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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躺平」攰到劈炮
英醫護流失率破頂

壓力爆煲職位長期懸空 衝擊醫療系統禍連民眾健康

《衛報》分析NHS數據發現，新冠疫情蔓延期間，英國
約34%醫護人員都在2020至2021年間辭職。他們多

是難以承受繁重的工作量，希望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衞
生部前策略顧問霍爾指出單是去年6月，在醫院及社區衞生機
構工作的每1萬名員工中，便有約50人在接下來3個月內辭
職。
霍爾近期為英國慈善機構Engage British撰寫衞生服務評
估，該機構在全英展開調查，諮詢民眾對英國醫療及社會服
務系統的擔憂。調查顯示最令人擔憂的正是醫護不足問題，
69%受訪者都直言NHS需盡快增加人手。霍爾也稱在類似的
社會必要服務領域，醫護短缺較其他職業更明顯，「NHS人
手不足問題早已深入人心。」

民眾憂質素下降 求診貴價診所
醫護流失更讓民眾憂慮醫療質素。一名匿名受訪的治療師
便表示，眼見NHS不堪重負，她在膝蓋受傷後寧願支付昂貴
手術費用到私家醫院做手術，「等待8周（接受治療）可能會
變成等待12周，甚至更久。我獨自生活，身邊無人幫手，依
靠朋友也不太合適，選擇私人診所不是困難的決定。」

這名治療師也指出，醫護普遍感到留在NHS任務繁重，
「NHS在招聘或留住員工方面存在問題，不少職位甚至空缺
逾一年都無法填補。在資源不足的團隊中，員工要承受巨大
壓力，缺乏幸福感保持心理健康。最終大家還是決定離職或
者提前退休，要麼就會尋找其他職位。」

勞工改革無影 難解決人手不足
英國前衞生大臣侯俊偉本月初也表示，英國下議院健康特

別委員會今年初便提議進行勞工改革，最終卻未獲通過。他
直言醫療系統人手短缺，正是前線醫護倦怠的重要原因，英
國未能進行勞工改革，也就錯過了緩和NHS和社會護理服務
人手危機的機會。
Engage British負責人麥克雷指出，英國當局勞工改革增派

人手的計劃遲遲未能問世，前線醫護壓力如今與日俱增，不
少人感到精疲力竭。受影響的患者更要為治療等待數月，隨
時面臨病情惡化的風險，「當局必須向在前線奮戰的人聽取
建議，只有通過真實經驗得出的答案，才能為所有人提供醫
療保障。」

◆綜合報道

韓國自實行「與病毒共存」後疫情持續惡
化，確診個案連續幾日超過16萬宗，前日
更錄得112宗死亡個案，創疫情以來新高。
當地傳媒報道，由於確診持續增加，居家治
療成為「新常態」，韓國各地近日都接連出
現猝死個案，有80歲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50歲的盲人接連被發現陳屍街頭，事後病毒
檢測均是陽性，一周內有多名兒童也在確診
後居家治療期間不幸離世。
韓國自上周三錄得單日新高的17.1萬宗確
診個案後，病例數目維持在16萬宗以上，
人均確診宗數比起很多歐美地區都高得多。
同時重症患者持續增多，由上周三的512人

增至昨日的663人。為緩解醫療系統的壓
力，春節後，韓國政府持續推進以社區醫院
為中心的「居家治療方案」，目前多達90%
的確診患者都在居家治療，但這同時導致大
量確診者因為得不到適當診治而死亡的個
案。

約朋友齊檢測 街頭暈倒不治
首爾警方上周公布一宗個案，一名有重度

視覺障礙的53歲男子，同住父母早前確診
新冠後居家治療，男子其後也出現嚴重咳嗽
反應，22日上午他決定到兩公里外的檢測中
心做核酸檢測，原本和朋友約好了11時碰

面，不料中途暈倒在了馬路上，路人發現後
報警。警方將男子送到醫院，但他最終不
治，醫院進一步檢測發現，男子對新冠病毒
檢測呈陽性，和他同住的妹妹其後也確診。
另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85歲獨居男

子，23日凌晨2時離家外出不久暈倒在街
上，送院後不治。醫院發現，其新冠檢測結
果同樣為陽性。

無核酸檢測醫院拒收 老婦失救亡
首爾一名與確診者同住的74歲女性，上
周三發高燒至39度，自行檢測後發現結果
呈陽性，但醫院以她沒有核酸檢測報告為由

拒收，結果當天下午她不幸離世。有醫生表
示，如果有確診的報告書，該名女性原本可
能是可以救活的。

染疫引發心肌炎 6歲童喪命
不屬於疫苗接種對象的嬰幼兒確診群體

間，死亡事件也接連出現。在慶尚北道的醴
泉郡，一名6歲兒童在確診後一直居家治
療，20日，其突然出現腹部、胸部疼痛的症
狀，被送往醫院後因新冠引起的急性心肌炎
於22日離世。京畿道一名4個月大的嬰兒也
在確診陽性後居家治療期間死亡。

◆綜合報道

失救猝死 居家治療慘劇不斷
韓單日錄112死 新高

英國國民醫療服務（NHS）人手短缺不但
讓前線醫護身心俱疲，更讓民眾擔憂問診時
的醫療護理質素。當地逾1/4成人都表示由
於醫護不足，他們自己或直系親屬沒能獲得
良好的治療體驗，更有不少人因此不願再入
院治療。
74歲的貝文在2018年因橫膈裂孔疝氣留

醫，她回憶自己的手術非常順利，但術後康
復體驗並不美好，「我留在康復室數個小
時，似乎只有一名護士，但患者數目愈來愈
多。我的孫女當時帶着我的所有私人物品，
但她不知道我在哪，護士還不讓她與我見
面。她看上去很緊張，顯然需要更多幫
助。」
即使留在康復室內，貝文也未獲得更多協

助，「當我不得不上廁所時，卻不被允許下

床。我只能勉強使用溢出來的便盆，這太可
怕了。」她還記得自己最後竟被轉入認知障
礙病房，「我非常痛苦，卻被告知一定要等
待醫生，就是因為護士沒有資格讓我使用強
效止痛藥。」 ◆綜合報道

1/4英人怨治療體驗差
不願再入院

美國新冠疫情持續，但每日接種疫苗加強劑的人數卻
不斷減少，疾控中心（CDC）表示截至2月19日的7天
平均接種人數只有14.9萬，低於12月初的逾100萬。有
見及此，部分州政府開始重新推出鼓勵接種措施，包括
打針抽獎等。
CDC表示，美國符合加強劑接種條件的人群中，只有

約一半已經接種，比率遠低於已經接種兩針的69%。兒
科傳染病專家費舍爾表示，導致加強劑接種率放緩的原
因，可能包括已接種兩劑人士因為感染潮爆發而推遲接
種、擔心副作用影響工作，亦可能是因為每日確診個案
下降而失去緊迫感。她稱，很多人變得更加自滿，認為
無必要接種加強劑。
為推高接種率，新澤西、紐約和科羅拉多等州份近期

都重啟「谷針」措施，包括向數以百萬計未打加強劑人
士發短訊，呼籲他們盡快接種，馬里蘭州亦再次推出打
針抽獎活動，最高獎金達100萬美元。 ◆綜合報道

美加強劑接種放緩
重推抽獎谷針

澳洲維多利亞州研究發現，在這一波Omicron
疫情期間，當地一些最貧困地區最受打擊，墨爾
本部分最貧困行政區域每10萬名居民就有26人死
亡，數字遠超經濟較好地區。
統計顯示，自去年12月8日至今年2月21日的

Omicron疫情期間，布林班克、大丹頓、金斯頓
三個行政區域佔維州943宗死亡病例的134宗。澳
洲統計局指出，布林班克是墨爾本第二貧困的行

政區域，亦是維多利亞州第三貧困的行政區域。
疫情期間，布林班克受疫情衝擊最嚴重，死亡病
例65宗，平均每十萬人口就有約33人死亡。
新冠疫情亦對移民群體影響巨大，澳洲統計局

數據顯示，自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年1月底，每10
萬名新移民中有6.8人死亡，相反每10萬名土生
土長澳洲人就僅有2.3人死亡。

◆綜合報道

新加坡昨日新增14,228宗確診，再多8人病
逝，令疫情至今累計死亡人數增至超過1,000人，
達1,007人。
新加坡衞生部公布，昨日新增確診比前一天少

了2,629人，累計確診已超過70萬宗，達710,880
宗。截至前天，新加坡91%人口已完成接種兩劑
新冠疫苗，67%已接種加強劑。

◆綜合報道

低收入更易死 新冠淪澳「窮人病」

新加坡累計死亡破千

新冠疫情兩年來

對各國醫療系統造

成巨大壓力，英國過去引

以為傲的國家醫療服務

（NHS）系統，更在疫下

暴露出人手短缺的嚴重問

題。一項最新分析顯示在

過去一年間，英格蘭NHS

平均每周都有逾400名醫

護離職，創下歷來新高。

不少醫學專家都擔憂英國

如今「躺平」防疫，疫情

隨時有反彈風險，醫護人

手短缺問題若無法解決，

只會繼續衝擊醫療系統，

最終影響民眾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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