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平穩，昨日新增
5宗輸入個案，無本地確診個案，但有一宗抵達英國後確
診的個案。該名患者本月13日離港前往英國，本月16
日、即離港第四天於英國檢測時，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
應。由於未能排除這是一宗香港輸出個案，患者在港期間
居住的沙田穗禾苑詠昌閣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生署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日前接獲英國生部門

通知，一名來自香港的42歲女子在當地確診。為審慎起
見，患者於潛伏期間居住的穗禾苑詠昌閣被納入強制檢測
範圍，任何於指定期間曾身處該大廈超過兩小時者均須在
限期前接受強制檢測。
在昨日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其中3宗涉L452R變種病毒
株。患者包括兩名分別1歲及2歲從巴基斯坦抵港男童，以
及一名從法國來港3歲女童。餘下兩名患者包括44歲從菲
律賓抵港女子和61歲從杜拜抵港女子，她們早前已分別在
香港及巴基斯坦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及國藥疫苗。

疑現輸出英個案
穗禾苑詠昌閣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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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毒一傳七 港須全民打針
專家倡特定公眾場所需見「針卡」未來一年料仍要戴罩

香港截至昨日有超過400萬人接種

最少一劑新冠疫苗，接種率逼近六成

（59.5%），但遠遠追不上不斷提升

的「群體免疫」門檻。身兼政府專家

顧問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與其團隊的研究發現，Delta新

冠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躍升至 7

（即一名患者平均感染7人），比未

變種的新冠病毒高近兩倍，削弱疫苗

保護力，可能要多達142.9%人口打

針才能達至群體免疫。袁國勇坦言，

這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而新冠病毒

不會如2003年沙士般完全消失，故香

港在堅守清零目標的同時，必須盡快

達至全民打針，更建議在放寬防疫措

施後，應規定出入可以脫口罩的公眾

場所者都要出示打針證明。有專家則

相信，港人未來一年也要跟口罩為

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政府人
員的接種率上揚，截至本月中，公務
員、醫管局醫生和安老及殘疾院舍員工
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比率，分別為逾
88%、95%和70%，而截至上月中，學校
教職員整體接種率亦達47%，若加上當
時計劃接種的教職員，接種率料近
70%。食物及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較
高風險群組（如醫護及院舍員工）的接
種率必須提高至90%。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由下月開始，除非有

醫生證明其健康狀況不宜接種疫苗，否則

所有公務員以及政府、醫管局、安老及殘
疾人士院舍及各類學校的僱員，均必須接
種疫苗，否則須自費定期進行核酸檢測。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引述市民質
疑此舉是變相「強迫」這批人士接種疫
苗。
陳肇始在回應時解釋，該些人員的工作
性質須經常面對公眾、身體較虛弱或易受
感染人士，又或有較高可能接觸已被感染
人士，故加快他們接種疫苗的步伐，從而
為他們提供更好保護，防止病毒進入社
區，完全是基於公共生的考慮。

她強調，該些組別人員的疫苗接種率，
雖然在接種計劃開展以來一直穩步上揚，
但目標不應止於70%。各行各業特別是較
高風險的群組，接種率最少應提高至
90%，為恢復社會正常活動帶來有利條
件。
陳肇始指出，美國、英國、法國和部分
歐盟國家，已透過或正考慮通過立法強制
個別高風險組別或職業的人員接種疫苗，
包括醫護人員和安老院舍員工，而香港目
前就個別群組接種疫苗所採取的行政安
排，是較具彈性做法，個別人士因個人理

由不接種疫苗，仍有空間自費定期進行檢
測以取代接種。

許正宇盼更多金融業人士接種
另外，金管局於本月初推行「以接種疫

苗取代定期檢測」安排，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管局、積金局、財
務匯報局和金融發展局亦正按各自的情況
計劃實施類似政府的安排。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表示，金融監管及諮
詢機構能夠以身作則，積極鼓勵員工接種
疫苗，對本港經濟繼續復甦極有幫助，並
期望會有更多金融業人士接種疫苗，實行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為香港經濟復
甦提供更穩固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浸會大學
昨日公布由10月1日開始，所有進入校
園的師生、職員及訪客，須完成接種兩
劑新冠疫苗滿14天，如因醫療或其他理
由未能打針，須出示14天內的陰性檢測
結果證明。如學生有醫療原因不宜打
針，或無法負擔檢測費用，可聯繫校方
查詢申請資助。但留校時間少於4小時
的獲邀訪客、短期員工、校園內幼稚園
的家長、浸大中醫診所病人，以及往教
會人士可獲豁免。

陳肇始：較高風險群組接種率須增至90% 10月起入浸大
須齊針或「證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郭
虹宇）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
「即日籌」安排，由明天開始將擴
展至12歲或以上學生。他們可在
派發籌號當天的指定時段接種疫
苗，每位領籌者最多可由兩人陪
同，陪同者亦可一同打針。有受惠
的學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未接種
疫苗就復課或增加爆疫風險，故非
常支持師生打針，她亦會身體力行
先打為快。
12歲的楊綽穎明日就符合領取

「即日籌」的資格。她昨日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校園接種率不足下復
課並不「穩陣」，故她非常支持師
生打針，「打針可以保護自己、身
邊的人、整個香港，甚至整個世
界。如果今後放寬即日籌的年齡限
制，我一定會打。」
9歲正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溫菁琳

雖然未合資格接種疫苗，但呼籲其
他合資格者打針，讓社會回復正常

生活，「只要能打針，一定會去
打，我父母已經接種。至於老師、
教職員，唔使人叫都應該自覺去打
針，老師每日要接觸很多學生，每
一個老師接觸不同級別科目，如果
教職員都能接種，將會安心很
多。」

未成年須攜家長同意書接種
學生的「即日籌」安排明天開始

生效，派發時間由每日上午7時45
分開始，領取者可攜同身份證親身
取籌，亦可委託家人或照顧者代
領，惟須出示學生身份證副本和在
學證明文件登記。食局發言人提
醒青少年及其家長，年齡介乎12歲
至17歲的人士必須攜同家長同意書
方可獲接種疫苗。家長同意書的範
本可以從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
（www.covidvaccine.gov.hk）下載。
根據青協早前一項調查發現，僅

約四成半受訪中學生願意接種新冠

疫苗，近三成則仍未決定；逾八成
受訪家長已接種或打算接種，六成
半家長也願意讓子女打針。青協業
務總監徐小曼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學生不願接種疫苗主要原因
離不開擔心疫苗的副作用、懷疑疫
苗效用等，建議特區政府就副作用
的普遍性作更多解說。
被問及「即日籌」打針擴展至12
歲以上學生，她認為對鼓勵學生打
針有幫助，尤其是校方不會安排集
體接種的學生，又認為校方若在開
學後安排學生集體接種，相信可提
高接種率。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
「即日籌」措施「有少少幫助」，
但認為特區政府要向年輕人「谷
針」就要提供具創意的誘因，如容
許已打針的年輕人成為貴賓會員，
購買演唱會、舞台劇或水上樂園門
票等。

需97.4%人接種才達群體免疫
袁國勇和港大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
邦、港大微生物學系名譽講師趙晞揚昨日共同撰
文指出，Delta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達7，即1
人可以傳染7人，遠較未變種的新冠病毒高近兩
倍，令復必泰疫苗的效用跌至88%，推算要有
97.4%人口打針才可以達至群體免疫，科興疫苗
的效用也跌至約六成，要142.9%人口打針才可
做到群體免疫，「逾100%接種率看似違反常
理，透過注射疫苗達群體免疫已成無法達到的空
中樓閣。」
雖然疫苗效用下降，無法預防病毒傳播，但袁
國勇強調疫苗仍然有用，因為疫苗能大幅減低病
毒殺傷力，可預防感染後出現重症及死亡個案。
早期的動物實驗證實，疫苗能「護肺」，但未能
減少上呼吸道病毒量，故仍有傳染性，所以接種
疫苗仍是預防醫療系統崩潰的有效方法。
袁國勇指出，公立醫院隔離病房使用率在疫情
爆發初期曾高達八成，當時若不以「圍堵清零」
策略應對，香港的醫療系統可能癱瘓，目前有疫
苗面世，香港必須堅持清零目標，以便爭取時間
為全民接種疫苗。

若再爆疫應只准已打針生面授
除了疫苗接種率外，學校通風情況等亦是香港
防疫方面的漏洞，袁國勇說：「我們沒做好就讓
小學生復課，換氣量是否夠每小時六次根本沒人
知，這些事未做好就讓他們全日在學校飲食，一
定有很多問題。」他建議香港一旦出現新一波疫
情，應只讓已經打針的學生繼續上面授課堂。
他表示，如果所有適合打針的市民都完成接種

兩劑疫苗，香港可考慮能否「與病毒共存」，除
了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外，亦可考慮在有足夠檢測
量和能夠迅速追蹤個案的條件下恢復正常通關，
但建議規定出入可以脫口罩的公眾場所者，都要
出示打針證明。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同意，特區
政府原先提出的七成接種率已經不足以安全地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最新目標應該是全民接種，若
達成目標，除了部分戶外運動及疫苗氣泡下的餐
飲處所限制可以適度放寬外，大部分防疫規定均
需維持，又估計市民未來一年均需要繼續戴口
罩。

一場突如其
來的疫情，令學
生失去正常的校
園生活，難免對
學業及個人成長

產生負面影響。直資學校福建中學
附屬學校在疫情期間受到啟發，選
擇摒棄「全天候上課」的傳統模
式，改以「半天上課、半天活動」
的全新時間表，希望讓學生平衡學
業及身心健康。該校校長徐區懿華
表示，學生在疫情下的情緒問題亦
是重要課題，因而在新學年推出全
新的情緒教育措施，包括開設4D
沉浸式學習實驗室、將情緒教育讀
本融合英文科課程等，教導學生處
理情緒問題。
「全天候上課」模式為學生帶來
沉重學業負擔，特別是學生放學後
仍要參加課外活動，頗為吃力。福
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懿華表
示，在疫情期間，學校將原定全日
的課程「壓縮」至半天，但對課程
進度、學生水平等影響不大，「於
是我們就思考，究竟有沒有必要沿
用原有的全日制方式？」
經過內部討論及收集家長意見

後，校方認為若教育局允許下月恢
復全日面授課堂，該校也會沿用疫
情期間的半天上課時間表，但會在
午膳後新增30分鐘的功課輔導及
70分鐘的「體藝及個人成長自由
時段」，學生可以按能力及興趣選
擇參加拔尖補底活動、運動訓練、
多元智能興趣班等。因應新的時間

表，該校亦推出全新的「跨科學習」，令學
生有全人發展。

逾九成教師接種至少一劑
徐區懿華表示，校方視疫情為改革的契

機，探討新的上課模式，相信可減輕學生的
壓力，讓教師騰出空間進行班主任課、善用
上課日的時間進行各類活動。為了在新學年
讓學生全日留校，教師積極配合，現已有九
成以上教師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該校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沈李以慧表示，疫

情反覆令不少學生的情緒受到困擾，低年級
學生欠缺群體生活及面授課堂更不利其成長
及適應。有見情緒教育的需求大增，校方將
在新學年開放4D沉浸式學習實驗室，透過
影片、選擇題等教導學生處理情緒，並向學
生派發「福娃Emoji」貼紙，學生可按心情
貼在學生手冊，以表達情緒，教師亦能提供
適當照顧。
學校還將退休校長康羅賜珍設計的英文版

情緒教育讀本《情緒小蘑菇》融入英語課
程，讓學生認識情緒健康的重要。將升讀小
六的顏柏謙表示，課後經常參加田徑校隊訓
練，回家梳洗、吃飯後還要兼顧作業和溫
習，自由時間並不多，得知學校有新的上課
安排，「我感到好興奮，因為可以冇咁大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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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接種可「保護全世界」
學生：有得打必打

●沙田穗禾苑詠昌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校開放4D沉浸式學習實驗室，供學生從影片、活
動中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Delta新冠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躍升至7。專家表
示，香港在堅守清零目標的同時，必須盡快達至全民
打針。圖為市民打針後離開接種中心。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