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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研究員上前線 難忘檢測如打仗
睹初生嬰兒資料感震撼：沒想過小BB都要做檢測

第五波疫情肆虐，香港理工大學基因測序研究團隊女研究員盧穎曦

（Hazel）卻選擇做「疫行者」，離開「安逸」的大學實驗室，無懼病毒毅

然進入醫院前線，幫助臨床應用快速全基因測序。其間她親歷醫院檢

測人員每日面對數千計樣本的「打仗」情景，不僅感受到疫情的「無孔

不入」，還看到醫院上下的無償付出及專業，令其深受感動，更期望未來能夠加入本港醫療系統，

全心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團隊在疫情中貢獻甚多，致
力為確診個案進行全基因測序，盡力找出不同的傳

播鏈。該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第五波疫情醞釀前期，團
隊為機組人員、望月樓群組等馬不停蹄地進行全基因排列
工作，基本上沒有休息過。

助建實驗室 幫手測核酸
蕭傑恒表示，若以傳統全基因組測序方式分辨Delta、
Omicron等變種病毒，需時三四天，惟團隊使用的快速測
序技術只需8小時即可得出結果。因此，團隊成員之一、
身兼研究助理的醫療化驗科學理學碩士生盧穎曦（Ha-
zel）遂前往瑪嘉烈醫院協助建立快速測序實驗室。本身具
備專業醫務化驗師資格的Hazel，把儀器操作方式整理成
簡易「說明書」，將快速測序技術應用在臨床醫療。
不過，隨着疫情急速惡化，單日確診人數攀升至每天逾

萬，蕭傑恒直言：「基因排序已經沒有什麼意義。當我們
看見大量長者在醫院輪候診症，只感到有心無力，所以我
們希望換個形式幫助香港。」Hazel的任務內容亦隨之改
變，在醫院實驗室內負責核酸檢測工作，分辨樣本中是否
存在病毒，以應付海量的檢測需求。

機器全力運作 同事專注專業
「首日去到醫院，看見實驗室內好多人，急着走來走
去；還有不少裝着樣本的『口水樽』，全部機器都是『開
行Turbo』，讓我有點喘不過氣！」Hazel憶述道：「同
事都很專注、專業，完全沒有疲態，這個『打仗』般的畫
面真的很震撼難忘！」
Hazel表示，醫院前線節奏急促，「我們集中做核酸檢
測，步驟所需時間較短，但樣本數量非常多，一天有

3,000個樣本要處理；部分還要覆檢，一天可能有超過
4,000個樣本，是疫情前的好幾倍。」為了適應這個環
境，Hazel沒有放慢腳步，而是邊學習邊做筆記、畫圖，
讓自己盡快上手。
如今Hazel已於醫院實驗室內工作了約一個月，她在核
對樣本和病人資料的過程中，看到不少年過90歲的老
人，也有一些連名字都沒有、剛出生的嬰兒，「他們的資
料只會寫是某某的兒子或女兒，我沒有想像過，這麼小的
BB都要做檢測……」疫情影響之廣，不僅遍布各個年齡
層，連醫護人員也不能倖免，「但我自己沒有愈做愈害
怕，無論是在大學做研究、還是前線幫忙，大家目標都是
一致的，都是為病人服務，希望他們盡早得到適切治
療！」
蕭傑恒笑言，由於Hazel做事有條理、有能力，「瑪嘉烈
醫院已經Mark咗佢，等她念完碩士課程就聘請她！」Ha-
zel笑言：「我本身對理科感興趣，自己也享受在實驗室做實
驗，所以希望將念書學到的東西，用於服務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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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疫情下不少確診者要居家隔
離抗疫，物資與日用品等支援尤
其重要。為保障社區內的獨居長
者和有需要人士面對隔離難關
時，不至於孤立無援，本港多區
的有心人均自發組織抗疫義工
隊，隨傳隨到協助區內確診街
坊。他們都希望在這疫情期間多
走一步，發揮街坊街里的守望精
神，盡力與患者共渡難關。
自2016年起已服務上耀東的工聯會社

區幹事吳清清表示，今年1月起召集了
約20名義工協助派發抗疫物資予確診街
坊，從口罩、快速檢測包、消毒搓手液
等抗疫物品，以至食物、藥物等日常所
需，團隊都盡力而為。「大約在2月底3
月初時，情況較惡劣，幾乎無消毒酒精
可用。」

一度自掏腰包買物資
在情況嚴峻的階段，吳清清一度要自

掏腰包購買物資，多得一班街坊守望相
助，隨時報料通知哪裏有物資可買，加
上中央及不少熱心機構的捐助，總算是
捱過了艱難時期。
吳清清表示，團隊至今已服務逾二百

個家庭，「有時候聽見確診街訪哭着打
來，心情都很難受，但隨即要調整好自
己，輔導對方並仔細聆聽對方所需。」
她分享早前接獲一對確診獨居夫婦求
助，他們兒子一家因在酒店隔離，無法
給他們提供支援，因此需要義工服務，
「我們每日都關心他們情況，幸好近日
他們已先後轉陰。」
她指自己和一班義工最初也只得一般

口罩、小量消毒酒精可用，後來才陸續
有了防護衣、眼罩等進階配備，「某程
度都預咗自己遲早會中招，但我最擔心
是連累家中老幼。」她家有母親、就讀
中六和中三的孩子，因此每日回家時定
必做足消毒措施，更是24小時全天候戴
上口罩，又「自我隔離」到廳睡覺，盡

力減低家人染疫的風險。雖然推動義工
服務會帶來中招風險，但吳清清感激家
人都願意支持，幼子最近特別趁假期主
動報名參加義工服務，讓她很是安慰。
「早前都有同事中招，那時候已跟同

事們坦白說，擔心的話可以出聲，不會
勉強大家繼續去做。」她感激義工們都
很有服務精神，無人退出，其中一名水
電義工更是自新年起便放下了工作，全
程投入義工服務，「運送物資很需要有
男士幫忙推重物，很感激有這樣的有心
人成為『疫行者』。」

「要讓他們知道會有人幫」
同樣積極服務東區居民的新民黨西灣河

社區發展主任林梓鴻，亦自發組織抗疫義
工隊，至今已助逾百戶人家，「區內比較
多獨居老人，亦有一些舊樓無升降機，未
必個個都落到嚟，所以我們組織上門派發
服務。」
長者需要幫助，但其實一群手停口停

的基層亦需要支援。林梓鴻指有些工人
每天須通過快速檢測呈陰性才可以上
班，「但那時候檢測包短缺，我們盡量
拿出自己有的，給他們先渡過難關。」3
月初是求助個案的高峰期，幾乎每小時
都會接到求助個案，「很多確診者一來
打不通政府求助電話，二來本身生病，
手頭上又無藥，其實都很徬徨。」因此
每次接獲求助，都會盡快且盡量幫忙，
「最重要是讓他們知道，在有需要時是
有人願意支援。」

◀Hazel從大學實驗室走入醫院，幫助
前線落實全基因快速測序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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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研究團隊收到公眾送來的打氣禮
物。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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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梓鴻為
街坊送上物
資。
受訪者供圖

◀吳清清為
街坊送上物
資。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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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接
受媒體查詢時表示，留意到香港疫情，
認為特區政府因應個案急增進行的一系
列措施值得肯定，亦讚揚內地對港的支
援，強調疫情短期內不會消失，現在不
宜放寬防疫措施。另外，由於新冠病毒
相當頑強，本港出現不少患者復康後不
久再確診的個案。本港疫情仍在高位橫
行，病毒亦存在繼續變異的不確定因
素，短期內不會消失，仍對市民安全健
康構成重大威脅。本港必須持之以恒做
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堅持科學
抗疫，防疫寧緊勿鬆。

疫情尚未消退，但海外一些國家陸續
放鬆防疫措施，本港也有聲音認為可仿
效。這種說法明顯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
況。世衞指出防疫措施不能放鬆，關鍵
是病毒仍在變異和進化，短期內不會消
失，各地都要基於疫情風險採取適當的
應對方法。本港的確診和死亡率仍居高
不下，醫療系統面對沉重壓力，目前根
本沒有條件放寬防疫措施。

抗疫必須遵從科學為本、生命至上的
原則。世衞提出五大建議，包括提高疫
苗接種率、做好公共衞生和社交距離措
施、完善醫療衞生系統應變能力、早發
現早隔離早醫治、做好邊境外防防疫措
施。本港要對照有關建議，檢討本港防
疫措施需要完善之處。本港九成重症和
死亡個案都是沒有完成接種的人士，長

者和兒童的接種率仍有待提高，政府
已制定計劃在短期內上門為院舍長者
接種，也應加快兒童接種的進度，保
住一老一幼不會成為病毒危害的重災
區。在公共衞生和社交距離方面，本
港已實施的較嚴格措施，在確診數字
明顯下跌之前必須維持。專家學者發
現剛過去的周末，市民逐漸恢復頻繁
的社交活動，恐怕疫情會出現反彈風
險，呼籲市民不要鬆懈，否則確診數
字可能再次上升。

而在完善醫療衞生系統應變能力方
面，13間私家醫院昨日宣布撥出兩成
病床接受公院非確診病人，讓公院能
有更多資源對抗疫情。醫管局也開通
了隔離護理系統，協助在家抗疫的患
者做診斷，及時發現病情變化。由於
新冠病毒不會感染後免疫，有可能多
次感染，多位醫生均呼籲市民不能因
為曾經染疫而放鬆防疫，政府更要作
持久戰的準備，持續調動、統籌本港
公私營醫療資源，善用內地醫療支
援。在早發現早隔離早醫治方面，快
速檢測陽性申報平台連日來確診數字
較核酸檢測更多，市民廣泛使用快速
檢測有助於早發現。政府要進一步完
善快速檢測申報平台和分流患者送往
隔離設施的流程，加快隔離進度，讓
有醫療需要的患者及時得到照顧，減
輕重症、死亡率，穩定人心。

抗疫遠未成功 防疫不可鬆懈
近日，因疫情出現反彈跡象，深圳按下「慢行

鍵」，進一步升級防控措施，以「慢生活」實現「快
嚴控」，力求盡快切斷病毒傳播鏈，實現社會面「清
零」。深圳堅持「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策略，阻擊
本土疫情上升，並全力支援本港抗疫，可以發揮港深
雙城協同抗疫效應。深圳組織有序、快速動員，尤其
是公務員迅速進入社區支援抗疫，組織社會力量參
與，堅定有力地把各項防疫措施落實到位，這些統籌
協調、明確責任的機制和經驗，值得香港認真借鏡，
以便通過創新「戰時」社會治理和政府管治，更好地
與深圳攜手防疫，在守護全國抗疫大局的同時，也贏
得香港抗疫阻擊戰的勝利。

本港疫情持續在高位橫行，一河之隔的深圳，防疫
形勢亦有趨向嚴峻的跡象。深圳是人口近2,000萬的
超級城市，更是內地人口密度最大城市。面對來勢兇
猛的變種病毒 Omicron，深圳果斷按下城市運作的
「慢行鍵」，以最高強度、最快速度的措施應對疫
情。由 3 月 14 日起一連 7 天，深圳全市實施封閉管
理，公共交通工具、地鐵停運，進行三輪全員核檢，
力爭在一個潛伏期內遏制住疫情。

深圳此次抗疫是雙線作戰，承受的壓力較以往更
大。深圳是大型國際港口城市，是全國最大陸路口岸
城市，也是全國外貿第一城，經深圳進口的植物、動
物、貨物樣樣俱全，不光防人，還要防物；深圳背後
是廣東，廣東背後是廣大的內陸腹地，深圳防疫堅守
的並不是一城之安和局部之安，而是關乎着全國的防
疫大局；同時，深圳還是內地供港物資「生命線」的
重要口岸，要確保中央援港的生活和醫療物資供應穩
定有序，在「一體防控」的策略下，深圳還要抽調人
力物力支援本港抗疫。深圳既要阻擊本土疫情、又要

支援本港抗疫，可謂任務艱巨、責任重大。面對巨大
挑戰，深圳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竭盡所能保障供港物
資貨源充足穩定，做好援港抗疫人員的組織保障，增
強了本港抗疫的能力和信心。港深攜手抗疫，共同守
護了國家的「南大門」。

深圳採取全市封閉管理的「慢生活」措施，但並非
全社會完全停頓下來，更沒有出現大規模搶購潮。相
反，核酸採樣、居民生活保障、各區開通24小時熱
線服務等社會管理，都井然有序、保持順暢。做到這
一點的關鍵原因在於，深圳的社會運作和社區管理機
制成熟，遇到抗擊疫情等重大特殊情況，機制迅速啟
動，封控管控、排查醫療、後勤保障、愛心服務、細
至垃圾清運與消毒等分工小組立即運轉，各司其職、
互相配合；另一方面，上百萬公職人員，包括公務員
和國企員工，除了已承擔防疫任務外，其餘人士就地
轉為社區志願者，向居住地所在社區報到，聽從安排
參與社區防疫工作和社區服務，確保了封閉管理期間
各項社會服務、民生保障維持正常。

本港與深圳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機制有較大差異，當
然無法照抄深圳的抗疫機制和經驗，但深圳防疫的雷
厲風行態度和組織動員決心，很值得處於「戰時」狀
態的本港借鑑。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主持援港抗疫協調會時強調，要持續支
持特區政府擔起主體責任，切實發揮組織領導作用，
特別是強化部門間統籌協調、全面提升救治能力，
「要進一步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抗疫」。在非常時期要
有非常狀態、非常手段，特區政府能否切實行動起
來，加強組織領導，多方、層層壓實抗疫工作責任，
集中公務員團隊和全社會的力量，打贏疫情防控保衛
戰，是對管治能力的重大考驗。

借鏡深圳動員機制 加強雙城協同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