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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老幼高危 仍一針未打
張竹君：情況「很不理想」零針病死率較三針高60倍

香港昨日新增7,579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包括161宗輸入個案，再多

10名染疫長者離世，他們生前均有多

種長期病症。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表示，今年5月之後的新

冠病毒粗略死亡率回落至約0.1%，

原因是部分港人曾經染疫，以及整體

疫苗接種率上升，惟未打疫苗人士的

病死率仍較接種三針者高出60倍，

而香港「一老一幼」高危人群，仍有

近30萬人沒接種疫苗。她強烈呼籲

沒打齊疫苗的市民盡快接種，以免染

疫後出現重症，甚至病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院舍疫情
◆新增6間安老院舍及2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確診個案，共11名院友和2名員工確診

學校疫情
◆785間學校共呈報1,625宗陽性個案，涉及1,414名學生和211名教職員。38間學校共46
班需停課一周
‧‧香港仔工業學校過去一周有5個班別出現多宗個案需停課一周，累計30名學生確診，當
中26名染疫學生為宿生，所有宿生需撤離接受檢疫

‧‧沙田的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累計39名學生及14名老師染疫，分
布16個班別，全校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BA.5個案佔比約70%，BA.4佔9%，BA.2.12.1佔4.6%，BA.2.2佔16%

醫管局概況
◆現有2,834名確診者留醫，當中311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9人危殆，合共51人危殆，當中13人於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9人嚴
重，合共55人嚴重

◆明愛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康復病房一名 90歲女病人在9月9日出
院檢測時確診，追蹤發現同房2名病人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感染：7,418宗
•輸入個案：161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0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617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7,579宗

專家倡11歲或以下兒童可打第四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持續高發，陸

續有兒童感染後變重症。最近一名腦癇症10歲男童
感染後病情一度危殆，在瑪嘉烈醫院救治後轉為嚴
重。該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昨日接受電
台訪問時形容，「病毒欺負緊小朋友。」該男童患
長期病，要服用止抽筋藥，免疫系統較一般兒童
差，因此感染後容易造成嚴重併發症，他相信因為
男童已打兩針疫苗，其病情才得以好轉。他呼籲家
長不要猶疑，盡快為子女接種疫苗加強保護，又建
議政府專家研究為11歲或以下兒童接種四針疫苗，
與長期病患、免疫力弱人士看齊。

「病毒欺負緊小朋友」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
霞於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透露，在瑪嘉烈醫院留醫

的10歲確診男童目前情況仍然嚴重，但正在好轉，
已經可以自行進食。醫護正逐步減少氧氣治療量，
稍後會安排他做磁力共振檢查腦部情況。
關日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患長期病的兒童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就像士兵打仗。」當病毒強
過兒童本身時，就容易被病毒打倒，引發不同併發
症。該名男童感染後出現嘶哮症，或與腦癇症有
關，幸好及時送院治療，控制良好。男童在感染期
間神志一度轉差，醫生擔心出現急性腦炎，幸好在
服用抗病毒藥後有所改善。醫院會為他進行磁力共
振檢查，了解其腦部有無變化。
關日華強調，新冠病毒並非簡單的病毒，呼籲家
長切勿輕視。數據顯示，約20%曾確診的兒童康復
後出現「長新冠」症狀，有康復者出現嚴重濕疹、
脫髮等情況，有康復的兒童更出現不同的精神及心

理問題。
他指出，根據臨床個案，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

兒童，染疫後即使需要住院，時間也不長，變重症
的機會不高，但無打針的兒童，受感染後變重症的
風險卻高得多。
他表示，現時兒童接種率不夠高，若染疫後也容
易傳播他人，情況令人擔心，還有不少家長以為兒
童確診後不用打針。他提醒家長，兒童康復者日後
仍需接種足夠針數的疫苗，以提高抗體水平，因為
感染後產生的抗體只能維持2至4個月，日後仍有機
會再受感染。
特區政府建議長期病患、免疫力弱的人士接種四

針疫苗，但11歲或以下兒童則仍是建議接種兩至三
針，關日華建議特區政府專家討論兒童是否也需要
接種四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病毒Omicron再出現變種，一種由
BA.2.75 演 變 出 來 的 全 新 分 支
BA.2.75.2，被各地專家評為目前最
強「免疫逃逸」的新冠病毒。該病
毒有效削弱疫苗及染疫產生的抗
體，在出現後迅速傳播至英國、德
國、印度、智利、新加坡等至少8個
國家或地區。印度率先「淪陷」，
當地部分城市九成確診樣本帶有
BA.2.75.2病毒家族。有香港防疫專
家昨日表示，該款新病毒對香港的
威脅情況如何，要視乎它引起的
「二次感染」是否廣泛，但以目前
的情況觀察，香港免疫屏障仍有
效，又呼籲市民必須盡快接種疫
苗，強化免疫屏障。

專家：免疫逃逸力最強
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前沿創新中心

（BIOPIC）副研究員曹雲龍日前在
Twitter表示，「BA.2.75.2是我們目
前檢驗到免疫逃脫（即免疫逃逸）能
力最強的病毒株。比BA.5在內的所
有Omicron變異病毒株都要強。」
印度傳媒報道稱，當地衞生部門所

設立的COVID-19病毒基因定序監測
機構「INSACOG」警告，印度數月
以來最主要流行的BA.2.75目前正在
進一步突變，出現BA.2.75.2分支，
引起長期追蹤新冠病毒突變的專家關
注。
該報道指出，印度部分城市有高達

九成確診樣本，帶有BA.2.75分支譜
系（包括BA.2.75.2）。INSACOG科
學家表示，BA.2.75及其分支譜系已
取代了BA.4和BA.5，或引發新一波
疫情爆發。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BA.2.75.2是Omicron的分支，由於
港人早前透過接種疫苗及染疫等途徑
產生抗體，對Omicron已有一定混合
免疫力。由於目前的數據仍不足，香

港只能保持觀望，現階段無須加強入境檢疫措施。
他認為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主動了解該種新病毒對

社會免疫屏障的影響，尤其是「二次感染」的有效
度，若容易造成「二次感染」，或會衝擊免疫屏障，
造成病毒迅速擴散。
梁子超解釋，新舊病毒之間存在生存競爭，新變

種不一定能戰勝已有生存優勢的舊病毒。當新變種
病毒出現時，重點關注的是新病毒會否造成較強的
「二次感染」，以及是否迅速擴散而成為主流病毒
株。

梁子超籲速打針強化免疫屏障
由於BA.5已廣泛在港傳播，可謂「贏盡先機」，

他認為新的病毒要取代BA.5也有一定難度，市民暫
時無須過分恐慌，目前最實際是爭取時間提高接種
率，以強化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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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由今年5月至
今的新冠肺炎粗略死亡率約0.1%，累積死亡人

數約400多，當中七成為80歲以上患者。5月至今的
新冠病死率較之前有所下降，她相信原因與部分港
人曾經感染，以及首兩針疫苗的接種率提升至逾九
成有關。
不過，在未接種疫苗人士中，病死率較打齊三針
疫苗人士高出60倍。而香港高危人群「一老一幼」
的疫苗接種率，反而遠低於其他年齡群。到目前為
止，6至11歲兒童中仍有17.9萬人沒接種疫苗；80
歲以上長者仍有11.6萬人沒接種疫苗，很不理想。

BA.5個案續升 疫情未算回落
自上周五單日新增確診個案回落至萬宗以下後，
昨日已經是連續三天維持七八千宗水平。張竹君表

示，各項疫情指標雖然輕微回落，但BA.5個案仍然
在上升之中，目前佔新增個案的比例增加至約
70%，未來疫情是否回落，要視乎BA.5擴散趨勢，
以及中秋節後是否出現反彈。由於新增個案大部分
是市民快測申報，因此有多少市民主動做快測，也
影響新增個案數字。
昨日有785間學校共呈報1,625宗陽性個案，涉及

1,414名學生及211名教職員。再多38間學校、共46
班需要停課一星期，當中有8間學校錄得多於一班停
課。有兩間學校出現較大型爆發，其中，香港仔工
業學校的1A班、2B班及5C班早前有多宗確診個案
被要求停課，昨日再發現2A班有4名學生確診，共
有20名學生的1C班亦有4人確診，目前有5個班別
出現多宗個案需要停課一周。
中心調查發現，30名染疫學生當中26人是住校

生，該校宿舍分兩個舍
堂，共有20間房，當中15
間房有個案。兩舍堂共用中間
的廁所和浴室，懷疑因此發生傳
播。全部宿舍共有129名學生，103名未染
疫的宿生需撤離宿舍，接受隔離檢疫。另有195名
學生不住宿，若其班級未有被要求停課，可繼續
上學。

鄭榮之校逾50人感染全校停課
另外，沙田的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

之中學，4D班早前被要求停課，其後再有師生陸續
確診，全校累計39名學生及14名老師感染，分布16
個班別，衞生防護中心懷疑有校內傳播，需全校停
課一周。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本月委託長者安
居協會接觸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使用者，向尚未接
種疫苗的長者講解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並安排註
冊護士專責致電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專業意見，釋
除他們對接種疫苗的疑慮。過去一星期，協會已
成功協助83名長者預約接種服務。特區政府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到訪長者安居協會的
熱線中心，聽取中心人員講解鼓勵長者接種新冠
疫苗的工作，並從中了解長者對疫苗接種的疑
慮。
現時70歲或以上長者第一劑疫苗接種率約為

78%，仍有約21.8萬名長者從未接種疫苗；年滿80
歲的長者中，更有約30%未接種疫苗。楊何蓓茵表
示，接種疫苗能有效減低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和患

重症的風險，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一旦染疫，死亡
風險極高，因此政府不斷嘗試以不同渠道做到「針
找人」。
特區政府及醫院管理局先後按照社會福利署各

種津貼的受助長者名單、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會
員名單，以及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覆診長者名
單，逐一鼓勵未接種疫苗的長者盡快接種。
此外，特區政府本月委託長者安居協會接觸一線

通平安鐘服務使用者，向尚未接種疫苗的長者講解
接種疫苗的重要性。過去一星期，協會已成功協助
83名長者預約接種服務。有需要的長者更可採用機
構提供的陪診服務到各接種點接種疫苗，相關費用
由政府承擔。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上月中已優化疫苗到戶接種

服務，委託固定醫療機構於每區提供一條龍服務，
跟進長者需接種的所有劑次，以提升工作效率。年
滿70歲或因病患或殘疾而不便外出者如未接種疫
苗，可利用此服務安排專業醫護人員上門為他們接
種。

長者安居協會一周助83長者預約接種

◆楊何蓓茵昨日到訪長者安居協會的熱線中心，聽取
工作人員講解聯絡未接種新冠疫苗的長者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冠疫情嚴峻，特區政府醫務
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近日與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代表會面
後，全數13間私家醫院在首階段騰出364張病床，並
會視乎實際需要陸續將病床數目增至約1,000張。經
醫管局與私家醫院最近磋商後，目前可供使用的病床

已增至423張。其中，香港港安醫院（荃灣）和香港
中文大學醫院已再度增撥病床，前者在本星期內更會
進一步增加病床數目，以接收更多醫管局病人。
「我感謝多間私家醫院陸續增撥病床，接收更

多轉介個案。」盧寵茂期望私家醫院繼續積極與

醫管局合作，並呼籲病人和家屬配合有關安排。
特區政府認為，若疫情稍後放緩，有關病床使用
率或會有所下降。醫管局會繼續與私家醫院緊密
溝通，調整需要動用的私家醫院病床數目。
此外，部分私家醫院積極參與醫管局推行的公

私營協作抗疫項目，如協助為暫託中心提供醫療
支援，以及為新冠病人提供遙距診症及送藥服
務，讓有需要的病人可盡早獲處方抗病毒藥物。

私院轉介病床增至423張

◆張竹君表示，香港「一老一幼」高危人群中，仍有近30萬人沒接種疫苗，她強烈
呼籲沒打齊疫苗的市民盡快接種。圖為家長攜帶兒童到疫苗接種中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