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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苑垂直播疫 疑禍起倉鼠
第一座E室居民須撤離 黃大仙多廈污水見陽

香 港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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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隱患不絕於耳，昨日大窩口邨富強樓及黃大仙

豪苑先後出現樓上樓下住戶同染疫情況，其中豪苑疫

情較為嚴峻，暫有3名住戶確診或初確，均居於第一

座E室單位，其中一名26歲男患者去年12月初曾於

旺角通菜街I Love Rabbit寵物店購入倉鼠，疑透過倉

鼠感染Delta變種病毒，有關倉鼠已交予漁護署化

驗。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昨日視察豪苑及富強樓後，建議受影響居民撤離。同

時，黃大仙多幢大廈污水呈陽性，昨日5宗不明源頭

個案中有兩宗患者在黃大仙區域有活動，衞生防護中

心呼籲當區居民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特區政府為減低疫情風
險，早前宣布取消年宵花市後，不少市民轉到旺角花墟購買年
花，令該區人流及車流顯著上升。警方預計農曆新年前夕繼續
會有大批市民到花墟一帶買年花，為避免人群聚集構成疫情風
險及交通嚴重阻塞，警方將由本月27日（年廿五）早上8時至
下月1日（年初一）早上8時，於旺角花墟一帶因應實際情
况，實施特別人流及交通管制。
西九龍總區行動部高級警司黃志威昨在記者會上表示，特別

人流及交通管制的目的是避免旺角花墟範圍人群擠擁，減低造
成公眾危險及降低染疫風險。他呼籲市民應盡量避免前往人多
擠迫的地方，市民若有需要前往花墟，應避免周末或年廿九等
高峰日子，並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表示，秘書
處昨日早上得悉一名負責上載影片
的外判服務承辦商助理員初步確
診。有關員工居於葵涌邨逸葵樓，
上周三最後一天在立法會上班，工
作地點為綜合大樓1M樓層和3樓，
工作時有佩戴口罩和遵守防疫規
定，秘書處知悉後已安排全面清潔
和消毒他曾經逗留過的地方。梁君
彥表示，今日立法會將進行4場遙
距會議綵排，但周三的立法會大會
暫時仍會以實體會議形式進行。
梁君彥表示，該名員工上周三獲

安排接受病毒檢測，昨日秘書處得
悉其初步確診。他表示，立法會肩
負憲制職能，有責任確保議會不會
因大樓使用者受感染而無法運作。
立法會上周三通過了兩項有關立法
會或其委員會舉行遙距會議的決議
案，授權立法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
在受到疫情影響時，可按照《議事
規則》規定，以遙距方式進行會

議。
他提到，立法會秘書處將於今日
舉行4場綵排，協助議員了解參與
立法會遙距會議的操作及相關程
序，但周三的立法會大會暫時仍會
以實體會議形式進行，他亦會密切
注意疫情發展。

進立會大樓須至少打一針
另外，因應疫情最新發展，秘書
處會安排職員輪流返回辦公室。同
時，立法會秘書處將於下月16日
起，與特區政府部門一同實施「疫
苗氣泡」安排，未接種首劑疫苗的
職員不准返回秘書處辦公地方上
班，並會被視為擅自缺勤。議員及
其職員、政府官員、傳媒代表、訪
客、外判服務承辦商的職員等，必
須已接種首劑疫苗，才可進入綜合
大樓、中信大廈和金鐘政府合署的
辦公地方，能提供有效醫生證明不
適宜接種疫苗的人士及孕婦可獲豁
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蔓延至醫
院，多間公立醫院有員工確診或初步確診，包括
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專科一名門診女護士、伊利
沙伯醫院一名男保安，而葵涌邨一名初步確診的
78歲男病人曾到瑪嘉烈醫院化療，相關醫護人
員、病人均須隔離檢疫。醫管局還發現兩名確診
病人於潛伏期曾捐血，通知香港紅十字會服務中
心追查血液去向，其中一份血液已輸入東區醫院
一病人體內，醫管局強調新冠病毒通過血液傳播
的機會低，但仍會密切監察該病人情況。
昨日，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專科門診一名女護

士初步確診，事緣一名確診病人曾於本月18日到
該院精神科門診覆診，院方接獲衞生防護中心通
知後，安排該門診31名醫護人員檢測，發現該名
女護士呈初步陽性，其餘人則陰性。這名女護士

最後上班日為上周五，院方為安全起見，亦安排
在上周五上班的醫護人員檢測，而這名護士曾接
觸的5名病人亦須檢測和作醫學監測。
伊利沙伯醫院一名保安部運作助理昨日在竹篙

灣確診，他與家人同住葵涌邨，主要負責交通管
理，無須接觸病人，本月21日最後上班。由於
患者新入職，曾做需時30分鐘的「呼吸器面型
配合」培訓，其間受訓者須不停呼氣，以準確量
度面型製造合適的呼吸器，故協助培訓的職員被
列作密切接觸者。
一名住葵涌邨的78歲男病人昨初確診，他上
周六因發燒及喉嚨不適，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
療。醫管局感染控制組追查，發現他曾於本月17
日去過瑪嘉烈日間化療中心化療，其間曾短暫拉
低口罩與病人服務助理交談，因此將該名助理列

作密切接觸者隔離檢疫。
衞生防護中心亦發現兩名確診者於潛伏期曾捐

血，一人本月16日中午在荃灣捐血，另一人本月
20日在沙田捐血，他們捐血時均沒有病徵，並通過
篩查。香港紅十字會服務中心展開血製品追蹤，發
現在荃灣捐血的病人，其血液已製成血小板、血漿
及紅血球，其中血小板已供一名東區醫院病人使
用，正安排有關病人接受觀察，其餘血製品則被回
收。另一名患者捐出的血製品則沒有被人使用，連
同其家人捐出的血製品已全部回收。

血液傳播機會低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
霞強調，資料顯示血液傳播新冠肺炎的機會很低，
對上一次法國有類似個案，但受捐者沒被傳染。

兩確診者曾捐血 一份血小板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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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黃大仙區有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政府早前將豪苑及鳳德
公園等納入強制檢測範圍，結果發現豪苑有兩宗確診及一宗

初確，3人均居於第一座E單位，因此懷疑大廈出現垂直傳播。
昨日下午，政府專家顧問及相關官員到豪苑巡察，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巡視後向傳媒表示，豪苑第一座7E
室及 8E室，各有一宗確診個案，分別是 77歲女子（個案
13400）和75歲男子（個案13382），他們樓下5E室的26歲男子
則初步確診。
不過，調查發現，26歲男患者是感染源頭，他早於本月15日
發病，之後兩次向私家醫生求醫，但均未做病毒檢測，至前日
（23日）大廈納入強檢公告才接受檢測，發現初步陽性，CT值
為34，顯示病毒量低，樣本帶有L452R變種病毒株，懷疑屬Del-
ta變種病毒，即與早前倉鼠攜帶的病毒同型。男子報稱曾於去年
12月初，在旺角通菜街I Love Rabbit寵物店購入倉鼠，而該店
早前有環境樣本驗出陽性。
除鄰居外，該男子的同事亦可能被其感染，他從事街頭傳銷，
其一名居於黃大仙下邨龍樂樓的同事亦初步陽性。歐家榮表示，
若患者上班時帶有傳染性，他近期到訪的地方會納入強制檢測。

男子雖近痊癒 或已造成社區傳播
袁國勇表示，這名患者的倉鼠已交漁護署化驗，會調查豪苑爆發
是否由倉鼠引起。他懷疑，這名男子的病毒量低或已接近痊癒，其
間可能已在社區造成傳播。若驗證他經倉鼠感染病毒，政府需否撲
殺12月初批次的倉鼠？袁國勇認為為時已晚，因為早前懷疑帶病毒
的倉鼠批次是12月22日或之後來港，至今已一個月，倉鼠即使感
染也已經痊癒，其主人則已將病毒傳播，撲殺也無用。

現場與2003年淘大相似
對於大廈的垂直傳播原理，袁國勇解釋，根據煙囪效應，空氣
會向上升，令病毒有可能經糞渠或廢水渠抽入屋感染患者，現場
的天井又深又窄，與2003年淘大花園情況相似，因此有必要撤
離居民。政府昨晚已展開撤離行動，有關住客將送往檢疫中心。
專家巡察並發現，確診的7E室住戶用膠紙封住渠口，以防蟑
螂從地渠入屋，該做法可能造成其渠管的U形隔氣管乾涸，從而
使帶病毒的空氣更容易入屋。袁國勇強調，膠紙無法完全密封空
氣，呼籲市民需每周注半公升清水入渠管。

大窩口邨富強樓亦現垂直傳播
除豪苑外，大窩口邨富強樓亦出現垂直傳播，大廈423、323
室各有一名住戶染疫，病毒或經糞渠向下傳播，附近單位421及
321的居民須撤離。
另外，昨日5宗不明源頭個案中有兩宗在黃大仙區域有活動，包
括上述豪苑的75歲男住客，他有時會到鳳德公園做晨運；以及一
名在黃大仙鳳凰新村一間髮型屋任職的女洗頭員，她曾到黃大仙
祠。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黃大仙區污水檢測驗
出Delta及Omicron，相信該區已出現隱形傳播鏈，提醒該區居民
須留意衞生及及時接受檢測，政府將在該區安排流動檢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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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近日聲稱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引起
的病情輕微，香港也可「與病毒共存」云云。多名
專家批評，香港倘實施這策略，將出現災難性後
果，以葵涌邨逸葵樓為例，2,700名住戶中，迄今
有逾130人染疫，確診率是5%，香港若「佛系」
抗疫，全港750萬人哪怕只有5%人染疫，亦多達
37萬人，醫療系統必然崩潰。
屆時，大批確診者將無法入院治療，特區政府

還要徵用社區中心及學校改為治療設施，若氧氣
供應不足，會有大量重症及死亡個案，即使病情
輕微的確診者日後亦可能出現未知的後遺症。龐
大的染疫人數勢必令社會停擺，民生大受影響，
經濟遭受龐大損失。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歐美
國家已付出慘烈代價，香港不應步其後塵。

葵涌邨逸葵樓5%居民染疫，若香港躺平式
抗疫，香港將有大量樓宇成為「逸葵樓翻
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Omicron傳染力極強，若不
繼續實施「動態清零」策略，堵截病毒傳
播，全港染疫人口或不止5%，「歐美有地方
『與病毒共存』，感染率達六成，澳洲現時
每日新增10萬宗個案，香港若然全面失守，
每日會有上千甚至上萬人受感染，醫療系統
一定崩潰。」

若多人染病須確保氧氣供應充足
他指出，醫療系統一旦失守，將有大量確診

者未能入院治療，屆時便要調整服務，徵用社
區中心及學校等作為治療中心接收輕症人士。

香港人口老化，年齡中位數為45歲，有不少長
者和長期病患，且長者疫苗接種率低，會有不
少人染疫後出現重症，仍要在醫院治療，但要
確保氧氣供應充足，「如果氧氣不夠，入院也
無補於事。」
他指出，即使是輕症者康復後也「手尾長」，

「病毒可能長期遺留在人體的腦部及心臟而引致
後遺症，現時仍未知出現後遺症的情況和比
率。」
故他認為，香港除了仍要堅持「動態清零」

外，還要加快為長者接種疫苗。

指南非30萬人因疫情身亡
梁子超還認為，「與病毒共存」會引起社會動

盪，經濟民生停擺，直言港人不應幻想「與病毒

共存」，「歐美等地『與病毒共存』，是要付出
慘烈代價，南非雖然有人感染病毒後自然免疫，
但全國死了30萬人，歐美的群體免疫是以很大代
價換來的，是持續的經濟損失，以及數以十萬計
生命換來。」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陳福和亦在電

台節目上表示，研究雖顯示Omicron破壞力較之
前的新冠病毒低，但傳播力強且仍具殺傷力，此
外要考慮醫療系統能否承受多人染病，「有很多
長期病患及老人感染後死亡，香港也難與內地或
其他地方重開過關口岸，除非香港社會認為這些
都不重要，否則我們不應『與病毒共存』。」

他強調，現階段香港應以保障市民健康及醫
療體系為重，盡量控制病毒避免在社區蔓
延。

專家警告：港若「與病毒共存」醫療系統必崩潰

◆黃大仙豪苑第一座出現垂直傳播，E室單位住戶昨夜攜帶簡單行李，扶老攜幼地登上專
車，撤離該大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袁國勇昨日
帶同團隊到豪苑
巡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豪苑懷疑有倉
鼠播疫，有關倉鼠
交予漁護署化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政府宣布取消年宵花市後，
旺角花墟人頭湧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