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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9確診仍高企 專家籲快測跟足指示
倡加強對陽性患者康復照顧 改善社區隔離設施環境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呈報香

港新增3,709宗確診個案，是個半

月以來新低，惟中心仍提醒市民，

確診數字雖然下降，但數千宗仍屬

高位，呼籲市民勿因收到消費券而

蜂擁上街消費，可攤長使用。而隨

着特區政府要求全港市民於本月8

日至10日一連三天自行做快速抗原

測試，並呈報陽性結果以了解社區

整體感染情況，有專家及立法會議

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

呼籲市民「為自己、為家人、為香

港」跟足指示做檢測，同時建議政

府提供更多呈報誘因，包括加強對

陽性患者的康復照顧，以及改善社

區隔離設施環境等，減少市民的抗

拒心理，才能吸引更多市民「齊齊

快測」，找出更多社區隱形傳播

鏈，並防止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出

現疫情反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昨日疫情

爆疫院舍
◆曾經爆疫院舍中，有61間院舍出現新增個案，涉103名院友和
43名職員

醫管局概況
◆截至4月2日，醫管局已處方2.3萬劑新冠口服藥，並已
向私家醫院、暫託中心等設施提供有關藥物

◆目前公立醫院約一半病床用於接收新冠病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1,832宗
•新增快測呈報：1,877宗
•第五波疫情累計個案：
1,158,791宗

•新增死亡：111人，包括96宗過去
24小時死亡及15宗滯後呈報個案

•第五波疫情累計死亡：7,959人，
呈報個案病死率為0.69%

新增總確診
個案：

3,709宗
（包括10宗
輸入個案）

本港昨日新增3,709宗確診個案，當中
10宗為輸入個案，今次是2月18日以

來，單日確診首次少於4,000宗。另外，再
多111名新冠病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病死率
為0.69%。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近日確診數字
雖然下降，但數千宗仍處於高水平，希望保
持下跌趨勢。她解釋，單日確診數字與病毒
即時有效繁殖率有關連，只要即時繁殖率小
於一，確診數字便會下跌，繁殖率愈低，下
跌速度會愈快。政府將於周四派發電子消費
券，張竹君指消費券有效期較長，呼籲市民
在收到後無須立即「衝出去用」，可攤長使
用，希望市面人流不會因此增加太多。

檢測前先擤鼻 快測結果更準
對於特區政府要求全港市民於周五起一連
三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在24小時內呈
報陽性結果，張竹君表示，相關計劃屬自願
性，用於了解香港整體感染情況及社區隱形
傳播情況，鼓勵市民積極配合，並可觀看專
家演示影片，了解正確的採樣方法。
她指出，衞生防護中心網頁已更新快測抗
原測試指引，市民做檢測前先用力擤鼻，可
令快測結果更準確。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亦呼籲全港市
民於4月8日至10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希
望找出社會上的感染個案，幫助特區政府更
好掌握感染情況。她指，今次做法雖然並非
完全科學，檢測屬自願性，亦不是可以完全
達至清零的工具，但作為一種篩查，是好的
做法。她又指，全民檢測需要專業且經過培
訓的採樣員，並非一般義工可以勝任，日後
有時機、有條件做全民檢測時，會善用地區
力量，例如幫助長者預約和前往檢測中心。

梁子超：改善隔離設施環境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要解決市民不願呈報的
問題，政府需改善社區隔離設施環境，確保
所有入住患者能夠得到妥善的醫療和服務，
以減少市民的抗拒心理。
他續說，雖然今次「全民快測」能夠一定

程度反映社區情況，但還需輔以污水檢測結
果、大學模型研究等，若要獲得準確結果，
則需要等到個案數字回落至三位數再推行全
民核酸檢測，估計屆時政府人手可足夠應對
所有找到的陽性個案及其密切接觸者。

葛珮帆：確保呈報系統運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呼籲全港市民
「為自己、為家人、為香港」，連續三日、
每日早上一齊做，檢測過程要跟足指示，若
確診要上報，盡好公民責任。葛珮帆並指，
有鑒於早前個案較多時，部分快測確診市民
不能成功上報，建議政府確保呈報系統的運
作及容量，避免市民呈報困難。她同時認為
政府可提供更多呈報誘因，包括加強對陽性
患者的康復照顧、及時提供病假證明，盡快
將陽性結果與「疫苗通行證」掛鈎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新冠疫情令香港一直實行
嚴防輸入政策，「禁飛令」及熔斷機制令不少外傭無法來
港工作，以致香港出現「外傭荒」以及「高價搶人潮」，
即使本月1日已取消「禁飛令」，但熔斷機制仍影響外傭
來港的進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昨日舉行線上記者
會，講述目前外傭來港的困難及僱主所處的困境，並提出
仿效新加坡的安全引進外傭計劃等建議，包括讓他們來港
前先接受14天隔離，以減低來港後的確診機會。

有2020年獲聘外傭至今未抵港
香港僱傭代理總會創會會長林志雄形容「外傭是香港

家庭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他指疫情至今兩年，等
待來港的外傭已大排長龍，甚至有2020年已獲聘用的外
傭至今仍未來港。林志雄表示，每當航班被熔斷，外傭
便由「隊頭」變「隊尾」，「之前訂的機票、最難搶的
隔離酒店全部白費，四五千元的搶房費亦無法退還，房

費退回又要等45至60天。」他表示，航班熔斷令僱主在
金錢上、時間上損失嚴重，亦令家庭負擔沉重，「家庭
主婦或丈夫無法出去工作，要照顧父母、小朋友或者病
患者，可能要放棄工作去處理相關事情。」
梁熙指出，過去兩年香港市民面對請不到外傭的問

題，亦出現高薪請不到人，甚至高薪請來的外傭偷懶的
情況，再加上兒童復課在即，本港對外傭的需求更大。

隔離14天後閉環式上機再隔離
梁熙認為，可仿效新加坡的安全引進外傭計劃，「來

港前先在當地隔離14天，隔離設施由香港承包及管理，
14天後閉環式上機，抵港再接受7天隔離。潛伏期7
天，若受感染並已在當地隔離設施確診，便不會出現抵
港才確診的情況。」他指此舉可大大減少外傭因熔斷機
制無法抵港的情況，僱主亦不用再擔心因反覆熔斷的問
題而導致外傭無法抵港，亦可減輕香港的醫療負擔。

他說：「若每次來的外傭有好多人確診，都是本地醫
療系統去負擔，同時本地患者亦要與他們爭床位。」梁
熙指外傭在當地先隔離後抵港，無論對外防輸入、對本
地整體經濟，以及對僱主都是比較理想的做法。梁熙亦
提出增加外傭檢疫設施、安排外傭可在機場接種第三劑
疫苗的建議。

民記倡仿星洲 外傭來港前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院管理局昨日表示，截至昨日
零時，各公立醫院、新冠治療中
心（亞博館）及北大嶼山醫院香
港感染控制中心合共接收約
10,000名新冠病人，其中約200
名病人在律敦治醫院、約300名
病人在靈實醫院及約160名病人
在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留
醫。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回覆傳媒查

詢時指，醫管局自第五波疫情以
來，不斷加強公立醫院接收新冠
病人的能力。自2月底起，醫管
局於不同聯網醫院陸續設立定點
醫院以增加接收病人的空間，以達至集中患
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及集中救治的策略。
其中伊利沙伯醫院、天水圍醫院、北大嶼山醫
院及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已將全院病床轉作指
定接收新冠病人。律敦治醫院、靈實醫院及雅
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亦已在醫院內指定部分
大樓、樓層或病房轉作接收新冠病人。

若有嚴重病徵 可到急症室求診
現時公立醫院已合共將約一半普通科病床用

作指定接收新冠病人，合共提供超過11,000張
病床。
另外，近日疫情回落，醫療系統爆煲情況有

所紓緩。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
管理）何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目前
只要是確診、有病徵的患者，均可前往指定診
所接受治療，診所亦有一定剩餘配額供長者等
高危患者即日看診；定點醫院、急症室的壓力
亦相對減少，若患者出現氣促、發燒、心口不
適、抽筋、嘔吐等情況，可前往急症室求診。
如患者需入院治療，除定點醫院外，亦可入

住公立醫院。何婉霞指，現時大部分公立醫院
皆可收治新冠病人，佔約一半公院病床，其中
部分醫院有指定新冠病人樓層，包括大埔那打
素醫院、靈實醫院以及律敦治醫院，社區治療
設施亦有足夠床位接收情況穩定的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日前表示，將陸續向
私家醫生免費提供新冠口服抗病毒藥物帕克斯洛
維德（Paxlovid）及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
以便利私家醫生向合適的新冠病人處方這兩款新
冠口服藥物。家庭醫生林永和昨日對有關安排表
示歡迎，並關注病人的取藥安排。他建議當局協
助提供送藥上門服務，令病人不用擔心未能取

藥，私家診所亦無需儲存有關藥物。
林永和指，即將展開的一連三日全民自願快

測可能會找出過千、甚至上萬宗感染個案，屆
時私家醫生如果可以處方新冠口服藥，相信有
助更快為患者提供治療，減少重症。
他表示，一般診所人手較少，難以安排送

藥，若由病人家屬取藥，可能會有延誤。

私醫建議新冠口服藥送上門

醫局：收治萬名新冠病人
第五波疫情下，建造業同樣大受影響。發

展局局長黃偉綸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表示，
建造業議會與建造業界在發展局的支持下先
後推出多項抗疫行動，包括「建造業抗疫關
愛行動2.0」、「建造業檢測日」及「疫苗
通行證」等，以紓緩疫情可能對業界造成的

影響，可上班的工人數目亦由疫情最嚴峻時的6萬人增至上星
期的10萬至11萬人，生產力已回復90%。

上月5推檢測日成效理想
為盡快截斷病毒傳播鏈，特區政府早前免費提供快速抗原測

試包予工地人員使用，並由議會及業界協助分發。議會及業界
在發展局的支持下，於上月推行了5次「建造業檢測日」，向
業界派發逾50萬個免費快速抗原測試包，支援全港合共約
1,400個工地、為逾15萬名工人及工地人員同時進行檢測。
黃偉綸引述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表示，檢測日識別了初步

確診工人的比率曾達1.8%，最後一次的檢測日初步確診率已
下降至0.1%，證明檢測日成效非常理想，令工人安心上班。
黃偉綸指出，議會和業界持份者亦於上月14日起在全港工

地實施第一階段「建造業疫苗通行證」，除獲豁免人士外，所
有工人、工地人員及其他進入工地人士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
苗才可進入工地。第二階段由本月14日起，所有進入工地人
士須接種最少兩劑新冠疫苗。他表示，至今工人及工地人員已
接種一劑及兩劑新冠疫苗的比率分別為99%及95%。

上周逾10萬工人上班
何安誠表示，在疫情最嚴峻時，全港工地僅有6萬名工人上

班，完成「建造業檢測日」和「疫苗通行證」後，至上星期已
有10萬至11萬名工人上班，生產力達90%。另外，議會在發
展局的支持下撥款1.23億元延續「建造業抗疫關愛行動」，並

在行動的2.0階段（行動2.0）繼續為
確診新冠病毒及須進行隔離的工人提
供適切支援。何安誠表示，行動2.0
將於本月初接受申請，詳情稍後於議
會網站www.cic.hk公布。
黃偉綸並指，議會早前亦聯同業界

捐贈了逾40個由貨櫃改裝的休息室
予各大社福機構及醫院，室內設有電
燈、抽氣扇、冷氣機等，為醫護人員
和安老院舍職員作休息之用，約20
間護老院或醫院受惠。行動開展後，
很多建築商立即響應議會的呼籲加入
捐贈的行列，他預計會有更多護老院
及醫院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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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熙指出，過去兩年香港市民面對請不到外傭的問題，亦出現高薪請不到人，甚至高薪請來的外傭偷懶的情
況。圖為昨天星期日，外傭又多人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熙 網上截圖 ◆林志雄 網上截圖

◆建造業界於上月推行5次「建造
業檢測日」。 政府新聞網Fb截圖

◆各公立醫院及中心合共接收約10,000名新冠病人。圖為北
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