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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搶藥潮熾烈 退燒藥炒癲價
基層：屋企無藥應急 行幾條街都買唔到

染疫求診者眾
預約需等數天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6,423 宗

變異病毒
◆懷疑BA.4/BA.5個案佔比52.79%
◆本地新增3宗XBB及1宗BF.7亞系變異病毒個案

•本地感染：16,022宗 •輸入個案：401宗
•新呈報死亡：63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1,868宗

昨日疫情

資料來源：
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院舍和學校疫情
◆23間安老院舍和8間殘疾人士院舍，合共呈報52宗確診個案
◆650間學校呈報1,320宗確診個案

醫管局概況
◆5,336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包括572名新增確

診者
◆新增31人危殆，累計危殆病人211

名，其中49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
治療；新增46人嚴重，累計嚴重

病人261名

藥劑師：服藥5天未癒須就醫

香港搶藥潮愈演愈烈。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十多間藥房，發現除了

止痛藥，連川貝枇杷膏、潤喉藥品也被搶購一空。止痛退燒藥更被炒至

「癲價」，一款熱門牌子的止痛退燒藥，要麼是缺貨，要麼是被炒高逾3

倍，甚至有藥房以止牙痛藥充當止痛退燒藥售賣。藥房開天殺價，基層市

民硬啃苦果。一名市民表示，走遍住所附近幾條街的藥房都空手而回，

「原本四五十蚊一盒的藥炒到幾百蚊，點買？」他透露家中的成藥已吃

光，擔心一旦染疫或不適又無法外出，便無藥可應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持
續，巿面湧現止痛退燒藥搶購潮。港九藥房
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
問時表示，除止痛退燒及止咳藥外，近日同
時多了人購買止瀉藥，相信與有傳近期病毒
會引致肚瀉有關。他指，個別含「撲熱息
痛」成分的品牌供應較為緊張，但其他品牌
仍然供應穩定，呼籲市民不要囤積太多藥，
以一個人計有10至20粒止痛退燒藥已足
夠。
張德榮表示，個別品牌止痛退燒藥的供應

緊張，除因新年假期令運輸延遲外，亦與多
了市民買藥有關。至於供應何時才可回復正
常，則仍要觀察多兩天。他指，本地有藥廠
生產含「撲熱息痛」的藥物，據了解藥廠已
提升生產力，未來一兩個星期應可有較多供
應。惟巿民或要買藥寄回內地的需求，相信
或要一段時間才會有充裕供應。
對於有藥房把盒裝的止痛退燒藥拆開以散

裝發售，他認為這是權宜之計，讓更多人買
到，「若買散裝藥物，應要求查看藥物原本
包裝，確保是註冊藥物。」他提醒市民不應
買水貨藥。

診所止痛退燒藥充足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在同一節

目上指出，私家診所和公立醫院有足夠的相
關藥物，存量夠用5至6個月。他表示，市
民買藥「看門口」無可厚非，但只需儲備5

天分量的藥物已足夠，無須過分囤積，「其
實5天（儲備）已經足夠有餘，（服藥）5
天還沒有病好，如果病情還是嚴重，真的要
睇醫生。」
他亦呼籲市民不宜買散裝藥，或購買時要

求藥房提供原裝盒查看，因為散裝藥不知來
源，亦不知儲存期間有否問題，影響效用。
另外，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表

示，他曾有向家庭醫生了解，顯示診所不缺
止痛退燒藥，只是市民在坊間買不到藥。他
又指，市民有需要可自行服用撲熱息痛藥
物，但不應因服用成藥而延誤治療，若服藥
後病情無改善應盡快求醫。對於內地出現缺
藥情況，林哲玄表示，內地是撲熱息痛藥物
最大生產地，相信現時情況屬短暫問題，
「好快會追返上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增16,423
宗新冠確診個案，連續第二天回落至2萬宗大關之
下。在疫情反彈期間，醫管局各類供確診者預約診治
的服務連日爆滿，輕症患者要輪候四五天才撲到診治
名額。有病人說：「病好咗才有醫生睇。」有確診者
的病情未至於需要求醫，但因為市面退燒藥嚴重缺
貨，唯有向醫管局求醫，增加醫療負荷。醫管局表示，
已將預約名額由以往每天一兩千個，倍增至超過4,000
個，仍難以滿足要求，現在只能確保長、幼、孕婦及免疫
系統缺陷等高風險人士能於一兩日內得到診治，其餘低風
險人士數日後即可痊癒，無需急於預約求醫，亦可考慮向私
家診所求醫。
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部門主管梁堃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目前輕症新冠確診者有兩個途徑求診，一是預約新冠指
定診所當面診治，一是透過醫管局手機程式HA Go預約遙距會
診，問診後藥物會快遞送上門。由於近日需求量大增，預約名
額連日爆滿，局方已調集人力增加服務量，將預約總名額倍增
至每天約4,000個，其中一半屬於「關愛籌」，將優先分配給70
歲以上長者、5歲以下兒童、懷孕28周以上孕婦，以及有免疫
系統缺陷病症的高風險人群，確保他們一兩天內得到診治，但
其餘低風險人士則可能要等待數天。

醫生：輕症一周內痊癒
她強調，目前確診者大部分是輕症，通常四五日至一周就能
痊癒，只要多休息，多飲水，無須過於擔心病情。她明白患者
的顧慮，如有需要可考慮向私家診所求醫獲處方新冠口服藥。

至於能否進一步增加新冠預約服務量？梁堃華說：「因為我們
要平衡，要保障其他長期病患不受影響，我們現時已努力增加
很多新冠預約服務量，希望公眾及病人體諒。」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在同一節目中指出，確診者預

約指定診所要輪候四五天，甚至長達7天，令市民難有信心。他
促請政府提高新冠診治服務量，聘請更多家庭醫生提供遙距診
症服務，減少市民等候時間，又提醒確診者如感身體不適應盡
快求醫，無需囤積太多藥物：「市民缺嘅可能唔係退燒藥，而
係信心，驚唔舒服時買唔到藥，唔知點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
昨日發布最新研究結果，發現及時接種第三劑科興或
復必泰疫苗，比打兩針更能顯著降低突破感染率及重
症，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激活病毒特定的記憶B細胞及
可對Omicron交叉反應的T細胞；另外，已打三針人
士如及時接種二價疫苗，能增強針對BA.2.12.1及
BA.4或BA.5變異病毒株交叉的中和抗體效力。研究
結果已於醫學雜誌《刺針》發表。
香港大學愛滋病研究所、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微生

物學系及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團
隊，早前以470名已接種不同新冠疫苗的本地公職人
員為基礎，調查OmicronBA.2如何突破感染，結果
發現接種三劑疫苗比兩劑的能顯著降低BA.2突破感
染的機會。

第三針減重症風險
研究顯示，接種第三劑疫苗可激活刺突蛋白（S）
特定記憶B細胞及可對Omicron交叉反應的T細胞，
有效減低Omicron突破感染，並減少重症風險。此
外，在突破感染後，其激活的S特定記憶B細胞數量
明顯低於未感染者。而抗原特定CD4T細胞增加時，
病毒清除時間則會相應降低。同時，研究團隊發現在
所有接受研究的疫苗接種者中，BA.2突破感染可增
強具有交叉反應的記憶B細胞，並產生針對BA.2.12.1
和BA.4或BA.5交叉的中和抗體。
領導研究的微生物學系教授、愛滋病研究所所長陳

志偉指出，科興疫苗能迅速召回被誘導的記憶B細胞
及T細胞，以防止Omicron突破感染，政府同時應繼
續加強監測高致病性的免疫逃逸病毒株的出現。
微生物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周潤宏指出，需要進一步

監測及研究Omicron突破感染及二價疫苗對新病毒株
的交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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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旺角及上水一帶藥房，
發現一藥難求的現象普遍，由止痛退燒藥，蔓

延至川貝枇杷膏、潤喉藥品、腸胃藥等。其中，最
缺貨的是某一熱門牌子的止痛退燒藥，連帶其他牌
子含「撲熱息痛」成分的止痛退燒藥，售價也被炒
至天價。
記者採訪的十多間藥房中，約一半藥房表示該牌
子的止痛退燒藥缺貨。有貨的藥房卻以天價發售，
該款原價70元的特效30粒裝藥物，最少150元才有
交易，更有藥房開價300元。職員還稱：「我哋已
經盡量平賣，呢段時間入貨價都貴，要畀多啲先有
貨攞，無計。」

牙痛藥當止痛藥推銷
一間藥房更離譜，職員「推介」記者改用另一隻
同樣含「撲熱息痛」的止痛退燒藥，「呢個48元一
盒咋，同必理痛療效差唔多。」但記者細心一看，
原來這盒藥是止牙痛的藥物。
不少藥房見熱門牌子缺貨，便賣其他牌子止痛退
燒藥，但售價同樣貴一倍，平日只售5元至10元一
板（10粒）的散裝港產止痛退燒藥，價格升至12元
至20元不等；而盒裝藥平日只售約30元，多數藥房
現以59元發售。
居於葵涌的基層市民許先生去年3月曾感染新冠
病毒，當時他靠食止痛退燒藥、連花清瘟膠囊及飲
維C片沖劑痊癒。近期每日疫情持續高企，他擔心
再次確診，故想常備成藥「看門口」，誰知在住所
附近幾條街逛藥房都空手而回，「要麼是藥物被搶
購一空，店員表示要等下批來貨，要麼就是藥物貴
到飛起。」

盼政府派藥紓緩恐慌
他表示：「奇怪咁貴都見到有人買，有人更一次
過買十幾隻維C片。」無錢與其他人搶購的許先
生，家中成藥已吃光，擔心萬一家中老小「頭暈身
熱」無成藥應急，「驚自己或其他屋企人感染而沒
有藥，尤其是小朋友，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足夠的藥
物，或者盡快派必備的藥物予我們。」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瑋翹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近日有街坊向他們反映買不到藥物，他們感到
恐慌，「現時藥物都唔夠，好想買退燒藥、感冒藥

等備用。」他指出，藥物因搶購而出現炒價，有基
層低收入家庭無法承擔「炒價」而買不到藥。
連瑋翹指現時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嚴重，有長期病

患的長者想去普通科門診求診，卻發現預約困難，
再加上市面難以買到成藥，令他們更加恐慌。他建
議政府確保有足夠的門診名額供基層市民預約，例
如轉介至中醫、私家醫院等，「可以見醫生，之後
有藥拿肯定沒有那麼害怕。」
同時，他建議政府在多個途徑向市民提供藥物，

包括考慮向低收入家庭或較缺藥地區的居民派藥，
「有助巿民回復信心，不再恐慌而搶藥。」

◆上水這條曾經人頭湧湧的「水貨街」，現在冷冷清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復常通關在即，上水有藥房已大批進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 不少藥房擴充經營範圍，以低價爭取街
坊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 個人護理連鎖店的個人護理連鎖店的「「大牌大牌」」止痛止痛
藥藥、、感冒藥感冒藥，，連川貝枇杷膏連川貝枇杷膏、、潤喉藥潤喉藥
也被掃空也被掃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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