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2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88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孫君犖

港處平台期 憂入冬兩毒夾擊
新加坡現新變種確診數回升 全球流感疫情上升

香港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昨日

呈報，香港新增

4,369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當中386宗為輸入個案，另添兩名染疫者

離世。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在疫情

簡報會上表示，香港過去7日平均每日有3,803宗個

案，較之前一周平均每日4,142宗略為下跌，但跌幅不

明顯，正處於「平台期」。然而，輸入個案由之前一

周每日平均183宗明顯升至過去7日的每日平均298

宗，同期間機場檢測出來的陽性個案比率亦由1.5%升

至約3%。歐家榮表示，中心留意到海外及新加坡疫情

因為出現新變異病毒開始上升，加上全球流感疫情上

升，擔心香港會在冬季遭受新冠和流感雙夾擊，呼籲

市民要打齊新冠疫苗，以及積極接種流感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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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及學校疫情
◆6間安老院舍及2間殘疾人士院舍新呈報16宗個案，
包括13名院友及3名員工，合共82名院友需要檢疫

◆462間學校共呈報665宗陽性個案，涉及556名學生
及99名教職員。10間學校共10個班別要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 BA.4 或 BA.5 亞系個案佔比約 93.4%，

BA.2.12.1個案佔約2.2%

醫管局概況
◆現有1,628名確診者留醫治療，當中198人為新增病人

◆新呈報3人危殆及2人嚴重。目前共有35名危殆及16名嚴重
病人，其中12人在深切治療部

◆新增237名病人康復，其中198人已出院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3,983宗
•輸入個案：386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2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989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369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專科醫生昨日引
述外國有研究顯示，10%至15%新冠患者會同時
感染「百日咳」。過去兩年，香港的百日咳個案
分別只有22宗及2宗，相信是由於戴口罩及社交
距離措施隔絕傳播。然而，百日咳患者初時僅會
流鼻水、打噴嚏、輕微發燒和咳嗽，但會日漸加
劇，甚至導致肺炎，嚴重者或因血氧低而抽搐及
昏迷不醒，且香港鄰近地區的百日咳個案有上升
趨勢，內地的升勢更是三年來最高，香港勢必亦
面對百日咳威脅，故特區政府應為市民接種百日
咳疫苗。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王君玲表示，百日咳又

名「雞咳」，任何年齡都會「中招」，主要傳
播途徑為飛沫，並沒有季節分布。當患者感染
病毒後，潛伏期一般為九天至十天，成人百日
咳患者的咳嗽平均持續5周至12周且多屬較嚴

重。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估計，香港百日

咳的個案數字或被低估，因為百日咳的病徵與一
般感冒不適分別不大，因此不少成年人求醫時，
醫生都不會為病人檢測百日咳，很容易錯過了確
診醫治的最佳時機。

內地呈報個案逐年增加
據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的數字顯示，去年呈報

百日咳個案較前年增加近一倍，而今年首兩個月
呈報個案多達逾4,800宗，亦超過去年總數的一
半。曾祈殷引述有研究顯示，百日咳病毒的傳播
力高，比流感、新冠肺炎和肺炎球菌更高。在未
有接種疫苗的人口中，一個百日咳原發病例可平
均感染14人至17人，且傳播大多於家居或工作
環境發生，惟香港於1957年才為兒童接種百日咳

疫苗，即1956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很可能從未接
種任何百日咳疫苗，亦大大增加了他們感染百日
咳的風險。

可致嚴重併發症 料疫後個案急升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建議，19歲或以上成

人應先接種一劑成人百日咳混合疫苗，其後每十
年接種一次成人百日咳混合疫苗或白喉、破傷風
混合疫苗。中心建議，成人百日咳混合疫苗可取
代傷口護理而接種的破傷風疫苗。曾祈殷指出，
百日咳本身可引致較嚴重的併發症，患者必須及
時接受到適當的抗菌治療。
他估計，百日咳等傳染病傳播勢必會在新冠疫

情過後急升，而目前本港兒童分階段接種三劑包
括百日咳的混合疫苗，之後再接種三次加強劑，
但疫苗效力只維持5至10年，因此特區政府應參

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指引，讓市民在19歲
再接種成人百日咳混合疫苗，及每10年再補打，
資助和推廣市民「左流右咳」，即同時左手接種
流感疫苗及右手接種百日咳疫苗，以獲得雙重保
護。

港感染百日咳數字或被低估 專家籲接種疫苗

歐家榮表示，香港疫情自9月初開始下跌後，最近一周停止下
跌，進入「平台期」，每日新增確診個案徘徊3,500宗至

4,500宗之間，而外國的新冠疫情近日出現反彈，加上新冠病毒和
流感病毒在冬季均會更加活躍。

英近期新冠確診比率升逾21%
他舉例說，英格蘭近期錄得新冠確診比率升幅達逾21%，近一星
期病人住院數目亦明顯上升33%，死亡個案更上升8%。至於香港
鄰近地區如新加坡，確診個案由9月平均每天少於2,000宗慢慢升
至近期逾4,000宗，而當地新變異病毒株BA.2.75開始加速傳播，已
佔當地個案25%。
「有研究指BA.2.75免疫逃逸力更強，可能導致二次感染。」歐
家榮表示，香港在輸入個案中零星發現BA.2.75毒株，本地雖未見
相關個案增加，但中心會密切監察。
他提到，過去兩年，由於港人普遍戴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令香港流感個案降至很低水平，但也因此導致市民對流感的免疫力
下降，尤其3歲以下幼童可能沒有流感抗體，擔心今年冬季或出現
較嚴重流感疫情，「往年香港冬季流感嚴重時，可導致400宗至
600宗重症、三四百人死亡。」目前，世界各地均出現流感活躍情
況，其中今年南半球冬天出現的個案數目超越過去兩年平均數，而
在北半球的美國及加拿大等地方的疫情亦比過去兩年嚴重。接種流
感疫苗可有效降低重症率達60%至70%，以及降低40%至50%感染
風險。
衞生署榮譽顧問醫生曾浩輝表示，市民若同時感染流感及新冠病
毒，出現的病情可能會較為嚴重，呼籲市民接種流感疫苗。他並
指，6個月以上人士可接種流感疫苗，且安全性也有保障，亦可同
時接種流感疫苗與新冠疫苗。

放寬探訪安排擴展至38公院
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表示，近期留
醫確診病人數量維持平穩，重症病人數量逐漸減少。醫管局預計疫
情會繼續回穩，正逐步減少新冠備用病床，恢復非緊急手術等服
務，目前公立醫院已恢復逾80%正常服務。醫管局中九龍診所已於
本月6日起停止作為新冠指定診所，並於昨日起恢復普通科門診診
所服務。
繼上周放寬26間公立醫院非急症部門探訪安排，醫管局將於下
周四起把探訪安排擴展至38間公立醫院的急症病房、專科醫院及
病房，病人家屬無需聯絡醫院，醫院會主動聯絡家屬，安排探訪。
醫管局指出，60歲以下的病人，以及60歲或以上但已接種最少
兩劑新冠疫苗的病人等感染風險較低的病人，每天可獲安排一次一
小時探訪。至於感染風險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的病人，或60
歲或以上未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病人，每星期可獲安排兩次各
一小時探訪。所有探訪人士須在探訪前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證明，同時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相關要求。此外，
各公立醫院亦會繼續在可行的情況下為病人安排恩恤或視像探訪，
會盡量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可行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昨日公布最新的
研究發現，目前安老院舍院友及員工對Omi-
cron BA.4/5的血清保護率分別為50%及85%，
即顯示有半數院友及15%員工有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的風險，故呼籲在確定院舍達到穩定的免疫屏
障前，應維持院舍一貫的防疫措施。
中大醫學院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在醫務衞

生局的研究基金支持下進行「耆冠」縱貫性研
究，透過抽取安老院舍院友及員工的血液樣本，
定期評估安老院舍對不同變異病毒株的易受感染
程度。
研究團隊從13間院舍招募了192名平均年齡為

79歲的院友和48名平均年齡為55歲的員工，並
於今年7月至8月抽取他們的血液樣本作「無病
毒中和性抗體檢測套組」分析，逾30%抗體抑制
值的樣本被定義為「陽性」，即血液樣本帶有可
檢測水平以上的新冠病毒中和抗體。

15%員工有感染BA.4/5風險
研究結果顯示，院友和員工對BA.4/5的血清

保護率分別為50%及85%。所有員工已接種兩劑
疫苗或以上，其中67%曾感染新冠。院友普遍為
「混合免疫」人士，72%院友曾感染新冠和在
「單款疫苗」方案下接種最少兩劑科興疫苗，當
中95名院友曾在抽血前的14天至90天內接種疫
苗。該95名院友中，完成三劑疫苗達到BA.4/5
血清保護水平比完成兩劑的高。
研究團隊指出，研究顯示半數院友仍有感染

BA.4/5的風險，即目前的免疫屏障仍不足以阻
擋新冠在院舍中傳播。即使院友曾受感染並已接
種兩劑科興疫苗，他們也應積極考慮接種加強劑
以減低感染和重症風險，因為即使中和抗體數目
隨時間下跌，疫苗仍能透過其他機制（如細胞免
疫）保護院友。
研究團隊表示，BA.4/5與年初於本地流行的

BA.2相比，具較高的免疫逃逸特性，加上香港特
區政府近日推出的「0+3」入境政策和一系列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預計本港與英美等其他地區一
樣，短期內因感染BA.4/5及其分支而入院的70
歲或以上長者人數會上升。由於院舍15%員工有
感染BA.4/5的風險，或成為院舍防疫缺口。

倡加大院舍員工核檢力度
研究團隊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將原本用作入境

檢疫的資源調撥，加大院舍員工的核酸檢測力
度，例如安排專員到院舍為員工進行檢測及更快
發放檢測結果至院舍等。團隊並建議維持院舍一
貫的防疫措施，如探訪者需要持有48小時內的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進入院舍。
中大醫學院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黃仰山

指出，安老院舍的院友屬於脆弱群組，Omicron病
毒在香港第五波疫情對院舍有非常大的衝擊，是次
研究對制定針對脆弱群組的防疫政策十分重要。

近半院友有風險 中大籲安老院維持防疫措施

◆曾祈殷（左）和王君玲呼籲市民接種百日咳疫
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立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昨日討論學校抗疫措施，多名議員關注小
學能否恢復全日面授課。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
示，小學生年幼、自理能力較差，局方考慮防疫
措施時要加倍小心及謹慎，暫不會貿然放寬，又
透露正研究將兒童分為6歲以下，及6歲至12歲
兩個年齡組別設不同接種要求，循序漸進朝復常
的目標努力。
民建聯議員郭玲麗在會上指出，高小學生要

準備升中，有學習需要，追問局方小學恢復全
日面授課的具體時間表。教聯會議員鄧飛提
到，檢疫措施近日開始放寬，惟考慮讓小學全
日面授時卻異常嚴謹，而有部分家長始終不肯
讓年幼子女打針，「（要求）打齊兩劑都好困
難，總不能無了期地只上半日堂。」民建聯議
員梁熙建議，教育局應考慮上全日課的接種要
求降低至八成，或讓未打針學生改以定期核酸
檢測代替。

逾300中學接種率九成復面授
蔡若蓮回應表示，目前有300多間中學的接種

率達九成，可以恢復面授課堂，相信到下月不難
滿足九成人須接種三針的要求。政府正與學界和
專家商討，希望循序漸進朝着復常目標努力，平
衡防疫和學生學習需要。
她強調，接種率是當局考慮放寬限制的重要因

素之一，故「幾艱難都逐針逐針去勸」，而由於
要考慮放學接送、校巴安排等，若小學高低年級
分階段復課，學校在行政處理上會有困難，故局
方仍以全校復課為目標。

蔡若蓮：暫不貿然放寬小學全日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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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歐家榮、曾浩輝及李立業出度疫情簡報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歐家榮表示，擔心香港會在冬季遭受新冠
和流感夾擊，呼籲市民要打齊疫苗。圖為銅
鑼灣鬧市。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