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6國單日確診新高

法近法近2121萬宗最多萬宗最多
每秒每秒22人中招人中招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席捲歐洲，英國、法國、意大
利、葡萄牙、塞浦路斯和希臘的單日新增確診數字均創
新高，Omicron並成為瑞士和荷蘭的主流毒株。
英國前日新增逾12.9萬宗確診，這數字還未計算蘇格

蘭和北愛爾蘭新增病例。法國則在24小時內新增20.8萬
宗病例，創下本國和歐洲的紀錄，每秒鐘便有2名法國
人確診，全國發病率升至每10萬名居民有800人感染。
法國總理卡斯泰表示，Omicron變種來勢洶洶，令醫
院再度面臨不堪負荷的威脅，指出目前大多數住院患者
仍是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他再次呼籲尚未打針的民眾盡
快接種。卡斯泰還宣布在深切治療部工作的護士，從明
年1月起每月將多獲發100歐元（約880港元）獎金。

部分國家Omicron取代Delta
瑞士新增超過1.3萬宗確診，當局預料下月將增至單日
2萬宗，指出Omicron已是瑞士主流毒株，令該國成為歐
洲大陸感染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目前約55%病例屬Omi-
cron，估計很快便會佔絕大多數新增病例。
世界衞生組織表示，Omicron變種已在部分國家取代

Delta，成為主要病毒，導致疫情迅速蔓延，強調Omi-
cron變種造成的風險仍「非常高」，「證據一致顯示
Omicron病例增長速度已超越Delta，每二三天便增加一
倍，可能是免疫逃逸加上Omicron本身傳播力增加所
致」。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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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昨日新增近1.83萬宗確診，較前一
日大增超過50%，再創單日新高，當

中單是新南威爾士州就佔了1.1萬宗。總理
莫里森昨日表示，澳洲需要在管理檢測規
定、重新定義密切接觸者和員工無薪假等措
施上「改弦易轍」。

澳密接者僅限同住人士
莫里森提議修改密切接觸者的定義為與確診者

同住人士，日後大部分民眾如無病徵，皆無須接
受核酸檢測或自我隔離，希望可藉此大幅減少檢
測站排隊人潮，以及檢測結果出爐前的72至96小
時等候時間。莫里森表示，當局將撥款額外採購
數百萬份快速抗原測試工具，供民眾在家檢測。
英國同樣面臨因為多達80萬名確診者及密切接

觸者需要隔離，導致各行各業人手不足的問題，
尤以公立醫院情況最嚴重，一些預測估計短期內
倫敦或有四成醫護因此缺勤。目前英國要求所有
確診者必須隔離7日，但隨着愈來愈多醫護需要
隔離，不少醫院高層都警告，醫護短缺對醫療體
系造成的影響，恐怕會比入院確診者增加更嚴
重。報道指，不少專家、醫護、醫院高層及保守
黨議員，都促請英國政府參照美國CDC的做法，
將確診者隔離期縮短至5日。

加國醫護確診可續工作
東英吉利大學醫學教授亨特贊成將隔離期縮至5

日，認為遲早也要讓確診者像感冒患者一樣，過
正常生活。牛津大學醫學教授貝爾亦同意縮短隔
離期，但大前提是要取得檢測陰性證明，「檢測
是比起強制隔離更有效讓民眾重返正常生活的方
法」。
加拿大魁北克省前日便率先決定，允許部分必

要的醫護人員在確診後繼續工作。省衞生廳廳長

杜貝表示，Omicron擴散導致大量工作人員必須
離開崗位，對魁北克醫療系統構成風險，因此當
局將根據優先順序和風險管理清單，讓部分確診
醫護或前線員工可以繼續工作，具體細節將於日
內公布。

紐約力保面授 同學確診僅需檢測
在美國紐約州，州長霍楚、紐約市長白思豪及

候任市長亞當斯前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宣布大幅
放寬校園隔離規定。在1月3日新學期開始後，當
有一個或多個學生確診時，學校將不必再讓整個
教室的學生居家隔離並在家上課，只需向同班所
有學生提供快速檢測盒，若他們無症狀且首次檢
測結果為陰性，就可以在次日回校繼續上課，並
於7日後做第二次檢測。紐約市政府亦會在公立
學校內設置檢測站，以便所有教職員每周做兩次
檢測。
白思豪表示，當局明白家長的憂慮，但認為學

生還是應該回校學習，「因為學校始終是安全
的」。但他亦補充，如果有證據表明某所學校出
現大規模感染，市政府仍會要求關閉整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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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Omicron變種肆虐下，全球多國確診數字近日都接連創新高，加上有更多人

因為曾經接觸確診者需要隔離，導致社會經濟運作大受影響。繼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周一宣布縮短確診者隔離期後，澳洲、加拿大及英國都計劃或決定放寬確診人士

及密切接觸者的檢測隔離規定，希望紓緩新一波疫情引致的人手荒，維持醫療系統及社

會基本運作。

美國阿拉斯加州冬季通常天氣嚴寒，
但今年卻出現不尋常的暖冬，日間氣溫
升至逾攝氏15.5度，並出現傾盆大雨，
科迪亞克島周日氣溫更一度達攝氏19.4
度，創下阿拉斯加歷來12月最高溫紀
錄。
阿拉斯加氣候評估及政策中心科學家

托曼形容，阿拉斯加的高溫情況「荒謬
及不合理」，當地本月接連出現溫暖的
極端氣候現象，例如冷灣區的氣溫升至
破紀錄的攝氏16.6度，阿留申島的烏納

拉斯卡鎮本月至少8天超過攝氏10度，
上周六更錄得攝氏13.3度，是阿拉斯加
歷來聖誕節的最高溫。

天氣暖頻落雨 引發廣泛停電
托曼表示，通常阿拉斯加內陸地區在

12月份天氣乾燥，但今年天氣溫暖，帶
來大量降雨，例如德爾塔章克申周日下
大雪後，結冰地區又出現傾盆大雨，引
發廣泛地區斷電，導致主要道路和辦公
室關閉。
托曼稱，過去20年來，阿拉斯加冬
季中期出現溫暖潮濕的氣候，較以往更
頻繁，指這是氣候變化的徵兆。

●路透社

美國蘋果公司為挽留人才，
已向部分負責晶片設計、硬
件、軟件及營運工作的工程
師，發放最多18萬美元（約
140 萬港元）的股票作為獎
勵，防止Meta等競爭對手挖
角。
據知情人士透露，蘋果指定

部門中約 10%至 20%的工程
師，獲發介乎5萬美元（約39
萬港元）至18萬美元的股票，
將分4年發放，以獎賞表現優
異的員工，前提是有關員工在

這段期間需留在蘋果。據悉蘋
果有時會向員工給予額外獎
金，但發放如此大額股票獎勵
則較罕見。
蘋果正與其他科企搶奪人

才，其中Meta在過去數月已聘
用約 100 名出身蘋果的工程
師。蘋果發放股票獎勵，相信
是為了防止同行挖角，但部分
沒有收到股票的工程師卻不滿
蘋果的做法，認為篩選程序不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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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歷來最暖12月
蘋果防挖角

獎員工140萬元股票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中 心
（CDC）前日公布的最新研究報告
顯示，Omicron變種的潛伏期僅約3
天，較其他變種毒株更短，且重複

感染幾率高，若曾染疫或完成接種
疫苗，症狀則大多屬輕微。
美國於本月1日通報首宗Omicron

病例，但根據CDC的最新研究，內
布拉斯加州衞生部門早於上月29日
便獲通知，當地一家6口疑似集體染
疫，並在本月2日透過病毒基因測
序，確認感染Omicron，相信是當
中一名從尼日利亞返國的48歲男子
傳染其他家人，他未有接種疫苗，
但曾於去年11月確診新冠；同住5
名染疫家人中，有4人去年11月也

曾確診，6人中僅1人完成接種疫
苗，其餘皆未打針。專家調查這宗
集體感染後，發現Omicron潛伏期
僅約 3天，較Delta 變種的 4天更
短，此前其他變種的潛伏期均多於5
天。
對於該家庭有5人重複感染新冠，
其中1人已完成接種疫苗，報告指出
可能是因病人體內的免疫力消退，
加上Omicron或具有免疫逃脫特性
所致。

●綜合報道

日本東京都的新冠疫情昨日反彈，新增
76宗確診病例，是相隔兩個多月以來，
再次單日確診逾50宗。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東京
都昨日新增病例較上周三大增36宗，已
連續12天新增病例數字按周上升。
繼位於沖繩的駐日美國海軍陸戰隊漢森

基地發生新冠集體感染、多達270人中招
後，位於山口縣岩國市的駐日美軍岩國基
地昨日亦表示，基地內有80人確診新
冠，但未有公布確診者的國籍、性別，以
及是否屬Omicron變種個案。駐日美軍佐
世保基地也出現集體感染，16名基地相
關人員確診，其中1人是死亡後才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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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Omicron 新冠變種病
毒來勢洶洶，英國首相約翰遜
昨日為政府未有在英格蘭加強
防疫措施辯護，強調英格蘭的
加強劑疫苗接種率高，容許民
眾以謹慎態度慶祝新年。他稱
加強劑疫苗能提供有效保護
力，指出目前在醫院深切治療
部（ICU）留醫的新冠病患，
約90%都未打加強針。
約翰遜前往英格蘭中部米爾

頓凱恩斯一間疫苗接種中心視
察時表示，他曾與醫生傾談，
獲告知ICU約九成新冠患者
均未打加強針，他警告未接種
者住院幾率高出7倍。
約翰遜稱，接種加強劑對抗

疫非常重要，指出英國目前有
3,250萬人已打加強針，呼籲
已完成接種超過6個月、但未
打加強針的約240萬人，應盡
快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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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荒礙社會運作人手荒礙社會運作
多國隔離大放寬多國隔離大放寬

19度高溫

美研究：Omicron潛伏期短至3天
重複感染率高

●● 多地放寬隔多地放寬隔
離規定離規定。。路透社路透社

●新變種肆虐下，多個行業人手不足。 路透社

●●一名法國民眾到一名法國民眾到
醫院探訪染疫丈醫院探訪染疫丈
夫夫。。 美聯社美聯社

●●紐約民眾排隊紐約民眾排隊
檢測檢測。。 路透社路透社

●●東京疫情出現反彈東京疫情出現反彈。。 彭博社彭博社

●● 阿拉斯加近期多次阿拉斯加近期多次
出現水浸出現水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