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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童重症增 嘶吼症日錄兩三宗
以零針未齊針幼童居多 有4歲童連染新冠等三病毒

香港昨日新增15,850宗新冠確診個

案，並首次錄得一宗新變異病毒株

XBB.1.5輸入個案，涉及一名24歲英國

來港女子。伊利沙伯醫院及瑪嘉烈醫院

共有3名染疫幼童情況危殆及嚴重。香

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

關日華指出，近日入院的重症兒童個案

增加，其中嘶吼症多達每日兩至三宗，

以未打針或未打齊針幼童居多。一名4

歲兒童更同時感染新冠病毒在內的3種

呼吸道病毒。由於香港3歲以下兒童的

接種率僅24%，除了部分幼童已感染，

仍有一半幼童未接觸新冠病毒、缺乏免

疫力，他呼籲家長盡快為子女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下月23日起，俗稱
「太空卡」的電話儲值卡若仍未完成實名登
記，將不能繼續使用。特區政府今日至下月
23日於全港25個港鐵站加強提供電話卡實
名登記支援服務，以協助有需要的用戶在法
定登記限期前盡快完成實名登記。

每日朝九晚六費用全免
有關支援站的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9時至
下午6時，除會繼續提供有關電話卡實名登
記的查詢服務外，亦會協助有需要的市民使
用其手機進行登記。此外，未完成實名登記
的市民亦可到所屬電訊商門市或18間指定
郵政局設立的服務櫃位尋求協助。

以上支援服務費用全免，有需要的市民只
需帶備香港身份證、相關電話儲值卡及可接
收短訊的手機，以便工作人員協助他們透過
所屬電訊商的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完成實名
登記。16歲以下的人士進行登記時須與一名
年滿18歲的成年人同行，並同時向所屬電
訊商登記該名成年人的資料。
政府已循多個渠道加強宣傳，並聯繫及透

過不同社福機構，提醒尚未完成實名登記的
用戶（尤其是長）盡快完成登記。電訊商
亦已多次向用戶發出登記提示短訊。政府呼
籲市民提醒及協助身邊正使用「太空卡」的
親友盡快完成實名登記，不要留待限期前一
刻才匆忙處理，以免其電話服務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目
前除了口罩令仍然生效之外，餘下大部
分防疫措施已經撤銷。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問世25個月的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將完成歷史
使命，有關的熱線電話及流動支援站亦
將停運。衞生署昨日表示，不會再要求
確診上傳「安心出行」紀錄，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亦已刪除早前已上傳的紀
錄，包括衞生署可以檢視，以及用作流
行病學調查的資料。

衞生署續密切監察疫情發展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自從政府撤銷密

切接觸的檢疫安排，以及不再界定密
切接觸後，該署已經全面停止相關追
蹤工作，但署方會繼續密切監察新冠病
毒變異及疫情發展，按照科學數據分
析，及時調整抗疫措施。
孫東昨日在社交網站發表帖文表示，

隨着多項防疫抗疫措施陸續放寬，香港
與內地逐步有序全面實施復常通關，
「安心出行」亦開始進入倒數計時。該程
式於2020年11月問世，是抗疫路上的便
利數碼工具，並不斷增加功能，以配合政
府的最新防疫措施，合共推出40多個更新
版本，包括增加「香港健康碼」、「紅、
黃碼」、「檢測登記碼」和同行人士「疫
苗通行證」等，下載量達950萬次。
他指出，隨着「安心出行」告一段
落，支援「疫苗通行證」的「安心出
行」電話熱線，及設於25個港鐵站的
流動支援站會於今日停止運作。市民如
覺得有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內的某些
功能，仍可在手機中保留程式。

院舍疫情
◆23間安老院舍和4間殘疾人士院舍，合共呈報37宗確診個案

變異病毒
◆懷疑BA.4/BA.5個案佔比53.03%
◆輸入個案新增1宗XBB.1.5，本地新增3宗BF.7、3宗BQ1.1，及4宗
XBB亞系變異病毒個案

醫管局概況
◆4,893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包括479名新增確診者

◆新增46人危殆，累計危殆病人219名，其中56人正接受
深切治療。新增38人嚴重，累計嚴重病人248名

◆伊院一名3個月女童情況危殆；瑪嘉烈醫院一
名8歲男童情況危殆，另一名2個月女

童情況嚴重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15,341宗 •輸入個案：509宗
•新呈報死亡：72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2,063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5,850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首階段復常通關後，
或有內地居民來港向私家醫生求醫和接種二價疫苗，
特區政府近日跟私家醫生業界開會，交代有關非香港
居民處方新冠口服藥的指引，將有登記制度避免有人
炒賣口服藥，有醫生相信非香港居民的診金連藥費動
輒7,000元。
有私家醫生昨日透露，日前政府跟他們開會，提出
使用新冠口服藥安排。根據規定，醫生若向政府訂購

新冠口服藥，必須優先處方予確診的香港居民，非香
港居民就要登記身份證明、病歷等資料。若醫生直接
向藥廠訂購藥物，就無須登記病人的資料，確保政府
的口服藥優先用於本港居民身上。
藥廠最快本月中向私家醫生提供口服藥。家庭醫

生林永和相信，私人訂購口服藥的醫生不多，因為
需求不確定，而且藥物有時限，非香港居民若想獲
處方新冠口服藥，連診金收費至少7,000元，「即使

你是非香港居民，我們都會做診症，有確診紀
錄，才會開藥給他。至於是否一名確診，我們都
很有把握（判斷）是否『扮病人』，如面對面（診
症）都頗穩妥。我想大家無需擔心，醫生會做好把
關工作。」

復必泰二價每針最貴近3000元
除了藥物，代理商復星醫藥已開放復必泰二價疫苗

平台，讓非香港居民預約來港接種。多間醫療機構隨
即推出「打針套餐」，月中開始接種，每針收費1,400
元至近3,000元，部分推銷多人同行有折扣優惠。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香港菁英會昨日聯同
九龍社團聯會觀塘地
區委員會、林瑋區議
員辦事處和安泰居民
會，於秀茂坪安泰邨
共同舉辦「菁準扶
貧 新春送暖」活
動，向青年家庭派發
新春福袋。有青年義工探訪區內基層家庭，聆聽他們的需求，並轉達給相
關部門、當區議員或社區幹事跟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在探訪時向青年表達了深切的關懷，表

示特區政府會全力以赴支持青年就業創業的工作，帶領青年把握向上流的
機會。

香港與內地首階段復常通關，兩地人流
往來勢顯著增加，關日華昨日在接受

電台節目訪問時形容這是好事，但呼籲計
劃帶子女外遊的家長，應先為他們接種新
冠疫苗，又強調新冠疫苗有效降低重症，
亦無嚴重副作用。「打完疫苗不是立即有
保護效力，要兩星期才產生足夠抗體保
護，距離春節只有兩星期。如果計算時
間，想回內地與親友團聚就應該盡快打
針。」

他表示，過去3年，無數幼童接種了新
冠疫苗，已證明新冠疫苗安全。當青少年
接種復必泰疫苗第一針與第二針的間距，
由21日延長至8星期後，再無出現心肌炎
的情況，之前曾有此症的青少年均已康
復，沒有後遺症，而科興疫苗更從未出現
過心肌炎個案。

新冠引發腦炎肺炎等有上升趨勢
關日華指出，近期香港疫情持續在一

兩萬宗高位，入院兒童重症個案增加，
並集中於3歲以下幼童，尤以未打針或未
打齊針幼童居多。以新冠常見兒童重症
「嘶吼症」為例，疫情前，一個冬季通
常只見一兩宗，但目前每天接到兩三宗
新冠引發的嘶吼症個案。雖然醫生已掌
握有效治療嘶吼症的方法，但患在送
到醫院前症狀嚴重，令不少家長非常擔
心。同時，新冠引發的急性腦炎、嚴重
肺炎及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亦有上升

趨勢。
隨着冬季流感高峰來臨，兒童受多重病

毒夾擊的情況增加，包括新冠病毒、流感
或其他上呼吸道感染等，主要由於過去3
年幼童都有戴口罩，做足防疫措施，以致
幼童很少機會接觸各種上呼吸道感染病
毒，缺乏免疫力，更有一半幼童未接觸過
新冠病毒。
關日華透露，近日就有一名4歲兒童同
時感染3種呼吸道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和

其他流感病毒，形成「三重夾擊」，導致
病情較嚴重，除發高燒外，更患上嘶哮
症，呼吸困難，幸及時求醫並服用口服類
固醇，現時已經出院。
有部分家長因擔心副作用或接收到不實

疫苗資訊，因此沒安排子女打針，關日華
表示，醫護人員會在其子女康復出院後，
繼續在門診覆診時向家長解說疫苗資訊，
家長一般都會同意子女接種新冠及流感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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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會向青年家庭派新春福袋25港鐵站設電話卡實名登記支援服務
25港鐵站設支援服務

港島

◆西營盤、灣仔、筲箕灣、黃竹坑及北角

九龍區

◆黃大仙、啟德、牛頭角、南昌、紅磡、
九龍、太子、九龍塘及何文田

新界區

◆朗屏、上水、烏溪沙、大圍、荃灣西、
兆康、大埔墟、東涌、青衣、葵芳及調景嶺

◆菁英會舉
辦「菁準扶
貧 新春送
暖」活動，
向青年家庭
派發新春福
袋。

公立醫院的服務正面對冬季服務高峰期及新冠疫情的雙重挑戰，加上香港
與國際及內地連通，預期本地新冠確診患者人數會進一步增加。醫管局行
政總裁高拔陞昨日下午到訪北區醫院，巡視醫院的急症室及病房，探
望前線醫護了解醫院運作情況、人手安排，以及各方面的預備工
作。高拔陞衷心感謝醫管局所有前線及後勤人員，一直堅守崗
位，努力不懈守護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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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醫 護 打 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不少新冠康復出現不
同程度的「長新冠」症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昨日
聯同多個機構舉行講座，向市民普及應對「長新冠」
知識。有研究顯示，七成六的患康復後半年內也會
出現後遺症，主要症狀是疲倦、腦霧及脫髮等。專家
指出，體弱長更易有後遺症，兒童亦會出現此情
況，主要表現在記憶力下降。患可針對不同體質及
症狀，採取食療及運動等方法緩解。
中大醫學院聯同澳門中醫學會、中大深圳研究院及

中大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昨日舉行「中西醫結合治理
長新冠」講座，探討結合中西醫提供緩解方法、判斷
病因兼對症治療，讓市民更好地應對「長新冠」。根
據世界衞生組織定義，確診三個月後仍有無法以其他
診斷解釋且至少持續兩個月的症狀，並對日常生活或
身體功能造成影響，便屬「長新冠」。
中大醫學院高級講師陳詩雅表示，「長新冠」患
可通過飲食和運動調理緩解症狀，其中病後陰虛而出

現乾咳、少痰或無痰、咽喉不利及呼吸欠順等症狀的
患，可用太子參、五指毛桃、南北沙參、玉竹、陳
皮等食材進行煲湯；若脾虛夾濕而出現咳嗽、有痰及
疲倦的患，則可用五指毛桃、茯苓、生熟薏苡仁及
麥芽等。運動方面，可學習八段錦或太極拳，「這些
運動的動作簡單易學，有助於改善肺功能。」

多動腦治腦霧 打牌下棋可緩解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黃偉基則從西

醫角度出發，推敲「長新冠」成因是組織中持續存在
病毒或病毒殘留物，如病毒蛋白質，或會引發炎症，
但表示目前仍未知「長新冠」的確切原因。他說，不
但體質較弱長易出現新冠後遺症，兒童也有此問
題，「兒童的後遺症主要表現在記憶力下降，即是腦
霧，導致學習成績下降。」他認為，治療腦霧方法是
多動腦，「不要讓腦子停下來，打麻將、下棋也是緩
解腦霧的好方法。」

他強調，疫苗接種仍是預防長新冠的主要措施，抗
病毒藥物則應在確診後盡快服用才有效，「但不建議
未確診前服用，因為如果是普通流感，服用這些藥物
火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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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長新冠」症狀 食療加運動可紓解

非港人處方新冠口服藥 連診金料至少7000元

資料來源：
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聯同多個機構舉行講座，向市
民普及應對「長新冠」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