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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業倡集中處理棄置口罩

「除罩」非無疫 約6個月要補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張弦

◀口罩專賣店門口張貼「買2送1、買5
送3」、「立體口罩買4送2、買5送3」
字樣的促銷廣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市民在挑選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穩步復常

◆「撲罩」高峰期，團體在區內派罩予市民。

◆港大公布研究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本地口罩廠將完成階段性的歷
史任務，迎來結業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倩）香港全面復常，但疫
苗仍是遏制病毒擴散及預防重症、住院及死亡率的
最有效措施。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與醫衞大

數據深析實驗，首次利用真實世界數據，證實「復
必泰」及「科興」疫苗均能預防新冠相關入院、嚴
重併發症甚至死亡，接種劑數愈多，保護力愈強。
另外，有學者指出，香港疫苗接種率高且大量市民
曾染疫，已形成免疫屏障，加上天氣漸暖，目前解
除口罩令是合適時機，但提醒市民切勿以為自此再
無疫情而停止接種加強劑。

長者打三針 致命風險降逾九成
香港大學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與醫衞大數據深

析實驗室，透過逾百萬份醫管局的電子病歷及衞生
署的新冠疫苗接種紀錄，從多角度進行大數據分析
及研究，保護力隨接種劑次增加，防禦效果對長者
尤為顯著，65歲以上的長者，預防死亡率由首針的

73.5%（復必泰）或41.6%（科興），升至三針的
98%（復必泰）或95.5%（科興）。
另外，疫苗對有慢性疾病、多病共存病或免疫力
較弱人士有效，研究發現，在已接種三針的12歲或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中，疫苗對預防住院、入住深切
治療部及任何原因導致死亡的效用高達86.1%至
98.4%，即使病人有服免疫力抑制劑、糖尿藥或抗心
律不整等藥物，打三針後死亡率較同組別只打兩針
者降低逾九成。
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主任黃志基表示，新

冠已成風土病，呼籲市民定期打加強針，「新冠類
似流感，亦有機會再變異，所以打加強針是必須
的。」參考過往數據，抗體約能維持6個月至9個
月，故補針時間亦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不少市民家中都囤積
大量口罩，撤銷口罩令後，使用需求或會大減，而
口罩本身亦有保質期，這些多餘的口罩要如何處理
是好？有回收業界代表建議，特區政府設立乾淨口
罩回收點，供市民捐贈未使用過的口罩予有需要人
士；至於使用過的口罩，外國已有回收再用的先
例，政府可將口罩列為醫療廢料，集中回收處理，
並與業界探討循環再造事宜。
香港資源再生總會主席陳錫琨昨日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初步估算，疫情期間全港市民共棄置約70億
個口罩，這些口罩大多當作一般家庭垃圾棄置堆填

區。他指出，由於疫情爆發突然，而且前期社區尚
未形成群體免疫力，政府和業界對於回收每日用量
巨大的口罩均未有準備，僅有少部分醫療機構棄置
的口罩，按原有程序作為醫療廢料進行回收，相信
取消口罩令後，口罩用量會大減，集中處理的難度
亦會下降。

列醫療廢料 可循環再造
陳錫琨建議，政府可推行將所有使用過的一次性口

罩列入醫療廢料，進行集中回收處理，並與業界商議
後續處理方案。「一般無紡布口罩的主要材料是塑料

和一塊鐵片，理論上可以進行回收，英國、法國、澳
洲等也有回收口罩的先例，製成其他塑膠製品，至於
香港，我們可以引進外國技術，再配合本地情況循環
再造，回收業界對開展項目持開放態度。」
對於尚未使用的乾淨口罩，陳錫琨認為，政府及

各志願團體可在全港設立乾淨口罩回收點，將市民
捐出的多餘口罩轉贈其他有需要人士及機構等。
口罩生產商負責人鄭承隆解釋，醫用口罩分三

層，其中最外層和最內層效用沒有期限，但中間一
層熔噴布的靜電效力在接觸空氣後半年左右便會下
降，「口罩是靠這層靜電作用吸附病毒及細菌，過
期口罩通常吸附力減少，因此大家應盡量用新生產
的口罩。」至於過期口罩，他認為已喪失防病毒效
能，可改作防塵、防花粉等功能口罩使用。

一場世紀疫症，令港人與口罩
密不可分度過逾兩年半光景，有
地區人士回憶當初市民「撲口

罩」的日子，百感交雜。民建聯中西區支部主席楊學
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疫症早期口罩價
格飆升更一度斷市，有長者因無口罩而無奈待在家中
不敢上街，瀕臨斷糧；也有人明知防禦效用不大也以
布掩口代替口罩出街買餸。疫症無情，人間有愛，當
時獲善長贊助購買10萬個口罩派街坊應急，有長者
領取時感動得幾乎流淚。楊學明憶述，2020年農曆
新年時疫症降臨，突然全港出現「撲口罩」潮，原本藥
房賣50元一盒50個外科口罩，即時加價至80元至
100元一盒，之後更斷貨，「因為疫情來得急，加上
大眾對新冠病毒一無所知，特別是有長期病的長者害
怕『一中招就拜拜（死亡）』，無口罩根本不敢出街！」

地區人士：以為14天 轉眼近3年
部分無罩長者不敢踏出家門，當時有酒樓眼見反正
無生意，無償向400名長者送上14天午餐飯盒，「長
者們都好感激，當時以為14天疫症便過去，誰料轉
眼近3年。」他指，其後特區政府不斷從全球搜購及
支援本地廠家生產口罩，「剛恢復供應時價格仍然高
企，中西區一盒50個外科口罩售價200元至250元，
N95更索價400元，基層市民如何負擔？」他透露，
高峰期民建聯中西區6個辦事處一日接獲逾百個查詢
關於口罩的電話。
口罩斷市後，幸有善長贊助民建聯中西區支部為市
民搜購口罩，「當時透過藥房找生產商，以40萬元
從越南及印尼合共購入10萬個口罩，足足一個星期
才運到香港。」首批兩萬個口罩透過議員辦事處及地
區幹事於中西區派發，他直言能夠成功為街坊張羅口
罩也有很大滿足感，「有長者領取口罩時感動得幾乎
流淚。」有街坊更希望付費買多十幾個口罩，但由於
不想該些贊助的口罩涉及金錢交易，故只能婉拒。
楊學明感慨疫情終於緩和，香港的「口罩令」亦得
以解除，目前口罩價錢平，相信仍有不少市民會繼續
「戴罩」一段時間保護自己，「香港人自覺性強，這
個心態是從抗擊『沙士』疫情時建立起來，大家都明
白距離新冠病毒遠離香港仍有漫漫長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今日起撤銷口罩令，政界及立法會議員均表示歡
迎，指此舉除讓市民再展笑臉外，相信有助旅客來
港，為社會復常注入動力。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取

消口罩令不但讓市民再展歡顏，更增強旅客及各項
專才來港。現時世界主要的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旅
遊城市已撤銷口罩令，及推行各種復常安排，目前
是適當的時機「除罩」。他認為，下一步特區政府
應繼續審視現行的防疫措施，能夠撤銷便盡量撤
銷，推動香港進一步全面復常，鞏固香港國際金融
商貿中心地位。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
隨着社會復常，全面撤銷口罩令，大家可以微笑迎
接旅客，有助香港注入更大動力，使社會盡快復
甦。經歷3年疫情，市民上了重要的衞生課，對戴口
罩的意識提高，相信當確診新冠病毒或流感時，會
自律戴上口罩。梁熙擔心，高危場所可以行政指令
籲探訪者佩戴口罩，執行時容易出現爭拗，期望局
方能夠發出更清晰指引，以免成為衝突的根源。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雖然取消口罩令，但仍

不能掉以輕心，當有新疫情爆發時，應該迅速採取
措施加以控制。接下來的日子中，應繼續保持警

惕，遵守衞生規定，確保香港的經濟和社會能夠快
速復甦。她並感謝所有在疫情期間付出的人士，包
括前線醫護人員、警務人員和義工等，「正因他們
的努力和奉獻，才讓社會渡過這場嚴峻考驗。」
在疫情期間，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

鋒本着「如果香港有事，I'm here！」的信念，設立
「Care HK」匯愛口罩廠。他指出，雖然口罩令取
消，但市民對口罩仍有一定需求，往後仍會繼續生
產，以備不時之需，但考慮把廠房的一半生產線，
轉型做環保或醫療等相關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議員：港魅力「復常」有助吸客遊港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口罩

令今起全面取消後，過去成行成市的

口罩旋即出現割喉式減價潮。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灣仔區，不少口

罩專門店以買2送1、買5送3的優惠促銷散貨，有職員表示清倉後將轉

型賣迪士尼周邊產品。有口罩生產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預料

港人對口罩的需求將大幅減少，本地口罩廠將完成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迎來結業潮，但廠方未感不捨，反而為香港終能復常而高興。一名負責

人說：「我們原本是從事旅遊業，3年前臨時拉夫生產口罩，捱過非常時

期，非常開心終於回復到以前的生活模式，我與員工將重操故業。」

疫情初期，全港一度「一罩難求」，
但昨日口罩淪「跳樓貨」，口罩專

門店貼滿買2送1、買5送3等促銷廣告。
一間專門店職員楊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對特區政府解除口罩令並不感意
外，早於一個月前，口罩批發價已逐步下
調，該店也開始推出減價活動，「老闆也
決定慢慢轉型，不會再主力賣口罩。現時
旺角分店已主力賣迪士尼周邊產品、相片
相關產品。」不過，她認為即使口罩令今
日起取消，相信仍有部分市民自發佩戴口
罩，「庫存量不太多，相信好快清到貨，
轉型賣其他嘢。」

月前已部署好轉型
口罩廠見證香港抗疫三年變遷，2020
年3月成立本地口罩品牌「愛的家」的香
港旅遊促進會創會會長鍾偉棠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最近3個月口罩廠
已縮減一半人手，口罩令解除後或會進一
步縮減人手，早晚會全線關閉。他為社會
復常而高興，「我本來從事旅遊業，行業
停擺後，聘請從業員生產口罩，邊學邊
造，現在旅遊業復甦，有導遊牌的口罩廠
工人又能做返本業，不會失業。」
鍾偉棠表示，疫情爆發初期全港口罩廠

最多達200間，「初初香港口罩供不應
求，本地口罩廠應運而生，隨着供應量不
斷增加，後期口罩產能過剩，目前仍在生

產的廠商估計只剩10多間。」回顧過去
三年，他感慨說：「疫情下從事陌生行
業，為香港抗疫出力，讓我的人生增添一
分色彩，已深感榮幸。」

為抗疫出力已感滿足
另一間本地口罩品牌「Soso Mask」是

香港第一批本地口罩生產商，負責人鄭承
隆表示，最高峰時期公司有6條生產線、
約120位員工，目前人手已縮減為18人，
生產線維持4條，「早在三個多月前我們
已研究過轉型方向，但最終結論是會繼續
生產口罩，不會結業。因為我們是在疫情
當中第一間購入生產線的機構，當中困難
依然歷歷在目，我們無法預計未來香港人
什麼時候需要口罩，因此將維持生產作不
時之需，以免未來措手不及。」
「Soso Mask」發起人之一、身為立法

會議員的狄志遠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口罩
令解除使人興奮，「終於可以見到朋友的
面龐，市民的壓力也會隨之減少。」
談起當初創立口罩廠的艱辛，他說最困

難是引入生產機器和原材料，由於內地當
時疫情同樣嚴重，貨物出境限制嚴格，
「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方法從內
地進貨，而開始研究生產後又遇到諸多技
術困難，譬如耳繩的材料、摺痕的設計等
等。成就感不在於做了多少生意，能夠為
香港出力就已經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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