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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肆虐下，美國的新冠疫情持續惡化，《華盛頓郵報》根據
聯邦政府的數據作出分析，顯示Omicron引致的死亡人數大幅增加，對75歲以上
長者、未接種疫苗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尤其危險，目前日均疫歿人數已超越去年
春天疫苗尚未廣泛供應之時。有專家指出，對於一些人認為Omicron引發重
症機會較低而掉以輕心，最新數據對他們是當頭棒喝。
數據顯示美國近期的7天日均疫歿人數已多達2,600人，超越去年9月
Delta變種病毒高峰期的日均約2,000人，住院病患數目上月飆至疫情爆
發以來新高，目前全美已有逾90萬人疫歿，由於死亡病例較住院個案
滯後，意味死亡人數將會飆升。
最新染疫死亡患者以年長人士為主，上月近半疫歿者均為75歲或
以上長者，較去年9月這年齡組別只佔整體死亡人數1/3，明顯大幅
增加。南佛羅里達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家薩利米稱，佛州的
疫情亦出現類似年齡趨勢，去年冬天約85%疫歿者為老人，Delta
蔓延時期則降至約60%，但在Omicron肆虐下，長者死亡病例佔
整體回升至約80%。

早期接種者須加強針保護
薩利米認為，原因除了在新一波疫情中有大量長者染疫外，不少

長者在去年秋天才完成接種疫苗，未能在Omicron擴散前打加強針
亦是主要因素。他指出在早期接種疫苗的人士若不打加強針，將失去
保護效力，「Omicron可能對年輕人的症狀較輕微，但對長者等高風
險群組卻是十分危險。」
芝加哥近兩個月合共有逾1,000人疫歿，上月每天約30人死亡，接近前

年12月的高位。當地公共衞生官員強調，對已接種及打加強針的人士而言，
這一波疫情的死亡率未有太大變化，但未接種疫苗的長者死亡率卻急升，上月

底數據顯示，未打針者每10萬人中有14人死亡，已打加強針人士則每10萬人僅1
人疫歿。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家努佐稱，部分人以為Omicron並不嚴

重，加上美國不少民眾已打針，因此疏於防疫，最新數據證明他們是錯誤的，「即使只有
少數人引發重症或死亡，但在大量民眾染疫下，這數字也非常驚人。」 ◆綜合報道

美美OmicronOmicron奪命急增奪命急增
老人未打針者最高危老人未打針者最高危

數據顯示，美國是目前累計確診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累計逾7,700萬宗確診，超
過90萬人死亡。累計確診較多的國家還有印度、巴西、法國、英國、俄羅斯和土耳

其等，累計死亡病例較多的國家則有巴西、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和秘魯等。

去年2億跳至3億宗還需5個月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去年1月26日超過1億宗，同年8月4日突破2億宗，今年1月6日升穿3億例，但短短一個

月便再多1億宗確診，反映疫情仍在快速擴散。根據世衞前晚發布的每周流行病更新數
據，上周新增近6.8萬人病歿，較前一周增加7%，新增確診病例則
減少17%，接近1,930萬宗。
世衞官員馬哈穆德前日指出，自Omicron去年11月底被

世衞列為「高度關注的變種毒株」以來，全球已通
報1.3億宗確診病例和50萬人疫歿，儘管Omi-
cron的致病程度較輕微，但因傳播力更
強，已迅速取代Delta成為全球最主要
毒株。馬哈穆德表示，「在疫苗有
效保護的年代，有50萬人死亡，
這真的很嚴重。雖然大家都說
Omicron比較溫和，但他們沒
有注意到，自這種變種毒株
出現以來，已奪走50萬人
生命，悲慘一詞已不足以
描述這樣的慘況。」

BA.2料更普遍
世衞流行病學家范克爾

克霍夫稱，Omicron已知
病例數目「令人震驚」，
但實際數字可能還要高出
許多，「我們仍處於這場
大流行中，許多國家還未
通過Omicron疫情高峰。」
她指疫歿人數連續數周攀
升，情況令人憂慮，形容「這
種病毒依然非常危險」。
范克爾克霍夫同時表示，Omi-

cron 的亞變種 BA.2 較原始毒株
BA.1更具傳染力，因此預計BA.2在全
球將變得更普遍，未來個案將會遞增，
但尚未清楚曾感染BA.1的患者，會否再次
感染BA.2。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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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前日公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4 億

宗，累計死亡個案逾576萬宗。世界衞

生組織指出，自Omicron變種病毒去年底出現

以來，已合共奪去 50萬人性命，稱疫情奪命情況

「用悲慘也不足以形容」。

Omicron新冠變種
病毒在馬來西亞引發
新一波疫情，自周日
起連續4天新增確診
個案均超過1萬宗，
昨日錄得 17,134 宗
確診，創今年以來新
高。
馬來西亞衞生總監

諾希山表示，雖然確
診人數激增，但昨日
新增個案中，約99.5%均屬無症狀或輕症。面對疫情來勢洶
洶，大馬許多民眾在上班、上學及聚會前，都事先自我檢測，
近期不少人反映在藥房或便利店很難買到快檢試劑，當局回應
稱，目前全國供應量仍足夠，只是農曆新年期間，民眾踴躍進
行自我檢測，導致快檢試劑需求量增加，加上Omicron疫情嚴
峻，許多人開始囤積試劑，部分商店存貨量不足，才出現「斷
貨」現象。

韓准新冠患者住普通醫院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昨日通報新增49,567宗確診個案，較

前一天激增逾1.2萬宗，再次錄得新高。當局預測新增病例正
以每周增加一倍的速度增長，本月底或增至13萬至17萬宗。
為應對確診病例飆升，以及大量醫護隔離，當局更新醫療系統
抗疫指引，新冠患者獲准在普通醫院接受住院治療，部分確診
醫護可繼續上班。 ◆綜合報道

大馬快檢試劑「斷貨」 英國劍橋大學一項研究顯
示，將絲襪套在口罩外，可大
幅增加口罩的密合度，有效降
低病毒透過口罩與臉部之間空
隙入侵的機會，防疫效果較一
般佩戴口罩方式高6倍。
劍橋大學的科學家與美國研

究人員一起研究如何提高口罩
預防新冠病毒的效用，他們將
外科口罩與KN95口罩搭配7
種不同方法，包括將耳掛繩打
結、於口罩兩側貼上膠布、用
橡筋綁成口罩支架，以及在口
罩外套上一層絲襪等，測試口
罩與臉部的密合度。
接受測試者依各種方法，分

別進行7分鐘實測，模擬交
談、點頭、轉頭、深呼吸等日
常活動，結果顯示最有效方法
是將絲襪包在口罩外，較標準
口罩戴法可大大減少病毒微粒
吸入量，防疫效果可增加6
倍。
研究並沒有特別指定絲襪品

牌或顏色，科學家表示，其實
對一般民眾來說，最困難的是
在大庭廣眾之下戴上套有絲襪
的口罩，且長時間佩戴也會感
到不舒適。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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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年阿富汗的年
老患者在醫院老患者在醫院
吸氧吸氧，，流露無流露無
助眼神助眼神。。

美聯社美聯社

雖然英國現時日均的新冠新增確診仍達6萬宗，但備受
「派對門」醜聞困擾、試圖轉移視線的首相約翰遜，昨日
在國會表示準備撤除所有新冠防疫限制，包括確診者需自
我隔離最少5天的規定，冀於本月底開始，確診人士無需再
進行隔離。衞生專家對確診者毋須隔離表示憂慮，擔心會
有其他新的變種出現。
約翰遜認為英國目前疫情趨於穩定，確診數目持續減少，他

有意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將原定實施至下月24日的確診
者自我隔離規定，提早至本月底結束。當國會於本月21日休
會結束後，他便會提出相關法案。
因應 Omicron變種病毒蔓延，英國於去年12月初收緊防疫

規定，但大部分措施已於上月底撤除，要求已完成接種疫苗旅
客抵達英國後需作檢測的規定，也會於明日解除。◆綜合報道

英擬加快撤限確診免隔離
完全「躺平」惹憂慮

◆◆美國一批議員悼念國內美國一批議員悼念國內
9090萬名新冠死者萬名新冠死者。。 路透社路透社

◆◆英國準備完全英國準備完全「「躺平躺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來西亞駕駛者接受檢測馬來西亞駕駛者接受檢測。。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