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千日 五波歷程
第一波（2020年1月至2月下旬）

◆2020年1月23日，衞生防護中心宣布一名該月21日從武漢經廣深港高鐵
抵港的男旅客確診

◆1月30日起先後暫停12個陸路或海路口岸的旅客清關服務，只維持香港國
際機場、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2月4日，香港首次發現兩宗本地感染個案
◆2月8日起所有從內地抵港或抵港前14天曾到訪內地人士須接受14天強制
檢疫安排

◆2月9日出現受感染人數最多的「打邊爐家族群組」

第二波（2020年3月中旬至4月下旬）

◆歐洲疫情於3月突然惡化導致「港人回流潮」，輸入個案大幅增加
◆特區政府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回港市民必須強制檢疫14天
◆實施「限聚令」向食肆施加防疫規定、關閉表列處所等
◆新增個案在4月中旬逐步減少，5月逐步放寬限制措施，6月後基本清零

第三波（2020年7月上旬至9月下旬）

◆由機組人員輸入個案引發的疫情，平均每日逾百人感染
◆實施各項嚴格社交距離措施，一度勒令全日禁止堂食，其後改為晚市禁堂食
◆實施口罩令，限聚令收緊至2人
◆8月下旬疫情緩和後，防疫措施逐步放寬

第四波（2020年11月下旬至2021年5月下旬）

◆2020年11月至12月，「歌舞群組」爆發
◆每天數十至逾百人感染
◆關閉酒吧、酒館、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等，限聚令收緊至4人
◆推行「安心出行」

第五波（2021年12月中旬至今）

◆國泰機組人員群組輸入OmicronBA.1及巴基斯坦裔女子群組的BA.2引爆疫情
◆高峰期日增逾7萬宗感染
◆今年3月初見頂後逐漸消退
◆6月因BA.5輸入群組反彈，最高每日增萬宗
◆其後回落，目前每日在約五千宗水平徘徊
◆政府先後宣布暫停航班熔斷機制、入境檢疫日數減至「3+4」，其後再放
寬至「0+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一名從武漢經廣深港高鐵抵
港的男旅客，成首名確診者。

◆政府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
回港市民必須強制檢疫14天。

◆一度勒令全日禁止堂食，市
民需要在公園用餐。

◆限聚令收緊至4人，推行
「安心出行」控疫。

◆隨疫情緩和，政府宣布入境
檢疫日數減至「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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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令明起放寬至12人
港首揭變種毒XBD本地個案 2歲無針幼童染疫危殆

香港昨日踏入抗疫千日，疫情依然

是潛藏危機，昨日首次發現帶有變異

病毒XBD的本地個案。此外，一名31

個月大、未打針的男童染疫後病情危

殆，目前在兒科深切治療病房接受治

療。特區政府昨晚宣布，限聚令由4

人放寬至12人，明日起生效。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回顧過去約三年起伏不

定的抗疫路，形容國家始終是香港最

堅強的後盾，實施「0+3」入境檢疫

安排後社會漸復常，「很多市民都開

心了。」但疫情有回升跡象，輸入個

案增加約一倍，特區政府要「穩打穩

紮」，按照疫情變化調整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院舍及學校疫情
◆5間安老院舍及2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8宗確診個案，28名院友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

◆463間學校呈報765宗確診個案，共涉及667名學生和98名教職員，心怡天
地幼稚園（荃景）全校停課7天，另有30間學校共32個班級須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懷疑BA.4或BA.5確診個案佔比略降至92.3%，BA.2.12.1佔比略降至0.6%
◆首次在本地患者中發現1宗XBD病毒
◆首次發現3宗BF.7個案
◆XBB亞系增加35宗輸入個案，累計90宗

醫管局概況
◆現有1,834名確診者留醫，當中264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7人危殆，合共23人危殆，當中8人於深
切治療部留醫；新增7人嚴重，合共32

人嚴重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4,566宗 •輸入個案：388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7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0,072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954宗

資料來源：
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起再多7間「私家診所
新冠疫苗接種站」啟用，為年齡6個月或以上
的人士提供科興疫苗，並為12歲或以上人士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市民可於網上免費
預約接種，使全港「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
站」增至26間投入服務。為了方便市民接種
疫苗，特區政府於選址上花盡心思，特意在交
通方便及人流暢旺地點增設接種點，包括旺角
商業區和鄰近民居的上水、荃灣等地段，期望
新的疫苗接種站能滿足不同人士的打針需要，
特別是便利長者和家長帶子女接種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在Fb專頁表

示，天氣已逐漸轉涼，要在入冬前獲得疫苗的
保護，現在就要接種新冠疫苗，因為接種疫苗
後約需兩星期時間讓身體產生抗體。未接種疫
苗的長者和兒童若感染新冠病毒，誘發重症的
機會較高，是較高危的一群，她呼籲市民及早
接種新冠疫苗，以及按時接種適當劑量的疫苗
加強保護力。

7體育館下月起重開
隨着診所接種站增加，一度改作防疫用途

或接種中心的體育館陸續歸還康文署，該署
昨日宣布轄下7個體育館將於下月1日起陸續
向公眾重新開放作康體用途，市民可於較後
時間使用康體通網上預訂相關設施的服務。
這些設施包括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港灣

道體育館、界限街二號體育館、曉光街體育
館、渣華道體育館、西灣河體育館及荔枝角
公園體育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今年至今，香港累積錄得
29宗類鼻疽感染個案，當中6人死亡，按地區分布，深水
埗區患者人數多達20人，較多人居住在石硤尾白田邨。衞
生署在該區採集逾百個環境樣本，暫時未找到確切的感染
源頭。同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早前到個別患者的
住所收集家居環境樣本，從一名患者住所的浴室水龍頭及
花瓶內壁發現，兩個拭子樣本對類鼻疽伯克氏菌核酸檢測
呈陽性反應，病菌含量低，不排除是患者殘留。

排除傳播與食物產品有關

因應大部分類鼻疽個案的患者來自深水埗區，衞生
署昨日上午在石硤尾社區會堂舉辦健康講座。該署高
級醫生（健康促進）楊芊芊在講座中透露，白田邨出
現較多個案，在深水埗發現的17宗個案分布該區16座
不同大廈。該署跟蹤過患者行蹤，發現他們並無重疊
活動軌跡，已排除傳播與食物或產品有關。
楊芊芊認為類鼻疽經人傳人是極罕見，故家居接觸

者無病徵。她表示，類鼻疽的潛伏期約2星期至4星
期，可以引致皮膚膿腫、腦炎及肺炎，亦可導致白血
病，主要透過接觸受病菌污染的土壤或水源感染，提

醒市民在颱風吹襲後切勿接觸泥土及泥水，以免感染
類鼻疽，出現發燒，咳嗽、胸口痛等病徵要盡快求
醫。
據悉，衞生署主要在深水埗區收集公園及地盤、

16幢大廈水樣本等環境樣本，此外港大微生物學系
團隊亦對個別患者的家居採集31個環境樣本，從一
個住戶的浴室水龍頭及花瓶內壁採集的拭子樣本，
發現對類鼻疽伯克氏菌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由於
病菌含量極低，不排除是患者帶細菌時污染相關物
品。

袁國勇：食水氯氣可殺病菌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除非供水系

統有損壞，否則氯氣理應能夠殺死有關病菌，他說：
「這兩個驗到類鼻疽的樣本檢測不到活菌，有可能是
由於該樣本含菌量極低，或細菌已經被水中的氯氣殺
死，亦不排除樣本是由患者早前所帶的細菌污染所
致。」
他又指，暫無證據顯示病菌源頭來自食水；而水

務署初步未有發現該區的供水系統在過去3個月曾
出現故障或損壞，在相關配水庫及該區食水樣本的
化驗檢測亦一直未有異常情況。
他認為，由於目前仍未掌握深水埗患者的感染源

頭，有必要進一步監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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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採樣逾百 未見類鼻疽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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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抗擊新
冠疫情滿千日，專家學者回顧約三年的疫
情，最觸目驚心是今年初海嘯式爆發的第五
波疫情，一度令醫療體系崩潰，大批重症確
診者在寒冷天氣下，被迫在露天長時間等候
入院。總結經驗教訓，他們認為控制重症和
死亡個案，以及保護醫療系統是重中之重，
目前香港的混合免疫屏障仍牢固，在重症
少、輕症多的情況下，香港仍有空間放寬防
疫措施，惟口罩令、「疫苗通行證」及「安
心出行」是最後三道不能輕易撤銷的防線。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

病科主任孔繁毅指出，現時的入院病人只有
20%出現肺炎病徵，其餘均為因有長期病症而
引發的併發症，大多數是80歲至100歲的長
者，相信重病率難以再下降，「其實都少咗好
多人入院，我哋（瑪麗醫院）6月嗰陣都係得
40人，比起以前收近300人，已少咗好多。」

孔繁毅：戴口罩抵港核檢勿放寬
過往每次引發新一波的疫情，均源於輸入

性變異病毒流入社區。孔繁毅認為，香港仍
有頗高混合免疫屏障可抵擋下一波的疫情，
故即使再有新變異病毒株成為主流，亦不會
增加新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又指政府雖然
錯過了今年6月至7月放寬措施最佳時機，
現在仍有很大空間放寬。但他認為戴口罩和
抵港核酸檢測短時間內不應放寬：「呢啲
（變異病毒株）個案點都防唔到佢哋入嚟，
好似BA.2.75.2香港已經唔止有一宗，所以
最後都係靠混合免疫、疫苗接種、戴口罩去
減輕爆發機會。」他補充，雖然預計變異病
毒株的殺傷力輕微，但要監察變異病毒株在
香港的趨勢，唯有核酸檢測才能驗出毒株。
「安心出行」至下月實施滿兩周年，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前日在社交網站撰
文，重申「安心出行」有助防護中心及時找
到確診者，若只靠「疫苗通行證」便無法得
知患者所到之處，拖慢追蹤速度。
醫務衞生局亦指，近日確診有上升趨勢，

若欠缺現行強制檢測和完善檢測安排及早識
別個案，本地傳播或更嚴重。

回顧千日抗疫 首重護醫療系統

自2020年1月23日香港出現首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起，疫情已持續滿一千天，昨

日新增4,95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一名31個
月大男童周一（17日）因為發燒到伊利沙伯醫
院急症室求診，證實感染新冠病毒，男童並無
接種新冠疫苗，目前在兒科深切治療病房接受
治療，情況危殆。

其他變異病毒不斷增加
此外，香港發現首宗本地感染變異病毒
XBD個案，患者是一名23歲女子，居於觀
塘，已接種三劑疫苗，曾出現喉嚨痛、頭痛和
噁心等病徵，暫時沒發現感染源頭；同時，香
港亦出現首宗XBD輸入個案，以及首3宗
BF.7。其他變異病毒也不斷增加，XBB新增
35宗輸入個案，累計90宗；BQ.1.1新增2宗
輸入個案，累計7宗。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於行政會議前見傳媒表
示，實施「0+3」入境檢疫政策後效果正面，
本月平均出入境人數比上月增加約1.5倍，相
信出入境人數會持續增加，很多航空公司都開
始招聘人才，「所以我們對香港都應該充滿信
心。」他理解市民希望繼續放寬檢疫，政府亦
會在可行情況下，朝放寬社交距離的方向前
進，令經濟活動和市民有更多活動空間。

李家超：穩打穩紮定防疫措施
不過他提醒公眾，有幾方面需要留意，一是
輸入個案上升，「0+3」前輸入個案佔整體新
增個案約2.7%，現在已升至5%左右，升幅約
1倍。重症個案上升28%，死亡個案也上升約
20%。新的變種病毒株已經在香港出現，當然
目前來說，除了傳播力更強外，嚴重程度似乎
未有大變化。即時病毒繁殖率現在回升至約
1.3。他說：「我們當然希望在這些方面能夠
控制，但我們亦要留意數字，所以我強調，要
穩打穩紮，按照疫情變化，按照整體的實際情
況，決定防疫措施應該怎樣做。」
李家超重申，接種疫苗是最有效保護大家和整
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集體行動，「亦要再提醒大
家，不應該違反我們的規則，因為這樣不但對自
己不好，更加破壞了700萬香港市民的共同努
力。」他強調，特區政府在抗疫政策上，是想盡
一切辦法管控疫情，任何措施的目的都是希望盡
量將確診數字壓低，而且希望所有市民都遵守法
例或規則，因為任何管控措施、任何防疫措施，
如果市民違反政府訂下的規則，防疫效果會嚴重
被破壞，影響到每一名奉公守法人士所付出的努
力，「所以違法或違規的，我們一定會嚴肅跟
進。當然，特區政府會依法辦事，法庭作出裁決
後，我們會予以跟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