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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新冠口服藥減50%重症死亡風險
擬年內申美緊急使用

美疫情數據混亂 統計落後如19世紀
地方用傳真機交數據 華府抗疫「蒙眼飛行」

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反彈，華府抗疫不力備受詬病。據《華盛頓郵報》

報道，美國就新冠疫苗加強針計劃發布的接種指引模糊，政府和專家各執

一詞，再次凸顯美國在收集疫情數據上非常混亂，包括各州沒有統一機制，

部分地方甚至仍沿用過時的統計和通報方式，猶如「身處19世紀」。分析指

出數據機制存在缺陷，成為美國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的根本性弱點，嚴重影響

華府的抗疫工作。

在疫情爆發初期，由於美國
缺乏檢測和標準化通報機
制，以致未能阻止疫
情擴散。與以色列和

英國等國家不同，美國至今未
有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系統，

各地方政府在統計疫苗接種、確診病例、住院和死亡個案
時，使用各自的計算方法，大大增加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整合數據的難度。
報道指出，部分地方政府目前仍在使用傳真機傳送數
據。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促進轉化科學中心臨床
創新總監庫里拉表示，現時聯邦政府仍未建立供各地衞生
官員上傳資料的系統，部分工作仍僅使用紙質文件，在傳
真後需靠人手再次輸入電腦，「我們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
19世紀的系統」。

非每日向疾控報告 「時差」3個月
除了記錄方法落後外，並非所有地方都會每天提交疫情
相關數據，部分或每隔數天或數周才向CDC報告一次。
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格蘭德表示，在需快速制訂抗疫
政策的緊急關頭，數據是制訂措施的關鍵，然而當局可能
仍在撰寫3個月前的疫情報告，「3個月內可經歷確診個
案飆升和最低紀錄，在疫情變化如此快速的情況下，我們

不可根據過時的數據制訂措施。」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莫達

形容華府抗疫工作就像「蒙着眼駕駛飛機飛行」，「我們
擁有資金和技術，我們卻沒有數據，也沒有良好的監測系
統，讓我們收集到最新數據。」

太依賴他國數據 加強針陷分歧
《華郵》分析指出，華府官員在制訂抗疫政策

時，很多時過分依賴其他國家的數據。在近日有
關加強針的爭議中，美國衞生官員與傳染病專家
未能就哪些人士需打加強針達成共識，原因正
是雙方參考的數據不同。總統拜登政府的科學
家在分析以色列和英國接種者的突破性感染
個案後，認為需要為所有成年人接種加強
針；但CDC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專
家則質疑其他國家數據是否適用於美國，導
致雙方對加強針計劃產生分歧。
華府官員已開始意識到數據統計方面的漏

洞，對控疫工作帶來的影響，CDC主任瓦倫
斯基8月宣布將成立一個預測和分析數據的中
心，負責實時處理數據，以便更好預計疾病
威脅，但要到明年初才開始運作。

●綜合報道

亞洲多地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原本落後美國，
但韓國、日本和馬來西亞現已趕上，成功令重
症人數大減，為重回正常生活帶來曙光。《紐
約時報》分析指出，相較美國充斥反疫苗陰謀
論，亞洲民眾普遍較相信疫苗的效用，且更願
意將社會福祉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以及信任政
府作出正確決策，使接種步伐得以加快。
韓國早前向50歲或以上人士開放疫苗接種預

約，近1,000萬人幾乎同時到網站登記，令原本
只能一次過應付30萬人預約的系統癱瘓，可見
踴躍程度。韓國政府亦推出措施鼓勵民眾接種
疫苗，例如在8月向完成接種人士放寬聚會人
數限制，新加坡早前亦宣布類似措施。

多數人對疫苗持正面態度
首爾非牟利組織國際疫苗研究所所長金傑榮

（譯音）形容，若比較亞洲與歐美發達國家的
接種計劃，情況儼如龜兔賽跑，亞洲初時因疫
苗供應不足，以致接種進度落後，一旦供應充
足，接種率便迅速飆升。研究全球疫苗猶豫現
象多年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助理教授黃奕鵬指出，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亞
洲不少民眾質疑疫苗成效，但目前大多數人均
對疫苗持正面態度，相信這是走出疫情的唯一
出路。
不過亞洲整體疫苗接種計劃並非沒有隱憂，

原因在於大部分國家不具備本地生產疫苗的能
力，一旦推行加強劑計劃，便可能面臨供應問
題。 ●綜合報道

亞洲多地接種率超美
民眾信任政策助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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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默克藥廠昨日宣布，該公司與生物製藥
公司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合作研發的新
冠肺炎口服藥，可令患者住院或死亡風險減少

約50%。默克計劃今年內向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申請緊急使用
許可，若獲通過，將
成為全球首款專門治
療新冠的口服藥，被
視為日後控疫的重要
工具。
這款藥丸形式的新冠

藥物名為「莫那比拉韋」（molnupiravir），
默克藥廠在第三期臨床實驗階段，招募來自美
國、拉丁美洲、歐洲、非洲和日本共775名近
期染疫的志願者，他們均屬高風險人士，包括
長者和長期病患者。
志願者被分成兩組，385人服用「莫那比拉

韋」，377人服安慰劑，前者需連續5天每隔
12小時服用一次。研究發現在藥物組中，共有
28名志願者在30天內需住院，佔整體人數
7.3%，當中無人死亡；安慰劑組則有53人住
院，當中8人疫歿，重症及死亡比率為14%。
所有出現輕度或中度新冠病徵的患者，均在5

天內康復。

對全部變種均有效
默克表示，根據現時病毒測序結果，「莫那

比拉韋」對全部變種新冠病毒均有效，包括傳
染力較強的Delta變種。藥廠預計今年內可生
產1,000萬劑，並已跟多地政府簽訂採購合
約，其中美國政府計劃在藥物獲批後，購買
170萬劑。
除默克外，美國輝瑞和瑞士羅氏藥廠亦正研

發新冠口服藥。目前在美國授權使用治療新冠
的藥物，均屬注射治療。 ●綜合報道

加國遇害原住民兒童紀念日
杜魯多與家人度假捱轟
加拿大前日迎來首個「全國真相與和解日」，旨在反思原住

民寄宿學校的黑暗歷史，紀念在寄宿學校遇害的原住民兒童。
然而剛於大選連任的總理杜魯多，卻未有與原住民一同度過紀
念日，反而以參加「私人會議」為名與家人度假，惹來在野黨
和原住民批評，對他身為總理卻未能以身作則感到失望。
杜魯多曾收到至少兩個原住民社區邀請，希望他與寄宿學

校倖存者及其家人會面，共度紀念日。在早前發現215具兒
童遺骸的卑詩省坎盧普斯寄宿學校，當地原住民社區曾兩度
邀請杜魯多，杜魯多的官方日程亦指他前日到卑詩省出席紀
念活動。杜魯多前日確實前往卑詩省，但卻是與家人一同前
去度假。
杜魯多發言人證實杜魯多與家人一起度假，堅稱杜魯多周三

晚已曾出席一場紀念活動。杜魯多其後也在社交媒體稱，他已
與各地寄宿學校倖存者通電話，聆聽他們的心聲及各項意見。
加拿大在野保守黨發言人塔克批評稱，「全國真相與和解

日」本是嚴肅的紀念日，但杜魯多只當作假期。加拿大原住
民婦女協會執行總裁格魯克斯也指出，政府雖強調將原住民
放在最重要位置，但未有採取行動兌現承諾。 ●綜合報道

黨內分歧重挫拜登大計 眾院押後表決基建案
美國總統拜登推出的1.2萬億美元（約9.3萬億港

元）基建開支法案，早前已在參議院過關，原定前日
交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表決，但黨內溫和派與進步
派之間分歧嚴重，在無法取得足夠支持票下，眾院議
長佩洛西決定押後表決，重挫拜登的內政大計。
拜登早前提出3.5萬億美元（約27.2萬億港元）福

利開支法案，但民主黨溫和派認為金額過高，建議降
至1.5萬億美元（約11.7萬億港元），引起進步派不
滿，並「綑綁」基建和福利開支法案，表明溫和派若
不通過總值3.5萬億美元的福利法案，進步派便反對
基建法案。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表示，民主黨內的磋商
本周取得明顯進展，但尚未達成共識，仍需更多時間

商討。進步派領袖立場仍然強硬，認為已作出太多妥
協，不願為急於求成，輕易向溫和派讓步。
參院和眾院前日則先後表決通過臨時預算案，讓

聯邦政府有足夠資金運作至12月3日，避免因資金
耗盡停擺，拜登在簽署生效後發表聲明稱，國會通
過臨時預算案反映兩黨可以合作。 ●綜合報道

●●默克藥廠研發的口服藥默克藥廠研發的口服藥「「莫那比拉韋莫那比拉韋」」
（（圓圖圓圖））可令患者住院或死亡風險減少約可令患者住院或死亡風險減少約
5050%%。。 法新社法新社

●● 美國地方政府在統計確美國地方政府在統計確
診病例等數據時診病例等數據時，，使用各自使用各自
的計算方法的計算方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真子公主棄千萬「嫁妝」月底成婚
日本宮內廳昨日宣布，日皇德仁的侄女、秋筱宮

文仁親王的長女真子公主，將於本月26日與男友
小室圭結婚，兩人當日會共同召開記者會。消息指
婚禮不會按照皇室儀式舉行，真子會放棄給予女性
皇室成員的補貼，婚後不再保留皇族身份，並與小
室移居美國。

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宮內廳表示，真子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她和小室原定2018年11月結婚，其後

因小室圭母親的債務糾紛而延期，雖然公眾對他們
的婚姻議論紛紛，但真子去年11月表示仍希望結
婚，強調這是兩人的「必要選擇」。
小室圭於周一返回日本，是他3年前赴美留學以

來首次，現時在橫濱的家中隔離檢疫。他於5月在
美國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並在當地一間律師事務所
工作，兩人註冊結婚後將移居美國，由於日本皇室
成員沒有護照，真子需以普通公民身份，與小室圭
辦理家庭戶籍後才能申請護照。
鑑於小室圭家人的債務糾紛，消息指皇室不會按

皇室傳統舉行
「納采之儀」
訂婚禮和婚前
覲見日皇夫婦
的「朝見之
儀」，真子亦
不打算接受總
值約 1.5 億日
圓（約1,044萬港元）的一次性補貼，是日本戰後
以來皇室首例。 ●綜合報道

●●小室圭與真子小室圭與真子

新加坡衞生部表示，當地繼前日錄得2,478宗新冠確診個
案後，昨日更新增多達2,909宗確診，再創單日新高，亦是
連續4天新增逾2,000宗病例。
衞生部稱，新加坡前日有兩人染疫死亡，分別是79歲及

87歲的老婦，兩人均未有接種疫苗，也患有多種慢性疾
病，昨日則有8名長者死亡，分別是7男1女，年齡介乎66
歲至96歲，其中4人未打針，另有兩人只接種了一劑疫
苗。當地已經連續12天錄得疫歿個案，累計103人死亡。
昨日新增病例當中，2,079宗屬社區感染個案，當中556

宗屬60歲以上長者，另有818宗外勞宿舍個案，以及12宗
境外輸入個案。衞生部表示，正密切監察15個活躍感染群
組，有7個屬新增感染群組，包括6個外勞宿舍群組，以及
位於馬西嶺一間護老院的感染群組。
新加坡護聯中心發表聲明，鑑於近期長者染疫後出現重

症個案增加，該中心呼籲所有60歲以上長者及與他們同住
人士，尤其尚未接種疫苗的民眾，應盡量留在家中，直至
疫情穩定為止。 ●綜合報道

●● 新加坡新加坡
疫情反彈疫情反彈，，
有民眾接受有民眾接受
檢測檢測，，確保確保
健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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