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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爆疫困獸鬥
20宿生相繼發病

公院隔離病床爆滿 確診學生無法入院

夏寶龍主持援港抗疫協調會 設工作組對應港需求

新增確診：4,285宗

‧本地感染個案：4,264宗

‧輸入個案：21宗

初步確診個案：7,000宗

新增死亡個案：9宗

危殆病人數目：17人

部分增確診或初確個案

‧ 新增20間院舍院友或員
工確診或初確

‧深水埗則仁中心學校一學生確
診，另有多人快速測試呈陽性

公立醫院疫情

‧逾120名醫院人員初步確診，20
名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 20 名病人入院篩查初步確
診，100 多名同房病人列密
切接觸者

昨 日 疫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昨日有9名新冠肺炎
患者不治，包括7名未打針的長者，一名37歲壯
年男子，以及早前危殆的3歲女童。疫苗可預防
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透露，該名女童染
疫後併發腦炎，導致病情短時間內惡化死
亡。他提醒家長，「不要以為Omicron在兒
童身上像傷風感冒一樣，其實係會致命
的。」第五波疫情以來，香港接連有多名
長者病逝，推算香港長者染疫後的死亡率約
為0.77%，是季節性流感的6.7倍，呼籲家長
為子女接種疫苗。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

婉霞昨日證實，該名3歲女童因為感染Omicron變
種病毒致死。何婉霞說：「佢（女童）病發突然，惡
化速度都好快，由於佢生前已確診，死因證實與新冠
病毒有關，無須轉介死因庭跟進。」她表示，醫管局
統計過去兩星期確診者的年齡分布，發現有17%患者
年齡少於17歲，約9%患者更是6歲以下。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最新數據，截至本月15日，過
去14天新增約12,343宗確診個案，推算9%的6歲以
下患者則多達1,111人。
何婉霞提醒家長留意患病幼童的體溫和精神狀態，
高燒（即攝氏39度以上）持續不退及精神萎靡均屬危
險信號。「發燒時體溫會好似海浪一樣，有潮漲潮
退，如果整體趨勢下降，表示病情正在好轉，但一波
高過一波，達39度以上，就需要特別留意。」此外，
兒童雖然發燒但仍會「有講有笑」亦無須太擔心。

死亡率遠超流感 盡早接種保命
至於其他死者，包括7名長者，均未接種疫苗，而
相對年輕的37歲男死者本身患長期病，生前需要他
人長期照顧。另外，截至昨日有17患者病情危殆，
年齡介乎45歲至91歲。
翻查資料，該名不幸病逝的3歲女童本月12日曾到

威爾斯親王醫院及仁安醫院急症室求診，當天入住威
院治療，惟病情迅速惡化，其後被轉送至兒童醫院深
切治療部，前日離世，由病發至不治前後只有4天。
劉宇隆講解女童死因時透露，她感染新冠病毒後引發

腦炎：「年幼幼童產生了腦炎，腦炎死亡率很高。腦腫
脹、有水腫，腫脹時顱內壓力很高，產生很多問題，包
括腦死亡。兒童無論什麼疾病，相對成人發病的速度很
快。所以家長不要以為Omicron在兒童身上像傷風感冒
一樣，其實係會致命的。」
他表示，目前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滯後，「不少病人

入院後情況嚴重要聞氧、入深切治療部，病情會持續惡化一至三
星期，最終或不治。Omicron不會好似市民想像的傷風感冒，除
非你是年輕人，除非你無病無痛，除非你已打了兩針、三針。」
不少人將Omicron與流感相提並論，但香港確診數據顯示，
Omicron的殺傷力遠超流感，長者的死亡率更高達0.77%，是季
節性流感的近七倍。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沒有
打針、打不夠疫苗，大過65歲的免疾系統開始老化，加上有長期
病患，死亡率一定高過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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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大學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綜合確診及初步確
診數字，推算目前有多達1.2萬名確診者未獲
安排床位、滯留社區。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
栢賢則預期，未來一周香港確診個案可能倍
增，特區政府如今着力增加隔離設施已「遠
水不能救近火」，他認為更實際的做法是，
先清晰分流患者，讓病徵輕微，以及家居環
境理想的患者，居家隔離治療，將床位留給
年紀大、懷孕、兒童、長期病患的確診者，
更能降低死亡率。
梁栢賢在社交平台貼文稱，未來一周香港

每天平均確診數字隨時破萬，感染人數拾級
攀升，特區政府預備租用、徵用或興建中隔
離設施，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支援人
手不足及醫護人員感染數字上升都是最大隱
憂，屆時醫療系統會崩潰。他呼籲政府仿效
新加坡分流確診者的隔離治療模式。
他解釋，政府當務之急是先要發出清晰分

流指引，分層次安排家居及入營隔離，讓高

危患者（包括長者、兒童、孕婦、長期病患
者），以及同住家人未接種疫苗，或家居環
境不適合的個案，優先安排入隔離營；其餘
的輕症、年輕患者，以及家居環境合適的個
案，則繼續居家隔離治療。
何栢良則表示，一般而言患者在首次驗出

陽性後第8天便再無傳染性，之後額外在家隔
離14天，理論上可以安全出入社區。他提醒
目前等候入院的患者加強感染控制，大型屋
邨天井位是疫情傳播高危渠道，切勿打開面
對天井的窗戶，但面對相對空闊區域的窗戶
要常開，保持空氣流通。廁所廚房、開抽氣
扇時，門口要留有足夠罅隙，以免造成負
壓。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則建議，政府清晰界

定滯留社區的確診者，何時可以自動解除在
家隔離令，他建議已接種兩劑疫苗的患者，
若在家隔離期間經快速測試驗出陰性，再自
我隔離7天，便解除其隔離令；未打針者，呈
陰後要再隔離14天。

1.2萬確診者居家隔離 專家促定分流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消息指，迄今
全港有1.2萬名新冠肺炎確診者未能入院，當
中部分人病情不至於危急，但仍有醫療需
要，昨日起他們可以預約到全港七間醫管局
「指定診所」求醫，每日共有1,000個名額，
然而運作首天已逼爆，預約熱線被確診者

「打爆」，未能打通者直接湧往診所，卻全
部被勸回，有家長激動與職員爭執。「唔係
我唔肯打電話預約，係你哋電話打咗幾百次
都唔通。」由於「抗疫的士」仍未投入服
務，不少求診者最後擠進公共交通工具回
家，恐將病毒帶進車廂內。

除確診及初確宗數持續飆升外，昨日再多
9名患者離世，包括早前在兒童醫院深

切治療部留醫的3歲女童，連同日前不治的4
歲男童，Omicron變種病毒已奪走兩名幼童生
命，使各界更關注兒童染疫後的情況，但香
港文匯報昨日獲悉，位於深水埗歌和老街的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連日來爆發疫情，
昨日再多一名學生確診，另有多人經快速測
試亦呈陽性。
該校共提供166個宿位，主要接收三類學

生，包括因情緒行為問題經法庭指令入學、
社署跟進個案，以及是家長自願安排入學的
學童，除前兩類不能離校，其餘一類的學
生，家長只要簽署承諾書便可接走。

「陽性」學生續增 有人等到無病徵
有家長及區議員表示，該校上周有多名學

生經檢測後呈陽性，上周六校方發出通告暫
時停課，但不少宿生包括染疫學童一直滯留
在宿舍內，未獲安排送院隔離治療。有家長
透露：「上周三該校有學生發燒，到急症室
求醫後確診，至上周五陸續有院友出現病
徵，而全院包括職員共百多人進行快速測
試，小部分呈陽性，翌日按衞生署要求全院
再做深喉唾液測試，至本周才陸續收到檢測
結果。」
據了解，目前最少約20多人有病徵，卻一直

留在院舍檢疫，由職員照顧，部分無病徵的學

生則由家長接走。家長王先生的9歲兒子上周
五發燒，翌日交深喉唾液樣本，但至今未有檢
測結果，王先生不滿政府未有支援原址檢疫的
學童，「為何不派員到學校為小孩檢測？」
有協助該校家長的地區人士表示，昨日最
少12名學生的快速測試呈陽性，惟未能聯絡
則仁中心查詢確實數字，只知校方提交的學
童深喉唾液樣本檢測，至今4天仍未有齊結
果，據悉衞生署會安排另一承辦商跟進檢測。
雖然校方有將陽性與未受感染學童分隔，且每
日為學童檢測，但病毒仍可能傳播令更多學生
感染，消息指有關部門正研究處理方法，「該
些學童有特殊需要，如有情緒問題，若入院或
送入隔離設施，需要有人照顧，要考慮是否讓
家長陪同，但至今未有定案。」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被

問及事件時表示，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主要
供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入住，故該
校染疫學生理應是送院隔離治療，「但由於
現時（醫院）設施很緊張，所以他們（學生)
仍未能入院，他們要在校舍地下一層原址隔
離，等候入院，不過我知最近情況是很多小
朋友已沒有什麼病徵，而二樓則有十位八位
密切接觸者留在上址檢疫。」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則表示，公立醫
院隔離病床使用率已達九成多的上限，醫管
局正與政府研究盡量增加隔離病床數目，希
望改善病人遲遲未獲入院的情況。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瀕臨失控邊緣，昨日再

多4,28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另有7,000宗

初步確診，均為香港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但公立醫院隔離病床已「爆煲」，有消息

指目前多達1.2萬名確診及初確患者因為隔離及治療設施用盡未能入院，仍滯留社

區。此外，昨日多達20間院舍爆疫，香港文匯報獲悉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連

日來有多名寄宿學生染疫，卻一直滯留校內，近日最少20名學生相繼發病，有家長

投訴情況猶如「困獸鬥」，恐疫情在宿舍擴散使更多學生中招。醫管局回應表示，正

與特區政府研究為他們安排隔離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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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家患者注意事項
【平日照顧】
‧用暖水抹身控制體溫

‧發燒首三日最為關鍵，如三日後無出

現其他嚴重症狀便無須過度擔心，多

補充水分

‧觀察子女神志，是否能順利溝通

‧可以進食「必理痛」等成藥，建議每

6小時餵藥一次

【出現以下情況，急需入院】
‧如呼吸困難（每分鐘40下呼吸)

‧出現乾咳、咳聲如海獅般的叫聲

‧高燒不退

‧拒絕進食、嘔吐，以及如廁次數有變

‧心跳每分鐘達120以上

【需入院情況】
‧如發現胎兒活動減少
‧出現呼吸困難、好虛弱、胸及腹痛
‧頭暈或排不出小便等，必須撥999求助

【需入院情況】
‧血壓驟變
‧持續發高燒（攝氏39度或以上）
‧呼吸困難，需致電要求入院

【家居衞生】
‧關閉向天井的窗戶
‧上廁所時，關窗、開啟抽氣扇，並預
留一道小小門罅，避免負氣壓

‧廚房要關窗及門常開
‧定期注水入U型去水管
‧使用洗手間後，以漂白水消毒

資料來源：醫管局、專科醫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所有確診者健康指引：

‧每四小時量度體溫一次
‧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可自行服用成藥緩和病徵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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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月1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協調會。會議專門研究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支持香港抗疫的具體

措施。會議強調，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遏

制疫情快速蔓延勢頭，盡快穩控疫情，堅決打贏香港疫情防控保衛

戰，確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會議成立若干工作組負責與香港特區政府對接，逐項解決香港特區

政府提出的有關請求援助事項。
◆夏寶龍主持召開援港抗疫工作協調會。 資料圖片

輕症指定診所啟運作 每日總名額1000

◆爆發疫情的則仁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為家長帶孩童到官涌的接
種站打針。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專門處理輕症人士指定診所正式
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