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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擬「與新冠共存」
專家估逾2.5萬人亡

27萬人或患長新冠 籲九成接種率才解封

澳洲自從爆發由Delta變種新冠病毒引起的新一波疫情後，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多地封城

持續好幾星期，動搖當地對「清零」的信心，總理莫里森前日更明言一旦疫苗接種率達到

70%，就會開始放寬封城等防疫限制，意味要效法歐美等國「與病毒共存」。不過當地3家

主要大學昨日公布的研究指出，即使全澳有80%成年人完成接種疫苗，一旦完全撤銷所有防

疫限制，長遠仍會導致這個約2,500萬人口的國家有2.5萬人死亡、27萬人患上俗稱「長新

冠」的後遺症，顯示「與病毒共存」的社會代價甚高。

輝瑞疫苗正式獲批
拜登即籲企業強制打針

日本計劃在2023年將存放在福島第一核電站
內的含氚核污水排倒入海，遭到周邊國家譴責，
日本傳媒報道，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經研究
後，初步打算採用海底管道，將核污水排放到離
岸1公里外的海中，預定9月起針對相關工程進
行調查。
福島第一核電站在2011年「311」大地震遭受
海嘯侵襲後發生核事故，持續注水冷卻反應爐時
產生的污染水等，經淨化裝置去除氚以外多數放
射物後儲存在核電站範圍內的儲水罐。日本政府

今年4月決定兩年後將經過稀釋的核污水排放入
海，並在福島第一核電站預定廢爐的2041年到
2051年左右完成排放。

冀2023年完成設置
日本放送協會（NHK）昨日報道，針對核污

水的排放方式，日本政府與東電研究兩種方法，
一是直接從核電站沿岸港灣排放入海，一是在海
底鋪設管道，排放到約1公里外的海域。相關人
士表示，經討論後認為以海底管道排放到1公里

外的方法，比較容易讓污水「在海中散開」，因
此打算採用此案。
報道指出，海底管道必須挖掘安定的岩盤來建

造，東電將從9月開始對海底狀況進行調查，後
續也將進行地質調查等，目標是在2023年春季
設置完成海底管道；東電也將在9月向日本原子
能規制委員會提出申請。報道說，核污水排入海
遭到當地漁民強烈反對，日本政府與東電認為，
採用海底管道排放，應能降低對漁業的影響。

●綜合報道

杜特爾特明年將參選副總統
菲律賓執政民主人民力量黨昨日宣
布，總統杜特爾特已同意明年代表該黨
參加副總統選舉，分析指杜特爾特此
舉是希望在卸任總統後繼續掌權。
76 歲的杜特爾特於 2016 年上
任，他的總統任期將於明年6月屆
滿，根據菲律賓憲法，總統任期
為6年，在任期內當滿4年者不得

再次參選，意味杜特爾特無法競逐連
任。
民主人民力量黨的聲明指出，杜特爾

特「作出犧牲和聽從民眾的呼聲」，同
意明年參選副總統，同時希望確保政府
在過去5年提出的項目能持續進行，包
括打擊毒品問題等。至於總統人選，民
主人民力量黨將會派出一直獲杜特爾特

支持的參議員克里斯托弗．吳參選。
杜特爾特一直稱自己不在乎權力，並

多次表示希望克里斯托弗．吳成為他的
接班人。但有意見認為杜特爾特參選副
總統旨在繼續保持權力，甚至可能企圖
安排克里斯托弗．吳在當選後辭職，身
為副總統的杜特爾特便可繞過憲法規
定，順理成章再次成為總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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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聯社昨日引述消息稱，英國「伊利
沙伯女王」號航空母艦受新冠疫情影
響，不會按原定計劃於本月底停靠韓國
釜山港。早在上月，「伊利沙伯女王」
號艦上便爆發集體感染，與另外4艘護
航艦隻合共錄得約100宗確診，但英國
國防大臣華禮仕當時仍堅稱疫情可控，
還要求艦隊繼續進入南海，進行所謂
「航行自由」行動。
「伊利沙伯女王」號航母打擊群今年5

月從英國出發，進行為期7個月全球巡航
任務。報道指出，艦隊當中的「警戒」號
核潛艇本月初已抵達釜山港，「伊利沙伯
女王」號原定在停靠期間，與韓國海軍舉
行聯誼活動及聯合演習。軍方消息指停靠
計劃取消後，兩國船員不會有親身接觸，
但部分海上聯合演習仍或遵照原計劃進
行。
按照計劃，「伊利沙伯女王」號航母打

擊群將繼續前往日本訪問。 ●綜合報道

福島核污水
擬鋪設管道排出1公里外海底

輝瑞的新冠疫苗前日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批出正式使用許可，美國總統拜登隨即鼓勵仍
未接種疫苗的民眾盡快打針，更特別呼籲企業要求員工
接種疫苗。

福奇：抗疫曙光
拜登前日在白宮發表講話，提到一直以來都有數以百

萬計美國人，堅稱除非疫苗獲得監管部門正式許可，否
則不會打針，他指「好了，現在（疫苗）已經獲批，你
們期待的時刻已經來臨」，指現在就是他們去打針的時
候。拜登又特別呼籲企業要求員工打針，稱不論是商
界、非牟利組織、州或地方政府的首長，如果過往是一

直等待FDA批出正式許可，「現時就要行動，要求員工
打針」。
美國不少企業對強制打針的態度，都漸漸由觀望變成

支持，根據Littler Mendelson律師樓本月調查數據，有
21%僱主正計劃或已經要求員工打針，遠高於1月時的不
足10%。拜登政府則已經要求聯邦政府僱員、軍人、聯
邦醫療設施及養老院員工接種疫苗。
科學家亦對疫苗正式獲批表示歡迎，其中白宮傳染病

專家福奇昨日提到，FDA正式許可有助鼓勵更多人打
針，加上Moderna（莫德納）及強生疫苗預料同樣會在
未來數周正式獲批，若可讓8,000多萬名仍未打針的人打
針，必然可以見到抗疫曙光。 ●綜合報道

● 澳洲一旦疫苗接種率達
到70%，當局就會放寬封城
等防疫限制。 路透社

就在莫里森放話要與病毒共存後，位於墨爾本的澳
洲政府顧問機構「多爾蒂研究所」隨即公布模擬

數據，為莫里森的主張背書。研究稱若澳洲在80%成年
人、即全國約65%人口完成接種後解封，同時持續檢
測、追蹤、隔離工作，在解封180日後，只會錄得約
761宗死亡病例，在接種率達70%時解封，則可能會每
日錄數十至數百宗確診病例。研究所認為，模擬數據顯
示澳洲可以繼續推行階段性解封計劃，讓社會未來與病
毒共存，將新冠病毒視為普通流感病毒。

較政府估計高出逾10倍
不過澳洲3家主要大學，包括西澳大學、澳洲國立大
學及墨爾本大學的研究人員，則得出不同的模擬數據，
並在昨日發表研究報告。研究人員推算，即使全國達
80%成年人打好針，解除防疫限制後的死亡人數仍會達
2.5萬；接種率若推高至90%，死亡人數可降至1萬，但
這個數字仍然較多爾蒂研究所估計的死亡人數高出10
多倍。

「當成流感仍太危險」
參與研究的西澳大學流行病學家海德直指，模擬數據
顯示要將新冠病毒當成普通流感病毒仍然太危險，他和
其他報告作者呼籲，如果要解封，接種率需要達到全國
人口的90%，長者或原住民等高危群體的接種率更需達

95%。
多爾蒂研究所和3間大學在進行模擬時，假設情況稍
有不同，多爾蒂研究所的時間範圍較短，有症狀感染病
例所佔比例較低，同時假設兒童的傳播力較低，基本公
共衞生政策有能力將基本傳染數由6.32降至3.6，並假
設現行檢測追蹤隔離措施，在疫情爆發時仍然「部分有
效」等。

莫里森批研究「不符現實」
參與3大研究的澳洲國立大學教授格拉夫頓認

為，3大研究假設的情況較為合理，並解釋在
「所有人都染病」之前，預料會持續錄得入
院及死亡病例；新南威爾士州西部等較多
原住民聚居、或接種率較低地區，情況最
為危險；此外若每日病例達100宗以上，
檢測追蹤隔離便會失效，目前每日錄得
逾800宗病例的新南威爾士州便是例證。
莫里森昨日回應3大研究時則批評，研
究使用的數學模型「不符現實」，強調當
局即使解除封城，仍然會維持基本防疫措
施，同時亦會繼續推高疫苗接種
率，認為不可能出現研究提
到的最壞情況。

●綜合報道

以色列加強針遏疫見效
擴接種資格至30歲以上

以色列上月底開始為民眾接種第三劑新冠
疫苗作為加強針，衞生部昨日宣布，將擴大
加強針接種資格至所有30歲或以上人士。
衞生部數據亦顯示，本月13日起最先開始
接種加強針的60歲或以上人士中，病毒傳
播速度已出現減慢跡象，病毒繁殖率已跌至
1以下，即每名確診者只會傳染給少於1人，

意味傳染規模正在縮小。

世衞籲富國
暫緩打加強針
愈來愈多發達國家

開始為民眾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世界衞生組織
總幹事譚德塞前日呼籲，各國應暫緩接種加強針
兩個月，以減少全球疫苗不平等的現象。
譚德塞表示，他對世界範圍內疫苗分配不均的

情況感到「非常失望」，富裕國家的疫苗庫存不
斷增加，相反許多國家只能為部分人口提供第一
劑和第二劑疫苗。對此，譚德塞呼籲準備接種加
強針的國家與其他國家分享疫苗，以增加其第一
劑和第二劑疫苗的覆蓋率。世衞的目標是到今年
年底，疫苗接種覆蓋全球40%的人口，到2022年
中將這一數字提升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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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女王」號●杜特爾特

● 莫里森稱要效法歐美等
國「與病毒共存」。法新社

●拜登鼓勵仍未接
種疫苗的民眾盡快
打針。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