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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戰士的故事──專訪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人員黃穎雯

採訪 ・ 整理│呂達富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序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澳門經

歷了兩波疫情，均沒有在社區內進一步傳

播。澳門防疫的成功，除了需要感謝醫護

人員和紀律部隊人員站在防疫最前線外，

還有賴一群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

員，他們時刻緊守崗位，不分晝夜，默默

為市民築起守護健康的防線。本期《教師

雜誌》專訪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

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高級技術員黃穎雯小

姐，與我們分享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和感受，讓讀者們可以瞭解更多澳門抗疫

戰士的故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前，您
主要是負責甚麼工作？

黃穎雯：在疫情發生前，主要是負責

血液傳染病的監測，包括愛滋病和肝炎等，

以及一些策略制定、風險人群的行為干預、

為來自武漢航班進行登機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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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教育和社區推廣等工作。同時，亦會

參與其他傳染病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例

如麻疹、集體呼吸道或胃腸炎事件，以及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工作，例如當社

區出現登革熱的個案時，需要到社區進行

病例搜尋的工作。

在疫情發生後，對您的工作
帶來了甚麼改變？

黃穎雯：在疫情發生後，我參與了多

項不同的抗疫工作，包括防疫的籌備和前

線執行工作，特別是出入境的檢疫工作，

與一般前線醫護人員的診斷、治療和照顧

病人等工作有別，我的工作層面和種類都

會比較廣泛。

自 1月 1日起，衛生局對武漢來澳的

航班實施登機檢疫措施，在航班著陸澳門

國際機場後，我和同事們都需要上機為全

機的所有乘客和機組人員測量體溫，以及

收取健康申報表；1 月 21 日，該措施擴

展至來自內地的所有航班。

1 月 22 日，本澳確診首例新冠肺炎

病例，翌日我和上級聯同博監局、旅遊局

的同事親自到確診病例所住的酒店，為酒

店的管理及工作人員講解情況，以及指導

執行防控工作。

自 1月 23 日起，全澳所有口岸實施

健康申報，需要大量的人手駐守八個口岸，

指導和協助入境人士完成健康申報。當時，

我協助我的上級、口岸衛生檢疫隊的主管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迅速調配部門內的人手

到各口岸應急，由於不少口岸是 24 小時

運作的，故需要向其他部門請求支援。適

逢農曆新年前夕，很多同事早已安排放假

或其他新年節慶活動，但他們都明白應對

疫情的迫切性，願意放棄團年飯、與親朋

聚會等私人活動，立即報名參與防疫工作。

與上級及同事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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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期間，教育暨青年局轄下的

黑沙青年旅舍及市政署轄下的黑沙海灘培

訓中心首先被列作隔離場地。我參與了籌

備和支援工作，為兩個部門提供技術指引、

工作人員個人防護培訓、防疫物資、協調

溝通等工作。不久，開始啟用酒店作為隔

離場地，我亦有參與籌備和支援工作。緊

接著的數個月，特區政府須因應疫情變化

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我和同事們針對不

同的對象和場所，編寫了近一百份的防疫

指引，支援市民、不同的機構和團體做好

應對疫情的工作。

自 2月 26 日起，衛生局對曾在新冠

肺炎廣泛流行或高發地區逗留的人士實施

家居或酒店醫學觀察措施。當時，我和同

事們都需要 24 小時輪班，被派駐到各口

岸負責相關的篩檢工作。除抗疫工作外，

部門仍需兼顧恆常的工作，所以我們有時

早上在辦公室完成恆常工作，下午回家休

息一會後，晚上要繼續到口岸參與檢疫工

作，第二天早上又再回到辦公室進行恆常

工作。由於市民進行醫學觀察是依據傳染

病防治法的規定，故我們需要將有關批示

和通知等醫學觀察文件，給予每位進行醫

學觀察的人士。此外，每天我亦需跟進醫

學觀察資料庫，負責相關統計，協調和安

排同事簽發醫學觀察的文件。截止 5月 3

日，合共超過四千人接受醫學觀察，發出

相關文件超過一萬二千份。

在抗疫工作上，有甚麼困難
與挑戰？

黃穎雯：我的恆常工作一般有較充足

的時間作準備，相比之下，上述抗疫工作

的類型都比較多元，而且在接到上級指示

後，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往往是數小時

至不多於一天的時間，完成整個流程的策

劃、不同部門的協調、人手安排、人員培

訓、物資準備、後勤支援等工作。此外，

牽涉的部門不止衛生局，還有治安警察局、

海關等多個不同的其他部門。

登機檢疫、在口岸對來自高發地區人

士的篩檢、家居和酒店醫學觀察等大部份

的工作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雖然之前曾

編寫有關預案和進行演習，但始終是紙上

談兵，未曾真實執行，故對於策劃和前線

的同事來說，都可謂是重大的挑戰。問題

和困難天天都有，每例個案都不盡相同，

特殊情況亦經常出現，真的十分考驗我們

的應變和協調能力。

參與抗疫工作以來，印象最
深刻難忘的是甚麼？

黃穎雯：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直都

設有 24 小時輪值的公共衛生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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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非辦公時間內跟進各類傳染病的流行

病學調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等工

作。3月中旬，在我值班的那一週，剛好

是海外留學生回澳高峰緊接的第二週，亦

是第二波疫情確診個案出現最多的一週，

不少接受醫學觀察人士經檢測後被證實確

診，最高峰是在一晚內發現有四例確診個

案。那天晚上我是比較難忘的。當晚我正

在吃晚飯時，被召回辦公室跟進確診病例，

所以急忙地吞了幾口飯菜後便即時回辦公

室。對於每例確診個案，我們都需要進行

電話訪問，深入調查病例的外遊史、接觸

史等，追蹤其密切接觸者和一般接觸者，

安排醫學檢查和醫學觀察。我大約花了兩

小時處理了兩例個案，接著便回家休息，

但剛踏進家門，又再收到電話被召回，於

是又飛奔回辦公室工作，直至凌晨兩點才

回家睡覺。翌日七點左右又再次收到電話，

繼續回辦公室跟進確診病例。

於確診後，病人都會有不同的情緒

反應，有些個案十分擔憂、焦慮自己的病

情和其家人的感染風險，由於很多個案都

是正在家居和酒店接受醫學觀察，故我們

往往比醫院更早接觸到個案，他們都很希

望第一時間從我們口中獲得更多的資訊。

因此，在電話訪問期間，往往不只是我們

單向詢問個案資料，他們會查詢病情、後

續的安排、接觸者的跟進等等，我們都在

能力範圍內耐心解答他們的疑問。同時，

亦要安撫他們，疏導其情緒，減少不必要

的擔憂。相反，有些個案或密切接觸者抗

拒調查，甚至隱瞞行蹤；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在短時間內從治安警察局和醫院等

不同部門提供的資訊中識別個案回應的真

偽，抽絲剝繭地從個案的回應中獲取有用

的線索，必要時需按法律依據，警告個案

不如實報告時，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後果。

電話訪問是一份具考驗性的工作，因

為這不是單純依靠公共衛生專業技術和能

力所能解決的，我們需要軟硬兼施，不僅

要懂得心理輔導，還要懂得偵查。我認為

前線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的同時，應多從

個案的角度出發，瞭解他們的需求，從中

找出雙方的共同利益，例如告知他們措施

不但能保障自身，亦能保障其家人的健康

等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絕大部份個

案經權衡輕重後，都願意配合衛生部門的

工作。

與家人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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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工作對您的家庭生活帶
來了甚麼影響？

黃穎雯：我的丈夫也是前線醫護人員，

在山頂醫院工作。我們有兩名女兒，分別

就讀六年級和三年級。平時，由於丈夫工

作比較忙，所以兩名女兒的起居和學習基

本上都由我來照顧，每天放工回家幫她們

檢查功課、指導她們學習。週末時，除了

在家中複習和參與一些興趣班外，我會帶

她們到戶外活動，如踩單車、行山等，爸

爸亦會儘量抽時間陪伴。

過去數個月，抗疫工作對家庭和生活

的影響的確很大。由於工作繁忙，我留在

家中照顧女兒的時間極少，尤其在抗疫初

期，基本上每天都早出晚歸，有時早上出

門時，她們還未睡醒，晚上回家後，她們

又已經熟睡了。抗疫期間，我無暇跟進她

們的學業，雖然她們缺少了我的指導，但

我卻感覺他們都長大了。疫症之前，長女

會依賴我為她安排學習和活動的時間，現

在她已學會自己訂立目標和分配時間，完

成每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幼女以往都是依

賴我檢查功課、督促和指導溫習，現在我

只需為她訂立目標和時間表，她便可以自

覺完成功課和複習內容。雖然她們可能學

習少了書本上的知識，但書本外的事情卻

學習得到更多。

抗疫期間不用回校上課和溫習，興趣

班又暫停，我們一家十分配合政府的呼籲，

留在家中，避免聚集，多個月都沒有外出

活動。工餘時間，我和丈夫會跟女兒在家

中一起做蛋糕、做手工、玩桌遊，雖然我

們平時也會做這些活動，但頻次就沒有這

段時間多了。因此，抗疫期間雖然陪伴女

兒的時間減少了，但我們一家反而更珍惜

百忙中的空閒時間，親子時間反而變得更

多，親子互動和交流亦變得更有質量，親

子關係增進不少。

對於媽媽是一名抗疫戰士，
兩名女兒是怎樣想的？

黃穎雯：每天回家後，女兒們除了會

與我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還會十分關

心我的工作，對我的抗疫工作非常有興趣，

經常會問我今天工作如何。我不敢說自己

是一名抗疫戰士，但女兒們會知道媽媽曾

經為抗疫工作出過一分力、曾經為澳門作

出貢獻。例如女兒們知道媽媽有參與制定

學校復課安排的指引，這個與她們息息相

關，故她們對於我的工作會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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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這堂課，給您的最大啟
示是甚麼？	

黃穎雯：天災、疫症不是我們所能掌

控的，我們能做的只有儘量將影響減至最

少。不論政府、家庭和個人層面，我們都

應該未雨綢繆，再次面對時亦能有較好的

應對。例如學生停課了幾個月，幸好我兩

名女兒是沒有去補習社的，故學習方面的

自覺性會稍高，相對其他較依賴補習社安

排學習時間和內容的小朋友來說，停課帶

來的影響會比較低。另外，我還感受到團

結就是力量，工作和家庭生活亦是如此。

例如疫情期間，我比丈夫的工作更加忙碌，

丈夫便要承擔更多照顧女兒的工作。

疫情結束後，您最想做
甚麼？

黃穎雯：疫症之前，我們一家人都很

喜歡到戶外活動，如行山和踏單車等。雖

然現在疫情稍為緩和，但大家都要戴口罩

進行戶外活動。在疫情結束後，我最想脫

下口罩，一家人到郊外走走，一起呼吸新

鮮的空氣，好好享受戶外的親子時光。

後記

新冠肺炎給很多人的工作、生活帶

來了改變，雖然“疫情”我們難以一時扭

轉，但筆者相信“逆境”澳門人是可以自

強。抗疫這堂課，相信每個人都會有所得

着，學生學懂感恩、更加獨立和自主地學

習，父母獲得更多更優質的親子時間⋯⋯

最後，再次感謝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人員所付出的努力，感謝他們利用專業知

識為市民大眾築起牢牢的圍牆，守護我們

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