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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加坡已有82%人口打好兩針，新加坡國立大學
蘇瑞福公共衞生學院院長張毅穎提到，確診的患者

大多都沒有演變成重症，衞生部前日公布數字顯示，過往
28日確診的患者中，98%都沒有或只有輕微病徵，張毅穎
指出，若有人在打針後確診，除了不會對健康造成短期或
長期影響，更會觸發更強免疫力，降低未來感染機會，所
以雖然確診數字高企情況會持續數月，不過他們都已獲疫
苗保護。

「痊癒後抵抗力加強」
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醫學院的新興傳染病教授黃英
勇亦認為，讓病毒在群眾間緩慢傳播「未必是壞事」，因
為人體自然感染病毒後，能辨認的病毒種類會更多，意味
對變種病毒抵抗力便更強。對於自然傳播會否令更多變種
病毒出現，黃英勇坦言難以預測，不過他認為未來的變種
病毒，需要先與傳播力非常高的Delta變種競爭，他形容
「要戰勝Delta非常難」。
至於目前政府決定收緊防疫措施，張毅穎解釋，目的是
為醫療制度提供「喘息空間」，調整運作上或醫療上的準
則。

英六成死者屬殘疾人士
澳洲同樣已放棄清零，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為
例，預計當接種率達70%，便會為已接種人士放寬防疫措
施。
不過當地未將殘障人士列為優先接種群組，政府的殘障
人士皇家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在放寬任何防疫政策前，
應確保殘障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亦已打好針；墨爾本大學
的殘疾人士及健康學院主席卡瓦諾亦引述英國在2020年
的數據，指出染疫死亡人士中，60%是殘疾人士，政府絕
不應在達到70%接種門檻時，就急於解封，否則必會在殘
疾人士中造成「大量死亡病例」。 ●綜合報道

星學者稱緩慢傳播或有好處
澳專家憂殘疾人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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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從7月改為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
後，疫情持續升溫，前日錄得1,934宗新增個案，
再創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高。為減慢新冠病毒在社
區傳播，當地昨日起再次收緊防疫措施，包括將限
聚令及堂食人數從5人減至2人，為期最少一個
月，不過新加坡財長黃循財昨日受訪時強調，今次
收緊防疫措施只是要為醫療系統減輕壓力，「與病
毒共存」及重開經濟的大方向始終不變，並透露新
加坡正與更多國家磋商通關安排。

連續6日破千宗 增兩死
新加坡前日錄得的1,934宗本土病例中，1,536宗

屬於社區感染個案，另外398宗則來自外勞宿舍，
連同5宗輸入個案，全日共新增1,939宗確診，令
累計確診增至87,892宗。新增本土病例中，417人
是60歲以上長者，18歲以下青少年或兒童則有141
人。當地同日新增兩宗死亡個案，死者分別是97
歲和69歲老婦，兩人都有長期病患，且都沒有接
種疫苗，令新加坡累計死亡人數增至78人。
新加坡單日確診近日接連創新高，亦是連續第6

日單日確診破千。不過由於新加坡已經有82%人口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在過往28日中，98%確診的患
者都沒有或只有輕微病徵，截至前日共有1,203名
患者留醫，其中172人需要吸氧，30人留醫深切治
療部（ICU）。這202名重症患者中，168人是60

歲以上的長者。

食肆生意即跌半
為了控制疫情，新加坡政府昨日起再次收緊防疫

措施，社交聚會與食肆堂食人數從5人減至2人，
企業需要恢復實施居家工作，為期一個月。昨日早
上上班時間，新加坡商業區人流明顯減少，由於社
區病例激增導致人心惶惶，不少食肆生意都大受打
擊，有餐廳更表示生意大跌至少一半。
烤肉店經理陳國星表示，昨日下午堂食的人數比

往常少超過50%。有了過去收緊措施的經驗，餐廳
昨日特別將值班人手從平時的5人減至2人。「我
們可能會在周末增派一兩個人，但還是要先看這個
周末的人潮才調整。」另一家拉麵店負責人則指
出，自從社區確診病例激增後，他們的生意就大受
打擊，昨日用餐的人數更是寥寥無幾，比往常少了
至少六成。「我們預測生意會下滑，所以只開放半
個店面供堂食，但開店3個小時後只有5組人來堂
食，比想像中更嚴重。」
兩人堂食的限制也給部分公眾造成麻煩。40歲市

場營銷經理林元珺的3名孩子需要改為居家上網
課，她則忙着在家辦公。「我不一定有時間下廚，
全家人又不能一起外出用餐，只能花多點錢點外
賣。」

●綜合報道

新加坡的確診病例數字近日持續在1,000宗以
上，重症患者所佔比例雖然不高，但到底是持續增
加，在積少成多下，始終對當地的醫療系統造成負
擔，官員亦提到今次決定收緊防疫措施，是因為醫
療制度面臨「巨大壓力」；網上更流傳片段，有患
者只能在類似停車場或倉庫的地方等候。

新加坡網上近期流傳片段，顯示在陳篤生
醫院，有患者被安置在類似停車場或倉
庫的地方，反映醫院接收的患者急劇
增加，醫院發言人形容，過往一周
「非常艱難」，接收的新冠患者
或疑似患者都較平時多。

推在家療養未收效
財長黃循財承認，由於確
診病例非常多，對醫療系統
及醫護人員都造成「巨大
壓力」，因此政府才收
緊防疫措施，以讓社會
適應新的在家療養政

策，從而增加醫療系統容量。貿工部長顏金勇同樣
提到，開始留意到需要氧氣、留院深切治療部及死
亡的人數有所增加，大多是在數周前確診的病例，
情況對醫療資源造成「嚴重壓力」。
此外新加坡亦啟用在家療養政策，年輕或已打針

的患者若病情不嚴重，可在家休養。衞生部上周提
到，明白民眾憂慮，始終想入院治療，並承認政策
尚新，隨病例增加，運作上有「失誤」，稱政府正
處理此類初期問題，未來會增加療養設施容量，以
接收更多患者。 ●綜合報道

新加坡新一輪疫情持續升溫，衞生
部長王乙康認為，傳染力更強的Del-
ta變種病毒是疫情反彈重要原因。
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
執行主任梁玉心指出，Delta的傳
染力及致病率都較其他變種更
強，患者亦更容易出現重症，需
要吸氧或留醫治療。
NCID比較了Alpha、Beta及
Delta這3種變種的聚合連鎖
反應（PCR）檢測結果，發現
Delta變種的病毒Ct值最低，
代表病毒濃度最高，證明Del-
ta在3種變種中傳染力最強。
NCID還研究1,113名今年4
至8月確診的患者數據，發現
當中50歲以上、未完成接種新
冠疫苗患者約31%需要吸氧。
而在去年1,109名患者中，同類
患者需吸氧治療比例僅為
14.1%。由於今年患者中有750人感
染變種病毒，當中99.6%都屬感染
Delta變種，研究亦說明感染Delta變
種患者需吸氧比例更高。
不過梁玉心指出，今年的患者中，

完成接種疫苗的50歲以上患者只有
1.7%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明顯低於
未接種及未完成接種患者的12.1%，
說明疫苗對預防感染Delta變種出現
重症依然有效。 ●綜合報道

新加坡自7月起改為實行「與病毒共存」的

抗疫政策，在疫苗接種率達一定水平後便重啟

經濟活動，不再以「清零」為目標。對於當地

近期的確診數字不斷增加，當地衞生專家認為

未必是壞事，因為近月98%確診患者其實都沒

有或只有輕微病徵，讓病毒在社會間緩慢傳播

或者有好處；不過在同樣放棄「清零」的澳

洲，專家則憂慮仍有殘疾人士等群體無法打

針，確診大增最終或會令有關群體的死亡病例

上升。

Delta引疫情反彈
重症多未接種

新加坡確診持續增加，更接
連爆發多個感染群組，患者雖
然大多屬於輕症或無症狀，但
隔離安排仍然影響到社會運作。
新加坡其中一個主要蔬果批發中
心昨日便因為出現集體感染，需
要暫時停業3天消毒和清洗，有街
市攤販表示因為無法取貨需暫時休
息幾天，多個超市集團則強調蔬果
供應暫時未受影響。
爆發集體感染的巴西班讓果菜批

發中心，截至前日共錄得64宗確
診，其中59人是批發中心員工，3
人是顧客，其餘兩人是患者家屬。
衞生部前日將巴西班讓果菜批發中
心列為新增的感染群，食品局亦下
令昨日起批發中心關閉3天進行消
毒，星期四重開。當局會加強批發
中心的安全管理措施，包括規定所

有員工和租戶須通過檢測才能重返
中心工作，原本每14天須接受的輪
流定期檢測，則會縮短至 7天一
檢。
昨日在新加坡各主要街市和超

市，蔬果供應仍然充足，價格亦相
對穩定。有攤販反映，多數蔬果供
應量充足，只有少數從國外進口的
蔬果會減少一些，價格也沒上漲。
但也有蔬菜檔攤主表示，平日從巴
西班讓果菜批發中心進貨，如今批
發中心暫時關閉，只能改向其他供
應商取貨，也有攤販反映批發中心
關閉後，只好休息幾天。蔬菜攤販
鄭喜蓮說：「最近生意因為每日上
升的病例已經下降了70%，接下來
把周末進的貨賣完就休息幾天，賣
不完的會捐給慈善機構，沒進貨就
沒辦法賣了。」 ●綜合報道

星98%確診屬輕症
收緊防疫為醫療減壓

重症積少成多 醫院臨巨大壓力

蔬果批發中心爆集體感染
部分攤販無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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