親身到工
地視察，與政府相關部門及承建商開會，「唔希望因為申請程序拖延檢疫進度，
我哋希望喺可以嘅情況下盡快畀其他政府部門繼續做其他工序。」
「消防安全總區會話畀佢哋知需要有煙霧頭、折衷式花灑喉轆系統等，但佢哋未必

知裝喺邊，牌照審批總區下消防設備課同事做好多現場考察，話畀各個政府部門同合約
承辦商知，究竟在安裝嘅技術層面上有咩方法可以配合工期。」張振毅指，在兩個防火總

區人員協助下，幾個檢疫中心及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在申請消防安全相關審批時
近乎全部要求都可以一次過獲通過。
張振毅補充，由於同事經常主動到場視察，

對場地的要求和限制等有較深入了解，有時只
需一兩日就可以提出消防安全建議，過程遠較
平日最少要數星期為快，「如果每次靠承辦商
交畀建築署，再畀我哋消防處，只睇文字我哋
未必有深入了解，而且我哋問佢問題，佢再回
覆，一來一回需要好長時間，而且驗收時睇第
一次可能發覺有未符合要求又要再執，審批過
程其實係以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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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猶如森林大火，平日在火場出生入死的消防員，以及

救急扶危的救護員，過去一年「風裏來、火裏去」，處理3萬宗與新

冠肺炎相關的懷疑及確診召喚，撲滅這場另類大火。消防處最近再成

立「Transfer Team」支援設於啓德社區會堂的個案追蹤指揮中心，每

日與衞生署醫生聯手處理約百宗個案追蹤工作。消防員及救護員冒着感染風險站在抗疫最前線力抗

病毒，即使懷疑有同袍因工作染疫，亦絲毫無損士氣。高級救護主任區兆銘意志堅定地說：「每位

同事絕對唔會退縮，繼續服務市民，每一個同事都對工作好驕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工地視察利審牌 助速建醫院

撲滅疫症刻不容緩，但衞生署早前的人手匱乏，過去的
個案追蹤工作滯後，切斷傳播鏈的成效打折扣。消防

處遂於本月13日成立「Transfer Team」支援個案追蹤指揮
中心，每日早上8時半至晚上11時無間斷與消防處控制中
心及醫管局聯絡，協調救護車將確診者、初步確診病人，
及有病徵的緊密接觸者送院治療或接受檢測，並安排其他
緊密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

去年處理逾3萬宗新冠召喚
「Transfer Team」由12名防火總區人員組成，每日與原

本負責有關工作的衞生署醫生一同處理約100宗個案，署理
助理消防區長（管理組）張振毅表示，現有人手足以應付
服務需求，並會每日留意最新疫情，一旦未能即日清理所
有新增個案時會靈活調派更多人手協助。
消防處的救護員過去一年亦站在抗疫最前線，並冒着被

傳染的風險運送新冠肺炎患者到醫院接受治療，高級救護
主任區兆銘表示，消防處去年共處理超過3萬宗與新冠肺炎
相關的懷疑及確診召喚，截至上周一（18日）更合共處理
逾8,300宗涉及確診患者的召喚。
救護服務需求在疫情前已經十分龐大，據消防處的年報

資料，救護總區前年合共處理逾82.2萬宗召喚，即每天平
均2,252宗，為免影響一般救護服務，消防處亦在疫情初期
已經出動「特別支援隊」（SSU）處理「世界夢號」郵輪懷
疑有船員受感染的事件，而隨着疫情在社區爆發，SSU更

成為運送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和轉院
的主力部隊。

除了懷疑及確診

個案外，前線救護員亦不時要參與爆疫院舍的撤離行動，
區兆銘指有關工作一般都十分緊迫，如何調配人手同樣會
為消防處帶來挑戰，特別是他們到場後亦可能面對不同情
況，例如上星期四的一次老人院撤離行動碰上長者食飯時
間，令行動需要稍為推遲才開始撤離。

同袍確診 未損士氣
前線救護員亦因為接觸有較高傳播風險的檢疫者及不同

傷病者，處方已為同袍提供足夠個人防護裝備，但區兆銘
指他們並不是每次接獲召喚前都清楚知道傷病者是否受感
染，有時只能靠到場後搜集資料作靈活評估，決定是否使
用更高規格裝備，工作面對不少風險，「無可能一出去就
全套個人防護裝備，如果跌親、扭親都全套（裝備）可能
會阻礙救援。」
過往亦曾有救護員搶救新冠肺炎患者後確診，感染原因

不排除與工作有關。不過，區兆銘強調所有救護同事的士
氣從未受損，之後必定會繼續謹守崗
位，「見到好多鼓勵，市民都好肯

定我哋應對及支援疫情
工作，每位同事𠵱
個時候都絕對唔會
退縮，繼續服務市
民，每一個同事都
對工作好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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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救援工作一向極具挑戰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有關工作變
得難上加難，各個檢疫中心一旦失火，駐守的消防員除了要如常進
入火場撲滅火種外，亦要在極有限的人手資源下有效疏散檢疫人
士，並確保他們不會與中心內的工作人員有接觸，防止造成交叉感
染，難度極高。
消防處過去一年因應政府在不同場地設置檢疫中心而成立快速應
變隊，成員由三個行動總區人員自願參與，每日分成兩隊24小時駐
守檢疫中心，隨時候命提供滅火及其他緊急救援服務。
首支快速應變隊由去年3月2日成立至今合共處理約200宗不同召
喚，當中包括火警，消防處署理助理消防區長（管理組）張振毅表

示，檢疫中心與一般住宅有很大分別，他們的工作目標雖然同樣是
滅火，但需要考慮的因素眾多。
「竹篙灣檢疫中心試過有嘢着火，處理火警方式其實大同小
異，但一響火警鐘，現場檢疫人士會驚，我哋點樣喺有限人手
下處理咁大量檢疫人士呢？單係今日，竹篙灣有800人接受檢
疫，我哋每更嘅快速應變隊係得6個同事，就算加埋民安
隊，都係得20人至30人。」張振毅指，他們在檢疫中心
內進行疏散時必須有效地分開檢疫人士與場內其他工作
人員，以免出現交叉感染。
張振毅表示，快速應變隊人員除了必須要熟讀專

門為檢疫中心工作環境而寫的工作指引外，由於
每個檢疫中心的環境都有不同，他們亦會每日
進行最少7次消防安全巡查，以了解不同消
防裝備所放置的位置、了解相關設備的
狀態及操作方式，並加強與同樣在檢
疫中心內工作的衞生署、醫療輔
助隊及警方等不同政府部門人
員合作，以確保一旦意
外發生時有能力迅
速應對。

應變隊駐守候命 防疫又防火

●快速應變隊
成員由三個行
動總區人員自
願參與，隨時
候命提供滅火
及其他緊急救
援服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區兆銘、張振毅(左)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批參與封鎖的消防員昨天上午到社區中心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快速應變隊」會定時在檢疫中心外
圍巡視，檢查消防設施，確保遇到突發
事故時能即時有效處理。 消防處供圖

●「快速應變隊」在檢疫
中心內的其他處所候命，
並定時在檢疫中心外圍巡
視。 消防處供圖

●佐敦常安護老中心爆
疫，消防處救護員協助撤
離院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兩個防火總區人員早在感染控制中心興建期間已多次
親身到工地視察，並提出消防安全建議，令牌照審批變
順利。圖為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資料圖片

●消防泵車上
備有不同的滅
火救援裝備，
以及自動心臟
除顫器等急救
工具，以應付
一旦發生未能
預期的特殊情
況。

消防處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