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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提升應對抗疫防疫工作能力的預案及部署

　　從政府於6月19日凌晨1時宣佈全澳進入「即時預防狀態」至今，疫
情持續在澳門肆虐，政府因而開展六輪全民核酸檢測，加上快速抗原檢
測輔助，加快確診人士的排查，以及場所管控等措施避免人群聚集，務
求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可是，疫情維持蔓延態勢，新增個案單日突破
百人關口，確診病例在三星期內總數突破千人，疫情嚴峻前所未有。
 
　　根據特區政府早前訂定的《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
案》，按疫情傳播的嚴重程度劃分為五個級別，並按級別的高低對社區
管控措施、大規模排查和檢測等五大工作方向有不同的工作需求。按現
時的疫情態勢，社區內明顯存在多條傳播鏈，感染源頭難以追溯；針對
有關情況，本澳是否有需要調整預設的傳播級別，以有序開展對應的工
作需求，值得當局審視和考慮。
 
　　另外，預案能否得到切實執行亦是社會的關注點。針對奧密克戎防
控，多地措施大同小異，劃設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靜態管理和全
員核酸篩查亦是常規手段，堅決執行“動態清零”政策，並根據社會面新
增感染者情況動態調整。本澳在疫情持續多日，感染人數不斷攀升，紅、
黃碼區近百個，醫院診治及隔離人員已過萬人；雖然本澳現時仍舊處於
即時預防狀態，亦未加強防疫管控措施，但已對前線工作人員及人力資
源調配做成巨大壓力。日前幸獲中央政府及中聯辦的協調，由廣東省及
珠海市政府支援，派出醫護團隊來澳，讓人資緊張問題得以暫時舒緩；
但現在的情況讓人不禁擔憂倘若疫情惡化，本澳下一階段如何管控，當
局有需要提前做好相關研判及預案，以應對未來各項工作的部署。
 
為確保本澳做好應對未來疫情防控的預案及準備，善用資源發揮最大抗
疫防疫效果，讓疫情盡快平伏，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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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現時疫情持續發展，前線人員的資源調配及工作壓力沉重，若未
來本澳有需要開展更進一步的防控工作，人力資源及物資能否應付執行
所需亦十分關鍵。請問當局是否已針對有關可能性，開展研判人力資源
的評估工作及制定好物資物流相關預案，以更好開展防疫工作？
 
2. 本澳在開展數次全民核酸檢測工作，加上自我快速抗原檢測的要求，
社區內的傳播鏈仍舊無法切斷，確診人數持續上升，且難以追溯感染源
頭。當局在吸取是次經驗，將如何因應本澳的社區情況和特性，或對
《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進行合理調整，更好、更迅
速地優化感染源應對未來抗疫防疫工作的部署？
 
3. 今次疫情中，不少市民反映醫觀隔離安排輪候時間長的情況。請問當
局如何優化工作程序，縮短醫觀隔離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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