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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Omicron BA.BA.44和和BA.BA.55恐釀住院潮恐釀住院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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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疾控中心表示，目前研究沒有顯示出BA.4和BA.5導致嚴重感染的
風險，跟Omicron之前的毒株相比有變化，但它們可能導致歐盟

未來數周以至數月的病例顯著上升，也可能取代目前的主流毒株。雖然
BA.4和BA.5可能不比已知的Omicron變異毒株更危險，但病例總數增
加或導致新一波住院潮，對衞生機構帶來沉重負擔。

歐疾控籲維持篩查政策
歐疾控中心已將BA.4和BA.5歸類為「需關切變種病毒」，呼籲歐盟
各國保持謹慎，尤其應維持篩查政策，以監測新冠病毒傳播情況。該中
心還強調接種新冠疫苗的好處，尤其對最易感染人群接種第二劑「加強
針」的好處，指出各國必須制訂計劃，在易感染人群中迅速部署第二劑
「加強針」。
歐洲一些國家如葡萄牙和愛爾蘭的疫情似有復燃趨勢。據葡萄牙衞生
部門的數據，截至本月8日，BA.5感染者已佔當地新增病例的37%，到
本月22日可能成為該國主流毒株。

星洲首現個案
法國截至本月10日發現7宗BA.4和15宗BA.5感染個案，然而當地近

月二次感染病例顯著增加，在截至上月19日的一周內，二次感染病例
佔所有新增病例的比例達6.9%。歐疾控中心指出，BA.4和BA.5可能逃
脫此前感染新冠病毒或接種疫苗所提供的免疫保護，尤其有關保護水平
隨着時間下降，因此若BA.4和BA.5在未來數周內擴散，病例可能會倍
增。
新加坡衞生部前日公布確診2宗BA.4和1宗BA.5病例，是新加坡首次
發現這兩種變異毒株個案，3名病人都在確診後自我隔離，並且沒有到
過聚集高危群體的地方。
根據衞生部公告，3宗病例都是當局進一步檢測呈陽性的核酸檢測樣
本後發現，並進行全基因組排序以確認，所有病例均沒有或只有輕微症
狀，如發燒、咳嗽、流鼻水和喉嚨痛，不需住院。他們已完成疫苗接種
及接種了加強針。 ◆綜合報道

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的新亞型BA.4和BA.5持

續在全球多地擴散，據世界衞生組織表示，截至本

月11日，至少16個國家通報約1,000宗病例。歐洲疾病預

防及控制中心（ECDC）警告稱，BA.4和BA.5或成為歐盟

主流毒株，可能很快導致歐洲疫情復燃。新加坡前日亦公

布首次發現BA.4和BA.5確診病例。

據朝中社昨日援引朝鮮國家緊急防疫指揮部的
通報，在14日晚至15日晚，朝鮮新增39.3萬宗
發燒病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前日再次主
持召開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緊急協商會，討
論防疫問題。金正恩嚴厲批評內閣和保健部門工
作態度不負責任，新冠藥物供應不及時，他指示
投入兵力，確保藥物供應穩定。

批官員未看清危機
朝中社報道，14日晚至15日晚的24小時內，
共治癒15.3萬宗病例，新增8人死亡。從4月底
至5月15日，全國報告發燒病例共計121.4萬
宗，其中64.9萬宗已治癒。

前日舉行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緊急協商
會，重點討論近日整體防疫情況。金正恩指出，
國家調撥的藥物未能通過藥店及時送到居民手
上，原因在於直接執行的內閣和保健部門工作人
員未看清楚眼前危機，未以實際行動為人民服
務。金正恩下達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特別命
令，要求投入人民軍軍醫部門的力量，確保平壤
市區的藥物供應穩定。
金正恩會後前往平壤市多家藥店，了解藥物供

應及銷售情況，包括供應藥店的藥物種類、藥店
管理藥物是否合規、藥店是否24小時營業，以
及銷售最多的藥物種類及其價格等。

◆綜合報道

朝新增39萬發燒病例 金正恩視察藥店了解供應

法法二次感染二次感染驟增驟增 歐疫情或復燃歐疫情或復燃

◆ 金正恩前往平壤市藥店視察，相片由朝
中社提供。 美聯社

◆ Omicron的新亞型BA.4和
BA.5 在多地擴散，可能導
致歐洲疫情復燃。 網上圖片

瑞士前日舉行公投，通
過修訂器官捐贈條例，規
定任何在醫院深切治療部
離世的死者，除非他生前
表明反對捐出器官，否則
將自動捐出器官作移植。
修例建議以 60%贊成

票獲得通過，只適用於
16歲以上人士。新法案
採納「假設同意」模式，
除非死者在生前明確反對
捐出器官，否則離世後便
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但當局仍會聯絡死者親屬，若親屬表示知道死
者生前選擇不會捐出器官，則仍可拒絕。若當局未能接觸死者親屬，
也不會移除死者器官。
截至去年底，瑞士共有1,400名患者正輪候器官移植。去年有166

名死者捐出器官，共有484個器官被移植至患者身上，但有72名患者
因等不到合適器官而死亡。
瑞士器官移植組織Swisstranspan歡迎公投結果，認為這顯示公眾準

備給輪候器官人士一個機會。反對人士則指修例模式存有道德問題，
堅持當局在任何醫療程序前，應獲得患者明確表示同意。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智多倫多報
道）今年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登基70周
年，但加拿大在英國王儲查爾斯夫婦今日到訪
前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
者認為加拿大應當效法其他英聯邦國家與英國
斷絕關係，不再尊奉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約
49%的受訪者覺得英國王室代表的價值觀已經
不合時宜，但55%被訪者支持國家於英女王在
位期間保持君主立憲制。

修憲需時 法律專家倡早部署
根據民意調查公司格斯列特進行的調查，五
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加拿大應當邁向成為共和
國，並且認同加勒比海國家巴巴多斯於去年10
月選出第一任總統取代英女王的元首地位是正
確決定。英國第二王位繼承人威廉王子較早前
為了慶祝女王登基白金禧而到訪牙買加時遭到
民眾抗議和要求賠償，進一步觸發民眾深思加
拿大是否到了與英國君主制一刀兩斷的時候。
不過，加拿大人一直愛戴已屆96歲高齡的英
女王，所以他們傾向在女王離位後才採取行

動。65%受訪者不願
接受查爾斯為國家
元首，更有76%反
對其妻卡米拉將
來獲冊封王后。
英女王在今年2

月確診新冠肺炎後
康復，但她多次因
「行動不便」而缺席
重大活動，尤其是上周
安排查爾斯首次代替她發表
國會開幕演說，這亦是君主
最重要的象徵性職責，令到
加拿大人意識到英女王在未
來日子退居幕後，正好是加拿大準備揭開歷史
新一頁的契機。熱烈支持英國王室的組織「加
拿大君主主義同盟」歡迎查爾斯第19次到
訪，並且希望他能在這個全球正處於政經動盪
局面時刻發放正面信息，努力說服加拿大人相
信他將來有能力擔當君主重任。
魁北克法律教授泰隆表示加拿大修改憲法不

是一朝一夕可達至，但隨着查爾斯繼位相信已
為期不遠，政府應當開始部署改變。他指出不
少民眾過往相信加拿大與英國保持密切聯繫，
為他們增多一個有別於美洲人的身份，但這個
觀念到現在不再存在。對於威廉在牙買加被喝
倒采，泰隆覺得這反映出英國王室已經過時，
遭到摒棄。

加國近半人嫌棄英王室 冀踢走君主制

印度政府為遏制當地食品漲價，日前宣布臨時
禁止小麥出口，令全球糧食供應更趨緊張。消息
進一步推升小麥價格，歐洲市場昨日開市後，小
麥飆至每噸435歐元（約3,556港元）的歷史高
位。
印度當局表示，雖然已宣布限制出口，但仍會

向糧食短缺國家供應小麥，私人企業亦獲准履行
之前已簽訂的合約，在7月底前出口近430萬噸小
麥。作為全球最大小麥入口國的埃及表示，已與

印度政府商討，埃及將不受印度出口禁令影響。
印度3月起受熱浪影響，導致小麥失收，加上

俄烏衝突令烏克蘭無法出口小麥等農產品，導致
全球供應減少。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國，
去年出產1.09億噸，當中9,000萬噸供應本地，出
口只佔少數，但政府為保障本地供應充足，決定
暫時禁制出口，消息觸發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小麥
期貨價急升5.9%，錄得兩個月來新高，全球小麥
價格今年則累升逾四成。 ◆綜合報道

印限制出口 小麥價飆歷史高位

新西蘭昨日公布設立總額45億紐元（約221
億港元）的氣候應對基金，當中撥出至少29億
紐元（約143億港元）在未來4年推動首階段
減排計劃，包括資助低收入家庭購買電動車，
以替換汽油和柴油車，目標是於2050年達至淨
零碳排放。
新西蘭總理雅登公布該國首個減排計劃，涵

蓋多個範疇，當中13億紐元（約64億港元）

用於交通方面，除了增加電動車覆蓋率外，亦
會改善公共交通工具及貨車的廢氣排放。政府
並會實施燃煤鍋爐禁令，以及在農業領域實施
碳排放定價機制。雅登表示，新計劃為新西蘭
提供數十年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機遇，並轉
型至高工資及低排放經濟，透過創造就業機
會，提供更大的經濟保障。

◆綜合報道

紐221億設氣候應對基金 資助基層購電動車

▲ 面對反對聲音日增，
「加拿大君主主義同盟」
網站加大宣傳查爾斯到
訪。 成小智 攝

▲▲ 加拿大國徽的設計仿照英國加拿大國徽的設計仿照英國
國徽國徽，，但過半國民支持斷絕與英但過半國民支持斷絕與英
國國「「君臣君臣」」關係關係。。 成小智成小智 攝攝

◆◆新西蘭希望增加電動車覆蓋率新西蘭希望增加電動車覆蓋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瑞士公投通過死後自動捐出器官

◆◆印度農民在收割小麥印度農民在收割小麥。。 法新社法新社

◆◆ 瑞士有政黨豎立標語瑞士有政黨豎立標語，，反對死後捐贈反對死後捐贈
器官器官。。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