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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urus於今年 1 月首度浮面，是Omicron變種
的兩個亞型「BA.2.10.1」與「BA.2.75」
重新組合或混合產物。據報該病毒株與傳
染力較強的亞型「XBB.1.5」結構相近，
但擁有一個額外的刺突蛋白突變。東京大
學研究顯示，Arcturus傳染力有所提升，
分別是「XBB.1」和「XBB.1.5」亞型約
1.17倍和1.27倍。

大馬染疫患者住院率增17.6%
世衞上周四最新流行病學報告顯示，包括
美國、英國、新加坡、印度、尼泊爾及澳洲
等地，都錄得Arcturus個案，其中多數來自
南亞。印度單日新增個案已從上周三約
7,000宗，增至其後兩日各錄得約1.1萬宗。

馬來西亞衞
生部上周四也
提醒截至本月
初，當地染疫患
者住院率相較上月
增加17.6%，顯示疫
情正在擴散。

未增重症死亡率
印度傳媒報道稱，感染Arc-

turus變種的病徵與常規染疫相似，
包括喉嚨痛、流鼻涕、發燒、疲

倦、咳嗽、頭痛、肌肉疼痛和腹部不適等
病徵。還有部分患者包括兒童會出現眼睛
發癢、發紅以至結膜炎（俗稱「紅眼
症」）的病徵。這類病徵在過去幾波疫情
並不多見。

世衞流行病學專家范克爾克霍夫指出，
由於Arcturus 的刺突蛋白中出現新的突
變，病毒傳染力及潛在致病性或會增加，
但現時未有證據表明該變種會增加染疫重
症和死亡幾率、或削減疫苗效用，世衞正
密切觀察該變種的傳播狀況。
印度政府因應疫情升溫恢復部分防疫措

施，重啟疫苗生產。屬重災區的喀拉拉邦
亦要求屬染疫高危群體的長者、孕婦和長
期疾病患者重新佩戴口罩。馬來西亞國民
大學公共衞生專家沙里發提到，當地部分

學校近期確診個案驟增，建議學童在校內
應該佩戴口罩，家長也要避免讓出現病徵
的孩子返校。至於其他高危群體若仍未完
成接種疫苗，沙里發建議他們應在公眾場
合戴口罩。
新加坡衞生部長王乙康指出，現時在當

地傳播的變種病毒株並未導致更多重症。
多倫多大學傳染病學家博戈赫也表示，預
計今次Arcturus擴散不會重演疫情初期的
情況，針對Omicron變種的疫苗預計對
Arcturus亦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亞拉巴馬州上周
六晚發生槍擊案，一名16歲少女的生
日派對上傳出槍聲，合共4人死亡、28
人受傷，受害人多為青少年。當地警
方稱對槍擊案感到痛心，但未公布任
何關於槍手的資訊或潛在行兇動機。

美式足球新星喪生
事發於當晚約10時半，人口約3,200

人的達德維爾鎮一間舞蹈工作室內正
舉行派對，但疑因發生口角引發槍擊

案。當地醫院證實，院方接收至少
15名傷者，其中5人傷勢嚴重，臨
近城市亦收治多名傷者。
參加派對的唱片騎師庫伯稱，「很

難過看到孩子被槍擊且有人離世，目
睹前門這些屍體，這些孩子可能會留
下創傷。」當地美式足球校隊牧師海
耶斯透露，其中一名受害人是16歲壽
星女的哥哥、高中美式足球明星多德
爾。海耶斯稱多德爾下月即將畢業，
已申請得傑克遜維爾州立大學獎學

金，即將加入該大學美式足校隊，本
來前途一片光明，他形容多德爾是
「鎮上的英雄」。美國非牟利組織
「槍支暴力檔案」數據顯示，全美今
年來已發生至少162宗大規模槍擊案，
平均每天發生逾1.5宗。

香 港 文
匯報訊 美國今

年截至前日已有逾1.2
萬人死於槍支暴力，受害人

包括75名兒童和432名青少年。
總統拜登在社交平台回應亞拉巴馬州生

日派對槍擊事件時表示，槍支已經是美國兒
童的「頭號殺手」，這個數字不減反增，令
人不可接受。
槍支暴力多年來都是美國兒童主要死因之

一。反槍支暴力組織「每城研究」統計發現，
單是2015年至2020年間，美國就至少發生
2,070宗涉及未成年人的意外槍擊事件，其中
未滿19歲的「槍手」佔比高達39%。美國皮
尤研究中心本月初也指出，全美前年約有
2,590名未成年人死於槍擊，較2019年增加約
50%，達到1999年以來最高峰。
美國槍擊案愈演愈烈時，全國步槍協會

（NRA）的槍支展覽卻從上周五起對美國
家庭開放，多名兒童即場「試槍」的影像在
社媒引來一片批評聲。控槍倡議人士沃茨批
評：「NRA從來都不旨在教孩子們如何負
責任地處理槍支，反而是向他們推銷槍支和
槍支極端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華盛頓郵報》前日指出，雖然「戰
勝疫情」已數月，但新冠肺炎現時仍是美國民眾的主要死因之

一。聯邦衞生官員統計顯示，全美平均每天約有250人疫歿，其中多為
長者或免疫力低下的高危群體。
美國在前年疫情高峰期一度錄得每天約3,000人疫歿。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傳

染病醫生霍曼表示，現時重症患者人數已較高峰期明顯減少，不過對於長期疾病患者
等弱勢群體，染疫重症風險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健康人士也可能轉為重症。
霍曼提到，她近期在醫院深切治療部見過兩名患者，均已完成接種疫苗。其中一名60

多歲的患者因免疫力低，同時感染新冠和另一種病原體。還有一名30多歲的患者一直身
體健康，卻因染疫誘發心力衰竭。霍曼形容，「對於我們多數人而言，染疫似乎就像打
個呵欠一樣，但你會看到這些人，新冠把他們推下了懸崖。」

公共衞生倡議組織「美國民眾的疾控中心」近日發表報告，批
評總統拜登政府「急於翻過疫情這一頁」，未有繼續向

民眾說明疫情現狀和死亡人數，「他們容
忍弱勢群體不必要地死去，換取更健
康、更年輕、更富有的白人獲得便利，
這是漠視備受疫情影響的社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印度等29個國
家及地區近日出現新冠病毒Omicron新的病毒
株Arcturus確診病例，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表示，Arcturus 是
XBB.1.16病毒分支，香港亦有數個檢測樣本驗
出Arcturus，惟他認為港人無需擔心。雖然此
病毒的傳播性較高，兒童患者出現眼角膜發炎

情況相對較多，但整體嚴重性未見明顯增加，
而出現病例的地方，死亡和重症個案也沒有急
升。

嚴重性沒增加 新冠口服藥有效
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雖然Arc-

turus的傳播性較高，但嚴重性沒明顯增加，

「在實驗室見到，病毒多了刺突蛋白的變化，
令它的傳播性可能高一點，但嚴重性沒有增
加。有呈報個案國家沒有深切治療部入院人
士，又或死亡個案增多。」目前的新冠口服藥
對Arcturus仍有效，曾接種新冠疫苗或曾感
染，體內T細胞反應仍可對付病毒，快測亦會
識別到。

感染此病毒可能會導致眼角膜發炎，許樹昌
提醒家長要特別留意子女有沒有紅眼症、眼
癢、流眼水等病徵，「小朋友多了眼角膜發
炎、紅眼症、眼癢、流眼淚、痛，眼角膜望到
紅透了，又有流眼淚，便要帶去看醫生。平時
自己捽眼，紅了很快康復，在發燒方面，新變
種病毒就會較為高燒。」

港現數宗Arcturus病例 許樹昌指無需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因新冠變異病毒株Arcturus擴散，在部分地區重頒口罩令。
公共衞生專家認為，現時疫情在多數地區尚未大規模蔓延，當局應以鼓勵民眾自
覺防疫為主，無需急於迅速恢復口罩令等措施。不過專家提醒年幼兒童不戴口罩
後，更容易接觸到各種呼吸道病毒，家長需要多加留意。

強制戴口罩適得其反
馬來亞大學社會與預防醫學系教授梅鳳明認為，最好的情況是民眾主動留意

疫情現狀，在疫情蔓延時自願加強防疫，「如果現時馬上要求強制戴口罩，當
局就要懲罰不遵守規定的人，這無法教育公眾，反而讓他們只會因為害怕受罰
才戴口罩，達不到自覺防疫的效果。」

大馬公立大學博特拉大學流行病專家奧斯曼稱，她也支持現時無需恢復
口罩令，但建議確診患者盡量留在家中，出門時戴上口罩保護他人。

新加坡衞生部統計發現，在去年8月和今年2月兩次取消
口罩令後，當地成人和兒童的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

胞病毒（RSV）都在數周內稍有增加。新加坡
國立大學兒童傳染病科專家奧雅瑪指

出，「疫情中長大的孩子接觸呼吸
道病毒的機會較少，現時他

們正『迎頭趕上』各種
擴散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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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少女生日派對
爆槍擊4死28傷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組織（（WHOWHO））統計顯統計顯

示示，，新冠新冠OmicronOmicron變種變種「「XBB.XBB.11..1616」」變異病毒株變異病毒株

ArcturusArcturus（（大角星大角星））目前已擴散至包括英國目前已擴散至包括英國、、美美

國國、、新加坡等新加坡等2929個國家和地區個國家和地區，，重災區印度單日重災區印度單日

確診一度升穿確診一度升穿11萬宗萬宗。。初步研究指初步研究指ArcturusArcturus傳傳

染力較染力較OmicronOmicron有所增強有所增強，，但並無證據顯示但並無證據顯示

致病性更嚴重致病性更嚴重，，現有針對現有針對OmicronOmicron變種變種

的新冠疫苗相信可以提供保護的新冠疫苗相信可以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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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仍是美民眾主要死因每日250人疫歿專家籲鼓勵民眾自覺防疫

◆全美平均每天
約有250人疫歿。

路透社

◆◆印度單日確診逾萬宗印度單日確診逾萬宗，，醫醫

護人員壓力大增護人員壓力大增。。 路透社路透社

◆◆印度當局人員為再次爆發印度當局人員為再次爆發
疫情進行演習疫情進行演習。。 美聯社美聯社

◆達德維爾鎮民眾互相
擁抱安慰。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Arc-
turus在多地擴散，出現
結膜炎（俗稱紅眼症）
等過往較少見的病徵。
眼科醫生指出， 病毒性
結膜炎具有高度傳染
力，包括腺病毒或流感
病毒都可能引發類似病
徵，加上眼部及周圍細
胞也有ACE2的受體，
可能遭受新冠病毒侵
襲，因此勤洗手、避免
手捽眼睛是重要防疫措
施。

兒童染疫需留意
專家提醒，結膜炎的

病徵包括眼睛紅癢、流
眼水、眼睛有分泌物、
眼澀不適、眼瞼腫脹
等，還有一些染疫患者
也會出現乾眼症，病徵
包括眼睛感到有異物
感、怕風畏光、視力暫
時性模糊等。部分患者
在發現染疫前，或會因
眼睛痕癢經常用手搓揉
眼睛，導致病毒感染結
膜表面的病毒受體，或
跟隨鼻淚管進入呼吸
道，或造成後續感染。
結膜炎可透過冷敷、

人工淚液或抗生素配合
治療，通常消退後不會
留下顯著後遺症。不過
專家強調，部分染疫兒
童會出現新冠併發症多
系 統 炎 症 綜 合 症
（MIS-C），其中半數
兒童都會有結膜炎病
徵，在兒童染疫康復
後，家長務必要多加留
意孩子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