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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新功能 一鍵紅變藍
讓完成隔離者更易申報 資科辦：未來個多月逐步更新

香港「疫苗通行證」今日起擴大

適用年齡範圍，5歲至11歲兒童亦

要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才能進入

指定處所。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特別項目部）張宜偉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背後牽涉龐大數據，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在確保系統

穩定的前提下短時間內推出可加入

「親子針卡」的最新版本；未來個

多月會逐步加入更多利民功能，包

括新增「一鍵申報」按鈕，讓提早

完成隔離的確診者，檢測「轉陰」

後更輕易申報並即時由「紅碼」變

「藍碼」，以及在康復紀錄二維碼

到期時自動提示用戶更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感染新冠
肺炎後，部分人在痊癒後仍會受到「長新
冠」困擾。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界定「長新
冠」通常在發病後3個月內出現，其病徵
和相關影響持續至少兩個月，常見病徵包
括疲勞、氣促、記憶力差、失眠等，為支
援弱勢社群及有需要人士的復康需要，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超過1億元推
出「長新冠復康計劃」。
該計劃下3項主要服務包括「自我管理支

援服務」，中文大學本月推出首階段的網站

及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互動、個人化及自主
的復康計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復康建
議及指引，市民自行下載程式即可使用服
務；「社區支援服務」，8個非政府組織合
作，採用個案管理模式提供跨專業服務，由
個案經理先評估參加者的情況，然後共同訂
立復康目標和為期不多於12星期的復康計
劃。服務為期一年，費用全免；「院舍支援
服務」，為促進私營安老院舍長者的康復過
程及身心健康，5個非政府組織本月聯合推
行為期一年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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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文森

院舍及學校疫情
◆2間安老院和1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3名院友和
2名員工確診，共56名院友和5名員工需要檢疫

◆373間學校呈報498宗個案，涉及426名學生和72
名教職員，其中4間學校合共4個班別需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Omicron BA.4及BA.5個案佔比約87.6%，
BA.2.12.1佔比約3.5%

醫管局概況
◆現有1,819名確診者留醫，其中194名為新增確診病人

◆新增6人危殆，合共39人危殆，其中8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新增5人嚴重，合共32人嚴重

◆6間醫院共8名病人經入院篩查或檢測呈陽性，合
共11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4,024宗
•輸入個案：245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5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940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269宗

馬會捐逾億元助「長新冠」患者復康
◆馬會撥款超
過1億元，推
行一年先導計
劃，為「長新
冠」患者提供
復康支援。圖
為個案經理評
估參加者的情
況。

馬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昨日新增4,269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較之前連續4天徘徊在
3,000多宗水平稍為回升。基督教聯合醫院矯形及
創傷外科感染群組擴大，昨日再新增6名醫生確
診，令染疫醫生人數增至14人，但暫未有病人檢
測呈陽性。院方會繼續調查員工的感染源頭。

病房病人檢測全陰性
聯合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一名醫生本周二（27

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院方感染控制組展開接觸
追蹤調查，於前日發現多7名醫生受感染。醫院管
理局昨日表示，該群組新發現6名醫生確診，即暫
有14名醫生感染。院方已安排病房的病人進行病
毒檢測，至昨日全部呈陰性，而在其中一個由病房
的醫生辦公室採集到的環境樣本則呈弱陽性。
醫管局表示，院方已為有關地方進行徹底清潔

及消毒，部門緊急服務維持正常，小部分非緊急
服務則要作出調整，將軍澳醫院矯形及創傷科會
提供支援。院方會繼續調查員工的感染源頭，並
密切監察員工及病人的健康情況，與衞生防護中
心保持溝通，跟進最新情況。

昨5人染疫離世4未齊針
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有4,024宗為本地病例，餘

下245宗為輸入個案。確診個案雖稍為回升至逾
4,000宗，但昨日只新增5宗死亡個案，是過去31
天以來單日最少的一次。其中，有4名死者在公立
醫院離世，分別為3男1女，年齡介乎72歲至100
歲，包括一名院舍院友。3人未有打齊3針，其中
一人更一針未打。餘下1名由殮房呈報的96歲女死
者，已接種3針疫苗，於本月24日離世，其後在殮
房檢測呈陽性。
醫管局又公布，昨日有1,819名確診者仍在公立

醫院留醫，為上月17日至今44天來最低，另新增6
名病人危殆及5人嚴重，合共39人危殆和32人嚴
重，危重病人數字亦持續下降。
在院舍方面，昨日新增2間安老院舍及一間殘疾
院舍共3名院友和2名員工確診，56名院友及5名員
工列為密切接觸者。有373間學校呈報498宗個案，
包括426名學生及72名教職員，有4間學校共4個班
別要停課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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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偉表示，「安心出行」過去一直因應
防疫政策而推出新功能，包括「疫苗通

行證」及「紅黃碼」等，而隨着「疫苗通行
證」於今日起將適用年齡擴大至5歲或以上
人士，以及11月30日進入新階段，最新
3.4.4版本已作出相應更新，並會於下月內加
入能顯示同行者「紅黃碼」的功能，令用家
更清楚自己二維碼的顏色而不會誤墮法網。
另一方面，他指「安心出行」亦已於本月
初推出檢測登記碼及於最新版本更新功能，
令市民不論到網站預約核酸檢測或現場登記
的過程均更方便快捷。
對於社會上不時有「『安心出行』要加新
功能係咪咁難呀？為何要這麼久？」的批評，
張宜偉指並非想像般簡單，醫務衞生局是根據
最新數據推出防疫政策，例如擴大「疫苗通行
證」的年齡等，均是希望盡快公布政策轉變以
協助防疫，但對技術團隊而言，卻涉及整個程
序的架構，「不是只看函數便成，要做好多個
案測試；也不是只加到針卡便成，要看看會否
出現不協調，至少需時數天；加上程式上架要
由應用平台花最長一星期去判斷是否過到安全
式或功能的規則等。」

「康復碼」將自動提醒要更新
他舉例指，今年5月推出「疫苗通行證」
時即使已測試好，惟因承辦商出現失誤而令
不少市民遺失了電子針卡，因而於數小時內
迅速推出新版本，並引以為戒。他承認科技
上是有存在挑戰，但會盡力以科技配合抗
疫，「防疫抗疫事件上並非等科技做到先推
出，因此我們今次能在公布政策後三星期內
推出加入『親子針卡』的功能，以方便絕大
部分市民，但其『紅黃碼』則因要主用戶將
資料主動上傳至雲端做對比，因而較為複
雜。」
現時確診者需接受14天隔離檢疫，符合
條件者可最早於第七天完成隔離，現時「安
心出行」內亦有提供超連結去相關網站輸入
資料申報。張宜偉透露，10月將加入「一
鍵申報」功能，如計算用戶已踏入第七天便
會出現一個按鈕，讓用戶可直接進行快速抗
原測試陰性結果聲明，簡化他們由「紅碼轉
藍碼」的步驟。而鑑於現行「康復紀錄二維
碼」的有效期為180天，用戶需自行更新電
子針卡紀錄才符合「疫苗通行證」進入指定
處所的要求，因此「安心出行」約於11月
開始，將有功能自動提示用戶的康復紀錄二
維碼已經到期。

積極解說釋疑慮 迄今下載870萬次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今日新
增4個新冠疫苗接種站，包括荔枝角公園社區疫
苗接種站，以及屯門置樂花園、魚涌康怡廣場
辦公大樓及中環雪廠街的「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
種站」。負責統籌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楊何蓓茵，昨日到荔枝角公園接種站巡察。她表
示，荔枝角的選址是第一個在公園設置的固定的
接種站，暫只提供科興疫苗，「未來會用更靈
活、更具成本效益的策略提供接種服務，提供多
些接種點讓市民更方便接種。」

新冠流感夾擊 速帶子女接種
楊何蓓茵表示，會盡力提升「一老一幼」的接

種率，而現時70歲以上長者，第三針疫苗接種率
已由三個月前的46.8%增至67%；3歲至11歲兒
童第二劑接種率更由三個月前的58.6%增至現時
逾70%，其餘未接種的兒童或因早前染疫未夠期
打針，惟仍有約29%的80歲以上長者未接種，而
3歲以下嬰幼兒接種率只有16.8%，均有很大提升
空間。她強調，嬰幼兒雖無須使用「疫苗通行
證」，但專家已指出新冠及流感病毒有機會在冬

季夾擊，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不要因確
診數字下降而輕視疫苗的重要性，須在冬季到臨
前做好準備。
另外，黃大仙廣場10月12日起會設立社區疫苗
接種站，提供科興和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巿民
可由下月7日上午9時起於網上預約打針。

今增4接種站 更靈活提供服務

「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兩年前
推出時，私隱問題備受公眾關注，別
有用心者更借此大做文章，而該程式
至今已成為市民日常出行的必備品。
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特別項目
部）張宜偉在訪問中表示，明白當時

的社會氛圍和市民有私隱考慮，故一直積極進行解說，
「不解說只會令事件繼續發酵與擴大。」

主動宣傳令市民信任度大升
他並指，過去兩年疫情反覆，防疫抗疫政策轉變，要

市民清楚了解及配合確實存在困難，資科辦因此不斷透
過宣傳、主動解說、新聞稿及短片等，加上去年12月起

在25個港鐵站設流動服務站，令市民對「安心出行」信
任度大為提升。他說：「『安心出行』最初只在約6,000
個高人群聚集地點需要時使用，如今下載量已達870萬
次、逾14萬個處所已申請場所二維碼。」
張宜偉指出，「安心出行」是配合防疫抗疫政策的重

要工具，繼程式內的「疫苗通行證」加入「紅黃碼」功
能外，現更新增「親子針卡」功能，讓家長在程式加入
子女疫苗接種紀錄，配合「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下調
至5歲，「若不是推出『親子針卡』，市民可能要靠電
子相簿、醫健通或紙本出示同行者的針卡。」
他明白不少市民未必清楚詳情，故今年5月新增熱線

處理「安心出行」使用問題，早前高峰期曾一日接獲
8,000個查詢，並於同日解決問題，「衞生署話接唔切

（電話），我們便主動提出集中打去我們熱線並跟進到
尾，許多市民都表示感謝，我們團隊也感到十分鼓
勵。」

確保系統新增功能後穩定性
張宜偉去年曾統籌整個政府疫苗接種計劃的預約系統

運作，他表示當時面對最大問題，是要數周內推出一個
能應付短時間內大量人士湧入的系統，而「安心出行」
的挑戰是須確保系統在新增各種不同功能後的穩定性，
「試想想如果系統唔穩定，市民進入食肆時要排隊等顯
示針卡，會帶來多大不便？」
他說，一眾功能中又以「紅黃碼」最難處理，「唔係

就咁計算便得，背後是與不用部門有好多協作，例如市
民已獲通知屬於『復陽』卻仍是紅碼，這是因源頭的清
單是其他政策部門傳過來，如清單未更新，便可能出現
這個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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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何蓓茵（左三）在荔枝角公園體育館聽取公
務員事務局一般職系處長陳信禧（左一）介紹體
育館內的休息室設備和布置。

◆「安心出行」
迄今下載量已達870
萬次。圖為巿民入餐廳
前「嘟一嘟」已成習
慣。 資料圖片

◆張宜偉（中）及
其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