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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福
島第一核電站用於控制核污水的凍土
擋水牆，部分可能融化，管理福島核
電站的東京電力公司表示，這可能是
由附近湧出的地下水引起，最快下月
初展開補救工作。
東電於2016年在福島核電站4個因

為311大地震受損的反應堆外圍興建
凍土擋水牆，用作控制核污水，施工
方法是在核電站周邊埋入凍結管，然
後注入冷凍材料，並利用冷凍機使其
冷卻至攝氏零下30度，從而將周圍地
層凍住，形成一道30米深、總長度達

1,500米的凍土屏障，防止因地下水流
入使核污水進一步增加。

東電：擋水牆仍維持總體功能
報道稱，東電在近日測試中發現部

分凍土擋水牆可能融化，東電稱核電
站所在建築物附近的凍土擋水牆內側
水位沒有發生變化，擋水牆仍能維持
總體功能，會用鋼管和鋼板加固，並
在此基礎上研究後續措施。報道沒有
說明今次事故有否令核電站出現核污
水滲漏，以及會否影響附近環境。
東電曾在凍土擋水牆處安裝溫度計

測定地下溫度，但自9月中以來，核
電站4號機組靠山一側部分區域出現
異常升溫，到本月18日，溫度更升至
攝氏13.4度。

日本媒體此前曾報道凍土擋水牆凍
結管破裂及冷卻劑洩漏等事故。據共
同社報道，東電周一有兩名員工懷疑
在福島核電站內工作時，鼻腔吸入微
量放射性物質，兩人當時只按規定穿
着輕便的工作服和防塵口罩，而非全
套防護裝備，東電表示會檢討管理體
制。

●綜合報道

福島核電站凍土擋水牆或融化
核污水恐外流

●日本福島核電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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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冠疫情近期急速惡化，世界衞生組織形容為全球疫情

「震央」，美洲的疫情同樣出現反彈，世衞轄下泛美衞生局在

感恩節前夕指出，美洲單在過去一周新增確診病例便急升

23%。美國前日迎來感恩節，乘搭飛機出遊人數更重返接近疫

情前水平，令病毒擴散風險大增，衞生專家警告若不嚴加防

疫，美洲恐重現去年的冬季疫情高峰，成為近期大規模蔓延的

歐洲疫情翻版。

意國「新冠派對」蓄意染疫 多人入院1死

《國家地理》封面少女獲意國庇護

●●曾登上美國曾登上美國《《國家地理國家地理》》雜誌封面的雜誌封面的
阿富汗女子古拉阿富汗女子古拉。。 美聯社美聯社

◀現年48歲的古拉已
抵達羅馬。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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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確診飆升美洲確診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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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早在感恩節前已經升
溫，單日新增逾9萬宗確診。統計

顯示在過去一周內，全美單日新增個案上
升8%，住院及死亡病例亦分別增加6%及
9%。美國至今只有不足六成人口完成接種
兩劑疫苗，接種加強劑民眾更不足20%，
在接種率偏低的密歇根等州份，未打針染疫
患者正持續增加，令醫療系統不堪負荷。

巴拉圭兩周確診激增73%
鄰國加拿大疫情亦出現加劇跡象，截至
周三的兩周內新增個案增加5%。統計顯
示在疫情嚴峻的育空地區及西北領地，新

增確診更是一周前的2倍至3倍。
南美洲多國疫苗接種進度遲緩，12個國

家中只有5國的接種率達到60%。在接種
率僅1/3的巴拉圭，新增確診在兩周內驟
增 73%，玻利維亞同期確診增幅亦達
50%。中美洲是唯一錄得新增確診減少的
地區，然而當地的多米尼加共和國、巴巴
多斯及開曼群島等地，確診依然創下新
高。

美機場客流量近疫前水平
儘管疫情反彈，但全美周三的機場客流

量仍錄得逾230萬人次，創下去年2月疫

情爆發以來新高，達到2019年同期的
88%。運輸安全管理局表示，感恩節前的
周二和周三，以及節日後的周日都是傳統
出行高峰期，聯合航空更預計美國航空業
明日會迎來疫情至今最繁忙一天。
世技術項目專家范克爾霍夫日前警告

稱，全球多地年底疫情有升溫跡象，民眾
不論疫苗接種情況，都應注意保持社交距
離。考慮假期或會出現更多因戴口罩等防
疫規定引發的爭議，美國司法部長加蘭亦
指示各級檢察官，需優先就危害飛機乘客
及機組人員安全的犯罪行為提告。

●綜合報道

歐洲疫情近期反彈，葡萄牙總理科
斯塔前日宣布，該國將從下月1日起
重返災難狀態，重新收緊防疫措施，
民眾在室內場所須佩戴口罩，進入餐
廳、戲院和酒店等場所亦須出示接種
疫苗或確診後康復的證明，至於所有
乘搭飛機入境的旅客，也要出示陰性
檢測證明，但目前無意再度封城。
葡萄牙接種進度迅速，已有86%人
口完成接種，令當地早前得以解除大
部分防疫措施。科斯塔表示，雖然葡
萄牙疫情未如歐洲其他地區嚴重，但
仍需提高警惕。當局除重
新實施室內戴罩和出示接
種證明的規定外，亦要求
已打針人士到訪醫院、護
老院、體育比賽場地、酒
吧和舞廳時，需出示陰性
檢測證明。政府同時建議
民眾定期自我進行病毒檢
測，以及盡量居家工作，
亦準備擴大加強劑計劃規
模，希望在明年1月底前
為1/4人口注射加強針。
科斯塔稱，所有入境

旅客需在出發前接受病毒
檢測，即使完成接種者也

不獲豁免，若航空公司被發現讓違規
乘客上機，需就每人向當局繳交2萬
歐元（約17.5萬港元）罰款。

捷克總統染疫入院
捷克疫情同樣嚴峻，昨日新增逾

2.7萬宗確診，創爆發疫情以來新
高，當局前日宣布實施為期30天的
緊急狀態，下令酒吧等場所在晚上10
時關門，並禁止舉行聖誕市集，文化
和體育活動上限為1,000人。捷克總
統澤曼早前因肝臟問題入院，剛於前

日出院，但隨即確診新
冠，同日傍晚由救護
車送回醫院，治療期
間所有行程暫停，
消息人士指澤曼並
沒有出現症狀。
●美聯社/路透社在歐洲疫情加劇之際，意大利仍有許多

人不願打疫苗，他們異想天開舉辦「新冠
派對」，在派對上試圖擁抱、親吻然後吸
入病毒，目的就是能在染疫後產生免疫，
以獲得「綠色通行證」。然而情況並不如
他們所想，許多感染者先後被送進醫院，
上周甚至有一名55歲男子在參加派對後
確診死亡。
意大利實施嚴格防疫措施，須持有「綠

色通行證」證明已接種疫苗、過去6個月
內曾染疫康復，又或過去48小時內的新
冠檢測呈陰性，出示通行證後方可進入工
作或公共場所。 許多拒絕接種人士為取
得「綠色通行證」反其道而行，認為染疫
後體內會產生抗體，不用再接種疫苗，他
們直接前往確診新冠的朋友家中開派對，
與感染者分享飲料、親吻和擁抱，有些人
甚至聚集於臥病在床的患者身邊吸入病

毒，反疫苗的父母也讓孩子參加這類新冠
派對。
當地傳媒報道，在意大利北部波扎諾

省舉辦的一場「新冠派對」，最後至少
造成3人住院，包括一名兒童，他們表示
是自願在派對上感染病毒來獲得通行
證，一名55歲男子甚至不幸染上重症死
亡。

●綜合報道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的辦公室前日表示，曾登上美國
《國家地理》雜誌封面的阿富汗女子古拉，已獲
意大利給予庇護。
德拉吉辦公室稱，現年48歲的古拉已抵達意大
利首都羅馬，在阿富汗塔利班8月重掌國家政權
後，古拉請求意大利政府幫助她離開阿富汗，羅
馬政府因此介入協助，她近期已獲批難民資格。
在1980年代蘇聯控制阿富汗期間，古拉居於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個難民營，美國攝影師麥柯里
於1984年在難民營拍下當時12歲的古拉照片。古
拉是普什圖族孤兒，頭巾下的綠色眼睛道盡難民哀
傷，成為阿富汗戰爭的象徵，這張照片於翌年6月登
上《國家地理》雜誌封面，引起全球轟動。
麥柯里拍攝照片時，連這名少女的姓名也不知，多

次希望尋找她但都失敗，到2002年終於在阿富汗找
到她。古拉曾表示希望3名女兒能接受教育，她經歷
過塔利班統治，承認未感到安全，當8月塔利班重新
掌權後，她決定再次離開家園，向意大利政府求助。

●綜合報道

一艘人蛇船周三在英倫海峽翻沉，造成27名偷渡客死亡，引
發英國和法國就偷渡問題爭拗，英國首相約翰遜前日致函法國
總統馬克龍，呼籲法國接收橫越英倫海峽的非法移民，又要求
英法雙方在法國海岸聯合巡邏。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指這封
信的內容對法國極不尊重，法方對此無法接受，表示不再邀請
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出席明日在法國舉行的高層會談。
該宗船難導致27人死亡，當中包括來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難

民。英法就對哪方應負起責任問題爭拗。約翰遜致函馬克龍提
出5項措施，包括進行聯合巡邏，防止更多偷渡船離開法國海

岸，以及雙方商討協議，作為未來非法移民遣返法國的依據。
法國表明無法接受有關建議，還指責英國處理非法移民問題非
常糟糕，達爾馬寧表示，原本擬邀請彭黛玲到法國出席高層會
議，與歐盟及歐洲多國商討難民問題，現時決定不作邀請。馬
克龍前日亦批評英方公開約翰遜給他的信件，認為是企圖藉此
對法方施壓。
約翰遜發言人回應稱，約翰遜對於提出有關建議觸怒法方

不感到遺憾，英國運輸大臣夏博思則促請法國重新考慮決
定，稱「沒有任何國家能單獨解決難民問題」。●綜合報道

英促法接收非法移民 雙方高層會談取消

新變種嚇窒金融市場 道指曾瀉逾900點
新冠病毒變種毒株「B.1.1.529」持續在全球多地擴散，投

資者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事件觸發金融市場恐慌，美歐股
市昨日均急挫，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大幅下跌913點，報34,890點，跌幅逾2.5%，標普
500指數亦下挫1.9%。歐洲三大指數跌幅均超過3%，英國

富時100指數報7,085點，跌224點；法國CAC指數報6,801
點，跌273點；德國DAX指數報15,410點，跌207點。
油價同樣急挫，美國期油一度跌逾10%，布蘭特期油則跌

逾9%，跌穿每桶75美元水平，是自今年7月以來最大單日
跌幅。美國10年期國債亦下跌逾1.5%。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