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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增設空氣淨化機 每30分鐘消毒雙手一次

受疫情影響而停辦一年的書展昨日終於開

幕，主辦方以多項措施加強防疫，包括

現場不設現金購票、實施分流入

場等。不過，有室內空

氣質素評估專家昨日檢測現場的二氧化碳濃度（即廢氣）

變化，發現下午時段的廢氣偏高，達1,200ppm，倘

若現場有隱形患者，在鮮風量不足、無法稀釋病

毒量情況下，或增加播疫風險，故建議會場

應增設空氣淨化機。同時，眾人翻閱書

籍亦可能增加感染風險，有防疫專

家建議市民入場前要清潔雙

手，其後最好每30分鐘使

用搓手液消毒一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及生局
昨日公布最新新冠疫苗接種監測報告，表
示截至本月11日的過去一星期，生署共
接獲131宗涉及疫苗接種者的異常事件
報告，其間有兩宗曾於離世前14天內
接種疫苗的死亡報告，分別接種科興
及復必泰疫苗，而兩宗個案均沒有
臨床證據顯示事件由疫苗引起。

生署接獲的該兩宗死亡
報告顯示，第一宗個案涉
及一名52歲男子，曾
接種科興疫苗，

個案沒有臨床證據顯示事件由疫苗引起，根據
臨床資料及初步解剖發現死因是冠心病。第二
宗個案涉及一名34歲男子，曾接種復必泰新
冠疫苗，個案亦是沒有臨床證據顯示事件由疫
苗引起，署方在獲得初步解剖報告後將交由新
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作因果關係評
估。
據了解，該名死者是任職廚工的34歲男

子，他上周六（10日）偕友人到中環蘭桂坊消
遣，翌日暈倒送院不治。
截至本月11日晚8時，本港市民合共接種超
過439萬劑新冠疫苗，已接種最少一劑疫苗的
巿民約259萬名，佔全港12歲或以上人口的
38.1%。生署共接獲 4,210 宗異常事件報
告。就涉及疫苗接種者的死亡個案，包括25

宗涉及曾於離世前14天內接種疫苗，並沒有
死亡個案與接種疫苗有關聯。

專家：至今未發現不尋常現象
專家委員會已總結13宗死亡個案，全部與

疫苗接種沒有因果關係；另有10宗個案初步
相信與打針沒有關聯，其餘兩宗有待評估。專
家委員會認為，至今並未發現有不尋常的現
象，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收集數據以作
評估。
根據醫管局資料，上月14日至本月11日期
間，未有接種疫苗記錄的死亡個案比率為每10
萬人有68.6宗，而有接種疫苗記錄的同類比率
為每10萬人有3宗，整體死亡率與過去3年同
期數字相若。

今年書展加強防疫，大會於現場設多項防疫生措
施，所有進場者須佩戴口罩及量度體溫，還要掃

描「安心出行」讓工作人員檢查。場內多個位置提供酒
精搓手液，並有標識提醒市民保持社交距離。
書展同時推出上午票、晚間票及免費再進場特別優

惠，以疏導人流。為避免現金找贖，會場不設實體門票
銷售，改用拍八達通即時付費入場，已接種疫苗者還有
機會免費入場。除主辦方外，部分參展商更向已接種疫
苗者提供優惠，例如打齊兩針，購物滿100元就送一本
書。

學者即場測二氧化碳濃度
室內空氣質素評估專家、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客座副教授羅國湧昨日攜著作參展，並即場放置儀器，
分析會場內二氧化碳濃度變化，結果顯示二氧化碳濃度
數值於早上 10 時前的 450ppm，飆升至下午的

1,200ppm。
羅國湧說，二氧化碳濃度可以作為指標，顯示場內空

氣流動是否充足，數值控制在1,000ppm以下為理想水
平，有助稀釋病毒量，昨午量度到的1,200ppm屬偏高
水平，但可接受。
「（會場）依靠很多很高的地方排風，就算提供足夠

的鮮風，與環境混和後都未必能有效稀釋二氧化碳。」
他建議會場增設空氣淨化機，並加強人流集中處的通風
設施，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減低疫下感染風險。

入場前用消毒液清潔雙手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建議，貿發

局和參展商增設空氣清新機，增加場內鮮風流動，因為
人多聚集時，空氣不流動會增加感染機會。他並指，市
民在入場前要用消毒液清潔雙手，其後每隔30分鐘都
要使用搓手液再次消毒，從而降低透過書

籍傳播病毒的風險。

指戴手套易黏上細菌病毒
就有部分市民會戴手套防疫，他指出，手套對於防疫

本身沒有幫助，反而容易黏上細菌或病毒。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表示，目前

香港整體上並無本地確診個案，社區傳播病毒風險很
低，但人多聚集始終會增加風險，故逛書展的市民最好
先接種疫苗，惟兒童未能接種疫苗，家長帶小朋友到書
展時需要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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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針後14天內亡 無證據由疫苗引起

員工違規未打針 5處所負責人被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時D類食
肆、酒吧和卡拉OK等處所，員工及顧客都需
接種新冠疫苗，以享較寬鬆的防疫措施，但有
處所未遵守打針規定。食物及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在立法會透露，食環署4月底至本月中
檢控5名處所負責人，涉嫌沒有確保顧客員工
已打針。有食肆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承認，若
客人違法借用他人的電子針卡入場，負責人是
無法識別，故有議員建議載有電子針卡的「安
心出行」程式加入身份認證功能，以杜絕借用
他人針卡的問題。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昨日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一些餐飲業處所申請為C類甚至D類食肆
時，所有員工當時已接種疫苗，但員工流動性
大，若負責人疏忽，聘用臨時人手時未查明是
否已接種疫苗，便會出現違規情況，故應小心
誤墮法網。
他表示，食肆使用「驗證二維碼掃描器」程式

掃描顧客接種記錄二維碼，若掃描顯示綠色，證
明是真的針卡，但無法驗證使用者是針卡持有
人，業界曾與政府開會商討有關問題，政府回應
指處所只負責掃描確保非假針卡，若顧客使用他

人針卡或觸犯刑事罪行，食肆毋須負刑責。
經民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昨日在立法

會會議上指出，現時電子針卡可儲存在多於一
個「安心出行」賬戶內，或有人儲存他人的針
卡，須加入身份認證功能，堵填防疫缺口。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則回應指出，「安

心出行」程式的設計須考慮市民對私隱的關
注，冀增加市民信心以提高使用率，故電子針
卡資料只儲存在用戶手機內，程式無法查核用
戶是否針卡記錄持有人，亦不知針卡記錄有否
儲存在其他流動裝置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書展
昨日開鑼，雖然入場市民不少，但多
間參展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
示，無論人流及銷情均較以往同期下
跌，估計跌幅達20%至40%不等，認
為主要是受疫情影響令經濟不景，及
缺少旅客等有關。有市民表明會謹慎
消費，選擇到心水書籍才會掏腰包購
買。
昨晨10時開幕前，只有數十人排隊

等候入場，場外設置大量鐵馬及帳
篷，但至下午仍未有派上用場。中華
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昨日表示，書展
早上人流較疏落，午後人流增多，估
計人流與銷量較以往同期相比下跌
20%。他認為原因之一是受疫情影
響，出版商因擔心銷路未推出具分量
作品，欠缺重點話題書較難吸引市民
入場。
海天書樓發行部主任朱耀光表示，

已有數年未參加書展，但感覺人流沒
以往多，估計部分市民因擔心書展人
多聚集、易受感染，亦可能因為缺少
旅客參與所致。
攜帶一個大行李箱前來的Sandy昨午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已花逾2,000
元買書，主要屬小說類。她認為今年書
價較以往稍為提升，但仍可接受，她會
謹慎選擇，要非常合意才購買，但沒有
限定花費多少。黃同學則購買了一本英
語散文書籍，認為在書展購書較便宜和
多選擇，預算花300元購買3本至5本。

首日人財不旺 市民購書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增3宗新
冠肺炎輸入個案，全部都帶有
L452R變異病毒株，當中兩名患者已接
種兩劑新冠疫苗仍然中招。專家指Delta變種
病毒潛伏期短，流入社區風險低，反而機場、指
定檢疫酒店及醫院三處屬高危地點，有機會接觸入境
者的員工應要全部接種新冠疫苗，減低變種病毒流入社區
的機會，而全港疫苗接種率要達85%才能建立屏障，否則不應
放寬防疫措施。
3宗輸入個案患者為兩男一女，其中53歲男患者周一（12日）

搭乘漢莎航空LH796航班由納米比亞抵港，他上周六（10日）
已出現病徵，抵港後在機場檢測呈陽性，而他在3月及4月已於
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另一42歲女患者同日搭乘卡達航空QR818航班由塞浦路斯抵

港，本身並無病徵，亦在機場檢測確診。她在3月及4月於俄羅
斯接種兩劑星5號疫苗。
37歲男患者上周六乘坐阿聯酋航空EK384航班由加納抵港，

無病徵，入住何文田九龍維景酒店，第三天檢測樣本呈陽性。3
人均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
本月至昨日的兩周內有30宗輸入個案，25宗均涉及變種病

毒，包括23宗有L452R、2宗有N501Y變異病毒株。其中，7名
確診者曾分別接種復必泰及衛星5號疫苗，當中6人完成接種兩
劑。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對香港文匯報指出，

接觸旅客的人員有機會將病毒帶入社區，機場、指定檢疫酒店及
醫院是三大高危地點，而機場便相繼有地勤及搬運工染疫，故須
盡快安排員工全部接種疫苗，以減低染疫後的病毒量，減少播疫
風險，「不能注射的便應調到其他地方工作。」

●●書展昨日開鑼書展昨日開鑼，，入場市民不少入場市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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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國湧在書展會場檢測二氧化碳濃度。
羅國湧供圖

●黃同學購買了
一本英語散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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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認為今年書價較以往
稍為提升，但仍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翻閱書籍可能增加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