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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捱餓難回家 醫護身累心更倦
憂感染家人不敢飯堂用膳 睹病人治療條件差「好心痛」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

潰，除醫院隔離病床飽和，無法收治確診及初確

病人外，公院每日也有大批醫護人員染疫，令醫

院前線「打仗」的員工人數減少，工作壓力大

增。香港文匯報連日來追訪多名堅守崗位的公院

醫護，聽取他們訴說與病毒奮戰的心路歷程。不

少醫護形容，病房情況惡劣，目睹病人的治療條

件欠佳，他們坦言：「好心痛，但愛莫能助。」

其中，屯門醫院任職病人服務助理的劉小姐透

露，目前人手嚴重不足，每日與病毒苦戰，心理

壓力巨大，「不敢到飯堂用膳，放工後才醫肚，

回家後立即洗澡半小時，怕沾染病毒並帶回家

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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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多個屋邨爆發疫情，陸續被政府
圍封強檢，其中發現多宗初步確
診個案，而污水檢測到新冠變異
病毒的馬鞍山耀安邨耀平樓及東
涌滿東邨滿和樓，前日圍封後分
別發現54宗及68宗初步確診，
情況令人憂慮，為防止疫情擴
散，政府決定延長圍封一天至今
天（18日），所有居民須再做一
次深喉檢測。此外，石硤尾邨美
薈樓昨晚亦被圍封。
至於15日起被圍封兩天的上

水清河邨清朗樓，合共發現48
宗初步確診，昨日如期解封。

東涌馬鞍山兩廈圍封延長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政府昨日公布，將於
下周三（23日）起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增設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專為3歲至17歲人士和60歲或以上人士提供科
興疫苗接種，下周一（21日）上午9時開始接受網上預
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兒童和長者是政府的

重點保護對象，因此決定增設專門的接種中心，保護他
們減低一旦染疫所帶來的重症或死亡風險，促請兒童的
家長或監護人，以及長者的家人立即行動，盡早預約，
相關資料可參閱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
站（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中央圖書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位於銅鑼灣高士

威道66號，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8時至下午8時。除預
約接種外，中心亦會派發「即日籌」予兒童、青少年和
長者。

港大陸佑堂設接種中心
另外，港大校長張翔昨日宣布，港大將在陸佑堂開設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按最高防疫標準管理，每天可接
種2,000劑疫苗。疫苗中心主管、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
授孔繁毅表示，接種疫苗可減低重症和死亡發生的機
會，他期望全港總體疫苗接種率能提升到最少90%，而
80歲或以上的長者目前疫苗接種率只有大約40%，情況
並不理想。
港大表示，大學會為到陸佑堂打針的人士安排指

定通道，把他們與校內其他使用者分隔。中心於每
天早上8時至晚上8時提供服務，市民可透過政府的
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計劃的網上系統預約。中心設有
少量配額給未經預約人士，長者會獲優先安排接
種。

中央圖書館接種中心下周一起接受預約

屯門為新冠肺炎疫情其中一個重災區，除有大量病人染
疫外，每日也有醫護人員和職員「中招」，如醫管局

昨日宣布新增140名醫護人員確診或初確，屯門醫院便佔了
13人，而香港文匯報統計顯示，單是過去一周，屯門醫院染
疫的醫護人員累計便有55人，包括醫生、護士、病人服務
助理等支援人員，另有藥劑師、職業治療師、化驗師及文職
人員等，當中以病人服務助理等支援人員最多，佔24人。

抽調竹篙灣 人手更緊絀
協助照顧病人的病人服務助理，與護士一樣是病房最前線
的員工，但由於染疫員工眾多，已令人手十分緊絀。劉小姐
在訪問中便表示，目前每更人手也不足，工作量大增，「除
了不少同事確診令人手減少外，亦有員工要調配到竹篙灣、
亞博館等設施，或者要抽調到嚴重爆棚的內科病房幫手，令
人手進一步減少。」
她表示，其任職的骨科病房，以往早更有4名病人服務助
理，下午則有3人當值，現時每更減少一人，「朝早人手要
多些，因為收了新症要處理，且骨科病人要去運動室做運
動，但現時這些服務都取消了，早更只有3個人手，午更由
3個變做兩個，通宵更只有一個護士、一個病人服務助理以
及一個Runner（跑腿），他（Runner）亦要到其他病房幫
手。」
除前線人員染疫令人手減少外，其餘人員亦要調配到竹篙
灣等設施和醫院其他病房，「除竹篙灣外，醫院內科病房亦
爆棚，要加開好多摺床安置病人。人手不足，所以亦要由其
他病房抽調，我亦有同事要到竹篙灣工作，醫院當然會問同
事是否自願，但都只是給你選去竹篙灣還是到內科病房幫
手，調去竹篙灣要做三個月，調去內科病房則要兩個月。」
她表示，除工作量增加外，疫情嚴重下心理負擔亦極大，
「其實我們亦很擔心自己受感染，除穿戴好保護裝備外，院
方亦會派人巡察Pantry（茶水間），禁止員工在內進食，以
免除口罩進食時有其他同事入來，造成染疫。我自己亦不想
去飯堂用膳，雖然現時飯堂只准一人一枱，但排隊購買食物
始終多人聚集，怕有病毒傳播，所以好多時都是放工才食
飯。」

回家即沖涼 自費住酒店
劉小姐表示，因工作要處身醫院這高危場所，自己會加倍
小心，但本身有丈夫及小孩，怕會沾染病毒令家人受感染，
故放工回家後會立即洗澡，「沖涼起碼花30分鐘，但也怕
不夠安全。」她又指一些到竹篙灣的同事亦怕染疫影響家
人，且路途遙遠，會租住荃灣或青衣的酒店留宿。
醫管局支援職系員工協會主席吳偉玲則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她任職收治嚴重智障病人的小欖醫院，情況沒有一線醫
院嚴重，但亦有醫護及病人確診，且也有同事調配到亞博館
等設施工作，亦有影響人手。她表示，一些醫院因人手不
足，員工有大假也未能放，故只有「賣假」給醫管局，以現
金補償取代假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傳播力強，不少幼童受感染，任職兒科
的駐院醫生Chris（化名）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兒科病房已「爆棚」，要不斷加開病
床應付，但仍有不少兒童要在急症室等候，只能
派出兒科醫護到急症室照顧，直言看到病童無法
上病房治療，感到心酸和充滿無力感。
Chris 表示，兒科病房爆滿，但為應付眾多

病童也被迫增加病床，「例如一間隔離病房原
本擺放兩張床，但病童太多，要放四張，病床
之間根本唔會相隔1.5米距離，行入去已經好
迫，若果病人病情轉差甚至要急救，連E-trol-
ley（急救車）都推唔入，要推開其他病床先有
位。」

「爆到放張櫈都冇位」
他說，以往若有兒童染疫，可以安排其家長陪

同住院，但現時已不行，「有家長想陪小朋友，

話就算冇床坐櫈都可以，不過病房爆到連放張櫈
都冇位。」他表示只有家長亦確診才有機會陪同
染疫子女住院。
除病床不足，醫護人手也十分短缺，「我哋

（醫生）發揮小宇宙，遲啲收工，但最辛苦係
其他前線人員，一個護士若以前照顧三個病
童，𠵱 家就要睇六個，病房阿姐（病人服務助
理）更辛苦，佢哋負責餵奶換片，病童咁多，
每次起碼花上一小時，默默奉獻但好少人提
起。」
他直言，特區政府及醫管局未有就第五波疫情

提早作準備，「明知Omicron傳染力強會造成多
人確診，點解唔早啲增加隔離設施和人手？又點
解唔早啲設立『火眼實驗室』提高檢測量？到情
況咁嚴峻先做，可能為時已晚。」

兒科醫生：迫到急救車都推唔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確診個案急
升，消防處表示接獲大量患者召喚救護車入院或
到檢疫設施，對緊急救護服務造成沉重壓力，人
手不足，消防處救護車當值人數已由3人減至兩
人，處方已在不同編制抽調人員協助。有救護員
工會指，有關情況絕對不理想，救護員又未獲派
快速檢測包，擔心感染後不自知，部分人因此有
家歸不得，租住酒店。

教官當值 學員支援
消防處助理處長（救護）吳孝銘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調動了消防及救護學院教官、社區應
急準備課人員上救護車當值，消防處亦已抽調有
先遣急救員資格的消防員及救護學院學員作支援
工作。
他又指，救護員要穿保護衣接載確診患者，完
成後亦要消毒救護車，處理時間較一般個案長兩
三倍，而救護車抵達急症室亦要等候較長時間待

院方接收病人，「我們往往去到急症室時，等待
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接收我們的病人，曾試過長達
3小時，最高紀錄在一間醫院有七八架救護車排
隊等交收病人，可以想像對前線救護服務的壓力
有多大。」
另外，針對救護車不敷應用，消防處租用7輛
載客車及約40輛旅遊巴，協助運送較輕症患者到
隔離設施。
香港消防救護員會司庫林珈樂亦表示，救護服

務工作量大增，每輛救護車當值人數由3人減至2
人，情況絕對不理想，影響服務質素，亦增加員
工感染風險。救護員工作一更12小時，但現在不
少人每更工作17小時，部分人要取消休假，後勤
同事如學院教官、助教、體能訓練官、駕駛訓練
官亦傾巢而出，甚至連分局局長都要「落地」協
助。
他又指，救護車將病人送抵醫院後，要等候院
方接收病人，救護員與患者同處一車，甚至沒有

用膳和如廁時間。救護人員雖有保護衣，但亦擔
心接送確診者時受感染，但未獲政府提供快速測
試包，部分員工家有幼童、長者和孕婦，有員工
回家後不敢抱子女，甚至有人不敢回家，要到其
他地方暫住。
據資料顯示，疫情至今已有43名救護員確診，

單是本周三日已有11人「中招」，部分救護站要
關閉消毒。

長者見救護車激動落淚
他嘆道，有確診的長者在家中等候10多小時

才獲派救護車，見到救護車時激動落淚，亦有
市民因為等候時間太長而向救護員抱怨。由於
救護車輛不夠，有在屯門、粉嶺的救護車要跨
區到柴灣處理召喚服務。工會促請處方可向救
護員每日派快速測試包，亦希望處方為前線員
工提供臨時住所，以及在疫情期間提供特別津
貼。

救護人手不足 一更踩17小時

◆ 吳孝銘表示，救護車抵達急症室要等較長時
間待院方接收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公院每日也有大批醫護人員染疫，令醫院前線「打仗」的員工人數減少，工作壓力大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兒科病房爆滿，不少兒童要在急症室等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馬鞍山耀安邨前日圍封發現54宗確診，為防止疫情擴散，政府
決定延長圍封一天。圖為前日圍封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生和護士在急症室外討論。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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