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染 2 0 1 9 冠 状 病 毒 疾 病
（COVID-19）的本地病例中，不少
发烧、咳嗽和腹泻，但跟普通流感
不同，这些病患不太流鼻涕。
　　首次向媒体披露本地冠病病
患临床特征的国家传染病中心临
床主任、高级顾问医生苏安·华
素（Shawn Vasoo，41岁）也透
露，他们对19名参与调查的病患
做研究，发现大约一半的粪便里
有病毒，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
并强调冠病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
还是呼吸道的飞沫。
　　这个新疫情跟沙斯一样，都
是冠状病毒作怪。“沙斯病中，
一部分病患也是发烧咳嗽，有些
人会泻肚子。”
　　华素医生推测，病毒可能通
过消化系统或血液进入大肠，但
有些人即使粪便里出现病毒，也
不会有症状。我国传染病中心的
冠病病例中，大约三分之一有腹
泻，但腹泻未必是这个新病毒造
成的。
　　这让人想起2003年沙斯期
间，香港淘大花园的数百人可能
因为粪便传播而感染沙斯。就在
上个星期，中国传染病专家钟南
山、李兰娟院士团队也在患者的
粪便样本中分离出病毒，证实了
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
　　华素医生说，香港淘大花园
事件可能是因为这个建于1980年
代的公寓排污系统比较旧，马桶
抽水后，下水道的污水可能倒
流，但新加坡的组屋厕所不会有
这样的问题。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告诉
病患，要盖上马桶盖才冲水，因
为粪便可能会出现病毒。”

　　去年刚落成的国家传染病中
心是这次控制疫情、隔离多个确
诊病例的重镇，由于接触的病例
多，医生也能从中看出一些初步
趋势。

单凭鼻涕颜色无法分辨病症
　　华素医生透露，感染冠病病
毒的病患，跟一般的感冒病患不
同，不太流鼻涕，但个中原因暂
时不明。病患的普遍症状是发
烧，有的肌肉酸痛，有一小半出
现程度不一的肺炎。
　　“有些人说可以根据痰、鼻
涕的颜色来分辨是病菌还是病毒
感染，其实是分不清的，更何况
病毒和病毒之间会否造成鼻涕颜
色不同，我们都要化验了才知
道。”
　　根据钟南山的团队上个星期
发表名为《中国2019年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调查，
1099个中国确诊病例中，87.9％
出现发烧、67.7％咳嗽，这些是
最常见的病征。

有人发病五天后才能确诊
　　华素医生说：“我们有几个
病患有初步病状，如发烧和肌肉
酸痛，但基因检测查不出，等到
第五天之后才查出，这是比较复
杂的，并不是每个人一入院或一
出症状就确诊，所以得配合化验
报告、病患访问、X光成像和身
体检查才能推测是否可能染上了
病毒。”
　　本地目前出现了五个感染
群，他指出这些本地病例未必都
是跟中国来的人有关，而是由于
相互之间来往密切。

有一病患同时感染骨痛热症
　　他提醒这段期间生病的公
众，不要只关注自己是否染上
新病毒，也要留意骨痛热症或流
感。其中一名冠病病患，就同时
查出体内有骨痛热症病毒。
　　基于病患隐私，华素医生没
有透露这名病患的身份。
　　他强调，就算一种检验结果
已经出炉，只要病患的症状和到
过哪些地方等信息，并不完全符
合冠病疾病特征，就要想想是否
有其他的病情。
　 　 他 表 示 一 般 来 说 ， 5 % 到
10%的病患体内会有多过一种病
毒，除了流感病毒外，还可能
有其他产生普通感冒的病毒如
腺病毒（adenovirus）、鼻病毒
（rhinovirus）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肺炎（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染上一种病毒后，并不代
表就不会染上另一种病毒或病
菌，虽然概率比较小。如果忽略
了骨痛热症和流感，错过了正确
的治疗就大错特错。”

目前预测趋势言之过早
　　“冠病19”病毒跟沙斯病毒
基因排序有七成相似度，但病情
严重程度不太一样。“冠病19”
轻微的病例比较多，死亡率也比
沙斯来得低。在疫情暴发两个月
后，除了湖北因改变确诊定义导
致病例飙升外，是否能看得出下
来走势会不会日趋稳定？
　　华素医生说：“新增病例是
否会越来越少，或者好像沙斯那
样，过了几个月，寒冬再来临病
毒却没有‘回返’？现在还言之过
早，因为好些人症状并不严重，可
能会继续传染更多人，这反而意
味着疫情可能持续下去。我个人
觉得，封城和禁止中国人出境的
做法难以为继，当然所有人都希
望中国的病例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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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传染病中心临床主任华素医生：

本地冠病患者多数发烧咳嗽不太流鼻涕
首次向媒体披露本地冠病病患临床特征的国家传染病中
心临床主任、高级顾问医生苏安·华素透露，有不少病
例会出现发烧、咳嗽和腹泻等症状，但跟一般感冒病患
不同的是，这些病患不太流鼻涕。

苏安·华素医生受访，强调咳嗽和打喷嚏的飞沫仍然是“冠病19”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梁麒麟摄）

　　华素医生是前国会议员华素
博士（Dr S Vasoo）的公子，他
还有两个姐姐，妻子是药剂师。
在抽空接受记者专访的一个小时
里，他全程用华语，英语也只用
了一两个单词。
　　记者上周四（2月13日）做访
问时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他的华
语怎么说得这么好，他自豪又很
自然地回答：“华文是我的第一
语言，我是公教的，是华校。”
　　原来，华素医生自小学预备
班就是公教人了，是公教中学（附
小）少有的印族学生。他中学升上
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初级学院，在
国立大学医学院念书，之后也到美
国深造，2014年回新。
　　虽然只有小学时光在公教度
过，他的华语说起来非常溜，跟
他的家庭背景脱不了关系。华素
博士本身就是印度族和华族混
血，华素医生的祖母和母亲都是
广东人，太太则是福建人。
　　“上世纪30年代异族通婚是
很少见的，我祖父说的是马拉亚
拉姆语（Malayalam），祖母会讲
福建话和马来话，他们两人一个
鸡一个鸭就用马来话沟通。我的

祖父是修马路的工头，祖母是红
头巾，他们是在工地认识的。他
们过世时，我还在上小学。”

继承父亲华素博士语言能力
　　1984年至2001年从政的华素
博士退休前是丹戎巴葛集选区议
员，他成长在义顺的甘榜，除了
讲英语和淡米尔语之外，还能讲
流利的马来语、华语、福建话、
广东话和一些海南话。
　 　 华 素 医 生 也 继 承 了 父 亲
的 多 语 能 力 ， 他 自 嘲 广 东 话
“七七八八、马马虎虎，都是因
为从小跟着母亲和外婆看香港连
续剧”。上了医学院要学跟病患
沟通，再加上当过兵，福建话也
是耳濡目染，“我的岳母跟我们
一起住，我跟她沟通用福建话，
讲不通了才用华语。”
　　他外婆的亲戚住在广州，再
加上华素博士年轻时曾在香港大
学念书，考取社工学硕士和博士
学位，因此华素一家不时会去香
港和广州旅游，探亲顺便吃点
心。考虑到香江的多事之秋，
去年12月他们只去广州和佛山，
华素博士在香港的朋友搭车来探

望。
　　记者问华素医生有没有吃野
味，他马上否认，还俏皮地说：
“有也不告诉你。”
　　当时，“冠病19”疫情还没从
湖北蔓延开来，要是再迟点去，他
回国后可能就要请缺席假了。
　　谈到在中国到处都能用电子
支付，那是不是手不沾钞票反而
比较安全卫生？华素医生说，
“现金还是可以用，做人哪里可
以什么都不动？可以动，只是不
要去动嘴巴。不用现金的话，用
电子支付是不错的。”
　　手机表面和手机盖也很脏，
甚至触摸物体表面如扶手，也可
能沾上病毒。“其实有没有疫情都
应该注意卫生，不要摸了东西又
抹嘴巴鼻子。昨天我去买酒精擦手
液，到处都卖完了，我去晚了。”
　　“医院里的洗手液，我们是
不能带回家的，医护人员也不能
拿口罩给家人。”
　　这段期间全院戒备，他作为
临床主任更是连轴转，父母是否
担心他？华素医生说，父亲并不
是太担心，“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前议员华素博士公子　自小受华族文化熏陶

苏安·华素医生（前排右一）跟父亲华素博士（前排左三）、母亲谭雪萍（前排左四）和妻子丁美存（前排右
二）去年12月到广东佛山探亲时，跟亲戚一行在佛山黄飞鸿纪念馆合照。（华素医生提供）

①问：吃火锅会不会染病？
答：如果食物都煮熟了，应该
不是火锅的问题，我相信是其
中 有 人 生 病 ， 大 家 又 坐 得 靠
近。火锅的水蒸气也是（让病
毒挥发）可能性，但应该不是
这个原因，应该是接触得比较
密切。
　 　 其 实 咳 嗽 出 来 的 飞 沫
（droplets）可以喷到一米远，
别人如果呼吸进去，是可以受
感染的。如果咳得比较强，可
能会喷得更远。

②问：病患会不会没有症状
时，就已经能人传人？
答：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没有
足够的医学证据。就以流感来

说，症状还没有太明显的前一
天就能传给别人，病状出来后
的七天之内都有传染性。麻疹
是在症状出来之前的四天就能
传给别人，到红斑出来后几天
才不传染，麻疹一个人可以传
给多达18个人，所以麻疹的预
防针是强制的。
　　冠病病毒可能一个人传给
三 到 四 个 人 ， 应 该 是 有 症 状
了，比如开始咳才传给别人，
但到底是哪几天最具传染性，
目前还不清楚。

③问：“冠病19”是不是第二
个星期症状会更严重？
答：不是每个人如此，多数人
一个星期症状就会消失。只有

少数，大约两成，会出现下呼
吸道（气管和支气管）发炎，
比 较 严 重 的 还 得 住 进 加 护 病
房。但进了加护病房不代表不
会好转，我们就有病患在加护
病房，安装了人工呼吸器后情
况好转，呼吸管已经抽出来，
我们也很高兴。那些还在加护
病房的人我们也很关注，要尽
力恢复他们的肺功能。

④问：要怎么分辨冠病和骨痛
热症？
答：冠病跟骨痛热症的身体酸
痛 不 太 一 样 。 骨 痛 热 症 的 病
患，不太有干咳、流鼻涕或喉
咙痛等感冒症状，最主要的症
状是发烧五到七天，肌肉酸痛
和头痛，尤其是眼窝疼，或者
背痛。

关于冠病病毒问与答：

民防部队救护人员萨希达二级上士，本月6日协助将一名跌伤的老汉送往
新加坡中央医院，尽管事后得知对方是冠病19确诊病患，但她自知已做
足防范措施，因此丝毫不感到担忧。（邬福梁摄）

老汉跌倒入院被确诊感染冠病
施救民防人员：不担心会传染
　　接获通知有老汉跌伤，民防部队救护人
员赶往施救，并将他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治
疗，在几天后得知他是冠病19确诊病患。
　　事件发生在本月6日下午，接触这名病患
的是来自亚历山大消防局的萨希达二级上士
（Sahidah，27岁）以及与她同乘一辆救护车
的两名队友。

老汉近期没去过中国 
没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萨希达受访时说，尽管这名老汉近期没
有去过中国，并且是因跌伤才传召救护车，
但三人当天仍按疫情期间的标准作业，采取
必要的防范措施，包括穿上全套的防护装

备。
　　老汉当时透露，他已发烧一周，但由于
他并未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因此不符合卫
生部对可疑病例的定义，救护人员于是将他
送往中央医院。
　　据《联合早报》翻查记录，唯一在6日被送
往中央医院的确诊病患是第35起病例，即64岁
新加坡籍司机。他住在亨德申弯，1月30日出现
症状，至今感染源头不明。
　　卫生部在几天后通知民防部队，老汉确
诊为冠病19病患。尽管如此，身为民防部队
正规人员的萨希达，却相当平静，反而比较
关心队友的情绪，因为其中一人是国民服役
医务兵。

　　她说：“毕竟我投身这行，在疫情初期
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知道随时可能接触可
疑病患。我们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无
论病患是不是可疑病例，我们都会在事后擦
拭救护车和器材，也会每天测量体温。”
　　家有年迈父母的她，更是做足防范，像
是下班前一定会洗澡更衣，并将脏衣服放进
衣袋里，到家后立刻把衣服和衣袋一起放入
洗衣机清洗。
　　萨希达坦言，穿着防护装备确实会招致
异样的眼光，但她丝毫不在意。
　　“我从中学起就想从事医护工作，也在
义安理工学院修读了护士系。这是我的职
责，我也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并不是每个人一入院或一出症状就确诊，所以得配合化验报告、

病患访问、X光成像和身体检查才能推测是否可能染上了病毒。

——华素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