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8

20222022年年99月月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簡 旼

私院騰病床380張 收轉介公院患者
爭取逐步增至千張紓壓 惟部分私院預留病床使用率僅15%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昨日新增9,495宗確診個案，逼近一萬宗。重開不久的亞

博館新冠治療中心200張床位已經爆滿，需逐步增加至300張。政府專家顧

問劉宇隆指出，當公立醫院要調配4,000張病床應付疫情，將影響約40%

公共醫療服務，非新冠患者也受影響。目前私家醫院提供予公院病人

的病床已由364張增至約380張，爭取逐步增至1,000張，以紓緩公

院壓力，惟目前私院預留病床的整體使用率約70%，部分私院僅15%使用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疫情
◆再多4間安老院及4間殘疾院舍爆疫

◆82間學校新呈報131宗個案，涉97名學生及34名教職員，北角合一堂陳伯宏紀
念幼稚園N1班須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BA.5約佔新增個案52%，BA.4佔約7%，BA.2.12.1約6%，BA.2.2佔34%

醫管局概況
◆現有2,598名確診者留醫，當中355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14人危殆，合計53人危殆，當中15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13
人嚴重，合計41人嚴重

◆早前染疫後危殆的17個月大男嬰，仍在瑪嘉烈醫院兒科深切治療
病房留醫，需要插喉及用呼吸機

◆醫管局表示，私家醫院提供病床增加至逾380張，使用
率達七成，希望增加至1,000張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病例：9,267宗
•輸入個案：228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9人，

年齡介乎34歲至97歲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477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9,495宗

��(���

新增確診個案每日以近萬宗的速度累增，
使公立醫院倍受壓力。醫管局總行政經

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於昨日疫情簡介會上
透露，目前有2,598名新冠肺炎確診者留醫，
當中355人是新增確診病人。早前重開的亞博
館新冠治療中心目前有218人入住，已超出該
中心的病床數量，醫管局正逐步加床至300
張。
至於人手方面，劉家獻透露，由於有部分私
家醫護在亞博館協助治療病人，因此醫管局派
駐的100名醫護人員仍能應付服務需求，但若
要加床至300張病床以上，該局將需要從各醫
院聯網抽調人手。他表示，醫管局正實施第三
階段病床調動計劃，逐步將隔離病床增加至

5,000張，由於需要調集人手，其他公共醫療
服務會相應受到影響。

公院或將有四成服務受影響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隆昨日於電台節目上表

示，醫管局陸續調集病床應付疫情，當調配的
病床達4,000張時，意味公立醫院有四成服務
受影響，部分住院的兒科病人要分流到成人病
房，而疫情目前仍未見頂。
根據外國的經驗，BA.5變異病毒株的佔比

超過八九成，疫情才有望回落，目前香港BA.5
個案的佔比為52%，顯示疫情有可能衝上逾萬
宗，屆時公院服務將進一步受壓。醫務衞生局
預計短期內確診個案或每天逾萬宗，如疫情繼

續惡化，醫管局為照顧與
日俱增的住院病人，將需
要進一步調整非緊急服務
的服務量，有可能被迫延
遲其他病人的診斷、治療和
手術安排，情況極不理想。
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早前與香港私家醫院聯
會代表會面後表示，全數13間私
家醫院在首階段騰出364張病床，
並視乎實際需要陸續將病床數目增至
約1,000張。經醫管局與私家醫院近日
密切磋商，私家醫院響應呼籲，整體上加
快接收醫管局轉介病人，部分私院亦調撥更多
病床，目前可供公院病人使用的病床已增至至
少380張。
根據醫務衞生局的資料，13間私家醫院提
供380張病床，目前收治266名公立醫院轉
介的非新冠及康復中病人，整體使用率約
70%。當中有接收新冠病人的中文大學醫院
提供病床由36張增至42張，目前接收33名病
人，使用率78.6%，累計接收病人93人。聖
保祿醫院承諾提供25張病床，實際接收32名
病人，使用率 128%，累計已接收 47 名病
人。聖德肋撒醫院提供60張病床也已住滿，
使用率100%，累計接收281名病人。
不過，也有一些私院的使用率偏低，例如明

德國際醫院、嘉諾撒醫院及港怡醫院的使用率
均約50%；養和醫院及寶血醫院的使用率分別
是34%及15%。
劉家獻表示，感謝私家醫院的協助，醫管局
及私家醫院要互相溝通，「大家都係做醫護
界，目標只有一個，就係點樣能夠提供最好嘅
服務畀病人。」相信公私醫院只有秉承此初
心，當雙方商量好做法，就能建立默契，充分
利用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昨日再多
9,495宗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心相信單日新增確診宗數隨時破萬宗，
而早前染疫後危殆的17個月大男童，病情仍未好轉，需要插喉及呼吸機
輔助，顯示兒童染疫後演變成重症的風險大，惟目前兒童的接種率仍未
符合預期。有消息指特區政府為鼓勵兒童接種疫苗，正研究將「疫苗通
行證」的涵蓋範圍擴至5歲或以上人士，一旦生效，小童必須使用及符
合「疫苗通行證」要求才能進入食肆等處所。

截至前日，3歲至11歲兒童首針疫苗接種率超過八成、第二針接種率
則為66%，但第三針只有一成多；而現時「疫苗通行證」只涵蓋至12
歲或以上人士。據了解，為推高兒童疫苗接種率，特區政府正研究將
「疫苗通行證」擴至5歲或以上人士，一旦生效，5歲至12歲兒童也要
使用「疫苗通行證」及符合相關的接種要求。

擬二三針隔最多5個月
同時，政府亦考慮第二針及第三針容許相隔時間，由最多6個月，減
至5個月。
「疫苗通行證」的涵蓋範圍擴至5歲或以上人士，家長意見各異，李太

表示支持：「政府政策如此都要配合，我們這些一等良民。我們都可知道
哪間餐廳是否有感染風險，大家都放心。」
不過，為人父親的黎先生表示：「小朋友不是每一個都有智能電話，

不是人人經濟（負擔）得起。看看是否能安排『安心出行』，大人的手
機額外安裝小朋友用的應用程式。」
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支持該構思，建議

在冬季流感高峰期前全面實施。「該年齡的小朋友大家都知，基本上主
要均是家長或家人決定，去餐廳食飯或出入家庭活動的場所。若大家沒
足夠警覺性，任由年紀較小的小朋友在面對新一波高傳染性的BA.5
Omicron感染風險下，都仍不打針，根本是令小朋友冒險。」

「疫苗通」涵蓋範圍研擴至5歲

◆小朋友使用「安心出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再多9名新冠肺炎確診者離世，
當中最年輕的男死者僅34歲，已打
齊三劑疫苗，上周六（8月27日）
快測呈陽性，兩天後因發燒、腳
痛、腳腫等症狀前往急症室求醫，
X光肺片、超聲波均無異樣，翌日
（8月30日）病情突然轉差、不省
人事，需要插喉治療，搶救不治離
世。臨床診斷死因與患者隱疾、紅
血球增生症有關，懷疑因此形成血
栓，堵塞心臟和肺動脈，死因與新
冠肺炎的關係不大。

口服藥減死亡風險

9名死者中，有6人獲處方新冠
口服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
表示，每日有超過1,000名患者獲
處方口服藥，不少文獻顯示，服用
新冠口服藥可減低重症、入院、死
亡的風險，最高可降至八成，希望
公眾不要因有人服用口服藥後仍離
世，就質疑藥物效用。「每天也有
一千多個病人，昨日（前日）有
1,400名病人服用了新冠口服藥，
那些我們沒有拿出來說，我希望大
家不要有一個錯誤的信息，用一兩
名病人服藥後死亡，演繹為藥物服
用後沒有幫助，絕對不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3+4」入境檢疫安排生效後，
令抵港者酒店檢疫天數大減，檢疫酒店供過於求。有4間酒店
已退出檢疫酒店計劃，轉為做Staycation或社區隔離設施等用
途。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檢疫酒店營運總監崔定邦昨日表示，

縮短檢疫令房間增多，惟入境旅客沒有相應倍增，相信檢疫酒店
的房間空置情況會維持一段時間，「可用的檢疫房間多了一倍，
但回港旅客數目沒有倍增，所以整體入住率被拖低了。未來9月
至11月亦不是回港的高峰期，航班數目是昔日十分之一，平均
每天大約有50班至60班航班回港。」
他認為，特區政府要先控制本地疫情，達到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要求，屆時來港的旅客數目才會大幅上升。

「3+4」後入住減
4酒店退出檢疫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昨日出席一個活動，與物管業界分享視察逾30處位於私樓、公
屋、健身室及餐廳等得出的七大教訓。他指出「沙士」爆發期間已暴露出
渠管的播疫風險，但全世界的政府在處理疫情過後，就會遺忘補救措施。
香港歷經禽流感、「沙士」及新冠肺炎，病毒往往由街市爆發，鄰近街市
的屋邨要格外注意衞生，「農場有生物安全標準，但街市唔係農場，（街
市家禽）有糞便、毛，加上好多市民會去，當然會出事。」
袁國勇指出，香港大學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已發現野生果子狸身

上帶有與「沙士」類似的冠狀病毒，當時便預警南中國海進食野味的習
慣，有機會出現病毒由動物傳人，情況猶如「計時炸彈」，促請各地政府
準備再次發生與「沙士」類似的新發性病毒。
在空氣傳染方面，袁國勇指新冠病毒比「沙士」更強，形容變種病毒
Omicron是「從未見過如此厲害！」他說，病毒可在渠管長時間生存達28
天，當市民亂改渠管很易播疫，「喉管不漏水，不代表不漏氣。」他提醒
物管人員若看到渠管或垃圾房有問題，應盡快呈報以作改善，尤其提醒長
者住戶定期為U型隔氣管加水，及開動抽氣扇時緊閉窗戶等。

促立法規定用自動補水設計
現場有物管代表提到，2003年「沙士」之後，市面已出現自動補水設

計，讓隔氣管長期有水，保持隔氣功能，促政府立法規定建築商使用有關
設計，才能一勞永逸，這名代表說：「由前線物管提醒住戶日日記住，是
不切實際。」袁國勇亦笑謂自己65歲之齡為視察渠管播疫風險，要經常
爬樓梯，其中爆疫的惠利大廈天井四面密封，形成煙囪效應，有單位沒有
設置U型隔氣管，居住環境又擠迫惡劣，他建議特區政府考慮樓宇重建。

袁國勇：亂改渠管易播疫

34歲男死因涉紅血球增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原訂昨日
中午啟程前往廣東省訪問兩天，今日與廣東省、廣州市及深圳市政府
相關官員會晤，但基於防疫考慮，改為今日在香港與相關官員進行線
上會議，並在線上參與兩間學校的開幕儀式。他昨日形容，今次的安
排主要是基於防控整體考慮，是最快捷及直接的方法。

就兩地民眾經口岸交流共同議題交換意見
李家超昨日出席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後，會見傳媒時表

示，今日在香港透過線上會議，與廣東省、廣州市和深圳市的領導舉
行線上會議，將會就粵港、穗港和深港合作，以及香港和內地人民經
口岸交流的共同議題交換意見和進行討論。同時亦會通過線上視頻，
參與在廣州舉行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開學儀式；如果能配合安
排，亦會參與在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的揭牌儀式。
李家超指出，是次線上見面形式，主要基於防疫理由，為最便捷的

方法，期望雙方能務實地交換意見，共同把多方面的合作推上新的台
階，希望經深入討論後，達成共識。

李家超今與廣東官員線上會議
◆目前私家醫院提供予公院病人的病床已由364張增至約380張。 視頻截圖

◆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