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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醫診疫出陰招
濫收診金賣公藥
隨機抽查五診所 一間拒收一間無加價

香港復常之路進入新的階段，1月30日撤銷確診

者隔離令以及取消指定診所和遙距門診服務，染疫

者求診途徑只剩公立普通科門診及私家診所。香港

文匯報日前踢爆大部分私家診所拒絕醫治染疫者

後，至1月30日「拒醫」比例大為降低，惟出現懷

疑濫收診金及藥費的現象。記者隨機抽查五間私家

診所，仍有一間「拒醫」，其餘四間雖肯收治，但

當中兩間收取新冠患者的診金較其他病貴100元

（港元，下同）至300元不等，另一間獲香港衞生

署免費分配新冠口服藥物，按規定不得向本地居民

收取藥費，卻涉嫌違規收取藥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劉明

經特區政府呼籲後，部分私家診所願意為染疫者診
症。醫健通的系統上，登記透過衞生署分配新冠口

服藥物的私家醫生增至634人。如有需要，這批醫生可向
本地居民處方由政府提供的新冠口服藥物，不得就藥物
收取費用，但非本地居民則要收取相關藥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1月30日隨機致電港九新界五間私

家診所，僅一間位於尖沙咀的診所「拒醫」。該診所
護士表示：「我們診所無相應（通風）設備，沒得看
（染疫病人）。」其餘四間診所都為新冠患者提供不
同形式的診症服務。

收費不變但無新冠藥
四間收症診所中，只有一間沒有針對新冠患者加價，
護士說：「400多元，同其他病一樣。」惟該診所醫生不
在政府新冠口服藥私家醫生名單中，故該診所不會提供
新冠口服藥，只處方一般止痛藥，而且規定新冠確診者
求醫時，必須佩戴N95口罩。
其餘3間私家診所，懷疑對新冠患者加價100元至300

元不等。位於香港仔的診所對新冠病人施行一定程度分
流，護士表示：「為避免影響其他在診所內等候的未確
診病人，新症需由未確診親友前來幫忙登記預約，患者
在指定時間內，佩戴兩個口罩在診所外等候，直到叫號
方可入內見醫生。」
當記者詢問新冠病人診金和藥費是否與普通病人有

不同時，護士卻支吾避而不答，只稱「hqbu 新冠500
元到600元咁上下」。不過，網上資料顯示，該診所平
日診金連藥費僅400元。

視像診症送藥另計費
另一間位於灣仔的私家診所為新冠病人提供視像及面
診兩種服務方式，診所護士介紹：「視像收費600

元，不包含（藥物）運費；如果親
身過來看就500元。」香港醫務衞
生局官網顯示，該診所正常診金為
300元至400元，對新冠病人卻加價
多達300元。
最後一間位於沙田的私家診所，只為新冠病人提供電
話診症，診所護士解釋：「即是病人同醫生電話對談，
講病徵，提供病人正在服用的藥物照片及確診紀錄（核
酸或快測）。」打電話看病的診金與正常診金相若，
護士說：「費用次次都不同！一般診金連藥費550元，
但不包括新冠口服藥。」惟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該診
所醫生獲衞生署分配新冠口服藥，按規定不得向染疫
本地居民額外收取新冠藥費。
對此，記者反覆向護士詢問，新冠口服藥是否為政府

公費，對方均稱：「不是呀！自費。」

議員籲違約者剔出名單
香港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楊永杰1月30日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醫管局向私家醫生提供的兩款新
冠口服藥，是免費給予染疫後有需要的香港居民使用。
他認為特區政府亦要加強監管，倘證實有人濫收費
用，收取醫管局提供的口服藥而收費，則是違反政
府協議，認為應將其剔除於獲提供口服藥的名單
外。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則認為，求診
人士要直接向醫生了解收費情況，「可能診
所姑娘一知半解，不清楚情況，要問清楚
醫生了解收費是否屬實。」至於有診所
向新冠病人收取較高的診金，他與
楊永杰也認為最重要的是收費
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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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染疫者隔
離令1月30日起撤銷後，截至1月30日下
午5時，約230名新冠患者離開社區隔離設
施，約310名新冠患者仍留在社區隔離設
施內。同時，香港醫管局指定診所已停
運，染疫者可到醫管局71間普通科門診求
診，不過必須提前預約2,000個名額，截
至1月30日下午5時，有超過1,400名確診
者求醫。但1月30日中午部分普通科門診
的預約名額已爆滿，有確診者要跨區求
診。而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幾間診所訪察
發現，只有一間診所在候診區設有「發燒
觀察區」分隔確診者及普通病人。
新冠確診者即日起不用再呈報，衞生防

護中心亦不再透過新聞稿通報確診數字，
但防護中心改為在網上更新信息，最新顯
示再多358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並標明
不代表全港感染數字，有5宗死亡個案與
新型肺炎相關。
香港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1月30日到

南葵涌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了解運作情
況，他表示各診所的運作情況大致暢順，

在有需要時會調動額外的日間及夜診備用
名額為新冠確診病人服務。
根據規定，確診者使用普通科門診前，

需透過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HA Go」、
致電各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系統或醫管局
支援熱線預約，其頁面顯示，有部分診所

的預約名額於1月30日中午已滿，有確診
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所住區域的門診已額
滿，惟有跨區求診。
南葵涌賽馬會診所1月30日早開始，便

有不少確診者到場求診。首次確診者的何
先生表示，不清楚求診程序，因此未有事

先預約，職員要求他先排隊，他擔心輪到
自己時已滿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1月30日午前往李寶椿

普通科門診診所採訪，發現診所門口旁設
置以透明簾分隔的「發燒觀察區」，內有
兩個座位，職員表示無論有沒有發燒，已
經事先預約的確診者都會被安排在該區候
診，不過確診者取藥時，會與其他非新冠
病人在同一區域等候，當中沒有特別分隔
措施。記者其後前往中九龍診所採訪，發
現確診者被安排在一個指定候診區，與普
通病人的候診區之間沒有設置分隔措施。
有非新冠病人表示對沒有分流感擔憂，
「但都無辦法，大家現在以普通呼吸道疾
病看待新冠病毒。」
與普通病人一起輪候取藥的確診者張女

士則滿意新安排，「預約時看到深水埗區
只有1間有剩餘名額，而九龍城區4間診所
都還有預約名額，便預約了離家更近的中
九龍診所。」不過，她亦認為需透過醫管
局手機應用程式「HA Go」預約，對某些
長者或有困難。

公立診所額滿 染疫者跨區求醫

香 港 中 華
醫學會理事楊
超發1月30日
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據他了解有約半數私家
醫生拒絕治療新冠確診者，「有些
醫生家中有免疫力低的長者、兒童
同住，擔心將病毒帶回家，所以拒
絕為確診者看病。」他認為，私家
診所通風設施欠佳，未必有條件治
療確診者，政府必須加強普通科門
診的服務。

楊超發說：「醫管局應視乎求診
情況妥善分配預約名額，有些規模
較大、人手充足的普通科門診若名
額經常不夠用，可以適當增加名
額。」他亦建議，醫管局應用程式
「HA Go」提供更多資訊，讓市民
視乎自身狀況決定去哪個診所就
醫，不用辛苦跨區求診。

為領4天病假 員工一再求診
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

指出，普通科門診及部分私家診
所雖為新冠確診者治病，但部分
飲食業員工對求診仍感猶疑，有
工友出現病徵但自行快測仍未顯
示確診，擔心到普通科門診求醫，
與確診者混雜反而染疫，影響家
人，而到私家診所求診亦難以取得
4天或以上病假。根據法例，4天以
下病假，僱主有權要求無薪，使員
工放棄求診。

郭宏興表示，員工為領取4天或
以上病假，或不惜一再求醫 ，
「看私家醫生每次收 300 港元計
算，要看兩次付兩次錢合共才夠4
天病假紙，對基層員工來說也是負

擔，有些工友若非感到太過不適，也可能放棄
求診照常返工。」

不過，他指出飲食業情況較特殊，樓面員工
與顧客有不少接觸，有機會傳染食客，就算做
廚房也有機會感染其他員工，認為同業不適仍
應求診，他促請政府研究制定指引，讓僱主僱
員依從。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汶緯則認為，縱使
沒有病徵或輕症員工上班，食肆也未有太大風
險，不會再如以往般出現食肆感染群組，「我
們相信政府及專家的意見，現時對待新冠就如
流感般，真的不適便看醫生攞醫生紙休息，無
大礙則可以返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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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者到醫管局71間普通科門診求診，必須
提前預約。圖為油麻地東華三院徐展堂門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右二）1月30日到南葵
涌賽馬會診所了解運作情況。

穩步復常

▼中九龍診所安排給染疫者候診的區域（7、8號房輪候
區）在普通病人候診區旁邊，中間沒有分隔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