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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教會聚會傳播 現首宗胎兒染疫死亡病例

英國《太陽報》引述一名執政保守
黨國會議員透露，已有10多名議員
去信保守黨的國會黨團「1922委員
會」，要求對首相約翰遜提出不信任
投票，尋求罷免其黨魁一職。首相府
表示約翰遜正非常專注於為民眾服
務，強調他仍緊握黨內大權。
約翰遜近日的言行多次引起外界爭

議，包括他早前被指包庇涉嫌違規為
企業進行游說的保守黨議員，他還決
定削減英格蘭北部鐵路項目投資，以
及反對社會福利計劃等，日前又在一

場演說中因找不到講稿而停頓 20
秒，其後東拉西扯提到兒童動畫
《Peppa Pig》相關內容，現場氣氛
一度變得尷尬，更加劇黨內人士不
滿。
根據「1922委員會」規定，若有
15%保守黨國會議員、即至少54人提
交相關信件，委員會便可發起對約翰
遜的不信任投票。《每日電訊報》引
述保守黨議員消息指出，相信不會有
50名議員去信，但另一名保守黨議員
表示，若有關問題持續發酵，可能促
使更多人去信支持發起不信任投票。
保守黨前黨魁夏偉林指出，約翰

遜需更關注黨內資深議員的想法，
約翰遜的盟友則否認有關不信任投
票的猜測，強調他自勝出大選和帶
領英國脫歐以來，在黨內的領導地
位一直穩固。首相府亦表示約翰遜
仍掌握保守黨控制權，對於他該場
演說的表現，發言人解釋約翰遜已
發表過多場演說，偶爾忘記講詞並
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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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保守黨傳10多名議員不滿首相
要求提不信任投票

●韓國學生疫下

上課。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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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共存」策略失控
單日確診首破4000

●保安人員檢查旅客疫苗通行證。 網上圖片

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歐盟正計劃將接種新冠
疫苗加強針記錄更新至「疫苗通行證」，並為僅接
種首兩劑疫苗的人士設置「通行證到期日」，預計
從明年初開始，民眾必須完成接種疫苗和加強針
後，才能使用有效的通行證在歐盟地區通行。
歐盟衞生專員基里亞基德斯表示，歐盟官員正討

論有關自由通行事宜，包括通行證的有效限期和旅
客是否需接種加強針。按照現時規定，旅客可使用
歐盟統一認可的通行證，進入酒吧、餐廳、酒店和

博物館等場所，英國旅客亦可使用英國國家醫療服
務（NHS）發出的接種證明。

歐疾控建議40歲以上先打
據報歐盟可能會將疫苗有效時間定為12個月，

意味計劃在明年復活節假期到歐盟國家旅遊的英國
旅客，尤其是65歲以上人士，必須出示接種加強
針證明。此外，歐盟還可能根據加強針接種率，區
分非歐盟國家的疫情風險，因此按照目前的接種
率，英國和美國等國家或被列入「紅色」名單，即
禁止有關旅客以非必要理由入境。
歐洲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ECDC）9月與歐盟
藥品管理局一同發布的防疫指引表示，沒有迫切需
要為一般的完整接種疫苗者打加強劑，只建議針對
免疫系統缺陷者接種加強針，也可作為年長體弱者
的預防措施。然而ECDC主任阿蒙昨日稱，應考慮
為全體成年人接種加強針，當中以40歲及以上人
士優先。這建議對歐盟成員國政府不具約束力，但
在制訂衞生政策時可納入參考。

●綜合報道

歐盟通行證擬設期限 靠打加強針續期

德國蒂賓根大學團隊正研
發一款通過白血球激發免疫
反應的新冠疫苗，初步研究
顯示接種者可產生大量T細
胞，用於殺死和中和受感染
細胞，可為未能通過接種一
般疫苗產生抗體的免疫系統
有缺陷人士提供保護，相關
研究在科學期刊《自然》上
刊登。
首階段實驗共有36名志

願者參與，年齡介乎18至
80歲，他們分別接種一劑名
為「CoVac-1」的新冠疫
苗。與一般針對特定病原體
激發免疫系統的疫苗不同，
「CoVac-1」通過T細胞產
生免疫反應，研究顯示單劑

疫苗激發的T細胞數量，較
現有的輝瑞新冠疫苗高出
3.5倍，較阿斯利康疫苗更
高出20倍，所有志願者在
接種3個月後，都未有感染
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也有
同樣效力。
現正廣泛接種的新冠疫

苗，對於部分長者和免疫系
統有缺陷人士，包括曾接受
器官移植和癌症患者等，只
能提供較低保護效力，研究
指「CoVac-1」可為他們帶
來希望。研究人員已展開更
大規模的第二階段實驗，預
計可提供有關疫苗效力數
據，以及為所有人士接種的
安全性。 ●綜合報道

韓國在「共存」策略下，正逐步放寬防疫規定，允
許大型社交聚會和延長餐廳室內堂食時間，學校

自本周一更全面恢復面授課堂。然而疫情連日升溫，現
時全國共有586名新冠重症患者，創疫情以來新高。專
家認為重症患者人數急升，可能與已完成疫苗接種半年
以上的長者突破性感染個案有關。

首爾ICU使用率達83%
在政府放寬社交聚會限制後，忠清南道天安市一個宗

教場所近日爆發群組感染，教會上周曾舉辦兩場大型活
動，427名教友中約有70%出席，現時至少已有210人
染疫，當中191人未有接種疫苗。韓國的宗教聚會已成

為主要播疫途徑之一，其中新天地教會曾錄得超過
5,000宗關聯個案，引爆韓國首波疫情。
感染人數持續上升使韓國醫療系統受壓，總理金富謙
指出，上周在家治療的確診者佔全部患者不足20%，呼
籲衞生當局應根據確診者的病情，決定是否需入院治
療，讓更多輕症和無症狀患者在家休養。現時首爾及周
邊地區的ICU使用率已達到83%，全國平均則是69%，
政府正計劃增加逾260張供重症患者使用的病床。
隨着疫情持續嚴峻，疾病管理廳此前曾表示，若ICU

使用率達到75%，又或醫院已不能應付大量年長及突破
性感染患者，便可能啟動緊急計劃。金富謙表示，首都
圈屬「非常高風險」地區，，在五級風險劃分制度中處

於最高水平，形勢相當迫切，當局隨時可能實施緊急計
劃。衞生部官員孫英來指出，現時重症個案增加數量高
於預期，當局會密切監察疫情發展，不排除在未來數周
重新頒布更嚴格社交距離措施。

誕染疫死胎 確診產婦未接種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昨日在記者會表示，一名產婦

確診新冠後早產生下死胎，隨後對死亡胎兒進行新冠檢
測，結果呈陽性。是韓國首次出現確診產婦生下的胎兒
感染新冠病毒，當局已確認該產婦並未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尚不清楚胎兒是通過產婦的體液等感染還是垂直傳
播。 ●綜合報道

韓國自本月初實施「與病毒共存」抗疫策略

後，新冠疫情持續惡化，前日錄得4,115宗確

診個案，是爆發疫情以來首次單日病例突破

4,000宗。韓國本周至少有210宗確診來自一

場教會聚會，再次引起宗教場所作為播疫隱患

的憂慮。感染人數大增對醫療系統構成巨大壓

力，疾病管理廳表示，若全國的深切治療部

（ICU）病床使用率超過75%，政府可能需要

啟動緊急計劃。

據多家意大利媒體日
前報道，一份將於12月
號《流行病—傳染病動
力學雜誌》發表的研究
報告表明，在倫巴第大
區確診首宗新冠病例之
前，當地已有至少 527
個確診病例，再次證明
在意大利「1號病人」
之前，病毒已在倫巴第
大區各地流行。
研究表示，在去年 2

月20日意大利倫巴第科
多尼奧發現 「1 號 病
人」前，倫巴第就已有
527 宗出現症狀的新冠
感染者。這些患者年齡
在57歲至78歲之間，平
均年齡 69歲。其中 337
人為男性，39人為醫療
人 員 ， 住 院 率 為
89.2% ， 死 亡 率 為
27.5%。
這份研究由倫巴第大

區傳染病預防部門、衞
生局、醫院及其他研究
機構科研人員共同完
成。這 527 個病例均為
有症狀感染者，分布於
222 個城鎮，其臨床結
果與後期確診病例一
致，說明去年2月20日
之前，倫巴第大區所有
的省都出現有症狀感染

者。
研究指出，這並

非意大利科研人員
首次證實新冠病毒

在該國傳播時間早於去
年 2月。此前意大利科
研人員也曾多次證明，
新冠病毒於去年 1月已
在意大利傳播。米蘭癌
症研究所則證明，新冠
病毒在意大利傳播時
間，可追溯到前年 8
月。

●綜合報道

研
究
揭
意「
1
號
病
例
」
同
期
已

人
染
疫

527

德研新疫苗激發免疫反應
T細胞量超輝瑞3.5倍

● 民眾穿上傳統服飾
在景點留影。 路透社

● 約翰遜（中）捲入多宗醜聞，引
起黨友不滿。 法新社

德國社民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FDP）經過兩個月磋商
後，昨日宣布就組成聯合政府達成協議，領導社民黨的現任副
總理兼財長朔爾茨將擔任總理，料於下月6日的國會會議上獲推
選為新總理，是該黨時隔16年來再次領導政府。
社民黨在9月大選以些微優勢勝出，其後與主張環保政策的

綠黨和親商界的自民黨展開組閣談判。根據早前外洩的內閣名
單，自民黨領袖林德納將成為新任財長；綠黨聯席主席哈貝克
會領導一個「超級部門」，負責經濟、氣候保護和能源事務；
綠黨另一名主席貝爾博克則會成為外長，也是德國歷來首位女
外長。

談判時間較預期短
在政策方面，根據昨日在記者會上公布的組閣協議，新政府
計劃成立一個危機小組，專門負責應對緊急衞生事件，3黨同意
針對染疫高風險群體實施強制接種疫苗令。環保政策方面則承
諾加快去碳化，國會早前已通過在2030年前徹底淘汰燃煤發電
的協議，並在2040年前停用天然氣發電，同時繼續發展可再生
能源。此外，政府將於2023年再次實施債務上限。朔爾茨同時
強調歐洲自主的重要性，但與美國的夥伴關係仍是德國外交政
策核心。
在德國面臨新冠疫情危機、白俄羅斯難民問題，以及歐盟在

英國脫歐後產生的爭議下，此次組閣談判時間較以往短，但分
析擔心屬左翼的社民黨和綠黨，與中間偏右的自民黨組成聯合
政府，在政策上恐出現分歧，甚至可能會影響歐盟團結。

●綜合報道

德社民黨成功籌組執政聯盟
16年來首領導政府

●朔爾茨在開內閣會議前送花予默克爾。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