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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制定疫情防控應急預案 

 
香港第五波疫情出現社區爆發，確診個案更是屢創新高，隔離設施嚴重不足、

醫療人手短缺，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形勢不容樂觀。據疾控中心統計資料顯示，

上月(二月)由港入境本澳人員的新冠病毒陽性率為 2.6%，是相當高的水平。而日

前因坦洲又發現一例陽性個案，該患者多次往返關閘口岸，令關閘一帶被當局列

為重點區域，估計約有 8,000 人須強制核檢，廣大居民都憂心忡忡。 

 

變種病毒 Omicron 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連串疫情變化反映，本澳疫情防

控形勢仍然嚴峻，外防輸入壓力巨大。本澳地小、人口密度高，而且醫療設施有

限，隔離病床的使用量亦非常緊張，已是捉襟見肘。萬一爆發大規模的社區傳播，

恐難以應付大量的患者，情況將更加嚴重及惡劣。 

 

特區政府在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原則，守好三條防線實現“動態清

零”下，必須居安思危，做好全方位預案，未雨綢繆應對可能爆發大型疫情。因

此，本人建議： 

 

1、除了持續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亦要加強防範輸入個案，查漏補缺；並

因應疫情不同階段，制定全面應急預案，包括及早準備更多的隔離及臨時醫療設

施，將感染者、密接者與其他人分隔收治，盡最大可能阻斷傳播鏈。 

 

2、當局表示，一旦出現社區爆發，會考慮在較遠離民居的場館建立大型社

區治療設施，包括於澳門蛋設“方艙醫院”方案，惟目前仍在物色場地階段，未

有定案，建議當局應加快覓地及訂定選址，切實做好改變用途的設計規劃，及時

執行措施，以有效應對隨時突襲的疫情。 

 

3、積極開展醫護專科相關培訓工作，並做好醫護人手、檢測能力等方面應

對準備；必要時能及時迅速與中央及廣東省協調，籌劃援澳抗疫預案，冀在短時

間內能控制疫情，避免大規模爆發。 

 

4、對抗疫情，人人有責，應盡快接種疫苗及打加強劑，齊心協力提高接種

率，為本澳社區建立有效的保護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