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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再發現 3宗類鼻疽確診個

案，當中一人居於深水埗一幢私人樓

宇，今年至今共錄得34宗類鼻疽確診個案，單

是8月至10月期間已錄得20宗居於深水埗區近

20幢樓宇的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首席醫生歐家榮、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等昨日前往石硤尾配水庫及蝴蝶谷配水庫

巡察，袁國勇承認今次類鼻疽疫情或始於去

年，建議水務署將沙田濾水廠氯含量由現時的

百萬分之一，增加至百萬分之一點二，相信能

殺死住戶出水口的類鼻疽菌，以及在配水庫出

口處加設紫外線殺菌。政府擬把類鼻疽感染個

案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五百九十

九章）下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香港新
增5,221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767宗
本地感染和454宗輸入個案。變異病毒株方
面，目前本地個案約92%屬於OmicronBA.4
或BA.5亞系病毒，BA.2.12.1佔約0.1%。昨
日再發現多一宗BQ1.1的變異病毒株本地個
案，患者為一名47歲男子，居於北區，已
接種三劑疫苗。
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在輸入個案中

累計發現 140 宗 XBB、 6 宗 XBD、6 宗
BA.2.75.2、5宗 BA.4.6、8宗 BF.7 及 14宗
BQ.1.1亞系個案，而本地個案中亦累計發
現5宗XBD及3宗BQ.1.1亞系個案。
5間安老及2間殘疾院舍有新呈報個案，

17名院友感染，73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542間學校呈報880宗個案，涉及747
名學生及133名教職員，21間學校的26班
及1個課外活動小組需要停課一周。

昨增5221確診
本地BQ1.1添1宗

昨日新增的3宗個案，包括一名89歲有多種長期病症
的男子，居於深水埗一幢私人樓宇，本月8日因氣

促、喘鳴和下肢水腫前往明愛醫院急症室求醫，同日入
院。臨床診斷為類鼻疽感染，現時情況穩定。
另外兩宗的患者，分別是居於北角的88歲男子，以及

經常在將軍澳及柴灣活動的69歲男子，他們發病前均沒
有到訪深水埗及相同的地點或場所，亦沒有飲用未經煮沸
的水，初步可以排除感染與食物或產品有關，兩人現時情
況穩定。

檢視深水埗供水系統
為追查深水埗出現多宗類鼻疽個案的原因，袁國勇及歐
家榮等人昨日前往石硤尾配水庫及蝴蝶谷配水庫巡察，他
們與工作人員揭起配水庫沙井蓋，在井蓋、沙井的內壁及
附近的土壤採集樣本，帶走共15個環境樣本化驗。
歐家榮表示，自今年8月起個案增多，深水埗患者的住

所相近，涉及白田邨、石硤尾邨及李鄭屋邨等，分布於方

圓1公里內的近20座不同大廈，其中2宗個案居於同一
大廈，但並未發現有傳染病學關聯。他形容今次事件不
尋常，已通知水務署檢視整個供水系統。
防護中心早前在住戶附近的山坡等採集28個泥土樣

本，並在有關大廈採集食水和水喉拭子樣本，結果均對
類鼻疽病菌呈陰性，但港大和理工大學採集的個別泥土
及家居樣本曾出現基因陽性結果。
袁國勇表示，雖然以基因排序等方式在個別樣本中

發現病菌基因，但團隊從未「種」到相關病菌，目前仍
未確定感染源頭。此外，有10宗個案患者甚少或從不
外出，亦從未接觸泥土，因此需一併檢驗其他可能性。
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的化驗結果顯示，今年居於深

水埗的類鼻疽患者，其病菌基因排序與去年3宗個案患
者相似，袁國勇承認今次疫情或始於去年。
他表示，一名居於澤安邨榮澤樓的患者，其單位的

水喉頭及花瓶內壁找到類鼻疽病菌基因，故會繼續追尋
源頭是否來自食水。

袁國勇向水務署作出兩項建議，包括增加沙田濾水廠的
氯含量至百萬分之一點二，以及在各配水庫的出水口位置
加設紫外線殺菌，「就算類鼻疽病菌對氯氣有某程度抗
藥性，仍然會被紫外光殺死，這是長遠而言可以做到，
視察完都頗放心，現時做法應該令爆發起碼減慢，就算
不會完全消失，因為一向類鼻疽在香港是風土病。」

早上開水喉首一分鐘勿用
他強調，該兩個配水庫的游離性餘氯含量符合世界衞生

組織要求，但氯含量會隨時間降低，由配水庫流到住戶出
水位時會減少，故建議居民，特別是長期病患及長者，早
上打開水龍頭首一分鐘，切勿使用生水刷牙洗臉及直接飲
用，以免吸入殘留病毒，一分鐘後才開始用水。
他並指，類鼻疽並無人傳人跡象，相信天氣轉涼及乾

燥後，病毒生存率應會減低，建議經常暴露在泥土的地
盤工人，或深水埗區的長期病患，可驗血篩查有無感
染。

整體概況

◆新增確診總宗數：5,221宗

◆本地感染個案：4,767宗

◆輸入個案：454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0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0,13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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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宗個案

◆542間學校共呈報880宗個案，包括
747名學生及133名教職員

◆再多21間學校共26個班級及1個課外
活動小組須停課7天

變異病毒個案

◆輸入個案累計：140 宗 XBB、6 宗
XBD、6宗BA.2.75.2、5宗BA.4.6、
8宗BF.7及14宗BQ.1.1亞系個案

◆本地個案累計：5 宗 XBD、 3 宗
BQ.1.1亞系個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昨日新冠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熙將於今日（26日）立法會大會動議首個議員議案
「縮短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輪候時間」。他昨日舉行記
者會，促請政府善用私營醫療資源以分流和照顧公立
醫院的專科病人，包括擴大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至更
多專科疾病，亦促請政府就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穩定新
症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制訂目標，並循序漸進地縮短有
關新症的輪候時間（見表）。
梁熙昨日在記者會上指，施政報告的150個條目

中，有9個有關醫療，當中2個有關縮減公營醫療輪
候時間，包括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及精神科
專科門診試行公私營協作計劃。他認為是否成功的
關鍵視乎細節，並指解說工作、計劃的吸引力都有
優化空間，民建聯會製作報告於12月交予政府參
考。
他表示，除透過動議議員議案收集議員的意見外，

亦會向醫生、專家及病人團體收集建議，並會發布公
開徵集的市民問卷，了解他們於公營醫療系統的使用
習慣及意見。

民記十項初步建議
◆一、為公立專科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制
訂目標

◆二、就公私營協作設更具體的成效指標

◆三、落實「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的細
節

◆四、在更多專科門診開拓公私營協作計劃

◆五、優化公務員自願參與醫療保險計劃，釋放
公立醫院資源

◆六、增加病人信心，用盡每一個公私營協作名
額

◆七、理順醫管局內部轉介流程，加強家庭醫學
部對專科門診的支援

◆八、更積極邀請私人市場的專科醫生參與協作

◆九、梳理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

◆十、重新審視區內醫院的定位及協調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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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熙昨日舉行記者會，促請政府善用私營醫療資源
以分流和照顧公立醫院的專科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文博）教育局昨日向全
港學校發出信函，公布恢復面授課堂的最新安
排。小學由12月1日起，若70%學生打齊兩針至
少14天就可申請恢復全日面授，即日起若個別小
學生打齊兩針，學校可安排他們參加課外活動，
有關學生在校內可參加不戴口罩的活動。至於中
學，原訂下月1日起，同校90%學生打齊三針才能
恢復全日面授課，但當局決定暫緩，即全日面授
條件仍維持在70%學生打齊兩針至少14天，直至
明年1月31日，但中學生若要參與課外活動，仍
要打齊三針。

可安排兩針小學生課外活動
教育局昨日表示，小學生的接種率正穩步上
升，現時5歲至11歲學童接種第二劑新冠病毒疫
苗的比率已超過七成，為讓小學生逐步回復正常
的校園生活，以滿足他們在學習、社交及身心上
的需要，全港小學由12月1日起，若有70%或以
上小學生打齊兩針並超過14天，可向教育局提出
申請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局方會按這些學校的實
際情況，讓有關學校為全校或該個別級別安排全
日面授課堂。
同時由即日起，如個別小學生已完成接種兩劑
疫苗並超過14天，學校可安排學生在放學後或上
學的另一個半天進行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相關
學生亦可在校內進行一些不佩戴口罩的活動，包

括上課及課堂外的活動。

暫緩中學須九成學生三針要求
中學方面，教育局宣布暫緩原訂下月1日起須

有90%或以上中學生打齊3針才能恢復全日面授
課堂的要求，現時安排全日面授課堂的條件維
持在全校70%學生打齊兩針至少14天，至明年1
月31日。
不過，若中學生想參與課外活動仍須打齊3
針。已為全校或個別級別申請全日面授課堂的中
學無須重新遞交申請，而有醫生證明顯示暫不宜
接種疫苗，或因近期曾確診新冠肺炎暫不宜接種
疫苗的中小學生可獲豁免相關接種要求。
教育局強調，學校必須繼續嚴格執行教育局不

時更新的《學校健康指引》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的《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
所載的各項衞生防疫措施，而每天進行快速抗原
測試的安排亦須繼續推行。教育局重申，接種疫
苗是對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防禦方法，而且可以減
低重症及死亡風險，強烈呼籲學校和家長充分利
用特區政府提供的不同途徑安排學生接種疫苗，
倘若已接種第一劑及第二劑疫苗，符合資格的學
生應盡早接種第三劑疫苗。

民記：不少家長挺局方決定
民建聯對有關安排表示歡迎。民建聯教育事務

發言人郭玲麗指出，已收到不少家長反映支持局
方的決定，認為最新安排讓家長可以陸續有更多
時間和精神回到工作崗位。
她並建議教育局與學校保持緊密溝通，加
強關注學生的情緒變化，適時介入及向有需
要的學生提供情緒輔導，以確保學生的身心
健康。
教聯會亦歡迎教育局的安排，認為局方提出小

學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條件及時間表，讓學生能
回復正常校園生活，有助身心發展，並期望局方
推出更多措施，鼓勵學童接種疫苗，為日後幼稚
園恢復全日面授、中小學進一步放寬社交限制創
造有利條件。

小學七成學童齊兩針 12月起可申全日面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明年是香港中文
大學創校60周年，校方於上周一（17日）宣布更
新校徽，分為正式版和簡化版，簡化版省去校訓
「博文約禮」四字，事件引起爭議。校董會昨日開
會討論校徽事宜，有身為校董的立法會議員質疑議
程是突然加插，做法不能接受，故已拒絕即日表
決，並要求獨立調查是次事件。

有師生指中大的簡化版校徽「新不如舊」，有
校董會成員更批評校方事前無諮詢。中大校長段
崇智其後發表聲明，稱不會急切作出改動，會繼
續用心聆聽意見。中大於本月24日在官網、Face-
book及Instagram專頁等都改回使用舊版校徽。
中大校董會昨日開會討論新校徽事宜，身兼中

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在會後表示，校方事
前未有先提供相關文件，無交代開支等資料，只
是由校長段崇智透過視像方式作解說及建議，然
後就希望在會上表決通過，「事先完全無畀機會
我消化你講嘅嘢，我冇可能接受呢個做法。」因
此，他拒絕即日表決，要求校方盡快還原舊校
徽，又表明會追究事件，包括要求校董會主席成
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校方是否有招標，「找外面
的公司有沒有落標書？到設計了後為何不拿來校
董會給我們看和選擇？」
另一名校董、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批評中大校方

閉門造車，沒有經過校董會及學生等持份者同

意，「我們要求做獨立調查，調查整件事的程
序，問過什麼人、用了多少錢，是誰下的決
定。」另一校董、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亦批評，校
方的做法是在「整色整水」，以各種原因選擇簡
化校徽，忘卻原有校徽中「博文約禮」的用意。

質疑行政混亂 擬立會提質詢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表示，接獲

不少中大校外校董投訴，指事前並不知悉校方有
意更改校徽，指校方「先斬後奏」，質疑中大架
構有問題、行政混亂，故將在立法會提出關於大
學管治的口頭質詢，希望政府解釋目前各資助大
學校董會的組成結構，及其監督大學的角色是否
仍有效運作。
中大發言人表示，在昨日舉行的中大校董會會

議上，成員聆聽校長就形象更新工作之匯報後，
同意校長建議將大學的正式校徽恢復為10月17日
前沿用的版本。

開會傾校徽風波 議員批中大突插議程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學校發出信函，公布恢復面授
課堂的最新安排。圖為早前開學日中學生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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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昨
日再發現3
宗類鼻疽確
診個案，歐
家榮、袁國
勇等昨日前
往石硤尾配
水庫及蝴蝶
谷配水庫巡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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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攝

◆中大社交平台已換回舊校徽。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