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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禁高風險地區外勞入境
外傭新申請不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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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告急
柬爆疫照解封金邊 世警告太早恐出事

印度新冠疫情惡化成為全球焦點，然而

東南亞地區的第三波疫情同樣告急，其中

菲律賓、泰國和印尼近日單日確診個案持

續上升。雖然這些國家已開始為民眾接種

疫苗，但接種進度緩慢，難以遏止疫情擴

散。部分東南亞國家決定收緊邊境措施，

然而疫情尚未緩和的柬埔寨，卻宣布解除

首都金邊的封城令，專家警告太早解封，

將導致確診人數再次飆升。

泰國和菲律賓上月分別錄得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最高
確診記錄，近日新增病例仍然偏高，泰國前日錄

得1,911宗確診個案，18人疫歿，當中以首都曼谷的疫
情最嚴峻；菲律賓前日則新增6,637宗確診及191人死
亡。

泰收緊入境 恢復14天隔離
鑑於疫情有加劇跡象，印尼和老撾宣布分別收緊防疫

措施，其中印尼由前日起，禁止旅客在穆斯林開齋節期
間入境，以免因大量信眾湧入，增加病毒傳播風險；老
撾政府早前亦宣布，延長首都萬象的封城措施至本月20
日。
泰國上月開始將入境旅客的隔離期，由14天縮短為
10天或7天，面對疫情加劇，當局日前再次收緊入境管
制，入境旅客隔離期恢復為14天。

印尼大馬接種率不足4%
民調機構YouGov早前針對7個東南亞國家，訪問民
眾的接種疫苗意慾，所有國家均有過半數受訪者表示願
意打針，其中越南更有多達85%的人有意接種。然而各
國政府的接種工作普遍緩慢，除了接種率最高的新加
坡，已有24%民眾打至少一針，以及近15%人口完成打
針，柬埔寨、印尼和馬來西亞分別僅有6.6%、3.1%和
1.8%，部分國家更只有不足1%人口完成接種。
柬埔寨是東南亞地區中確診病例最少的國家之一，但
當地自2月起爆發新一波疫情，病例在短短兩個月內增
加近10倍，目前累計逾1.7萬宗確診，144人疫歿。政
府上月中宣布在金邊及周邊地區實施為期兩周的封城，
其後更延長至本周三，其間禁止民眾以非必要理由外
出。雖然疫情並未見緩和，但總理洪森仍然決定按原定
計劃解除封城，表示會以其他防疫措施取代。世界衞生
組織駐柬埔寨代表警告，現時太早解除封城，確診個案
只會持續上升。 ●綜合報道

泰國2月底啟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政府一直承諾日
後會開放為在泰國居住的外籍人士接種。疾病控制局局
長奧帕前日宣布，國內300萬名外籍人士也可在泰國接
種疫苗。然而有意見指現時缺乏公共訊息，加上預約困
難等問題，他們對於如何獲得疫苗仍然存在疑問。
泰國現約有6,700萬名公民和300萬名外籍居民，若
要達到群體免疫目標，需要有70%人口、即5,000萬人
獲得免疫力。奧帕表示，所有在泰國定居
的人，無論是公民還是外籍人士，都可
獲接種疫苗，強調這是希望確保所有
人安全。外交部指出，衞生部正制
訂相關接種計劃，考慮通過手機申
請或直接由醫院聯絡接種者，確
保他們能收到有關打針的消息。
雖然現時泰國大部分前線醫護人
員已打針，但政府尚未展開大規模
接種。泰國主要疫苗供應將依賴本
地生產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但該
廠房要到6月才開始運作。

●路透社

尼泊爾前日新增9,070宗
新冠肺炎病例，連續兩日錄
得單日新高，累計逾36.8萬
人受感染，當地衞生部預
測，在最壞情況下，單日新
增確診個案可能達到1.1萬
宗。珠穆朗瑪峰基地營亦出
現病例，30多名登山客近
日因身體不適下山，其中至
少兩人在返回首都加德滿都
後確診。
尼泊爾政府尚未證實珠穆

朗瑪峰出現任何病例，旅遊
局局長塔曼認為，部分從珠
峰撤離的人士，是在加德滿
都接受檢測後確診，加上基
地營沒有進行採樣，故無法
確認患者是否在珠峰染疫。
基地營醫護人員則表示，營
內診所沒有能力進行檢測，
曾向當局提出相關要求，卻
未獲答覆。
由於珠峰氧氣稀薄，一旦

染疫勢必加重病情，加上難
以運送患者下山，不少登山
客均感到憂慮。一名美國登
山客近日便打消登山念頭，
乘搭直升機從基地營撤離，
形容營內疫情非常惡劣，稱
絕對不能輕視在高地染疫的
風險。
由於患者人數不斷增加，

加德滿都醫院嚴重缺乏病床
和醫療用氧氣，當地有醫護
警告，在極端情況下，患者
可能在街頭病死。

●綜合報道

印度昨日新增41.4萬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度錄得單日新高，累計
逾2,140萬人感染和23萬人疫歿，但不少專家認為這兩個數字均被
低估。以死亡人數來說，即使在疫情爆發前，印度的死亡個案報告
機制早已不健全，尤其是鄉村地區，問題在疫情下更進一步惡化，
不少疫歿者均未被納入官方數字。有流行病學家認為，印度應公布
所有疫歿人數，才能反映真實疫情。
在上月底，印度城市拉傑果德一份報章出現橫跨7版的240多個

訃聞，數目較今年初增加3倍。然而拉傑果德的情況僅屬冰山一
角，《華盛頓郵報》調查印度火葬場數據後，發現官方明顯「報
細」疫歿人數，原因在於死者如果屬長期病患者，往往不被納入官
方統計，加上印度醫院嚴重缺乏病床，很多患者來不及入院治療便
失救死亡，甚至不獲發死亡證，同樣令死亡人數被嚴重低估。

多倫多大學流行病學家傑
哈指出，若得知印度疫
情的真實情況，將有
助當局抗疫，例如集
中將疫苗運送往疫情
嚴峻的地區，他提議
印度政府應公布所有
死亡個案，令專家可
得悉真實情況，以協
助制訂防疫策略。至
於透明度較低的鄉村地
區，則可重點展開特別
調查。 ●綜合報道

印度新冠變種病毒持續擴散，英國近日
出現多個印度變種病毒感染群組，並發現
當中有3種不同類型的變種毒株。英國衞
生部昨日宣布將其中一種變種列為「高風
險」及「受到關注」。除英格蘭外，英國
北愛爾蘭也首次錄得印度變種病毒個案，
累計已有7宗病例，衞生官員表示有需要
收緊旅遊限制，預防病毒傳入。

印變種威脅高風險
據《衛報》報道，衞生部將公布英格蘭
地區已出現48個感染群組，部分個案與

學校和宗教聚會有關，另外在倫敦的
護老院亦爆發感染。由於個案大多屬
於3種變種中的「B.1.617.2」毒株，
當局評估後，認為它對公共衞生的威
脅屬「高風險」。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臨床流行病

學家古爾達薩尼指出，按照現時快速
傳播速度，印度變種最快或於本月底
成為倫敦地區的主要毒株。倫敦大學
學院教授帕格爾表示，變種病毒已流
入社區，政府需盡快公布感染數據，

並建議修改夏季的旅遊政策。
印度變種病毒持續擴散全球，當中包括
疫苗接種進度遠遠落後的非洲。世界衞生
組織警告，非洲疫苗供應延遲，加上受印
度和南非兩種變種病毒影響，可能引發第
三波疫情。
世衞資料顯示，全球平均每1,000人已

接種150劑疫苗，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非洲地區，每1,000人平均只接種8劑，
世衞指出，在非洲已收到的合共3,700萬
劑疫苗，當中過半數仍未被使用，呼籲非
洲國家加快為民眾接種。 ●綜合報道

泰300萬外籍居民可打針

印報刊訃聞增3倍
官方疫歿報細數

英爆48印變種群組
世衞：非洲恐爆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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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暫停外勞的工作簽證，只有在主要基建項目等工作的外
勞可獲豁免。 網上圖片

●● 泰國單日確診個案持續泰國單日確診個案持續
上升上升。。圖為職員移送疫歿者圖為職員移送疫歿者
靈柩靈柩。。 路透社路透社

●● 印尼加強檢查車輛是否印尼加強檢查車輛是否
遵守防疫措施遵守防疫措施。。 美聯社美聯社

●● 菲律賓有醫護準菲律賓有醫護準
備疫苗備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英國有健身室顧客保持英國有健身室顧客保持
社交距離防疫社交距離防疫。。 路透社路透社

面對多個國家的新冠疫情持續加劇，以
及變種病毒來勢洶洶，新加坡昨晚宣布收
緊針對外勞的入境限制，已獲政府簽發工
作證的外勞，若來自疫情高風險的國家或
地區，當局在未來數周將暫停批出入境許
可，意味他們暫時無法進入新加坡工作，
即使已獲准入境的外勞，抵埗日期亦須押
後，相關規定即時生效。

隔離檢疫延至21天
新加坡人力部昨晚發出聲明稱，已獲准
在7月5日前入境新加坡的外勞，若來自疫
情高風險地區，將須延遲抵達，只有在主
要基建項目及船塢等工作的外勞可獲豁

免，已獲准入境的外籍傭工亦在豁免行
列，新申請則暫不審批。
人力部表示是基於加強防疫而作出這項

決定，當局已知會受影響的僱主，告訴他
們當疫情趨於穩定，將優先處理有關外勞
的入境申請，期望外勞及其僱主理解今次
更改做法，並予以配合，「我們需要確保
外籍勞工在安全的情況下進入新加坡，並
預防新冠病毒傳入。」當局表示暫未知受
影響的外勞人數，強調政府會密切監察本
地及外地的疫情，將在適當時間檢討有關
措施。
因應新加坡疫情有反彈跡象，政府周二

已宣布進一步收緊邊境管制措施，由今日

開始，所有來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的旅
客，居家隔離檢疫期由14天延長至21天，
只有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洲、新西蘭
及文萊等地的旅客可獲豁免。

疫情反彈 4本地感染
新加坡近期疫情反彈，接連錄得醫院群

組及外勞群組感染個案，昨日新增25宗確
診病例，當中4宗屬本地感染個案，但沒有
個案與外勞群組有關，其餘21宗輸入病
例，病人在抵新加坡後便即時居家隔離檢
疫。截至昨日，新加坡累計確診病例為
61,311宗。

●綜合報道

●● 印度有三輪印度有三輪
救護車準備運載救護車準備運載
患者患者。。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