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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新冠疫情建議及檢討 

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開始，本澳已一直奉行「動態清零」的策略三年多。至最近

國家政策方向改變，澳門也隨之放寛。然而，澳門放寛速度之急，令大多市民措手不及。 

 

過去這三年多，本澳雖然偶有疫情，但未至於大規模爆發。由於一直處於「清零」

的安全環境，市民普遍沒有患上新冠病毒的準備。而當局過去三年只強調「防止感染」，

沒有向市民說明過「感染後如何處理和治療」或需要在家準備甚麼藥物、儀器等知識。

故此，市民無論是思想上和物質上都未準備好應對真正的新冠疫情。 

 

然而在 12 月初，只是短短幾天，就由嚴格的「清零」變成較寛鬆的「過渡期」：紅

碼黃區定義改變、容許患者家居隔離、入境人士不用再酒店隔離、中小幼學校停課定義

改變、不再發放無症狀患者資訊等，政策幾乎每天更新，部份更自相矛盾，市民難以掌

握。此外，由於政策轉變太急，很多市民未有時間作準備，例如帶同老幼接種疫苗或加

強劑、儲備相應藥物及日用品等，導至市面多種藥物、含維他命 C 的水果、連運動飲

品也相繼斷市。此外，當局沒有對退燒藥、感冒藥和咳藥等進行限購，導至相關藥物被

「代購」和「水客」大量採購轉運出境，令有需要的澳門市民更難購買。當局最終於

12 月 29 日才對退燒、感冒、化痰止咳藥及抗原快測包作出「限購」，惟搶購高峰已過，

被市民批評「後知後覺」。 

 

縱使政府也向合資格的市民派發抗疫包，內含退燒藥、中成藥和快測包套裝，然而

相關的中成藥，有中醫指出屬寒涼，部份人士不適合服用。曾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服用

後病情加劇，出現嚴重發冷等癥狀。反之，醫治針對新冠病毒感染後常見咳嗽和流鼻水

等的藥物則未包含其中。導至很多已確診的市民，發燒也要冒著寒風在社區門診排隊數

小時，為了取得市面已斷市的咳藥和傷風藥，變相加重前線醫護人員負擔。 

 

宏觀世界多國，在決定開放共存前皆會制定時間表，在這時間極力採購藥物和提升

疫苗接種率，讓大部份市民皆有準備，才有序開放。澳門雖跟隨國家政策，惟作為特別

行政區，是有條件按自身情況調整相關政策。若能延遲兩至三星期才開放，讓政府、供

應商、市民和醫護人員皆有所準備，情況可能會不一樣。 

 

然而，澳門的第一波疫情已成定局，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第二波或更多的疫情，本

人謹有以下建議： 

 

1. 更新抗疫包的內容： 



 

 

 

 

 

 

加入咳藥、傷風藥和喉糖等的藥物。參考香港政府提供的抗疫包，為長者及有需

要人士提供電子探熱針及血氧儀，以減輕社區門診壓力。 

2. 增設嬰幼兒及孕婦專用的社區門診： 

在本次疫情中，普遍青少年及成人能自行痊癒，但由於嬰幼兒及孕婦屬高風險人

士，可能需要特別的藥物和治療，建議當局增設嬰幼兒及孕婦專用的社區門診。 

3. 適時重開「澳門蛋」方艙： 

在本次疫情，不少輕症人士為免連累同住家人，四處尋找酒店居住。然而，本澳

為應對疫情而搭建的「澳門蛋」方艙卻沒有投入使用。因此，本人建議，若未來

再有疫情，可重開「澳門蛋」方艙，供有需要人士自行入住。 

4. 為澳門居民提供抗疫藥物保障： 

如未能再提供抗疫包，應參考澳門居民預約購買「口罩」和「抗原快測包」的做

法，保障合資格的澳門居民能購買基本的感冒、退燒、止咳化痰等的藥物。且長

遠應允許私家醫生處方治療新冠病毒的專門藥物，以保障澳門居民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