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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悉尼聖文森特醫院長新冠專科診所負責人伯恩表示，醫學
界還沒有長新冠的同一診斷方法，「有時我們會發現，長新

冠患者其實不知道自己患有長期疾病，例如糖尿病、哮喘或睡
眠呼吸暫停綜合症等。」新加坡陳篤生醫院傳染病科高級專家
巴納比．揚也提到，長新冠不少病徵與慢性疲勞綜合症相
近，「我相信醫學界會對此有更多關注和研究。」

病徵最複雜者多未接種疫苗
巴納比．揚還發現，多數長新冠患者尤其病徵最複

雜的病患，染疫前往往並未接種新冠疫苗，這或意味
完全接種疫苗有助降低患上長新冠的風險，「新加坡
的疫苗接種率非常好，我認為約 97%的合資格人士
都已打針，在疫苗屏障方面讓人放心。」
美國紐約康復醫學專家普特里諾指出，就像治

療癌症需要多種方式配合一樣，治療長新冠也要
根據不同病徵，提供針對性方案，「我相信不是
每名長新冠患者都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是體內
有病毒殘留，也並非每名病患都有神經功能障
礙。我們下一步需要跳出局限性思維，用更精確
的方法為患者分類，再安排適當治療方法。」
南非約翰內斯堡公共衞生專家賈薩特也分析，應對長新冠的醫

療系統要加以完善，讓全科醫生、專科醫生、康復專家、物理治
療師和心理學家配合，諸如氧氣等醫療資源也要準備充足。賈薩
特認為，發展中國家整合醫療資源較發達國家更困難，患者轉介工
作還不夠暢順，「我們現時沒有這種全方位服務的計劃，未能認真
對待部分患者的求助。」

不斷收集數據 多學科領域關注
悉尼聖文森特醫院長新冠專科診所傳染病專家馬修斯稱，醫學界正在

收集長新冠的更多數據，「我們還在了解長新冠的持續時間、對患者的影
響，以及隨着時間推移的病徵變化。面對沒有治療經驗的新疾病，我們要不
斷探索加深了解，才能提升治療信心，規劃患者所需的治療方案和其他支
援。」
馬修斯承認，現時確實沒有應對長新冠的完善方法，但他強調長新冠問題已獲得

多個學科領域關注，多數患者經過妥善治療，病徵都能改善，「不論是物理治療還是心
理輔導，這些支援對長新冠患者都至關重要。」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患者在康復後，有機會出現「長新冠」後遺症，影響許多患

者的生活，也是後疫情時代的重要挑戰。全球多地的醫學專家都指出，

現時長新冠成因不明、病徵不一，患者從診斷、治療再到康復的過

程，需要眾多治療方法互相配合。在醫學界繼續探索長新冠的根

源時，當局也要充分整合協調醫療資源，為長新冠患者提供更

多保障。

提高公眾認知
澳洲及挪威：透過互聯網

發送長新冠相關資料，包括常
見病徵，以及患者如何尋求協
助。
英國：長新冠資料亦說明長新

冠患者的注意事項，包括如何加
強防護、注意休息，調整狀態等。

發放護理指引
加拿大、馬來西亞及日本：協調推

出長新冠患者護理指引，並向當地醫
護人員發放。

跨專業治療評估
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馬來西
亞及泰國：政府資助開設長新冠專科
診所，不同專業的專科醫生配合治
療。

澳洲及加拿大：多個地方政
府設立診所，提供長新冠康
復服務。

提供社會保障提供社會保障
美國美國：：明確承認長新冠屬明確承認長新冠屬

於殘疾成因之一於殘疾成因之一，，部分長新冠部分長新冠
患者可享有殘疾人士權利患者可享有殘疾人士權利。。
新西蘭新西蘭：：當局建議僱主以對待長期疾病當局建議僱主以對待長期疾病

患者的方式患者的方式，，對待患有長新冠的員工對待患有長新冠的員工。。
澳洲澳洲：：新南威爾士州修訂員工補償條例新南威爾士州修訂員工補償條例，，會會

為因工染疫後患上長新冠的員工提供補償為因工染疫後患上長新冠的員工提供補償，，涵涵
蓋零售蓋零售、、醫療醫療、、教育教育、、餐飲餐飲、、酒店酒店、、

緊急服務緊急服務，，以及其他不可以及其他不可
居家辦公的工作居家辦公的工作。。

持續收集資料
英國：持續進行全

國範圍內的染疫情況調查，以
網絡問卷形式收集染疫兒童家
人的反饋，收集更多資料協助
研究兒童長新冠問題。
美國：當局與各地醫療機構及

多間大學合作，藉問卷調查收集
分析長新冠患者各項數據。

各各地地
支支援援長長新新冠冠患患者者措措施施

不少地區都推出特別專科診所治療
「長新冠」患者，英國去年便斥資
9,400萬英鎊，設立長新冠診所網絡。
現時英格蘭已有90間這類診所，其中
部分以網上虛擬診所形式運作，提供遙
距問診，幫助患上長新冠的基層民眾，
有特殊需要的患者也可接受專科評估和
治療。
在英國，長新冠患者會經各間醫療機

構轉介至專科診所，進行體格、認知和
心理初步評估，確認他們是否患有慢性
疾病、注意力不集中或是有精神健康問
題。長新冠診所由跨專業團隊合作，包
括呼吸系統科醫生、物理治療師、心理
學家、營養師和社工等，可以為患者度
身制訂康復計劃。如有特別需求，長新
冠診所還會轉介患者接受專科治療，包

括肺病及心臟病治療、睡眠測試或體能
康復訓練等。
英格蘭還設有14間兒科中心，為染

疫兒童和青少年提供非臨床醫療服務。
跨專業團隊會評估患者情況，再轉介至
合適的醫院或專科診所。兒科中心也會
收集兒童長新冠相關數據，協助改善治
療方案。
英國營運長新冠診所網絡時，也發現

存在患者輪候時間過長、資源分配不
均，醫護人手不足等問題。英國政府據
此致力放寬海外醫護招聘條件，允許醫
療專業人士在英長期居留，亦為他們提
供更好待遇，以緩解醫療系統壓力。

◆綜合報道

許多長新冠患者因慢性疾病導致身體機能受損，包括美國等部分國家將他們列為「隱形
殘疾人士」。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統計顯示，將隱形殘疾包含在內，當地殘
疾人口約佔總人口四分之一。隨着長新冠問題更受關注，愈來愈多聲音呼籲社會關注「隱
形殘疾人士」，為他們提供更多支援。
長新冠患者的病徵與一些免疫系統疾病相似，醫學期刊《美國心臟病協會雜誌》刊登的

一項研究顯示，多達95%長新冠患者病徵符合「姿勢性心動過速綜合症」（POTS）的
標準，包括站立時心率加快，出現頭暈、疲倦、視力模糊和腦霧等。許多患者
的日常生活因此嚴重受限，難以重返職場，需要長期接受治療。

遙距辦公縮短工時
美國將長新冠列為殘疾成因後，長新冠患者可在職場獲得更多

便利。按照規定，僱主與員工可以協商調整工作形式，包括改
為遙距辦公、減少一些工作任務或縮短工時等。也有一些企
業主動為患長新冠的員工提供便利，例如允許他們不必站立
辦公，又或安排教練提供一對一的康復訓練等。
康涅狄格大學專門研究疾病與殘疾問題的社會學家莫爾

丁指出，長新冠也提醒人們要重視殘疾問題，「很多長
新冠患者或因擔憂受到歧視，拒絕自稱為『殘疾人』。
我們正是要引導人們了解患上慢性疾病後如何調整心
態，積極尋求幫助，適應新的生活節奏。」 ◆綜合報道

兒童染疫康復後也有機會患上長新冠，
英國去年一項研究便發現每7名染疫兒童
當中，就有一人染疫15周後仍有疲倦等
病徵。
當地非牟利組織「長新冠兒童」創辦人

麥克法蘭提醒，醫生需注意識別兒童可能
患上長新冠的信號，安排適當治療。也有
專家建議學校、醫療機構和家庭配合，關
注長新冠兒童的學習和生活需求。
專家指出，學校可以特別協助患有長新

冠的學童，例如為他們安排靈活休息時
間、減少劇烈運動以緩解疲倦。對於記憶
力下降或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童，教師可適

當調整作業內容，或
為學童延長完成作業或測
試的時間，減輕他們的壓
力。學校的社工和心理學專家還
可安排心理輔導，通過循序漸進協
助，紓緩學童的焦慮或抑鬱情緒。
曾任職教師的英國薩默塞特郡議員帕特

里克日前發起籌款活動，籌集1.35萬英鎊
為當地學校提供10個空氣淨化器，冀降
低學童在校染疫風險。英國教育部本學年
也計劃為各地學校撥款18億英鎊，其中
部分資金用於改善課室通風條件。

◆綜合報道

美列「隱形殘疾」提供職場便利

兒童患者易疲倦
專家倡學校靈活安排休息

英設90間長新冠診所
可遙距就診助基層患者

◆英研究指每7名染疫兒童當
中，就有一人染疫15周後仍
有疲倦等病徵。 網上圖片

◆部分診所以網上虛擬
形式運作，提供遙距問
診。 網上圖片

◆

長
新
冠
患
者
受
後
遺
症
影
響
，

感
到
前
路
茫
茫
。

網
上
圖
片

◆◆治療長新冠患者需根治療長新冠患者需根
據不同病徵據不同病徵，，提供針對提供針對
性方案性方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成因不明病徵不一成因不明病徵不一 需眾多治療方法配合需眾多治療方法配合

醫學界對抗長新冠醫學界對抗長新冠
整合醫療資源成要務整合醫療資源成要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