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邵 明 ◆版面設計：余天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爆 料 專 線
（852）60668769

60668769@
wenweipo.com

文匯報 香港仔

昨日疫情通報
新增確診個案：614宗

‧本地個案：607宗（大部分疑涉
Omicron，31 宗疑屬 Delta 變異
病毒）

‧源頭待查個案：464宗

‧與其他個案相關：150宗

‧輸入個案：7宗

初步確診個案：超過600宗

爆疫院舍

‧土瓜灣馬坑涌道康樂園護老中
心：早前有員工確診，昨日一名
院友確診

‧上環保良局郭羅桂珍護老院：昨日
兩名院友初確，多名職員檢測呈陽

有醫護人員確診的公立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瑪嘉烈醫院、律敦治醫院、大埔醫
院及仁濟醫院等

懷疑垂直或橫向傳播大廈

‧沙田美田邨美景樓及美致樓

‧藍田啟田邨啟仁樓

‧觀塘秀茂坪安達邨謙達樓

‧深水埗蘇屋邨綠柳樓

‧屯門良景邨良傑樓

‧天水圍俊宏軒9座

無源頭個案四大職業

‧售貨員、清潔員、保安員、地盤
工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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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新增614宗確診個案，當中607宗為本地個案，75%、即
逾450宗源頭不明。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昨日在疫情簡報

會上形容，形勢不樂觀，估計今日確診宗數可能高達700、800宗。
雖然確診宗數連日走高，但徐樂堅認為，現時個案大多是農曆新年期
間由於節日聚集產生，經過一段潛伏期陸續浮現，不過透過積極的圍
堵策略，同時市民配合社交距離措施減少聚集，相信疫情仍能受控。

專家憂嚴重時單日確診破千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連續多日每日有過百宗源頭不明個案，已很難透過追蹤
手段找到源頭，他預言疫情仍未見頂，最嚴重時可能每日新增過千宗
個案，直至社區人流大幅減少，疫情才會有回落趨勢。

竹篙灣改收治輕症患者
疫情爆發導致病床和社區檢疫設施緊張，目前公立醫院隔離病床使
用率高達81.3%，病房使用率則為85%。特區政府宣布，今日起啟用
竹篙灣第一期社區隔離設施的約600個單位，改為收治輕症患者，同
時將實施「居安抗疫」計劃，家居條件適合的密切接觸者（簡稱「密
接」）及次密切接觸者（簡稱「次密接」）可分別居家檢疫14天及4
天，若有「密接」在檢疫期間確診，則「次密接」會升級為密接，改
為接受14天檢疫。醫療輔助隊將上門向家居檢疫者派送資訊包，資
科辦職員亦會提供電子手帶，確保有關人士不會外出。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確診急增勢必
衍生出隔離設施不足的問題，對「密接」及「次密接」患者進行家居
檢疫屬無奈之舉，不過理論上他們仍屬檢測呈陰性的健康人士，風險
在可接受範圍內。

「患者居家檢疫」不可行
不過，如果政府進一步放寬標準，容許檢測呈陽性的無病徵或輕
症患者進行居家隔離檢疫，他認為極其不妥。「如果陽性都可以留
在社區，相當於檢測結果已經無意義，同棄守無乜分別。」他指，
香港住宅密集，Omicron傳播力亦強，過往有多起渠管結構無明顯
缺陷的大廈都曾出現垂直或橫向傳播，故不應容許陽性患者留在社
區，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梁子超強調，若按照目前新增確診速度，數日之內收治輕症的社區隔

離設施也可能爆滿，政府應迅速行動，尋找度假村、酒店、新建公共屋
邨等一切可以將染疫人士與社區隔離的建築設施，以容留病人，同時建
議醫管局適當放寬出院或離開隔離設施的標準，騰出更多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密接」及「次密接」進行
居家檢疫期間，需要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倘呈陽則需即
時通知衞生署。但政府的送院安排近日「甩轆」，前晚有檢
測呈陽的市民自行往公立醫院，卻在急症室等了一整晚仍未
獲安排上病房。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
昨日表示，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陽者需要再次接受核酸檢
測，建議他們由親友協助領取深喉唾液樽測試。專家認為，
有關安排增加交叉感染風險，建議派發抗原測試包時，附送
深喉唾液樽，抗原呈陽即進行深喉唾液測試。

增加急症室工作負擔
昨日全港多間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超過100%，並迫爆
急症室，其中荃灣仁濟醫院急症室等候區昨日坐滿病人，顯
示屏見到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一度達8小時以上。近日更有
不少人因快速抗原測試或檢測呈陽性而湧入急症室，增加急
症室工作負擔。

李立業呼籲，呈陽者可以由親友領取深喉唾液樣本包進行
覆檢，亦可到急症室檢測，他們不會與其他病人坐在急症室
同一等候區，而是會安排至戶外通風良好的檢測站做核酸測
試，「如果有家人或有朋友幫忙安排深喉唾液測試，他們可
留在家中。如果安排不到，用最快捷方法去急症室。如果病
人無病徵，做完檢查可以回家等結果，如果有病徵或其他醫
療問題，我們急症室的同事會作適切的處理。」

倡專人收樣本瓶送檢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不認同有關做法，「因為沿途

有機會感染交通工具的乘客或急症室內其他病人，加上負壓
空間不多，倘裏面有大量陽性患者，有機會造成交叉感染，
甚至感染假陽性的求診者。」他建議政府派發快速抗原測試
包時，同時發放深喉唾液樽；當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後，可
再作深喉唾液測試，並派專人收集樣本瓶，再送往化驗所即
日「覆檢」，證實陽性後才送院。

◆今日起竹篙灣第一期社區隔離設施的約600個單位，改為收治輕症
患者。 資料圖片

◆本港昨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激增至614宗，「居安抗疫」計劃今起實施。圖為啟
田邨啟仁樓昨晚圍封強檢，部分住戶須撤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自檢呈陽安排「甩轆」求診途中恐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今日起合資
格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士進行家居
檢疫，特區政府將公布有居家檢疫者的大
廈名單，但出於私隱考慮不會公布具體單
位。檢疫者不得外出，其間需要自備生活
物資，例如靠親友、網購公司、速遞公司
派送，故政府已向外賣公司發出派送指
引，避免派送時與檢疫者碰面。有外賣員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期爆發疫情以
來，已有越來越多客戶要求「contact
free」（不碰面交收），對於向檢疫單位
送餐沒有太大心理負擔。

派送物資放指定位置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昨日表示，對

於「密接」和「次密接」人士，政府將有
職員上門查看家居環境是否適合檢疫，例
如不應與其他住戶共用廚廁等，部分有特
別需要人士亦會安排到檢疫中心。他指，
政府響應市民期待，盡量將「居安抗疫」
計劃做到資訊透明，會在網上公布有居家
檢疫者的大廈名單，但出於私隱考慮，不
會公布具體單位，希望大廈物業管理公司
亦能留意，並注意大廈公共地方清潔。
徐樂堅指，家居檢疫者需要一定支援

服務，呼籲他們的親友、網購公司、速

遞公司、超市等配合派送物資。政府已
向網購及速遞公司提供派送指引，對於
檢疫單位應進行無接觸式派送，將物資
放在門外指定位置，亦無現金交收，檢
疫者取貨時要佩戴口罩，盡快拿取，相
信由此傳播病毒機會低。對於檢疫者要
前往大廈垃圾房倒垃圾，他指，檢疫者
扔垃圾當天須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取
得陰性結果，以最短時間棄置。

送外賣盡力做好防護
外賣員Vicky表示，香港近兩周疫情嚴

重，已有越來越多客戶要求「contact
free」送遞，外賣員對此習以為常，不太
擔心向檢疫單位送餐會有額外風險。
他指，外賣員群體每日要去很多地

方，風險一定會高於普通市民，只能盡
力保護自己。
外賣平台「戶戶送」發言人昨日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該公司早前已
發出指引，假如顧客地址為圍封範圍或
有確診病例等，外賣員應於派送前主動
與顧客協調交收方法，例如於大堂或良
好通風出入口送餐。該公司早於疫情初
期推出「送餐專員援助基金」，萬一外
賣員染疫，可獲經濟援助。

「交收不碰面」外賣員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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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抗疫」啟動 專家倡尋公屋度假村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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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宗數「井噴

式」激增，昨日再多614宗確診

個案，較前日的342宗飆升近一

倍，為抗疫兩年多以來單日最多，初步確診亦超過600宗，今日確診

或直逼800宗。患者激增亦導致醫院病床及檢疫中心瀕臨爆煲，

隔離病床使用率超過八成，特區政府今日起實施

「居安抗疫」計劃，安排合資格的

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倘疫情進一步惡化，輕症患者也可能要居家檢

疫。有防疫專家認為，密切接觸者家居檢疫屬無奈之舉，但若放寬讓

輕症患者也居家則形同「棄守」，因為香港住宅密集，並出現多幢

大廈垂直及橫向傳播，若容許陽性患者留在社區，無異於放任病毒

傳播。專家建議特區政府積極尋找度假村、酒店、新建公共屋邨等

隔離設施，力求將患者群體與社區分隔開。

確診倍增破六百
隔離設施瀕爆煲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