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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測包賣斷市 網轉售掀炒風
開價最高200元貴藥房三成 生產商料貨源下周始緩和

全港多區檢測站連日來

湧現大批人潮，人人由朝

排到晚以接受病毒檢測，

部分向隅市民因此改用坊

間快速抗原測試包。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多間藥房，發現市面多款快速抗原

測試包大部分已賣斷市，最快下周才有機會補貨。更有人以高於藥房零售價約兩

三成的炒價，在網上二手買賣平台轉售測試包。有試劑生產商透露，特區政府已

向公司採購100萬份測試包，故貨源會優先供應予特區政府，坊間貨源更為緊

絀，料下周才緩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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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測六部曲

◆每份抗原檢測包有測試溶液、測試棒及採樣棒。

步驟一：

將採樣棒伸入鼻孔約2.5厘米位置

步驟二：

將採樣棒放進測試液，攪動約20次

步驟三：

蓋上大樽蓋後，扭開上半部的小蓋

步驟四：

在測試棒上滴三滴溶液

步驟五：

等候20分鐘

步驟六：根據紫色線所在位置，確定檢測結果

��
�

快速抗原測試包早於去年4月已獲醫管局批
准使用，主要供數萬名前線醫護員工及醫

院訪客使用，當中最主要三款指定產品，分別為
妥析 ® COVID-19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相達
生物科技）、SARS-CoV-2 Rapid Antigen Test
Nasal （羅氏）以及 Panbio™ COVID19 Ag
Rapid Test Device （雅培）。

檢測站迫爆 市民買包自測
近日全港檢測站幾乎日日迫爆，不少需要強檢

卻未能輪候到名額的市民，便改用這些測試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土瓜灣、旺角等多區的
連鎖店及私人藥房，大部分店舖均表示暫時缺
貨，以一間連鎖店為例，店內宣傳顯示上述三種
測試包售價介乎150元至499元，幾乎全線賣斷
市，有店員跟記者說：「這兩天有不少市民搶購，
有人話老闆要求陰性才准返工，喺檢測站又排唔
到籌，又心急復工，於是買測試包自行檢測。」

網上賣家：有買快手
「一包難求」下，香港文匯報在網上二手買賣

平台發現，有人以180元至200元的價錢出售檢測
包，比藥房貴兩三成。賣家向記者表示：「家
好搶手，你喺藥房有錢都買唔到，所以有買快
手。」
「妥析」生產商、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招彥燾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正研究向
全港市民派發測試包，作全民自我檢測，並擬向該

公司採購100萬份測試包，目前該公司的存貨也優
先提供予政府，以致坊間貨源緊張，加上市民近日
的搶購潮，貨源更加緊張。
他說：「我哋知道零售渠道好缺貨，我哋已加

快生產供應，預計下周後會有所緩解。」
招彥燾表示，抗原測試包的準確度達85%以

上，當病毒量足夠時，準確度更超過90%，例如
病毒CT值在30以下時，準確度接近100%，但他
強調抗原測試只能作輔助，作初步篩查之用，倘
透過抗原測試出現陽性，也必須再接受傳統的核
酸檢測覆檢。
他強調，用戶的操作也影響抗原測試的準確

度，他解釋該產品是透過採樣棒放入鼻孔，再將
採樣棒浸入溶液，市民採樣時要將採樣棒放入鼻
孔內約2.5厘米位置，在內壁轉五圈，並在另一個
鼻孔重複一次。採樣後將採樣棒放入溶液瓶內攪
拌20下，然後在測試棒上的指定位置滴三滴溶
液，等候20分鐘至25分鐘查看結果，若少於20
分鐘或逾時，結果均不準確。他並提醒，快速測
試不適合6歲或以下幼童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新冠
疫情確診個案數目再見新高，香港多區
的檢測中心都排滿長長人龍，部分人流
較多的中心更要輪候三四小時才能接受
檢測，市民叫苦連天。有人帶櫈仔、乾
糧「野餐式」輪候，亦有患坐骨神經痛
的市民短時間內三次因飲茶收到檢測通
知，昨日撐枴杖到場，並憤而表示從此
不飲茶。不少市民均認為應增加檢測中
心以疏導人流，減少交叉感染機會，另
有市民建議盡快全民檢測，早日切斷傳
播鏈。

輪候者促派籌免排長龍
屯門、元朗多個檢測站昨日都有大批
市民排隊輪候檢測，其中元朗市東社區
會堂的檢測中心一度有數百人排隊，人
龍圍繞檢測中心兜了一個圈。有市民攜
櫈仔排隊並帶備乾糧，苦中作樂稱好像
去「野餐」。他指前天已經排了數小
時，昨日情況也沒有改善，批評特區政
府安排差，要求改為派籌形式，免卻市
民在場長時間排隊。
下午2時許，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外亦
有數百名市民輪候接受檢測，沒有預約
者要輪候接近90分鐘。患有坐骨神經痛
的劉先生昨日撐着枴杖、步履蹣跚地前
往接受檢測，獲工作人員安排使用優先
通道。他說：「我從上月24日起，已經
3次因為飲茶收到『安心出行』的檢測
通知了。早幾天驗完陰性，現在又要

驗。以後都不去飲茶了，就留在家中看
電視算了。」
在地盤工作的張先生表示，公司要求

有陰性證明才可上班，故即使要輪候多
時都沒辦法。他認為，現時全港各處都
有病毒傳播鏈，即使多次來測也用處不
大，認為應該增加在確診地區的圍封工
作。
楊先生因曾到過有人確診的街市而要

接受檢測，他指輪候時人流眾多又排得
「密質質」，擔心會增加確診風險，建
議特區政府加開中心以疏導人流。他認
為，向全港市民派發快速檢測包是好
事，如果推行全民檢測會更好，相信可
更快切斷傳播鏈。
周小姐亦因曾去過有人確診的車公廟

而要接受檢測，她指本身從事飲食業，
雖然公司無相關要求，但她也自行請假
待有陰性結果才上班，「這樣大家都安
心點！」
從事裝修的馮先生曾到過有人確診的

餐廳，昨日已是第三次檢測，「我上周
五及六各做了一次，今次輪候時間最
長。」他並指，第一次檢測翌日早上便
收到結果，但第二次要隔天早上才有結
果，他相信是太多人檢測致人手不足，
但也體諒特區政府面對的困難。
設於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檢測中心，昨

日下午人龍亦排滿整個球場，但人與人
之間的間距較瀝源社區會堂為遠，交叉
感染機會相對較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
波疫情大爆發，特區政府日前宣布本
月重設「火眼實驗室」，以提升香港
每日檢測量。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
實驗室的選址馬鞍山體育館觀察，發
現館內場地已清空，物資已運抵，有
工人正在館內作裝設，並為多個氣膜
實驗室充氣。現場可見，氣膜上印有
現時檢測承辦商之一「華大基因」的
標誌，料由「華大基因」再次負責
「火眼實驗室」檢測項目。華昇診斷
中心董事長胡定旭昨晚透露，火眼實
驗室正在搭建中，當晚可完成16個
氣膜充氣，檢測設備將陸續送達，經
測試後，預計本月15日（下周二）
後能逐步啟用，兩周內增加到單日
10萬檢測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到馬鞍山體育

館觀察，館外已有多架貨車停泊，擺
放了多箱物資，由工作人員搬運入場
館，場館內則有十多名工作人員拆開
木箱，箱內物品包括木板、海綿、床
架等。工人並在地板上鋪上棉布，再
在上面裝設多個氣膜，與前年的「火
眼實驗室」設計類似，而氣膜印有
「華大基因」「華大智造」等的標
誌，料「華大基因」再次負責「火眼
實驗室」檢測項目。
特區政府前年8月推行全民檢測

時，曾設立「火眼實驗室」，當時選
址在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16

個實驗室以「氣膜」形式營運，約200名「國
家隊」人員抵港參與檢測，當時亦是由「華大
基因」的華昇診斷中心負責營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周五（4日）宣布，已邀
請廣東省的專家來港，協助在馬鞍山體育館重
設「火眼實驗室」，預料本月內可建成，令每
日的單管檢測量增至30萬。她當時表示，「火
眼實驗室」項目全部開支由特區政府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多區檢測中心連日
均大排人龍，位於荃灣公園的流動檢測站增設派籌安排，
節省市民排隊時間，並有工作人員在場協助市民使用。香
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相達生物科技董事
長招彥燾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現時正面對前線採樣場
地不足，目前學校停課，建議可考慮使用學校操場等地方
進行採樣。
設於荃灣公園4號網球場旁空地的流動檢測站，附設有
派籌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市民從派籌機按出籌號，市民再
憑票按時進場採樣。市民可用智能手機掃描籌上的二維

碼，得悉輪候情況，在召集時間的30分鐘內回到現場就
可以接受採樣。不過，昨日所見，仍有大批市民取籌後未
有離開，在公園內聚集等候。流動檢測站會每日朝八晚六
派籌，並因應情況調整安排。
另外，招彥燾昨日在電台節目建議使用學校操場等地方

進行採樣。對於特區政府將向全民派發自我快速抗原測試
套裝，他指每人獲發一份測試套裝並不足夠，「以美國為
例，當地政府希望群眾第一天做完，如結果呈陰性，翌日
立即做多一次，因為今天陰性不代表明天也是陰性；另一
個原因是其靈敏度較差。」

招彥燾認為，最理想是在短時間內，全港市民接受一次
快速測試，希望有助找到大部分患者，減慢疫情擴散，但
相信由於有關套裝貨源短缺，特區政府無法大量採購。至
於覆檢人手的問題，他以新加坡及韓國為例指出，當地過
去兩天都有逾萬宗陽性個案，當中逾80%是靠快速測試找
到，然後再做覆檢；以香港現時每日有二三十萬核酸檢測
量，相信覆檢人手的問題不大。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建議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套裝

時，順便派送深喉唾液樣本瓶，讓陽性患者迅速留深喉唾
液樣本，然後透過網上或電話，聯絡速遞公司送到實驗
室，在一天內有結果，再安排確診者盡快隔離，並找人聯
絡所有家居密切接觸者。他相信若全民檢測做得好，有助
截斷傳播鏈，確診個案或可減少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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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飲茶接通知 檢測者決「戒茶癮」

醫界建議用學校操場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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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實驗室」設置在馬鞍山體育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環臨時檢測站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瀝源社區會堂檢測站同樣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先生 ◆周小姐

◆馮先生 ◆姚先生

◆藥房的抗原測試包被搶購一空，不少藥房只剩
測試包的「吉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