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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黃潔貞議員

冀加強新冠醫療資源部署，應對下一波疫情高峰

　　隨著本澳防控過渡期的第一波疫情高峰已過，社會及經濟逐步復常，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新冠感染與病毒變種仍然持續，國家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專家吳尊友預測，我國疫情可能出現“一峰三波”，當
中第二波就是1月下旬到2月中旬，春節前的人員流動造成[1]。現時本澳
已隨著國家政策對出入境措施防寬，澳門市民在春節返鄉預計會被前兩
年增加，大規模人員流動都可能令疫情高峰再現，加上現時醫院的重急
症人數仍處較高水平，預防及治療新冠感染的工作仍需按社會實際情況
持續進行。
　　需要肯定的是，政府接納了社會各界及本人的建議，近日限制攜帶
過量的4種抗疫藥物及用品，包括止痛退熱藥、複方感冒藥、化痰止咳藥
及新冠快速抗原檢測試劑離開澳門，供應緊張情況已得到一定程度紓緩，
對於輕症新冠患而言使用上述藥品的確已足夠居家治療之用。然而，近
日國家發佈新版新冠診療方案時已表示，對於重症高風險人士，還需要
使用抗病毒口服小分子藥，幫助病人降低重症、住院甚至死亡風險，並
且最好在染疫 5天內服用。根據政府提供給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審議的
「2021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的補充回應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底針
對治療新冠感染有效的藥物存量為224針(Remdesivir)及口服藥物971
樽(Molnupiravir)及4135包(Paxlovid)。為更好應對春節前後可能出現新
一波疫情高峰時能及時應對，衛生部門如何提前部署受到社會關注。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現階段本澳防疫以防治重治為主，對於以上提及的三種治療新冠藥物，1.
下一階段的採購預算與儲備情況為何？
請問當局未來會否按國家發佈新版新冠診療方案調整有相關藥物的使2.
用原則，讓非重症患者可服用此類藥物？
因應上一波疫情高峰期間，本澳社會與醫療系統出現了較大的壓力。3.
請問當局有否檢討相關經驗，對包括醫療人力資源、新冠用藥、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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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物資及各項輔助措施等進行科學部署與制定預案，為應對可能出
現的新一波疫情做好準備？

[1]
 2022年12月18日，中疾控：今冬疫情一峰三波，大公網，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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